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资本论马原读后感(模板8篇)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逐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不断提升自己
的能力和素质，是实现理想的必经之路。以下是一些成功人
士实现理想的故事和启示，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一

看过不少叙述和回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书，如李卜克内西的
《回忆马克思》，梅林的《马克思传》，每一次阅后都像火
炬燃起心中的干柴，周身充满了无可比拟的热量。

今天，我又看了一本比前二本更完整，更充实，更能反映了
马克思的著作，这部书好像一组反映伟大导师的照片，我看
见，一个伟大导师的成长过程，他抛弃了教援和法学专业，
为了研究现实，他投身于革命实战，他摈弃了鲁格的“空想
主义”，为了“贫民”，他呼出了“向大地宣战”的口号，
他没有给他的母亲带来幻想的葡萄园，为了磨锋他战斗的笔
尖，他让他的燕妮等待了他八年，他的早熟使得比他大十六
岁的老教授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思想早已走到了人类的前头。

是的，聪明的艾得加尔被时代所抛弃，空想的大学生们隐去
了，独有无产阶级的斗士马克思在思想的旋祸中健游着，向
着伟大的目标前进，看来，黑格尔和柏林大学的约翰对他的
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从这个故纸堆中找出了辩证法的
明珠，马克思拼命钻研文学语言，他为了更好的运用语言竞
着迷一部中篇小说，他的各种文字的运用，使得朋友们都非
常吃惊，他用他崭新的世界观，全身披摩地杀向了战场，尽
管他被通缉使他出逃了国外，但他高兴，因为他至少在这个
巨人的身上造成了严重的裂痕，他知道，不可喻越的鸿沟正
是由痕裂所造成的。

如果说燕妮是他亲爱的妻子，那么图书馆便是他的伴侣，他



研究革命理论，尽管生活不很如意，但他是在为全世界被压
迫人民谋利益、求幸福。

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个平凡的人，并非什么“超级天才”，
他的伟大是和他诲诲不倦的研究革命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所
分不开的，难怪，那些马克思的“朋友”在诽谤马克思时，
把他描给成一个很可怕的人物，燕妮要捧腹大笑了，道理很
简单，因为他是一个很平常的人。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二

《资本论》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目。而且得到
资产阶级学者的承认。本文是本站小编整理的马克思资本论
读后感，仅供参考。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篇不朽的名著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把高
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
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科学成分，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
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
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
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
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指出：“我要在
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
济运动规律。”

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时



指出;“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
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
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
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
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的研究对象。在第
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
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
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这
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
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
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
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
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
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
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竟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
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
是马克思对《资本论》前三卷研究对象、内容和理论结构的
概括和说明。

《资本论》的体系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它的结构是“科
学的辉煌成就”。《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
的基础，以资本作为研究的主体，以剩余价值作为研究的中
心，以资本内在矛盾发展作为研究的主线，以揭示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规律作为研究的目的。在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
的科学叙述方法的指导下，整个理论体系通过矛盾形态演化、
范畴演进和规律转化，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殊的社会
历史性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

《资本论》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目。而且得到
资产阶级学者的承认。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xx年12月21
日发表的文章《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文章中承认马克思
主义具有强大影响力。文章中一些论断还是客观的，给人启
发的。文章讲到了1999年，bbc评寻千年伟人”，卡尔·马克



思名列榜首，而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则分列二、三、四
名，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
学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
重。”文章明确指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比
如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全球化和国际市尝经济周期和经济
决定思想的方式等。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马克思遭到
了误解。东欧和前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扭曲。”“请你务必丢弃前苏联和东欧实施的共-产主义，
但千万不要丢弃马克思。”“这位伟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
都是正确的，他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文章说：“马克思
思想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人数日益减少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
者，他的许多假设、分析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思想界甚
至更大的领域都广为流传。”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与伟大。

“圈地运动”是我仅能想到的原因，这是高中教育留给我的。
阅读到在第一卷二十四章才发现自己的思考和学识有多狭隘。
马克思说道：“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剩余
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
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一整个运动
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
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
“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
是它的出发点。”从这里来理解，所谓“原始”积累是在资
本及与其适合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
离的历史过程。当“原始”积累达到一定力量和能力的时候，
它就辩证地转化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曾经，在高中的课堂上，老师向我们解读“资本就是从头到
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本以为这仅是马克
思个人仇资的心理表示，毕竟在当时，我只认为马克思是站
在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人。读罢《资本论》，才发现这正是恰
如其当的评述，甚至如果还有更贬损的话语，我不介意用它



来描述资本积累的原始过程。历史是被建构出来的，以文字
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印记,但其
前提是存在有那么一段历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构
的历史，迟早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事实上，原始积
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如果说，资本积累不外是不断地进行着对雇佣工人的剥夺，
对他们的无偿劳动的占有，而这种剥夺又是隐敝的，被掩盖
在物的关系下面，是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发生的，那么原始积
累就是对生产者生产资料的剥夺，其目的是在于把他们变为
雇佣工人，这种剥夺并不为物的关系所掩盖，它在商品流通
规律之外进行，是超经济的因素。下面我将具体阐述原始积
累是如何使大多数人变成无产者而少数人成为资本家的。

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是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演出
的。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
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和公认的小屋，
把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投向劳
动市场。同时，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伴随而来的对教会地产
的大规模侵吞，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无情地
抛进无产者行列。把人从地产上清扫出去，对“神圣的所有
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残暴的暴力，在那个
时代，所有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
种“田园诗式”的方法。无怪乎托马斯.莫尔在自己的《乌托
邦》一书中就宣称：“羊在吃人”。所有这些为资本主义农
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为城市工业造成了大量
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

我一直用“不受法律保护”来形容那些无地无产者，因为他
们确实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法律的保护，即使有法律，那也
是用来压迫剥削他们的血腥法律，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牺
牲者，同时也是奉献者，因为他们的非自愿地牺牲造就了资
本的原始积累。几乎一夜间，大量无地无产者被投向劳动市
场，但是这个不受法律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她诞生那样快地



被新兴的工厂手工业所吸收。再者，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
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他们大批地变
成了乞丐、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
为环境所迫。我们甚至不曾想过法律可以这样：它对大多数
人为何沦为流浪者在所不问，甚至鼓励把农民沦为无产者的
行为，但它却对流浪者施加酷刑，并要他们发誓回到原籍或
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而没有人“愿意使
用”还要被割耳朵。多么残酷的讽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已经
被剥夺，劳动市场早已饱和，法律却要求他们“从事劳动”，
否则就对他们施加酷刑。在形式上，血腥立法的目的在于反
对流浪者和乞丐，但是转变为这种人的人恰恰就是被剥夺者。
可以这样说，血腥立法所做的工作并不少于血腥剥夺者的工
作。法律还在另一个方面起了大作用：法律虽然规定了工资
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支付高于
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
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
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
则监禁二十一天”。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
约期限等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
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工人的状况极端恶化，货币工资
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上升的程度。
正如亚.斯密所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及其工人之
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
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些法律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
是它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并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原始积累，
造就了大资本家。

“资本是天使?资本是魔鬼?资本能让我们一步登天，也能让
我们落入万丈深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资本的模样，你心中
的资本模样如何?”通过《资本论》，我了解到原始积累的残
酷性以及后续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
少数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存在，从
而扩大品贫富差距。而越来越多相对过剩人口对在业人员造
成极大的压力，迫使在业人员不得不过度劳动和忍受资本家



的摆布。发达的生产力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
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个人劳动为基
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
在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公有制比较
起来，社会公有制自然是一个长久的多，艰苦的多，困难的
多的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
社会公有制则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共产党宣言》
最后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只是出于阶级斗争
的考虑，更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既是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
作。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精妙阐述对后
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其观
点谈谈我的看法。

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关于商品的交换过
程中谈到：“商品对其所有者而言是是非使用价值的，对其
非使用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
就形成商品的交换，从而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价
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之前，必须先作为
聚氨酯来实现。”此观点很精确地阐述了交换对与商品的重
要性。

首先，从商品的定义出发。我们都知道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
动产品。由此可见作为商品与其他东西的区别一是交换，而
是是劳动产品。其两者共同构成了商品的属性。因为可以用
来交换，所以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因为是劳动产品，其中凝
聚了人类的无差别劳动，所以商品具有价值。从其属性来讲，
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要生产产品，他不仅要生产
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
价值。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被的使用者手
里，最后，没有物品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品
无用，则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没用，也就不形成价值。因此，



交换这一过程在这里发挥了很关键性的作用，巧妙的在满足
不同使用者的要求同时实现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实现
了商品本身的意义。

另一方面，商品交换过程也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交换创造财
富。正如书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中，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财富的获取是
通过堆剩余价值的剥夺。商品因为交换过程而从他们当作非
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他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受咯。这过
程在此是一种社会的物质交换。一种有用的劳动方式的产品
代替另一种有用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到它使用价值的地
方就以商品的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商品因为有交换因此
有了货币，有了在市场的流通。商品的直接流通方
式w——g——w,但作为资本货币流通形式却
是g——w——g，g——w——g之间是有意义的，因为其
中g——w——g’,g’=g+g’’即是于原来的支付的货币额加上了
一个增值额。这个增值额超过原价值的余额，称为剩余价值。
因此，商品以货币为媒介，通过交换，创造了剩余价值。也
就是创造了财富。

由此可见，交换是商品形成和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商品实
现其意义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三

初读《资本论》，每每读到晦涩之处，便想到马克思在写此
书时的感慨——“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但对于这本百科
全书式的天才著作仅读一遍是无法深刻领会其微言大义的。
因为我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在以唯物史观为
基础的《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
应用于一门科学。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了，在世界一流



的伦敦博物馆所藏图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有1500多种，
他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为了更好地完成《资
本论》，他广泛收集有关各学科资料，如农艺学、工艺学、
解剖学，更不用说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了。总之，只要与
《资本论》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
去。这种研究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而在我们日常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却被狭隘地定义为：政治
经济学是关于生产关系的科学，它研究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
即经济关系。同时对于马克思这句话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含义，在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把它
理解为生产关系，有的把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有的把它理解为劳动方式，也有的把它理解为用什么工具进
行生产，等等。吴易风老师曾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
产关系原理这个角度来讨论和澄清这一问题。通过对这篇文
章的阅读也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马克思
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
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
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

整个《资本论》第一卷既有理论性的研究（主要方面）又有
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美的历史叙述，后者对前者进行了有益
的补足，相得益彰。

理论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重写（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即说明），分析了商品及
其价值阐述的是经过唯物史观改造和创新过的科学劳动价值
理论。马克思建立了两种类型的价值：使用价值即某物的有
用性；交换价值，由融入物品中的劳动量决定。按照劳动创
造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它同时具有双重性质。既然“商
品的交换价值必须要以为他们共同所有的某种形式表达出



来”，而他们惟一相同的就是劳动，故而劳动必定是价值的
源泉。但是很明显由于有一些人要比其他人工作更快更熟练，
那么这种劳动必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水平。接
下来的就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有关价值形式的部分；第一章结
尾论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马克思在书中将其称之
为——“拜物教”这使我不由想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异
化”这一概念。在这里马克思写道：“因此，要找一个比喻，
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
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产生关系并同人产生关系的独立存在
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
拜物教。”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论述了交换，叙述了作为商
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具体阐述了商品的价值以及价值的普遍
尺度。

第二部分叙述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
人们卖掉商品得到货币是为了买更多的商品。在资本主义时
代，人们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更高价地卖掉才去买——他
们使用货币买商品是为了用那些商品作为手段增加自己的货
币。

在第三部分里马克思引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概念——剩余价
值。恩格斯将这一概念称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最重要
的“发现”。马克思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做了区分，前者是
“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
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就这一点，马克思
谈到：“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
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
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
可大可小的。”这个变化是剩余价值的比率，工人和资本家
的斗争就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展开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资本
家使得工人工作的时间比仅仅用来满足体现在他产品中的劳
动价值的时间要长。

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马克思论述道：“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



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
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
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
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
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
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
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
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
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
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只可能来自可变资本，而不是来自于不变资本，
因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原因由
于机器的引进，劳动时间减少，这样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减
少。当然机器会提高生产，殖民市场会吸收一些劳动力，但
这种单纯的治标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带来危机。

第一卷的最后是一个大的部分，在这一部分里马克思描述了
资本家落入“积累欲与享受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就必
定会去生产一支“产业后备军”或巨大的暂时性失业工人蓄
水池来适应市场变化。马克思以令人发聩的语言总结
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
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
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
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
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
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
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
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
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
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
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
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



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
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
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
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
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
积累。”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四

本次所读的版本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老先生翻译的，他二
人也曾翻译过《国富论》的。在此推荐想读的朋友可以尝试
下。在2018年上半年读完《资本论》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原本以为做不到的事情居然真的做到了，这就是持续行动的
力量呀。通过四个月的读书，结结实实让我经历了不一样的
人生，《资本论》看透了社会的真相。这一本好书，好书是
值得读很多次的，以后拿出来再看一看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体
验吧。以下是算是《资本论》的一点体会：

因为从毕业后开始记录自己的每日生活，每件事情花多长时
间有很清晰的时间，久而久之，对时间的敏感度要比以往强
了。而读完《资本论》更是强化了我对时间感知，让我更加
珍惜自己的时间了。

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绝对时间的，没有一定的投入量是不可
能的。《资本论》中对时间在劳动生产上对给出了自己的解
释——绝对劳动时间和相对劳动时间，通过对时间的压榨，
资本家获得了额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对我们个人来说，一天就24小时，不能再多了，如何去分配
是个问题。除了日常的工作学习外，是否有意识的对额外的
时间做做规划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考虑下这个问题。市
面上有很多时间管理的课，但是我基本没怎么听过，这种技
巧类的不如自己记录分析然后做调整来的实在。



一般我们会过分高估自己的能力，对时间的把控也不充分，
往往是先慢后快。可以这么来，想做事情，拿出自己的时间
表，评估下时间消耗，有个大约的值，做完后记录下，就知
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以后再做可以有一个参考，多次重复
后就知道时间该如何分配了。但是不要急先开始，想好了再
去执行，只要你不停下来，就会做完，《资本论》1700页不
就是这么读下来的嘛。

读书使人宁静，到了夏天还凉快呢。

20xx年是我认真读书的开始，以往读书都求快求多，去年买
了几百本书，算下来也没看多少，而且永远在一个读不完的
死循环状态中。通过读《资本论》，深刻的感触到，读书就
要看经典，经典书经过时间的淬炼，能流传于后世必有其道
理，通过读这种书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比从媒体和那种畅销
书来的实在。就像查理芒格说的一样，我们要与逝去的伟人
做朋友。多读经典书，读点费脑力的书，我认为这样对于个
人专注力的提升是有一定的帮助。读书不那么焦躁，也不那
么急切，就是安安静静地看，一边看一边想，能看多少是多
少，不会为了看到最后一页疯狂翻书（以前的坏习惯），脑
袋中留不下一点读过的内容。这是个过程，持续做下去必定
会有提升的。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读书，让我感触到了学习
的快乐，对学习有深度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了。这本书翻译
的有些绕口，很多内容其实读了也未必明白，这不要紧，重
要的是越看越想去理解，越想去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学习能
力的提升就应该是涉及而上，一读就懂的文章知识密度应该
是比较低的，不然不会那么容易读，而这对于个人学习能力
的提高有限。我希望通过读这种大部头书籍，来提高自己学
习的动力，事实上是做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书籍难度有点大，所以需要提高自己的理
解力，4个月下来，对这种级别的内容越是迫切想看，如果是



那种很容易明白的，一般我真的不想看了，在我的认知，娱
乐性的都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本来时间有限，钥匙还在
这上面消费，那我的认知资本不久越来越少了么，怎么去提
高自己的脑力呢。

读书，交友，交流，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正好国家博物
馆还有关于马克思的主题展览，有想去可以去看一下。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五

市场化经济体系下，资本追逐利润在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上
的表现为，不断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压缩劳动者吃、穿、住、
用、行、教育、娱乐和安全保障的空间，同时对满足上诉要
求的物质供应体系实现分层，直到挑战整个经济运营体系容
忍度的底线，这个过程绝大部分体现出来的是资本的负能量。

生产过程生产出的最终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不同阶层劳动者所
需的吃、穿、住、用、行、教育、娱乐和安全所需的物质产
品，并在市场上完成交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满足不同阶层
劳动者所需的成体系，分层次的产品结构。

从另外一个层面分析，或许这是由于资本获得利润通过挤压
劳动力资源运营体系来的更加高效，而通过技术革命与设备
更新提高对能源、矿产的利用效率却来的更加艰难与缓慢。
也正是这一点，资本的负能量总是比资本的正能量来的凶猛
与不可控制，并最终导致整个体系变形与崩溃。

而这种崩溃的最初起源或许就在我们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中，
源自于我们的土地市场，源自于我们的金融体系，源自于我
们企业运营的规则与法律，源自于我们经济运营体系中一系
列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财富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基础之上。

或许我们解决大的经济问题，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最核心与
最根本的内核就在我们平时漫不经心的，或者已经完全习惯



了的思维方式之中。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合理，同样习惯的
规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合理。

文档为doc格式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六

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即
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
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马克思在考察服务劳动时，
曾明确指出，服务是“以劳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服务
有必须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必须的交换价
值。”在这天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社
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含义也应当有所发展和变化，务必探讨和
重新认识服务性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就这部书的历史好处，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
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
如此重要的好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
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那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
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
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
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
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仍然是这天的人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全人类的好处，他不仅仅为19世
纪的人类所拥有，为20世纪的人类所重视，而且，作为人类
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以后人类各个世纪中，它都将被
继承、被发扬光大。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七

我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他从事



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经
济危机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描述的正确性。

《资本论》第一卷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完整图画。
对我来说，《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的、形式好处上的问题关
乎再现/表征的问题，即如何从个别元素、历史过程和各种角
度来构造一种总体性;尤其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这种总体性;作
为一种关系系统，它不仅仅是非经验性的，而且是完全处于
运动之中的，不断扩张，处于总体化运动之中。这对于资本
主义的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也是其独特经济本性最为核心
的部分。然而，永恒的崩溃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也是
本质性的：于是，在这儿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机器，它不可
避免地会崩溃，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存，它务必不断地用
扩张自身、扩张自己控制领域的方式来修复自身。

曾有人认为货币能够解决《资本论》第一卷(论商品)的等价
问题，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解答，因为货币并不是一种解决
方式而是一种中介：货币是二元性的，它被用于表达一种关
系，可实际上却隐藏了这种关系本身。这种货币的神秘本性
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乌托邦围绕以下原则组织架构自身：摆
脱货币就将摆脱所有问题。如果货币是一种真正的解决，那
么诸如商品及劳动的“合理价格”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的，
因而社会民主自身是可能的：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补资本
主义，从而将它改造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另一方面，蒲鲁东
的伟大口号：“财产即偷窃”——也让人无法满意，因为它
假定以无政府主义精神摆脱货币将废除更深层的问题，但是
货币仅仅只是这一问题的症候而已。货币、财产、资本主义
自身依靠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至少它们依靠一种结
构性的悖论(劳动价值论告诉了我们这一悖论的答案)，因此
无法用法令或修补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然会转入生产过程——资本与新
的资本只能在那里得到生产。有了生产自身，它很快就将我
们引向了劳动价值论的秘密之处，引向了解答。那里的问题



表现为：突然间引入了时间——虽说依旧是量化的、静态的、
非辩证的方式。劳动价值论导向了所有关于利润率、劳动小
时数以及那些搞笑的变量组合的计算(这满足了马克思自己的
兴趣，他对于数学与微积分的兴趣能够排在第二位)。然而突
然之间，这些探究撞了墙：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对于工作日
的限定、工厂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间阻碍了资本必然的扩
张。

因此，论述务必进入一个新的论域，一个新的层面，问题和
解答在那里都充满着强度：赞美群众性或协作。马克思兴高
采烈地称之为“赐予资本的免费礼物”：协作劳动以辩证的
方式成倍地增加了价值和产品。这当然是亚当·斯密的发现，
而在那里它成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并非赋予生
产以价值，而是赋予群众生产以价值。论协作的一章是《资
本论》第一卷跳动的心脏。

然而，这一赞美是短命的。当协作转化为机器时，这一赞美
人类的原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怪物。然而，
这一全新现象从根本上转化了整个问题。它导向一种更复杂
的新的时间理论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毁灭”了过去的理论，
同时又导向以下问题的新解答：新的立法阻碍了绝对剩余价
值，使之停滞。——提高生产力，强化价值生产却不延长价
值生产，这一理论名为“相对剩余价值”论。

在这一点上，整个过程的真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马克思
将决定性地阐明他所谓“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他
在同一文本脉络中称之为“绝对”规律的东西。以下是我的
引用：“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
模和潜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
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
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
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当我们记起这一正式
的响亮的表达——“产业后备军”——仅仅指失业者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了更具戏剧意味、更容易获得的辩证悖论。它仅



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是：增加财富和生产力的同时，
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

此刻我们能够回过头来评价整部《资本论》的好处了。这是
一本关于失业的书：抵达《资本论》概念顶端的是以下命题，
即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资本——这种资本
在潜在的好处上是无法投资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数不断上
升的失业人群。当前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的危机能
够充分证实这一状况。

《资本论》读后感

资本论读后感30字

本文来源：

资本论马原读后感篇八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把高
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
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科学成分，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
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
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
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
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
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
动规律。"

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时
指出；"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



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
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
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
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的研究对象。在第
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
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
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这
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

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
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
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
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
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
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
在竟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
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论》前
三卷研究对象、内容和理论结构的概括和说明。

《资本论》的体系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它的结构是"科学的
辉煌成就"。《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基础，
以资本作为研究的主体，以剩余价值作为研究的中心，以资
本内在矛盾发展作为研究的主线，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规律作为研究的目的。在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的科学叙
述方法的指导下，整个理论体系通过矛盾形态演化、范畴演
进和规律转化，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殊的社会历史性
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

《资本论》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目。而且得到
资产阶级学者的承认。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12月21
日发表的文章《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文章中承认马克思
主义具有强大影响力。文章中一些论断还是客观的，给人启
发的。



文章讲到了1999年，bbc评选"千年伟人"，卡尔·马克思名列
榜首，而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则分列二、三、四名，表
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
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文章明确
指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比如资本主义的许多
问题、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经济周期和经济决定思想的方式
等。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马克思遭到了误解。东欧和前
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扭曲。""请你务
必丢弃前苏联和东欧实施的共产主义，但千万不要丢弃马克
思。""这位伟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是正确的，他应该得
到更多的承认。"文章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
人数日益减少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许多假设、分析
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思想界甚至更大的领域都广为流传。
"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