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精选6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篇一

“啪嗒”，一滴雨珠敲打在窗户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勾回了
我沉浸在故事中的思绪。小水滴不也是如此吗？水蒸汽离开
河流的怀抱来到天上，在云彩中孕育长大成为水珠，然后从
万米高空落下，争相返回河流母亲的怀抱。尽管有的像这样
落在了窗台屋顶，但顺着窗沿屋檐，它们克服千难、历经万
险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处。

是呢，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记得有人说过：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住在
一幢小小的房子里。我总是第一个回到家里。每天放学我都
会回到那个小房子里，在客厅摊开作业，这时候妈妈会拎着
菜回来，然后直奔厨房。等到作业写完，厨房传来菜香，锁
孔转动的声音也总是准时响起——爸爸回来了。又一次我问
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能在饭做好的时候出现呢？”“因为
我看到家里飘出的饭香了呀。”“可是香味不是闻出来的吗，
你怎么说看见？”爸爸只是呵呵地笑着，我也就哈哈地跟着
笑了。那时候我只知道家里是上完学上完班后休息的地方，
那里有美味佳肴，有欢声笑语。

从我记事起每个周日爸爸都会开车带我们去奶奶家。奶奶家



在乡下，听哥哥说他小时候周围还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后来
电线杆立起来了、公路造起来了，小区式的房屋在公路的对
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尽管如此，奶奶家依然是我的周
末度假胜地。那里有我的表哥和表姐。他俩从小在奶奶家长
大，表哥更是对那片村子和绿色了如指掌。从田埂下面小洞
里的螃蟹、玉米秆上的蚱蜢到大叶子底下地里的番薯，每次
他都能让我捧腹大笑或者哇哇大叫。后来姐姐一家也搬去了
萧山，奶奶家只剩下哥哥一个小孩了。我问哥哥：“哥，奶
奶家没有空调你晚上睡觉不热吗？”“不会啊，打开窗户风
吹进来还有青草的香气呢！”“青草的香气？”“就是奶奶
家的味道呀！”后来，每个周末我们都依然会回来，另外还
多了一个“拜访者”——姐姐。

稍大一点后，爸妈开始趁着寒暑假带我出国玩。新加坡、斯
里兰卡、泰国都是些美丽的地方。但我却总觉得这些地方少
了点什么。妈妈曾半开玩笑地问我，我们在这里买个房子住
下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摇着头。虽然白天玩得很开心，但
一到晚上躺在宾馆的床上，我就会想起那个温馨的小窝和那
个在中国某个角落的有个神奇哥哥的奇妙乡间田园，那个生
我养我的地方，有着我深深地思念。

阿梅的奶奶说：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暖的岸。乡间的小雨
已经停歇，凉风习习，但我却感受到了温暖还有风中夹带的
青草的香味。哥哥告诉我，那是归属感。

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篇二

罗伯特艾格的略带自传性质的从业经历简述和原则的总结，
读起来时而跌宕起伏，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感同身受压力扑
面而来喘不过气来。不愧为当今内容之王的掌门人，写的书
水准之高忍不住去想是否有集体创作的成分。

前任艾斯那和罗迪之争在《迪士尼战争》中有充分描述，不
过读这本书时关注点在艾斯那身上，完全忽略了罗伯特艾格



作为二把手曾经的脆弱感。不过在读本书中，罗伯特艾格曾
经作为艾斯那手下10年内部工作者以及5年首席运营管角色，
其接任ceo面临的质疑和挑战难以避免，如果艾斯那最后几年
把迪斯尼拖入灾难，那么艾格的责任也不荣回避，而且大都
会和abc的收视率每况愈下。被董事会不信任的情况下如何力
挽狂澜，获得这个职位，自身的性格，坚韧，坦诚，富有创
意，不甘于命运，也许是自身的人格魅力加上运气吧，不过
看到这六个月的煎熬过程，也为钦佩他承担压力的韧性和勇
气。

还是从他初入职场的经历开始吧，懵懂新人阶段也曾经历
过abc体育部的辉煌，无论是视野和事业的起步，不起眼中也
创造了辉煌，尤其是冬奥会的创意完成任务，值得赞扬，对
于自己领导的创意天赋，敏感直觉，力求完美赞叹的同时，
对其最后阶段反馈，敏感和神经质的压力不敢恭维，这也是
艾格职场学到的第一课，汲取营养，剔除糟泊，真诚面对和
表达。

对于大都会老板的敬意和尊重，以及大都会丹和汤姆对自己
的赏识相对于初期职位上的小挫折而言，无比的信任和破格
提拔更值得书写传奇，也许这才是艾格人生的第一次起飞，
不因为背景，资历，价值观而轻视，尊重，理解，信任是彼
此之间的润滑剂，说起来蛮简单，如果被情绪所左右，这些
就会被置于脑后，而过于自负，自命不凡，则进一步雪上加
霜，这也许是艾格学到的坦诚，承认不足，主动学习，建立
信任，承担责任而达到的快速成长路径。

在负责abc娱乐时毫无经验到推出双峰山等创意剧集，无论成
功抑或失败，既不诲言自己的失败，也不贪功伟大的成功，
但在突破边界，勇于创新，争取资源，为决策结果负责层面，
艾格已经找到了其中的真谛。

但整体上依然采取配合，合作，争取的积极一面。尤为重要
的是其中的宽容，妥协，无论是董事会中反对自己的少数派，



还是和艾斯那交恶的艾迪，而这种宽容和妥协，是艾格迅速
逃出泥潭，转移重心，实现飞跃的关键策略，在解决问题层
面，不失原则的灵活性，无碍全局的妥协同样不可或缺。

收购皮克斯而和乔布斯建立难能可贵的个人有益，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艾格的真诚，以及值得托付是人格魅力发扬光大
的开始，而乔布斯完全因为艾格对迪士尼完全改观并以支持
艾格个人所作所为更是说明为人金字招牌的重要性，言行如
一，公平，公正，开阔的视野与格局，愿景驱动的创意价值
观，以及对创意的尊重，是收购漫威，卢卡斯，福克斯一系
列成功并购的基础。

这本书不长的篇幅塑造了一个伟大的职业经理人成长历程和
成为伟大企业家的基本原则，设身处地的真实事件有血有肉，
有得有失，值得借鉴学习，大力推荐。

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篇三

科学一词总给人很宽泛而深奥的感觉，它的词义是“对一定
条件下物质变化规律的总结”，这解释倒是十分精炼。我们
周围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不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变化，而是被一定的规律束缚着
的，这从“科学”一词的词义中便可以看出。科学的规律支
配着一切，主宰着万物，当然也将人类牢牢掌控在它手中。
于是，人类便循着这种规律踏上了科学的旅程，从敬畏到参
与，从无知到敏锐，从空想到推测，人类探索的脚印沿着科
学的旅程慢慢向前延伸。

在《科学的旅程》的扉页写道：“科学史是一部由‘正确’与
‘错误’，‘成功’和‘失败’共同编织的历史。”世上没
有一帆风顺的旅途，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的名为“科学”的
路更是如此。在它的途中到处缠着宗教思想的枷锁，出处布
满政治、社会舆论的荆棘，还时不时被落后的生产力和工具
绊住脚跟，但一代又一代的旅者闯过来了，他们冲破了如此



种种的困难围攻，这些伟大的、闪着光辉的思维的翅膀，破
茧而出，从远古的公元前一路翩飞至今日，依旧明艳亮丽得
令人不由得惊叹赞美。

从观察河水的上涨到应用月亮带来的潮汐能发电，从猜测宇
宙到发射航天器探索外太空，从认识生命到人工合成活细胞，
从发现氧气的化学性质到研究原子弹、氢弹，科学家将科学
的神秘面纱层层剖析，拨开重重迷雾，逐渐逼近科学规律的
核心。通过对《科学的旅程》的阅读，我竟在不知不觉中从
注重结果的“结果派”转变为了看中过程的“过程派”：从
无到有，这一步一步都是无可替代的过程，缺一不可；相对
于单一而不变的规律，探索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大胆地做
出猜测，虽然前方甚至仍是一团迷雾，但那努力突破，拨开
迷雾的劲头是多么振奋人心，那不畏艰苦条件和世俗眼光的
坚韧和淡然是多么让人为之动容，那为了真理和全人类而决
心与错误偏执奋战的勇敢信念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有
时不幸误入歧途，但总会有勇敢的人站出来坚持真理，伽利
略，哥白尼，法拉第……是这些英雄们及时扶正了科学的道
路，还科学的明天以光明。《科学的旅程》让我看到了成与
败、正与误交相辉映，相辅相成的曲折历史。

话虽如此，但错误却是科学旅途上的必经之路。没有这些在
今人看来荒谬的错误，甚至还有生命和血的教训，那么科学
就不会有现今的辉煌。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错误引领科学走上
正确的方向。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经历新生，
发展，当然少不了错误，才能走向辉煌。我从《科学的旅程》
中感悟到：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万事都必须
遵循一定的规律，不可一蹴而就，经历它该经历的，才能茁
壮成长。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中国的发展之路。以中国的铁路发展为
例，高铁、动车的高速进程在让人惊叹自豪的同时也让人颇
感担忧。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速度”的飙升快得几乎不
正常。它直接从贫乏跳到了先进，而压缩甚至忽略了中间过



程。先进的技术，却架在不完善的系统上，于是，温州的动
车追尾了，上海的地铁开反了，北京地铁的电梯坏了。这些
事故真的只是偶然？去日本的时候乘坐过新干线，上世纪六
十年代的产物，至今仍完好安全地运行着，正是技术与体制
的双完善造就了这一结果。这两者的对比，着实该让人细细
思考。

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潮中诞生了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发展
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驱神”的过程。这个“神”既指宗
教中人格化的神，也指的是在人们思想中，支配和干预自然
世界运作的神秘力量。在这场科学革命中诞生出了实验观察
加逻辑推理的方法，此外还形成了一种还原论的思维定式，
这种思维方式有力的撕破了很多自然现象中“神”的面具。

这场科学革命的高潮是英国科学家牛顿在17世纪发现的经典
力学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传说牛顿在树上苹果下落的时候，
认识到是同一个力，它使得苹果下落和行星围绕太阳旋转。
根据这个认识，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指出宇宙间一
切有质量的物体间会相互吸引，并且给出了这个吸引力大小
与两者质量与距离的关系。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和他的
力学定律，英国人亚当斯和法国人勒威耶分别计算出了太阳
系的一颗未知的行星——海王星。在牛顿时代，天上的世界
被认为是完美的，是为了映衬出尘世的不完美而存在。可是，
万有引力定律却告诉了人们，天上的物体和尘世中的物体被
同样的规律支配。牛顿的力学理论极大的冲击了当时欧洲知
识分子的思想，并发展出一套机械的宇宙观。在这样一个观
念下，宇宙间的万物都将根据牛顿力学规律运动，甚至包
括“万物之尊”的人，只不过是一大堆的滑轮、杠杆、弹簧
组成的复杂机器，遵守着同样的规律。法国的数学家拉普拉
斯在19世纪初将这种世界观发展到了极致。他假想出了一
个“小精灵”，也被称为“拉普拉斯妖”。这个小精灵具有
超强的计算能力，如果你告诉它这个世界目前的初始状况，
那么根据牛顿力学定律，未来的一切都会被这个小精灵计算
出来。在这种状况下，宇宙仿佛一个大的机械钟表，一切都



已注定。

16世纪的上半叶，年青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
说”，指出了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从而
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当时的天文学中，占主导地位
的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主张地球是
宇宙的中心，其它行星包括太阳，都围绕着地球的圆形轨迹
旋转。这个学说很符合宗教以及当时普通人关于人类位于宇
宙中心的幻想，因此在提出后的一千四百年中被奉为经典。
可令人尴尬的是，这个模型的运行结果与实际的天文观测数
据有时不符合。为了弥补这个差别，托勒密以及后继者不惜
在模型中的行星轨迹上又加上了一些额外的小圆形轨迹，称为
“本轮”。越来越多的天文学数据导致了行星轨迹中的“本
轮”越来越多，其模型也变得越来越笨重与琐碎。但按照哥
白尼新学说以及后来开普勒的工作，把太阳置于行星椭圆形
轨道的焦点位置，地球作为围绕太阳旋转的一颗普通行星，
无需加入“本轮”的假设，天文观测数据与新的模型自然的
吻合得很好。当时的欧洲刚刚经过中世纪约一千年的统治，
基督教教义牢牢的统治者人的'思想。可在哥白尼的“日心
说”中根本找不到上帝造物的设计，地球只是一颗围绕太阳
旋转的普通行星，毫无神奇之处。

根据现在的认识，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颗行星早已得到
证实，宇宙学的观测表明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广袤的宇
宙还在不断的胀大之中，根本没有一个中心。

虽然有把生命体看作机器的极端思想，大部分生物学家一直
到19世纪初都认为属于生命体的物质有一种神秘的“活力”，
它使得生命物质不同于普通的物质，这种观点被称为“活力
论”。而在1828年，德国的化学家韦勒在实验室中用化学方
法合成了尿素——原本属于生命体中的物质。韦勒的实验说
明生命体的物质与普通的物质没有本质的差别，从而把“活
力论”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中。随着有机化学的发展，发现
所谓的生命物质，如蛋白质，dna这些生命物质，不过是含有



较多c、n等元素的大分子而已。而生命现象不过是一大堆的这
种大分子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而已。

但是在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这种还原论的方法同时也带来
了新的疑问。科学家发现，当你理解了一个蛋白质分子，你
远远没有理解一个器官以至于生命体的工作原理。为了理解
生命体令人惊异的性质，引入了一个新的词语emergence（涌
现性），活力论又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了。在上个世纪30年
代，英国鸟类学家e。selous用了“通灵”
（thoughts—transference）来解释鸟群飞翔时令人惊异的协
调能力，他当时也并不明白这个词语的意思，把“幽灵”带
入到了鸟群中。而为了解释市场整体有序状态，经济学家亚
当？斯密引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表示市场的有序状态
来自于一股神秘力量。

随着科学的一步步发展，自然界中越来越多的神秘面罩被无
情的扯下，物理学中猜测行星运动初始状态的“第一推动”，
生物学中微生物由来的“自然发生论”，以及地质科学中地
貌形成的“灾变论”。

部分如何构成整体？这是新世纪的科学任务，这门新科学的
名称具有复杂性。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曾经说过“我相
信，21世纪是复杂性的世纪”，正合我意。读完《科学的旅
程》，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不仅了解了人类科学的发
展过程，更学会了科学的思考和规律。科学是循序渐进的脚
步，顺应自然的规律才是最好的发展方式。

文档为doc格式

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篇四

这周分享一本轻松一点的书，迪士尼ceo罗伯特·艾格的自传
《一生的旅程》。这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的成长历程介绍了



不同阶段的成长故事，其中穿插着作者认为最有价值的收获
或思考。整本书叙述为主，需要思考的部分相对较少，所以
读起来很轻松。在书的最后，作者对自己的领导力原则进行
了总结。

在这篇文章中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介绍一下迪士尼强大的ip
库，初看之下被震惊了；二是介绍一下个人感触比较深的几
个领导力原则，以及由此引发的职场反思。

迪士尼的ip有多强大，先来罗列一些电影的名字《玩具总动
员》、《海底总动员》、《赛车总动员》、《美食总动员》、
《复仇者联盟》、《黑豹》、《星球大战》等等，这些耳熟
能详的大片的的一切也就流于空想了。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
勇气，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惰性和恐惧的本能，
因为它们能在远古时期保证生存。而到了现代，尤其是工业
革命以后，人类的生活方式以指数的速度发生剧变，人类进
化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所以要培养自己克服
本能的勇气，勇敢的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这五条原则相互结合，可以说给职业生涯指明了相对完整的
方向，不知道做什么就先从追求极致开始。

在本书中作者介绍的原则和《原则》一书中作者介绍的原则
异曲同工，如果想学习这些原则，建议直接看《原则》，如
果想了解这个级别的大佬怎么工作，怎么思考，就读这本书。

后记：在这篇文章中原本想写一下迪士尼收购皮克斯动画的
故事，一时竟然不知道怎么下手，在描述和叙事类方面的功
力比较差，需要专门做一些写作方面的修炼。另外，这篇文
章原本想写一个轻松的复述类的水文，但自己并不擅长，最
终写成了自己的职场反思录。



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篇五

《一生的旅程》作者艾格是苹果大神乔布斯敬爱的人，明明
是一本展示迪士尼商业帝国超级领导力ip艾格的一生奋斗史，
而我在百炼钢里面却看到了绕指柔。江湖不只有打打杀杀，
江湖更有侠骨柔情。大概就是那些强悍的人生连惺惺相惜的
柔情也显得格外动人，这就是艾格与乔布斯不可言说的纽带，
几场收够案都令即便是商业大神的艾格也辗转难眠，而最让
人紧张也让人心动的就是和乔布斯的谈判，两个人好像在遥
远的人群中便可一眼相认，无需太多言语便可洞悉对方小心
思。整个谈判就像一场相认，接下来更多的是靠神交。

乔布斯在临终时的描写让我有些压抑和无力，一个伟人的落
幕，很多话已经没有了意义，谁也不能阻挡他离开了的事实，
却留下了让我和艾格都无法释怀的一句话：我敬爱这个人。
有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份认证是靠一个和我们类似的人去识
别的，就像我的朋友和我都很像，老公也是那个长的越来越
像的一只，很多东西我可能说不清，但是很多东西真的不需
要说什么，你便知道了，古人叫高山流水，在乔布斯的心里
就是超越合作伙伴大股东的那个好朋友叫艾格。说到这里要
再聊一下我眼中的艾格，一个高度自律接近强迫症的自虐狂，
为什么说是自虐狂，因为对自己那是超级狠，绝不手软的钢
铁大直男，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起床，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大
脑高速清醒的状态，和比自己的下属不轻易发脾气，绝对谦
谦君子对自己却是狠角，也许这一生我们终归还是要自我成
全。从严格管理自己到理智管理下属，艾格也将感情这张牌
打到恰到好处，他知道什么时候做决策，什么时候对谁做怎
样的决策，与其说这是后天环境造就的能力，不如说这是艾
格一生的修养，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品质吧，我敬佩这个对自
己下狠手的男人，他知道只有对自己变得灵敏了，才能对周
边所有变得灵敏，不管是人还是具体的事，都需要准确的判
断能力做出恰当的决策，这一点是我30年来都自己体察不够
而望尘莫及的了。



明白了远方的人们在另一种生活里过的与世无争却也为脚下
的路纷扰，就像自己。一本书的结束，我们只能学习艾格优
秀的团队逻辑和时间管理，却无法复制那种与生俱来的品质，
并且能学习的可能还只能停留在表面吧，深层次的修炼真的
是各有千秋了。首先原生家庭和深处的环境，自身背景构成
的认知体系，都是无法跨越的，能有幸看到世界上一位堪称
超级ip的一生的旅程，也将是一种敬畏之心的体现吧。

全书经典语句我都一一标记了，其实没有大道理也没有什么
标新立异，切实都是生活里常常听得到身边人在说，不同的
是，可能我们只是说了或者听了，只有艾格真的做了，并且
做的狠优秀吧，总有一类人活着是为了提醒我这世界形形色
色，找到自己的路，而这条路上能给你最多支持和鼓励的人
是自己，毁了这条路的人也是自己，和自己相处，会有很多
障碍，如果实在找不到方法，那就像艾格一样，高度的自律
甚至偏执的自虐，总归要走一遭这向死而生的旅途，活得久
一点吧，活得开心一点呗，活得真实一点啊，活得有成就一
点又何妨。

最后---"我敬爱这个人"。

一颗莲子的生命旅程读后感篇六

我花了几天时间读完了迪士尼ceo罗伯特·艾格的自传《一生
的旅程》，挺有感触的。书中提及了他如何从一个普通人蜕
变为迪士尼的ceo，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被不少细节所深深打动。
此外，书中有不少地方描述了艾格和乔布斯相处的画面，其
中我将上文一大段记录下来，有感于艾格与乔布斯之间的友
谊，从一开始由于商业上的摩擦导致两人未能成为很好的朋
友逐渐转化为相互敬爱，我看到了昔日的两位大佬是如何惺
惺相惜的，“重英雄，识英雄。”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如此
朋友，乃人生一大幸事！

你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被别人解决过了，你只需要找



到那些解决过这类问题的人，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的。艾格
在书中列出了很多作为职业经理人所需要的素质——乐观、
勇气、专注、果断、好奇、工作、慎思、真诚、诚信和追求
极致和完美等。“艾格是一个具有战略思维、极擅长学习
的ceo”，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其极具人格魅力的特点，也
逐渐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

在不同知识和文化的碰撞下，总会让我大有裨益。我导师一
直强调说“所谓创新就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点上。”

“深刻而持久的好奇心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到新的人员、地点
以及创意，也能让我们感知并理解市场及其日新月异的态势。
而通往创新的道路，就始于好奇心。”

——《一生的旅程》

无论是实习还是听前辈分享，tx的大佬会跟我们说“以行业第
一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自己的水平要达到行业第一。
”“付出200%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这些天参加了公司
的封闭培训，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是以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
求自己，做队长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带领我的队员做得更好，
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们说他们是很牛逼的。但有时身边就有小
伙伴说“这只是个培训，不用太认真，到工作中就不是这样
的。”对于这样的话，我respect但不敢苟同。

“追求极致，追求完美：告诉大家拒绝接受平庸、拒绝为某
事的“差强人意”找借口，如果你认为能把某事做得更好，
那就花精力去打磨。如果你的工作是打造产品，那你要做的，
就是去创造伟大。”

——《一生的旅程》

“我一直认为伴侣就是战友是合作伙伴而胜于默默陪伴，对
方是彼此在关键决策时能给予建设性意见的一位智者勇



者。”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羡慕艾格有这样一个能完全支
持他的妻子。许多朋友会很关心我的爱情，每次被问到同样
的问题时，我会有不同的答案，除了默默陪伴和爱之外，我
们彼此还需有最基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能够
相互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