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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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读后感篇一

还是小孩子的雨来，性格坚强的江姐，还有那不惜生命的刘
胡兰，都是多么的伟大呀!他们原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
么?是为了保守新中国成立的秘密，是为了我们下一代、下下
一代……着想。没有从前的牺牲，怎么会有我们现在美好的
生活，没有从前先烈们的贡献，怎么会有我们现在的衣食无
忧，这一切都是来源于那些无私奉献的人，这一切都是来自
于那些生命!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要与祖国共存亡!”这一句句话都是
从中国人口说出来的，这就代表我们都爱着祖国!每到清明节，
我们就会为那些烈士们默默哀悼。每一次，我们都会比上次
更伤心的想着那些死在战场上的烈士们。

那么，如果你还是中国人，就请把中国精神发扬下去，再加
上一句我们中国人的心里话：“中国人!中国心!”

民国读后感篇二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
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出
生于仕宦之家，其父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
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为人正直，执
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其母吴氏从小好学强记，
为人通情达理。王益任临江军(今樟树市)判官时，王安石出



生于此，王益调任江宁(今南京市)通判，全家迁往江宁。

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
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
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三月，
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七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
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
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
荒困难，又使官粮得以以陈换新。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
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
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
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
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民国读后感篇三

拿到《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这本书，起先对记事类书籍有
些陌生，主要是以前未阅读过，读了之后，将杂琐的感想整
理一通之后，有了对以往读书不一样的感受，书中记载了民
国时期胡守礼、徐寿民等人在银行做练习生的经历，这本书
虽然摘录的是民国时期的事情，却与现今的银行生活息息相
关。以下是我阅读之后脑子里蹦出来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特
此记录。

一、“活”在制度里。

不管是现代，还是在民国时期，银行业对风险的认识也是在



不断的追索，小到招聘的准入条件，“介绍人”的介入，正
是目前保证担保的原型吧，应对当时资讯不发达的情况，无
疑是一种防范风险的措施，虽然最终保人制度效果不尽如人
意，但在风险制度改良尝试的道路上，银行业印上了许多历
史的痕迹。

在用人方面，书中提到时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事务长，曾
当面向其校友推荐其同乡，对方以该行招考简则为作证答复
并致以歉意。在当时监管体制还未足够完善的情况下，可以
看出当时该银行招聘制度的执行还是很到位的，在鼓励推荐
和介绍的同时，依章办事。这或许只是作者摘录的个例，作
者也提到也可能有不经过招聘及考试而直接录取的情况，但
依章办事，尽职尽责在银行业是必须严格执行的。

对于银行练习生的录取工作，从笔试到口试，再到体检，每
个环节都制定了明确而具体的标准，这些标准在确保生源质
量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乃至后篇记载的练习生培训及
待遇都有明确的制度体系。这点让我颇为触动，在当时的历
史环境下，制定出在现今社会都可称周密的标准，不可谓不
难得，也让我更深刻意识到银行业对规则制定的重视，做事
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迹可寻，风险才能可控。

近些年来，银行业里头的经济案件时有发生，数量多、金额
大、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然而，经过剖析和反思，我们就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每个经济案件的发生无不与制度有
关！也许是由于制度缺乏、或由于制度不完善、也可能是由
于制度执行不严等原因，造成了一些问题。在我们不断最求
高业务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制度的建设，以致出现制度滞后
于业务发展的状况。所以，要让银行机构在市场的大洪流之
中独善其身，切实加强银行制度建设，强化制约监督机制是
必要的手段。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规章制度就是把控风险、规避风险
的武器，若武器都生锈，武器要来何用！



在各家院校报送学院参加招聘考试的时候，记载江苏省立上
海中学报送了该校当年度商科毕业班学生，同时也提出了对
该校报考生加考经济学等科目的申请，而浙江兴业银行
以“考试科目已拟定，不能加考科目”答复。若反观现今社
会，如此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报送单位肯定会最大程度的为
被保送者争取最大的便利通过考核，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占
有量，获得更大的社会威望。民国时期保送院校在执行自身
保送权利的同时对其职责和义务也没有丢下，我想这更使得
社会单位对其院校的权威和威望给予更大的肯定，百年名校
确真名不虚传。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对眼前的暂时利益看得极其重要，而忽
略了长远的利益流失。就比如客户经理对追求业务的增长而
忽视遵循制度的限制，往往在计算每个月绩效收益的时候，
关注点只集中在业绩的提升，因为其对这个月到手的工资帮
助最大，而脱离制度产生的风险或许不会在这个月出现，在
有了这个月的侥幸，下个月也不会注意到风险的爆发或许会
影响其一生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从业就是一场修行，遵循准则，稳扎稳打才能牢固
基础，才能走得更远，贪功冒进，一味追求即时利益而以侥
幸的眼光看待风险，必然会是修行一途的障碍。

二、“活”在未来的希望。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人生就是奋斗”。

民国银行招聘简介中“而有志入银行服务”一句，同时对录
取之前需要进行体检也相当重要，这看出民国时期的银行业
也很看重员工德智体的兼备。反映出用人单位对应聘者考虑
综合能力的导向，就现如今社会而言，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
是从业后有兴趣、有志向在这个行业或这个岗位走下去的，
而非迫于其他原因投出个人简历。在录取通知发出后浙江兴
业银行对一位落选考生答复就可以看出用人单位的态度，该



考生致函表示家里情况艰苦，希望谋得工作，但同情归同情，
规则归规则。

人才需要足够的斗志和激情去奉献自己的`能量，同时拥有支
持奉献下去的体魄，才会在鱼龙混杂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浙江兴业银行给出对应试者的看法：“除注重笔试成绩外，
更注重口试，笔试及格而口试不及格的，也未必能录用。”
其标准为“笔试及口试并重”。从胡守礼收到录取通知可以
看到，民国时期的银行对用人方面，也很看中应聘者的个人
综合能力，虽然对于胡守礼而言，出身寒微，学历不高，也
没有特别的社会关系，但是他有理想，有对未来的希望。胡
守礼在口试时说到“不在待遇多少，而在将来的希望”，这
或许是打动面试官最强有力的理由。而后书中记载练习生确
实收入普遍较低，但拥有希望就是坚持下去的理由，生活需
要鼓着勇气，挟着期望，向着光明事业的前途努力迈进。

三、“活”在信用、操守和周密。

书中记载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经理王祖训对练习生提出的四点
要求：“信用”、“操守”、“诚实”、“周密”。我想这
也是直至现今社会银行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四个修养和准则。

“信用”和“诚实”二字在社会分量多种所有人都清楚，但
信用并非一两天可以形成，也不是做一两件事就能够表现出
来的，是慢慢的积累，在他人心里对你人格的感官，而“诚
实”也反映你的信用。在“信用”的名称解释上，所谓信用，
是指依附在人之间、单位之间和商品交易之间形成的一种相
互信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信用构成了我们人和人之间
反复交往。所谓言不信者，行不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信用的建立即是关系的建立，也是做人的根本，无信之人谈
何交际。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同时也是经营信用的企业。银行所



经营的就是对客户信用的风险，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获取
银行给予的存款利息，相信银行会按约定的期限给付利息并
保证存款安全。银行将吸收的存款向客户发放贷款，相信客
户也会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和到期归还本金。

“操守”是我们身处社会立身的第一要义，也是银行业的第
一行为准则，坚定职业操守，坚守道德底线，是反映银行从
业人员个人的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文明教养以及自我调节、
自我控制的能力。我们的客户普遍对银行的人员赋予的期望
及要求比一般人高，是因为我们拥有的专业技能赋予了我们
更多的权利，在我们执行权利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履行义务
和遵守职业操守，以此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周密”即是精细缜密，银行里不论何种岗位，周密是做事
的必备条件，银行员工的些微疏忽，可能导致重大的损失。
周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做到，书中练习生丁志进将抄
月报作为训练自己缜密工作的方法，也许我们也可以找到适
合自己的训练方式，将其养成自身习惯。

没有离得开业务流程的人，也没有离得开人把控的业务。业
务的持续推进，有赖于人的操控。一个业务办理的流程，会
经过几个不同职能部门的员工，各负其职，但如果其中一个
环节出来问题，将影响整个业务的结果。人是决定业务结果
的重要因素，而思想是决定一个人能动性的根本，每个人的
心思缜密，将维持整个流程的正常运转。

这本书给予我的也许在阅读第二遍的时候还会有很多很多，
银行业是一个注重制度和操守的行业，我相信自己能够胜任
现在以及以后的工作，同时也在不断学习的路上。或许我们
会在坚持奔跑的道路上遇到些许迷茫，偏向了错误的方向，
这时候停下来找找路标，再继续前行，向着未来的希望。



民国读后感篇四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个文化巨人如璀灿群星般涌现的时
代。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与欧洲”文艺复
兴“时代相媲美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

谢谢徐百柯先生，他的《民国风度》，从一个侧面，把我们
带回了民国时代。

民国读后感篇五

本书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水，二是偏。

说他水，全篇看下来，每篇文章的套路不过三五八卦配三五
图片。八卦也多是从《文史资料选辑》之类的回忆资料里摘
出来的。此外，绝少个人见解。不同人物之间的描写也颇不
均衡，大概是有的人资料好找，有的人资料难查吧。这种文
章，写着费翻书的时间，但应该不怎么耗费脑仁儿。当然，
资料的汇编也不是全无意义，要在两三页纸介绍清楚人物经
历、风骨面貌，确实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本书的“水”字总
是逃不了的了。

说他偏，则是与选人有关，民国历史色彩纷呈，但无论如何
绕不过共产主义及其同路人。而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简
单又粗暴，把相关人等一概剔除。谈徐伯昕而不谈邹韬奋，
就是个再显然不过的例子。或许作者要狡辩说邹韬奋、瞿秋
白之类的人物以往多有介绍，无需赘言。但说实在的，现在
的一般读者有几个能知道邹韬奋的事迹风骨呢?剔除此类学人，
最终呈现在读者，绝说不上是完整的民国风度，顶多是去共
产化的民国风度。这么做当然可以迎合当前对党失望、对国
怀念的情绪，但展现的民国风度真不真实、全不全面就很难
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