
权力论读后感 权力资本与商帮读后
感(模板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权力论读后感篇一

提起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的商人，当属讲出“奇货可居”这
个词的战国末年的吕不韦。囤积居奇是商人惯用的手法，可
他却将这手法玩到了极致，只因看准了当时落魄的秦王孙嬴
异人，投资扶持他登上了秦国的王位成为秦庄襄王，而自己
也因此成为秦国的丞相并受封为文信侯。再后来，秦庄襄王
驾崩，其幼子十三岁的嬴政继位又尊奉他为相邦，号称“仲
父”，自此吕不韦开始权倾天下。

经济基础是一个政权的有力支持.权利、资本、商业往来……
这吕不韦还真的是将这一切都玩于股掌之上，原因在于他比
一般的商人看的更明白，机会把握的更加准确。他堪称是中
国古代投资界的一匹黑马，做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也是收
益最大的一笔生意。

在没有遇到嬴异人之前，吕不韦在当时也堪称是富豪，拥有
大量的财富。之所以会去投资扶持不得志的秦国王孙嬴异人
这笔买卖，是为了能够摆脱“商”的阶级地位，从此跻身于
上流社会甚至是取得无上的权利，获取比经商强于千百倍的
利益。

中国古代一直有着“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列说法。从这个排
序上来看，这商人虽然有钱，但他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从土地
里刨食的穷苦农民，所以这吕不韦才要费尽心思的往上层阶



级里面挤。

一直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序，都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不重视
商业发展的表现，是一种抑制商人的体现。不过在青年学者
王俞现看来，这抑商反而恰恰证明了商人势力的过于强大，
或许这体现了中国的古代某一个时期的社会地位排序，但是
并未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要不然为什么纵观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被逼急了跳出来闹革命的大多都是穷苦的农民，
而不是生活富足的地主商人呢？所以在中国古代这商人的地
位，或许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贱，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基
本上还是那些无地无财的农民。

回看中国古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各项文明事业的发
展，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随
着多种商业的出现以及商品数量的增多，行商之人的数量也
日益庞大起来，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加上封建统治者们对
其的抑制，促使这些商人们通过乡里宗族、亲缘地域等关系
联系起来，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同舟共济，一种与商业密切
相关的联盟“商帮”，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较为著名的有山西商帮、安徽商帮、
福建商帮、广东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宁波商帮、龙
游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从前面我们所讲述的吕不韦
“奇货可居”的典故可知，经商之人与他的事业在一定的程
度上是完全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的。商业的发展历
史是与历史的兴亡交替息息相关的。

《权力、资本与商帮》是前面提出商人势力过于强大所以导
致抑商现象的青年学者王俞现所写的一本有关于中国商帮发
展的历史类书籍。全书细细梳理了中国近六百余年的商业脉
络，将不同时期的精彩博弈鲜明的讲述于这本厚重的书籍之
中，被誉为是“一部中国政商博弈史，半部社会开放封闭
史”。



从最初的晋商徽商盐业崛起到明朝海上贸易的兴起，从广州
十三行的初次登场到山西票商的独领风骚，再从买办的逐渐
上位到沪津商人的沉浮起落。作者用六大部分二十二个章节
展现了中国商人自古以来的精神价值，论述了其商业的思想
以及剖析了商帮发展的兴衰规律。

有太多的内容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揣摩学习，也有太多的内容
值得现代的人去体会品味。

现代的商业发展给与了人们较之以往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更
加需要现代的人们去好好的把握这新时代下所带来的商机。
读完这本厚厚的《权利、资本与商帮》一书，或许能够给今
天的人们以更多的历史启迪。

权力论读后感篇二

从人类文明诞生开始，权力随之而来，从最初的祭司巫祝，
到君主皇帝，再到总统主席，在村落城市、宗教政治中，权
力无处不在。顺便说一下，此书中的“权力”非“权
利”，“powernotright”。作者直面的是控制与改变的力量，是
我们通常讳莫如深的统治力量。随着逐层剖析权力的产生与
它的运行逻辑，不同于我们平时看到的权力视角逐渐展开，
在宗教、经济、政治中的权力运作规律清晰地暴露在我们面
前。

本书是偏学术类的作品，有很多的概念定义类的术语，但逻
辑十分清晰，沿着作者的思维读起来并不晦涩。作者在书中
分成了三个部分对权力进行剖析：权力的本质、权力的具体
化和权力的实践，通俗的讲就是权力是什么、它在不同领域
的运行逻辑是怎样的、以及权力是怎么样作用于我们当代社
会的。在这里面政治领域是作者首要强调的，正如亚里士多
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这里作者引用了大量
的例子来说明权力在政治领域的运行逻辑，从罗马共和国到
中世纪的贵族，从日本的武士到现代美国的参众两院运作模



式。在第三章里还提到了政治顾问在权力角逐中起到的培训
指导作用。如作者所说，政治权力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一
方获胜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如同下国际象棋一样，首先
要熟悉棋盘与规则，其次懂得分析局势，掌控比赛节奏，才
能赢得最终胜利。

信息数据的收集、传递与利用成为当代权力竞争的重要砝码。
不论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要让权力统治的
方方面面在社交网络的传播下暴露在民众的视线之下。符合
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真诚、可信赖的为人民服务才是权力
在当今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作者用了很多反面教材来说明
当权力被滥用，被沦为政治工具时的负面影响，但我仍心怀
善念。也许这正是这本书传递的理念：了解权力的逻辑，直
面它，利用它，为自己更为民众，让权力为创造一个更好的
社会所存在。

权力论读后感篇三

副标题是政治及如何掌握政治，听起来大得不得了，但完整
看下来会觉得，至少没有太言过其实，作者在书中呈现的框
架，确实是从认知角度全面掌握政治的第一步。

本书在的评分不很高，可能与书中极大量的理论引用和抽象
论证有关——德国佬写东西真是严谨到变态；而且后半部分
主要关注的是政治领域的权力运用，直接的实用性是十分可
疑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
比如之前读过《政治哲学》、《政治学通识》一类书籍的话，
其抽象性并没有高到难以理解的程度。

而如果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程度的关切的话，更是会对书中的
权力理解和运作的框架啧啧称赞，不愧是德国人的作品，精
准而冷静的剖开了社会现实，给你展现许多政治事件背后的
机理；以及更本质的，人作为政治动物理论上都该具备的政
治素养，应该包含哪些部分。



本书作者是两位德国资深政治顾问，所以本书天然是从顾问
视角出发编写的。之前《公司改造》一书短评里我提到作者
对现实变革中所需要具备的软实力软技能多有呈现，而这本
书所讲述的“权力”，其实就是全部软硬实力汇集而成的表
现形式；理解、获取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就是在专业技能之
外所需的全部软技能。

这样一本书理论上对所有人改善自身或所在团体的生存境遇
都是适用和有益的，无论ta作为行动人还是顾问。比如书中
介绍的一些政治分析工具，或直接来源一管理学，或简单转
化一下就可以在商业场合中使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
以强烈推荐对权力与影响力有兴趣的人都去看看。

目前我只是浮光掠影看了一遍，除了什么三维度四阶段啥也
没记住。这种信息量极高的书，整理起笔记来又得花时间了，
头疼，还有好几本欠着账呢。

权力论读后感篇四

首先在读《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权力意志》之前应该对
尼采其人有个大致的了解，尼采是个哲学家，但是又不同于
哲学史中的任何一个哲学家。尼采的哲学是建立在非理性的
基础之上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
的荒唐”。有人将尼采称为诗人哲学家，说的很对，尼采的
哲学不同于其他的哲学家，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是按照严密
的逻辑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但是尼采不同，他是用诗
化的语言来点燃人内心中的潜在的作为人的最大的激情，由
此而达到超人的境界。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
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
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
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
诸神)。



尼采对于世人的划分大概就是依照这几个等级来划分
的，“你应”的状态就是大多数凡人的状态，他们对一切既
定的道德尺度不会产生怀疑，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地生活，
在这种状态下压抑了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尼采对这类人深
恶痛绝，但是从他的语言里表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鄙视更多的
是一种期望，朗费罗在《人生礼赞》中高呼“莫学那听人驱
策的哑畜，要做一战斗中的英雄!”，尼采的哲学中也有这样
的呼喊“生活在对我们每个人呼喊：做个血性男儿!不要追随
我，而要追随你自己，你自己!”“我要”其实只是“超人”
所表现的一部分而已，能够表达“我要”的人不仅有不被束
缚充分展现权力意志的愿望，而且他们还有部分能力。“我
是”则完全是一种理想的“超人”了，这种人可以完全实现
自己的权力意志，而且具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所有能力。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
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
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尼采为何宣称“上帝死了”?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尼采宣
判“上帝死了”的意义：人类不需要主人!既然这样的话，那
么就让上帝安静的离去，从此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了，只要人
类有了这样的信仰，那么不会再有奴性的道德了，人才可以
称之为人。

权力论读后感篇五

本书作为一本较为专业的政治哲学书籍，以非常逻辑分明的
结构，来审视权力及其逻辑，本书提出对权力原则进行去神
秘化的分析，与此同时，揭示的是政治世界的内部图景，也
是对不同人物在这场大型的零和博弈中实施地位和优势争夺
战略的反思。下面按照本书的结构进行梳理：

在这一章中，作者们通过对权力的界定——包括行动权（以
目标为导向的行动能力）和控制权（应该被理解为管控他人



的能力）——的探讨，对于东西方古文明对行动权、控制权
二分论的贡献的叙述，对不同权力模型系统化产生的争议与
质疑的罗列，最终作者们决定赞同将权力视为统治的社会现
象的权力理论家的观点，同时整合了商品模型和结构模型，
认为权力既可以被理解为具体个人用于对他人形成潜在控制
的工具，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结构用来控制参与其中的个人
行为的潜在工具。此后，作者们对于权力的基本原则给出了
如下观点并加以阐明：a.权力的本质取决于人类的本质；b.人类
的本质是通用的、全球统一的；c.因此，权力的本质及其原则
是通用且全球统一的。进而，作者又对人类、权力与历史的
演进给出了观点，即：a.因为人类是社会生物；b.还因为社会现
实无法脱离权力；c.所以人类无法摆脱权力。

本章通过权力如何变得具体及权力在何处变得具体两个问题
为基础，描绘了权力的基本形式，权力最重要的社会领域、
合法性条件及其资源和工具。根据波皮茨的观点，无论所处
历史和社会环境如何，每一种权力现象都可以根据行为方式
而被归入以下基本类别：行动权力（个人或群体做出伤害他
人行为的能力）、工具权力（通过可靠的威胁或承诺控制他
人行为的能力）、权威权力（利用他人对认可和引导的需求
来掌控他人的能力）和技术权力（通过干预或改变他人的自
然和非自然居住条件来间接影响他人的能力）。接下来阐述
了权力的领域核心概念及关键组成部分，布迪厄认为，随着
不断进步，社会逐渐按照分工组织起来，不同领域又自己的
功能，彼此间有组织地相连，他将这些领域称为“权力场
域”和“力量场域”，权力发生的核心社会领域组织起来形
成体系：宗教、经济和政治。此三者并未包含所有范围，但
是代表了主要领域。此后，作者阐述了权力与公共利益的关
系——政治权力只有在服务于公共利益时才合法。在这里，
作者论证了三个互相对立学派（依程序论、实质论和一体论）
中的不同逻辑观点。

通过前述章节的讨论，得知了权力的表现形式、涉及领域、



合法条件及资源，还特别关注了政治领域。这一章会从更具
体的内容来阐释权力及其逻辑。同时它旨在概括出221世纪代
议制民主中顾问的体系，以自身体系的不断完善为顾问新手
提供操作指南，也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权力专家们提供
建议。作者首先通过权力博弈模型来类比——从本质而言，
政治竞赛就是权力的国际象棋比赛，而顾问的工作就是带领
其客户，即咨询人，巧妙地赢得比赛。

就像政治一样，国际象棋就是一场冲突，其核心就是通过将
具有不同影响力和技能的棋子（例如兵、车、马等）排兵布
阵、预测对方走位，来赢得主导权。与其他游戏不同，国际
象棋需要结合战略和战术要素。对敌我走位的计算深度以及
对不可预见的失误的利用决定了胜败。

赋权指的是使人和机构准备好进行这场权力博弈，帮助他们
理解这场游戏，而不仅仅是能够背诵出正式的法律和规范。
赋权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政治战略式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动
方案。此后，作者讨论了权力博弈布局分析中的提炼，并阐
述了政治布局分析的四阶段模型：1.监控和情报；2.竞技场
分析、利益相关者识别和议题识别；3.利益相关者分析，网
络分析，风险评估，情境分析；4.战略构建。

政治影响指的是通过与组织和个人的互动在政治领域做到权
力的实际运用，这是之前讨论过的赋权和提炼的试金石。

在已经对赋权、提炼和影响这三大指导原则进行延伸的情况
下，作者回到了第三章一直隐含讨论的核心主题：全球化给
权力领导体系带来的挑战。毫无疑问，全球权力咨询是顾问
最为重要的工作领域之一，需要呈现最好的表现，也承受着
创新的压力。这个领域将持续地为世界各地经验丰富的老手
和行业新人带来挑战。

最后，我想摘抄一段关于“权力和象征主义”这个主题的内
容。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和公共观感中，权力和象征意义紧密相连。
当一个政治人物在聚集的媒体面前惩罚下属时，我们自然而
然地认为这是“权力的展示”。导弹测试或军队阅兵都
是“权力的宣示”，位于德国银行业中心法兰克福的欧洲中
央银行的玻璃宫被形容为“权力的丰碑”。尼克拉斯·鲁曼
在其备受好评的著作中指出，这样的联系并非偶然。在他看
来，这是构成权力所不可或缺的。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
斯迅速地为其找到了原因，声称人类不相信看不见的权力。
他们需要看见才会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