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观念的水位读后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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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的水位读后感篇一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在过去犯的错误
也会在将来重蹈覆辙。过去了只是时间上的过去，但是在思
想上，有时候应该跟它过不去，这个过不去是什么意思？就
是我们要反思。向前进两步，回头再看一步。

而不是简单的。算了，我不计较。倘若随他去，最后发现那
些过去犯的错总是在将来一错再错。我们要反思？反思不是
简单的从一个对立面走向另一个对立面，东边不亮西边亮，
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一种行为上的矫枉过正。反思应该要考
虑到当前的环境，橘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同时也要思考所处位置，井底之蛙错了吗？那只青蛙，不应
该简单被嘲笑为坐井观天，思想狭隘，因为位置不同。所处
的位置决定了人的视角，视角不同，思考与不同，不同的思
考就会导致有不同的行为效果。反思，一定是一个系统化的
梳理总结，而不是简单的从a走向b的过程。反思是站在另一
个位置反观自己，获得一种反身性的认识。

威权式的弹性体制中，在学习能力也似乎是有选择性的，导
致帕雷托改进的领域自然弹性很大。但是威权式的体质弹性，
受制于政策的创新。民主其实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程序的正
义。光有宣传是很难深入民心的。

一个糖果公司怎么去推销自己的糖果，他这里举一个例子邀



请对方来参加这包糖果的制作过程，称之为决策透明，允许
在参观的过程中增减自己爱吃或不爱吃的原料，比如加点奶
酪和去掉菠萝，此谓之民主参与。

每次听到这句话作者就郁闷，为他好，为什么不听听他的意
见，打他是为他好，骂他是为他好，对他的感受不闻不问是
为他好，那什么东西叫不为他好？要建立一个沟通对话的机
制，不要总是习惯我说了算。

用心良苦是不够的，两者应当为平等对话者。作者在书中还
提到一个观点说，当社会的利益或者观念分裂到一定的极端
程度时，自由主义的主张的理性辩论就可能变成没用了，这
需要主权者分清敌我，借助强力打击敌人。

民主制度的弹性在于政策上允许纠错的空间，我们看到的外
国游行等社会运动，其实只是一种信号，引起当局者的重视
从而，在政策上会微调。

观念的水位读后感篇二

每天晚上利用零散空余的时间，我陆陆续续地读完了刘瑜的
《观念的水位》，颇有裨益，之前看过刘瑜的《送你一颗子
弹》，对她的文风以及一些思想感悟都有一定了解，如果说
《送你一颗子弹》是刘瑜对生活点滴的所思所想、爱情细节
的思忖，那么《观念的水位》则是对我们熟知政治的全新认
知，如同是一次政治视角的转换，给予读者对于一段或者几
段历史评价认同的颠覆，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是淋漓
尽致而干脆爽快地打开了一扇政治的新大门，让人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每一种思想、每一部分鞭辟入里的见解，都让我
从一口狭隘的政治偏见井底中走出来，进入一片广阔开朗的
天地，任由思想自由驰骋，任由观念水涨船高。

《观念的水位》对于每一位读者来说，都赋有循序渐进改变
我们政治观、哲学观的启迪，甚至是价值观。对于政治如多



人或侃侃而谈或漠不关心，真正热忱的人又很容易被一叶蔽
目，迷途于一家之言，道听途说自然只能是拾人牙慧，而当
我们面对林林总总、包罗万象的政治事件不知如何辩解的时
候，这本书恰恰能够让你从历史中得以解析，以史为鉴得到
我们想要的答案。就像我们总是喜欢说外国怎样如何，类比
中国的情景状况一样，从历史与现在所发生的进行比较，自
然而然会得见分晓，也许很多事情尤其是政治并不像我们简
单观察表象中的那样，更加深刻的背后所蕴含的真理，或许
只有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见解。每次读到刘瑜
犀利的言语与不失活泼的语调，不禁感慨不已，在这样一个
天下熙熙攘攘功名利禄浮躁的社会，她的文字与见解竟然如
同一丝清澈的源流，一股清晰的空气，让你不觉烦闷，如同
醍醐灌顶、倍感激动与欣慰。

印象深刻的章节如《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如果说我们能
够想到的比生命的消亡更加没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消亡这种
没有意义。我从中斟酌思索，不免陷入人生循环，受苦是要
有某种意义的，否者，受苦没有意义，我们为什么又要受苦
呢，人生荣辱、生老病死，谈笑间灰飞烟灭，付之一笑，似
乎所有的苦难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减缓，当我们听到
别人苦难，或许会谈笑间漫嗟荣辱，而自身在苦难得失的一
瞬间，我们又难以挣脱、无法抗拒，所以似乎痛苦只是表象，
深层的是我们阅历后人生感悟，所受的痛苦，所经历的种种，
也决定着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不
懂得以史为鉴、明察秋毫的人，必然会重蹈覆辙，再次演绎
他的悲剧，这就所谓的历史总是会曲折波动的上升，虽然会
是进两部退一步的方式，但不可能成为某种历史决定论的奴
隶。

而对于这样一名新时代的女性，刘瑜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文字
语句中更添了一份豪气，所内涵的豪情与纯真一点也不输于
男儿，文章中对于各国民主与状况的描述、对于中国制度问
题的思考以及某些民主理性的探索，都展现着思想锋利的光
芒，文章的另一处魅力所在似乎就是某些信息的反复咀嚼又



有全新的独特见解。喜欢刘瑜文字的人，似乎都陶醉于这种
理念与思想更加深刻的探究，她的幽默与独特更加承托了文
字的理性与精髓。她对鉴定民意的真伪所怀有的执念和真诚，
更体现了书中观念的多元、政治的多面，信息的有无和一切
自由的真假。诚然，政治是一种治国途径，并不是某些政客
玩弄股掌之中的权利游戏，政治的牢固来自于民主，民主得
益于常识，而常识的深浅真伪表述在题目中观念的水位，这
也是我们公众的对于政治的责任与义务。所有的文章逐渐读
完，读起来就会有一种荡气回肠、酣畅淋漓又意气风发的感
觉，仿佛我们在面对难以挖掘的思想与观念，在她抽丝剥茧、
深入浅出的言谈下，渐渐清晰可见，熟悉又富有新颖，读了
她的文章，这是多么的惊喜的事情啊。这就是一种荣欣，
《观念的水位》中所具有的一切，带给我的感动、忧伤、欣
喜亦或者哀痛，就如同亲临执握操戈的斗士身旁，勇往直前
而无所畏惧!(闫浩)

观念的水位读后感篇三

自从工作以后，读书总是半半拉拉，很多书看了一半，甚至
三分之一就丢之一旁，自己都忘了。《观念的水位》这本书
也是因为有了kindle，才得以看完。

给自己的目标是看完20本书，也就是一个月两本。其实是很
宽松的要求了，但必须看完一本书就要写读后感。

因为看的周期拉的太长，自己也不太记得一些细节的文章内
容。但就整体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刘瑜的表达方式，她作
为一个大学教授，说人话、追求美感、幽默、通俗这在中国
非常难得。就算众所周知的熊培云也是多半在很严肃的表达。

有人说刘瑜是“学术圈的安妮宝贝”，我没有读过安妮宝贝
的书，所以不能妄自比较。但我估摸着，应该是说她的小资
情调和一些略微的“矫情”的文风。可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风
格呢?如果只是空洞无物的小资、矫情，那就不需要批评了，



因为这些文章所吸引的多半是心智还未成熟的孩子。

而刘瑜，他也是度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见过万种人的。
她用这种文风表达、写作，让我觉得很舒服、自然，更像是
一种回归。

书里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写的关于剑桥生活的一篇文章。小时
候也许是教育的缘故，一直觉得英美是一家，初中时，看了
青春电影《纽约一日》，听着艾薇儿的歌，看着好莱坞电影，
对美国和美式发音也越来越有好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英国的气质和英国绅士。最
近最喜欢的英国影星莫过于埃迪·雷德梅恩，从大学看他
的“与梦露的一周”，对这个长相一般的英国演员，完全无
感。而后看了《万物理论》，开始慢慢喜欢上了他，他扮演
的霍金走在剑桥大学里多么的自然。最让我欲罢不能的是他
主演的《丹麦女孩》，他演的女孩一点都不娘，却透露出一
种女性的柔弱、忧伤和性感。他含蓄内敛的演技和温柔的语
调让我爱上这个看上去有点孱弱的英国绅士。

而刘瑜笔下的剑桥也透露出一种忧郁甚至有点凌冽的气质。
她说这是一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小城，街道狭窄，四周都是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建筑，让历史都有了一种停滞感，甚至会
让人担心迎面而来的是不是拜伦。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体验。
回想，我似乎只有在参观故宫的时候，才有短暂的片刻有这
种体验。当时独自站在故宫西侧的走廊上，回想着有多少的
宫女和太监此度过自己劳碌而悲惨的一声。我更多的是一种
感伤，而刘瑜笔下的《琥珀之城》真的让我心向往之。

另外对于本书的一些言论和观点，我本人有些还未涉及，有
些不甚赞同，有些则会心一笑。但这又何妨，就像刘瑜自己
在书里说的，不要指望一本书让你醍醐灌顶之后便能一以贯
之，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一本书能触动我们的某一根神经，
让我们有所收获有所感悟便可。



观念的水位读后感篇四

对政治时事实在不甚了解，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井底
的铜臭书生，我应该就是那类被作者痛批的每天只懂得看八
卦化妆的无知小女生吧。

中间的国际政治部分间接地被我跳跃着读过去了，真心像作
者说的那样，读的越多觉得自己读的越少。每当我想起这美
好的世间还有那么多我并不了解的东西我可以去阅读去学习
的时候，就有一股气流从心底突突地冒出来。希望后面可以
慢慢接触政治经济类的东西，不精可以不可无知。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勇气但是没有梦想呢?”有勇气很简单，
比如你的纵身一跳，比如你敢上过山车，但这代表什么呢!!
我有勇气裸辞，可裸辞后面的事情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吗。我
在害怕，我害怕我期盼的芭蕉听雨煮茶焚香阅读的想法仅仅
是个“那个看上去很高大上”，而实际上当你放弃一切投身
于此的时候，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落的会来烦你。我期盼
没有那么多人际关系可以简简单单过日子的工作，可心里的
另一面却告诉我，在台上侃侃而谈也是我心底的小希望。而
这是矛盾吗。这，是我的梦想吗。

会不会我们无知地追求的这些，认为的未来是盒巧克力还有
很多种美好的滋味，其实就是盒口香糖，无所谓你现在是什
么味道，未来都是平淡无奇。

这样，比让人没有勇气更害怕不是吗。

之前看《看见》，关注过一阵子的时政，后面也就又漠不关
心了，就如身边的你我他一样，觉得这是件“离我很远的
事”，也可能是觉得这是件“我关心了也管不了的事”。如
何改善，可能我还需要寻寻觅觅。我现在依然跟大多数
的“大多数”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变，更不知道怎么去
改变。



最后，将来有机会去下剑桥吧。我喜欢的历史不是如今北京
故宫一味的翻新，而是古建筑的残垣断壁，那些斑驳才是时
间的见证。

观念的水位读后感篇五

读罢《观念的水位》，心里有一种淡淡的轻松感和压抑感，
轻松在于刘瑜的笔法很熟稔，笔调偏向于轻畅明快，能将政
治话题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说出来，而不是大量套用官言，
滥用官腔。她用的比拟都是极其通俗的，将一种难懂的术语
用日常生活中的香蕉，牛奶就表现出来了，却丝毫不减味道。
这也使得素来不喜欢读政治读物的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来品
读这份不可多得的佳品。
但在诙谐中，我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压抑感，通过刘瑜的细
细描述，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与外国在某些观念之间的区别。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比较。在《倒
霉的英国议员》中，她写到“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
视费而受到公民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消费则高达数千亿计。
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甚至几万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
花八毛公款都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
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读到这一段时，我并没有全信，相反，我是抱有猜疑，你提
供的证据一定是真的吗？抑或就是你的主观看法？我上网查
询了一下，发现中国利用公款消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须说
穿的约定。但使我们抱有信心的是中国政府在打击腐败这一
方面已经有了加大力度的举措，也切实地在推进反贪污法律
的健全。作为一名公民，我们不能盲目地关注到中外之间的
区别，一昧的自怨自艾。那要这么说别人用四百年踏过的路，
流过的血，在中国怎么可能一蹴而就呢？相反，我们应该积
极地参与进来，践行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义务，
为建设更好更美的祖国献上自己的热血。我觉得刘瑜一句话
说的好“给理想一点时间”，我想不妨改写为“为理想的中
国奉献一点时间”。
原先是读过刘瑜的书的，例如她的《送你一颗子弹》，在书



中刘瑜讲的大多是自己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在用随笔的方式
记录自己的生活时，也融入自己对制度的思考，对民主的探
讨，这一点在她的《民主的细节》里尤为突出。于是在读这本
《观念的水位》时，可以看出在思考与探讨上，她的见地以
及表达更加深刻与诙谐了，我习惯说刘瑜“幽默又不低俗，
严肃又不刻板”。有几篇文章是她摘自于《送你一颗子弹》
的，如《另一个高度》，《请别让我消失》，《你比你想象
中的更自由》，《回到巴黎》。这几篇我是在大学开学时就
读过了的，重读一遍发现另有收获。例如在《另一个高度》
中，原先我对于刘瑜对查尔斯的评价是不置一顾的，因为在
我读的《月亮和六便士》过程中，我看到的是查尔斯对于梦
想的追求，对于世俗的厌恶。而刘瑜对他的做法归结于查尔
斯对宿命的服从。我是不赞同的，是不赞成所谓宿命之说的。
但当我重新阅读时，我发现刘瑜对于宿命的认知与我的并不
一样，换句话说，我自以为的认知误导了我。刘瑜所说的宿
命指向的是被梦想击中后的追逐，我开始想象那种感觉，把
自己当成查尔斯，体会那种被梦想击中的感觉。这让我有一
种神圣的骄傲感，仿佛自己就像天选之子，享受着上帝的眷
顾。“梦想多么妖艳，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
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细
细想想，好像是这样，又好像不是这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上下五千年以来，功名利禄一直是王侯将相，市井平民，士
大夫们所追求的梦想，挤破头颅想要得到的东西，但在这其
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认识到不乏脱世的人存在。我想
梦想可能无法用具体的字词来解释，它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心
的自己对未来自己的看法与期待吧。
我觉得里面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解决了一直悬在我内心里的
一个疑问，这同时也是我身边许多同龄人，许多家长想问的，
“学这些有什么用”。在这里请允许我摘抄一下刘瑜的原
文“我很想知道当年牛顿讲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轨迹时，是不
是也有一帮讨厌的人在问：老师你说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呢？
而如果有人这样问，牛顿会不会反问：难道仅仅满足我们的
好奇心还不够吗？”对啊！已经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了，难道
还不够吗？显然不够，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孩童时期的好



奇心早已被打磨的所剩无几，相反更多填充我们脑袋的是实
用，实用，再实用一点这类的想法。其实在我的身边经常会
出现这样的说法“阿新，你说我们学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学
的太杂了，以后怎么工作啊？”“学长，你说我以后选什么
专业，学什么以后就可以直接工作了，哪些工作有对口的专
业啊？”。每每说到这里，我都会嘴上说着：“我也不知道
啊。”，心里却想着“你见过主席这个工作有对口的专业
吗？”这类现象很常见，不夸张的说，十个中国人里有九个
说过这样的话。实用主义固然对祖国的发展，个人的成就，
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越来越无法避免的是它的
弊端百出，每个孩子都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想
成为工程师，似乎个性停留在非主流时代，现在都是千篇一
律的中国学生喊着要就业，要成功，成千上万的女孩子的脸
变成了网红脸，个性越发成为了一件奢侈品，一件人人都丢
弃了的奢侈品。我想女娲造人的时候也不是用的印刷机啊！
钱学森之问可能强调的便是释放的学生个性吧！别让高考成
为另一种科举，成为变了花样的八股文大展身手的地方。
我觉得青年读刘瑜的文章是很有用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
会发现刘瑜的文章缺乏力透纸背的思考，有些论述过于片面。
但抛开这些，每次读完再细细体会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就
像细水长流一样浇灌我们的精神土地，孕育自我的精神家园。
最后就让我引用刘瑜对于自我的探讨中所说的一句话作结
吧“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