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胡雪岩传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胡雪岩传读后感篇一

“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岩”，但是和陶朱公不同，胡雪岩
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这不是失败，就象是抛物线，有大起
才有大落。默默无闻的人是不可能有大起或大落，胡雪岩是
位不平凡的人。但不平凡的胡雪岩出身却非常平凡，就象千
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出身于普通家庭，有着普通的家教。
但为什么胡雪岩能够大起，即获得成功?那是胡雪岩一步一个
脚印获得的。

胡雪岩从小又顺又乖，只受过两年的私塾，没有受过高等教
育。胡雪岩十二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后，母亲一人拉扯着四
个儿子，但母亲从不抱怨，这样就能够给了胡雪岩一个健全
的人格。胡雪岩在母亲的养育下形成了勤劳、节俭、忍耐、
讲信用的品德，可以说胡雪岩的品德基础很稳固。

纵观胡雪岩的一生能够牢牢抓住到手的任何一个机会，因为
他能够为每个机会做好一切准备。唯一的败笔是向英国人为
国家贷款五十万两银子的时候，把原本杀价到四厘的利息上
向国家虚报成一分三，那九厘的差价和经手的英国人平分了。
就这个差价原本也是理当拿的，因为胡雪岩已经为国家付出
了很多钱财。但在国库紧张内斗外患的时代，这样的事情竟
然成了胡雪岩杀头的罪名，现在的人想想都还要心酸，何况
是当时的群众?大家从心里还是认可胡雪岩的，直到现在怀念



胡雪岩的人大有人在。

这次我是带着一种严谨、思考的态度，来看《胡雪岩的启示》
这本书的，因此对胡雪岩这个历史人物有了深刻的了解，下
面谈谈我的感想。

(一)、“一个人品德基础良好，一生会很稳固”

胡雪岩是山村里的一个普通放牛娃，仅读了二年私塾，只因
偶然捡到财宝，并送还失主，从而谋到了在钱庄里做一名伙
计的差使。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胡雪岩的天生禀性是很纯洁
的，不仅如此，他的天资聪慧和吃苦耐劳更是赢得了老板的
信任，以致老板去世后把整个钱庄都送给出了他，由此揭开
了胡的光明前程。由此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将来能有多大
的成就，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是和他的才干成正比，但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他的品德一定要好!一个人品
德基础如果良好的话，那么他的一生应该会比较稳固。

(二)、“当遇到困难时，应该找人帮忙”，“要请别人帮忙，
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多为别人着想”，“当一个人得到好
处时，首先要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

在做事情时，并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如果没有
身边的人帮助和配合，独角戏是很难唱下去的。而如果把别
人的帮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与人
合作。把做人和做事都做绝、做尽，那肯定是个失败的人，
肯定是个讨人嫌、到处树敌，没有朋友的人。一次、两次，
三次后，大家都会离你而去。只有真诚地交往，有来有往，
才会有长久地合作关系。而当获得成功时，感激的应该是身
边一路帮助与支持的人，没有他们，哪会有你的成就。人应
该懂得感恩!

(三)、“做好了是小事，做错了是大事”



生命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应该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
去做，做好了只是件小事，甚至往往不被他人所重视。可是，
这些小事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做错了却坏大事了。而且，人
们往往是见微知著的，通过从小事当中了解一个人，对一个
人做出判断。所以，有些人很可能做错了一件连自己都不注
意的小事，却影响了他人对他的看法。也就是校长平时常与
我们说的“100—1=0”的道理。

(四)、“一个成功的人需要：知识、见识、常识和胆识”

普遍的人都知道要努力掌握知识，可是却往往忽略了其它三
个识的重要性。见识，就是经验，经历得多，看得多，这是
通过学习知识无法掌握的。常识，是日常做事待人的根本，
不然就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和将努力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胆识，
是将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的胆魄。如果没有胆识，即时一个
人再能干，也只能碌碌无为。

我们如何发展这四个识呢?知识，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多看
书，多听和多问，多思考还有多总结。见识，需要通过历练
来提高，那么这就需要多争取机会去做实事;常识，需要多观
察，多体验，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来培养自己的常识。
同时，需要培养自己具备常识的意识，避免一味地教条主义
地办事;胆识，也是需要通过历练的，最关键的是心理上的突
破。所以，做事情认准了就要大胆尝试，过多的犹豫就会导
致缺乏胆识。

《胡雪岩的启示》中还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一个人品德
基础良好，一生会很稳固”、“信用是人的第二性
命”、“感恩”、“自作自受”、“德行定终生”、“信用
是人的第二生命”、“一个人要替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
的责任”，等等。与我们学校一直倡导“先学做人后学技
艺”的办学理念完全的吻合，作为我们老师一定要教导学
生“学会做人”，并且要“学做真人”。



“对任何一个人都要尊重，都要诚信相待，都要当做朋友一
般”，联系我们的教育及教学实际，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要
尊重及爱护学生，善待身边的每一位学生。

“好好工作是对自己好，不是对别人好”，在有工作压力的
今天，做每件事都要看成是给自己做事，通过努力工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就会有掌声陪伴你，也得到了学校和同事
的认可，因此在工作中一定要有不计较个人得失做好不管
是“大事”还是“小事”每一件事的心态。

胡雪岩的一生，很辉煌，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到清代后期的
红顶商人，他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到后来他被抄家
了，他的失败同样很值得我们反思。他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
不会“听话”吗?是。当左宗棠让他多读书时，他认为自己的
聪明够用，可他不知道书中有太多的道理。这样的聪明在他
做学徒，打算盘时够用，在他成为钱庄老板时够用，可在他
事业飞黄腾达时还够用吗?他的父亲临终前告诉他要安分守己，
事业定会兴盛，他果真如此，可没有停止前进，到达顶峰时
衰落了下来。

他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贪财吗?是。虽然他也明白钱是我们
用来做人做事的工具。但他走得太顺了。顺境我们其实应更
加保持冷静，他在不断步步高升，家财万贯。他应该学习范
蠡,三次散财,未遭大难。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附。可
他又会疏财，他的胡庆馀堂每月都给老百姓施药、免费供应
茶水。他在看见外国人以践价买下蚕丝后非常痛心，所以提
前花高价买下所有蚕丝，不让外国人得到一点。这显然是自
不量力，但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心上!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在家境破败时，他冷静地收拾
了残局。胡雪岩并不后悔，因为他只能掌握过程，不能控制
结果。他仍有承担所有责任的能力。他也不怪任何人，胡雪
岩明白，所有的后果都是自己造成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自
作自受”，好的是，坏的是，胡雪岩的一生也是。他没有过



早地逃避，所以最终走得心安理得，并葬在了小时侯放牛的
青山上。

因此，我们平时要一定多学习，而且是要有爱学习的习惯，
通过不段的学习长见识明道理;学会听话，要听得出别人的话
中话，听得出别人说这句话的含意;贪是万恶之源，因此心中
一定不能有贪心，得到钱财时要格外的谨慎，而不是很惊喜，
更不可胡作非为和奢侈;把同事当成朋友，对任何人都要尊重
和诚心的对待，且要懂得对自己所做所为都要负起全部的责
任。

胡雪岩传读后感篇二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结识了曾仕强所著的《胡雪岩的启示》
一书，竟然对它爱不释手，细细品味书中的故事，从中学到
了有用的道理。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短短62年的人生，
经历了就业、创业、败业三个完整阶段，有过贫困潦倒，也
有过风光无限，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要学习的
是他的精神和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并且能从他的失败中吸取
教训。胡雪岩出身贫寒，但他没有因为出身不好而怨天尤人，
他对工作更加倍的努力，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
成为当时富可敌国巨商富贾，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胡雪岩
的成功，绝非偶然，其中有很多的道理，值得去好好探究和
效仿。

有一句说的好："做事先做人"，在《胡雪岩的启示》一书中，
本人有以下几点看法：

1、诚信为本。在本书中关于诚信的例子实在太多，如：外国
银行不肯贷款给清政府却愿贷给胡雪岩，就是一个生动的例
子，何况在胡雪岩的一生中不难看出他的诚信，值得我们所
有的人学习。



2、重在朋友，以诚相待。胡雪岩在一生当中结识许许多多的
朋友，如：古应春、尤五、王有龄、左宗棠等等。在胡雪岩
的一生中有太多的朋友帮助住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
帮助他呢？因为他把周围的每个人都当作朋友，不计较对方
的身份、地位，并且以真诚相待。

3、工作当成责任。胡雪岩把左宗棠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责任，
从不抱怨推卸，而是尽全力做到最好，非常了不起，我们也
应该学会把工作当成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

在当今社会中人人都是平等的，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曾仕强教授在讲"胡雪岩的启示"时，说到了这样一句话"人要
紧的是时时刻刻充实自己，常问自己准备好了没有"，通俗的
字句，却道出了追梦路上的真谛。

《胡雪岩的启示》一书对于本人是受益非浅，从中明白了许
多道理。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善于读书，并能从中悟出不同的
道理，此书带给我的启示也将会指引我在以后的工作、生活
中走得更好。

胡雪岩传读后感篇三

本周看的闲书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因为书确实很长，我
每天又只能在忙完工作、孩子入睡后翻看几页，所以进度很
慢，到现在才看了一半多一点，刚好看到胡雪岩人生的颠峰
时刻。

胡雪岩其人确实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优点实在太多了，我
也不知是书中故意美化了他，还是真人就是如此，他善良、
宽容、慷慨、孝顺、精明、识人、会事等等，反正至少在我
看的前半部书里，作者没有向我透露他的任何缺点。我也一
次次被他的举动所折服。当然，在他众多的优点中，让我感
触最多的还是以下这两个：



一、他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我第一次看到书中这样形容他的时候，我想了一下，一个
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想一是要知识储备要够，至少就这件事来说，要有足够的
知识去判断事件的发展方向。二是信息量要大，要知道时局
对事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三是要识人懂人，要懂得经手这
件事的人会对事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后来，看的
多了才发现，其实我忽略点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选择负
责，胡雪岩的每一次选择也不能说全部都是最优选择，但他
的厉害之处是他愿意为他的选择负责，而且会选择那个他一
定能负的起的责任，所以，就算选择的不是最优，但事情也
还能算圆满。人的一生真的要经历很多的选择，有的选择很
小，比如买个杯子，有的选择很大，后面可能是你无法预知
的未来。面对选择我常常会很无助，老公说我有选择困难症，
而且我总喜欢对各种选择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作一些不切实际
的幻想，导致我每每在选择面前越发困难，越发不能下定决
心，有时也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看了胡雪岩以后，觉得其
实选择也没那么可怕，有因必有果，有什么样的选择就要承
担什么样的后果，只要把这点想明白了，然后做好最坏的打
算去承担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就好，也许结局并没有你想
象的那么糟糕。

二、他总是能考虑到别人的处境和感受

印象最深的是书中讲到他最潦倒的时候，捐官成功的王有龄
回到杭州了，找到他要报他的恩，这是他扬眉吐气、好好报
复一下张胖子的好时候，但他确为张胖子考虑，设计了一个
大家都能下台，皆大欢喜的好结局。书中还有很多他为别人
考虑，总会让所有的人都很愿意跟他打交道的故事，确实让
我学到很多为人处事之道。真正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性练
达即文章。胡雪岩读书不多，却把这些参的很透，不管自已
有理无理，总会给别人留有余地，就算是完全给别人做好事，
也会想一个人家能接受的方式，让别人从心底里感觉舒服。



想起之前在朋友圈里看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让别人舒服是
一种顶级智慧与软实力。《菜根谭》里也讲："处世让一步为
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已的根
基。"这些话说起来都容易，道理也是人人都能明白的，但做
起来确实很难，次次都如此就更难了，书中的胡雪岩确是次
次都这样做了，他的很多做法会让你读完很想大喊一声："
赞"。

这样好的一个人，结局却很惨，下半部真的是不忍再看
了……

胡雪岩传读后感篇四

红顶商人胡雪岩读后感

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抱怨生活，总是打抱不平，要时时刻刻
记得，自己也有责任，不要总是推卸责任，不去怪自己，人
生中有很多的机会，如果你让机会擦身而过，就不能抱怨别
人了，因为每个人都用有机会，但是每个人的成就便是不一
样的，这就要看你的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晚清时代的胡雪岩，他出身贫寒，白手起家，凭着自己的努
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个享誉盛名的红顶商
人；而他所创建的胡庆余堂，更是代代相传，成为百年老店。
然而，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却短短三年时间，就彻底倾家荡
产，仅仅六十二岁就郁郁而终了。

读完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好多的道理：无论如何都要以诚信
为本，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诚信是随处可见的，而诚信
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也是更难做到的，说着容易却做着难！

会说话是胡雪岩的绝技，他根本没有读过几年书，可是总能
化险为夷，会说话，这是一种绝技！



俗话说的好：一个人没有才干，但是不能没有品德；一个人
可以没有机会，但是不能没有做好迎接机会来临的准备；一
个人可以自己生活平淡，但是不能没有知心的朋友；一个人
可以出身贫寒，但是不能不努力奋斗；一个人可以没有学历，
但是不能不学习”。

胡雪岩传读后感篇五

胡雪岩主动筹措钱财与王有龄，让他去捐官，而后自己又给
收回的死帐打了一张欠条。由此小感：一个人应该主动的去
帮助自己可以帮助的人，因为你的举手之劳也许可以改变一
个人的一生。

但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不要给自己设下一个陷阱，应该在
今后收回这个钱的时候直接交回钱庄，也许这说明他的光明
磊落，但是也说明他没有自保的忧患意识，这也是他最后落
魄的伏笔。

胡雪岩让王有龄单独去钱庄还钱，而自己还嘱咐胡雪岩一定
要褒扬钱庄主事。小感：做一个豁达的人，永远不要记住别
人的不是。也一定要记住常常给别人面子上好过。

胡雪岩回钱庄看望旧交，每个人都送去了适合他们的礼物。
小感：一个人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自己可以给予别人什么，
要时时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情谊。

胡雪岩和游五饭桌谈心。本来是觉得要隐瞒很多的，但是看
见别人很真挚，所以觉得自己不把自己的底交给别人，感觉
就是对别人的不尊敬，也是对自己的不自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