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正义读后感(优质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正义读后感篇一

《孙正义的头脑》是集团和省公司极力推荐的一本书，而孙
正义本人也是在互联网的风云传奇人物，他的经验理念风靡
着全球，而这本书也是全面展示了孙正义的人生经验、管理
之道、经营策略、以及对信息革命的认识。他对互联网的思
想认识也是前沿认识。

“我在创建这个软银公司的时候，没钱也没有经验，同时也
没有生意上的关系。唯一仅有只是热情、激情，还有一个成
功的梦想。”，这是孙正义的经典名言，但是凭借着他强大
的热情、激情、梦想，他正创造着一个个奇迹。同时，他的
很多作风被业界所推崇、呼吁、学习。孙正义，以非凡的勇
气以及在投资互联网的疯狂举动，对于在it行业，缺乏资金缺
乏决心来说，无疑是生命中的`榜样，他给人着奋斗的希望。
我们作为员工，无论处于什么工作岗位，无论面临什么样的
困难，我想，拥有像孙正义一样的热情、激情、梦想，我们
的信心会十足、干劲会倍增，我们能克服困难，我能有前进
的动力指引着我们走向成功的彼岸。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精
神萎靡，我们也不是生活无意义，而是我们缺乏自己的信念、
目标。所以让我们像孙正义一样，拥有强大的热情、梦想和
激情吧。

正义读后感篇二

读《孙正义的头脑》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1995年进入三菱地所株式会社工
作。1998年进入软银工作，20xx年升为软银社长室室长，担
任yahoo！bb业务设立、日本纳斯达克创建、日本债券信用银行
（现为青空银行）收购案等项目的项目经理。20xx年创立日本
旗舰企划株式会社，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兼任多家风险
企业及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监事，同时在日本政府和大学
有多项兼职。

《孙正义的头脑》记叙了孙正义人生与事业的关键时刻，包
括他的人生和事业愿景是如何确立、如何实现的；他如何获
得第一桶金；作为史上失去财富最多的人，他的终极幸福是
什么。

《孙正义的头脑》的作者是软银社长室前室长三木雄信，亲
炙孙正义多年，作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书中全面
呈现孙正义的人生经验、管理之道、经营策略、以及对信息
革命的认识。

正义读后感篇三

作者乔纳森·海特是著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曾经被《展
望》杂志评为“世界顶级思想家”，他也是一位ted演讲人。
《象与骑象人》，是海特的代表作之一，讲的是心理，跟今
天这本分析道德的《正义之心》共享同一个理论基础。

那就是人类的感性思维如同大象，理性思维如同骑象人，骑
象人只能服务大象、警告大象，但他不能决定大象最终走向
哪里。我们的理性也是为感性服务的。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道德的三条原则。第一原则是：直觉在先，
策略性推理在后。第二原则是道德情感有六个维度，我们日
常生活中，一切道德判断基本都可以在这六个维度上找到对
应。道德的第三原则，是它具有凝聚力量，能让人类更好地
建设社会，但它也是盲目的，会令我们在做道德判断时产生



分歧。

正义读后感篇四

也许中国电信或达州电信比当初的日本沃达丰要好，但在通
信市场上，中国移动一家独大，而电信固网语音逐步萎缩，
移动份额在生死线上徘徊，有线带宽优势未能发挥，在员工
中等待、观望、焦虑甚至失望的大有人在，其实就是一种无
奈、等死的心态，孙正义所做的就是调整心态，积极向上拼
第一，越是困难越要由信心，以必胜的决心去争取客户。

通常，人们在制订一项计划时，总会采取“首先要做什么，
接着再做什么”的加法模式。孙正义的思路与众不同。他思
考的是“要实现这项目标，就要在目标的前一阶段做到什么;
而要做到这点，又要在它的前一阶段做到什么”，用这种反
常规的思路制订计划。打个比方，这相当于神州九号发射前
的倒计时，在倒计时1小时、30分钟、15分钟、10分钟、1分
钟、10秒……，做什么、怎么做都有预案，反观公司今年开
展的“我的精彩，给力天翼”营销活动，很多人感觉离年底
还远，到时再去想办法，往往到时就无法完成了，在无法完
成时又会为自己找到很多貌似十分充足的理由。

很多人都怀念邮电局时代，员工收入高、任务好完成、社会
地位优越。但几次的'重组使电信处于劣势，大家感到迷茫，
说明国企改革、市场化竞争还没有深入骨髓，孙正义也失败
过，且是史上失去财富最多的人，怎么办，越是迷茫的时候
越要往前看，把追求当做自己的理想，向前看就会有机遇，
就会主动去创造机遇，才可能越过移动市场份额15%的生死线。

中国电信区别于其他运营商的是有线通信优势，向前看就是
将有线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itv融为一体的移动互联网、
光网络时代，我们占有先机，一定能取得规模发展。



书中孙正义没有讲服务，但他要求提供自己认可的商品，提出
“最难说服的对象就是不受自己蒙蔽的自己”，营销产品首
先得到自己的认可，这就是一个服务的过程。

同样得到成功任正非，在华为公司的战略中，第一条就是服
务，“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惟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
展的原动力。”，有道理吗?“员工是要给工资的，股东是要
给回报的，天底下惟一给华为钱的，只有客户。我们不为客
户服务，还能为谁服务?客户是我们生存的惟一理由!”，因
此，有了优质的服务，才能得到客户，才能得到公司的发展，
这就是孙正义与任正非的共同点。

再看电信自身，对我们推出的产品，人人清楚吗?如果有很多
人都不清楚营销的产品、套餐，那就无从再说经营了，尤其
是后端员工，不关心或不主动关心前端营销，那就谈不上真
正意义上的支撑。

作为一名后端支撑员工，我们要做的就是前置化跨前支撑，
最大限度地满足前端需求和客户需求，以共同促进公司的发
展。

正义读后感篇五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领悟呢？让我们好好写份读
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你想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罗尔斯正义论读后感，欢迎
阅读与收藏。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
1921年生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
学，1950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
（1950-1952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麻省理工



学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现为哈佛大
学哲学系教授。

〈正义论〉一书是罗尔斯积近二十年的努力思考的一部心血
之作，它集罗尔斯思想之大成，把罗尔斯十多年来所发表的
论文中表达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条理一贯的体系——
即一种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现行功利主义的、
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

罗尔斯有一句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
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不论它多么精致和
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纠正。同样，某些
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
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基于正义的不可
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
越。

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笔者认为应
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理念层面）要从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入理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
义，要妥善协调、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及时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其次，（决策层面）制
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
要综合考虑给群众带来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要找准最大
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的平衡点。
第三，（操作层面）要高度关注民生，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
更多地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和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困难和问
题，对困难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第四，（制度层面）
要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长效机制，有关促进公平
正义的改革措施必须整体推进，相互配套，要综合运用法律、
行政、经济与社会等多种手段，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正义读后感篇六

大一第一学期的时候，学院举办了一个读书沙龙的活动，就
是那时，我读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
一书。关于这本书，本人觉得很有深度，其实我多少有点看
不明白的，或者我根本驾驭不了这本书。

罗尔斯在《正义论》当中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
条是所谓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
等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包括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
前者要求在进行分配的时候，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
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就
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后者要求
将机会平等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具有同等能
力、技术与动机的人们享有平等的获得职位的机会。我觉得
这两条原则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现状和广大人民的需求，
首先，现实中每个人都存在着各种差别，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获得公平的机会，而人们恰恰就是需要平等的自由权和公平
的机会。

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功利
主义的正义观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但是罗尔斯对功利主义
和直觉主义都是不赞成的，而且尤其反对功利主义。认为在
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
上风。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不改变一
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使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各
种体制。从这点出发，罗尔斯便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当作了
批判对象。

根据《正义论》的内容，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
着几个弊端：

（四）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
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



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
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这里直接表
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
种不公正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贫困
问题等。

虽然我并没有了解到西方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但是。从这
点中我的确认为罗尔斯是个正义之人，而且极具挑战精神。
所以我非常敬佩罗尔斯先生。

正义读后感篇七

通常，人们在制订一项计划时，总会采取“首先要做什么，
接着再做什么”的加法模式。有那么一个人，他的思路则与
众不同。他先设定好最终目标，再一步步做减法。“要实现
这项目标，就要在达到目标的前一阶段做什么；而要做到这
点，又要在它的前面做什么”。这种“倒推”的思路，极具
实际意义，创造这种倒推思路的人就是孙正义。最近，抽空
读了晓初老总推荐的《孙正义的头脑：成就软银帝国的商业
法则》这本书，这是一部语录集式的著作。作者（软银社长
室前室长三木雄信）怀着无比崇拜的心情，试图通过对孙正
义日常言谈的记录和解析来发掘这位商界奇人的成功秘诀和
软银帝国尊崇的商业法则。不想评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此时
此刻，从书中揣摩一下这样一位“教父”级人物的心思和智
慧，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孙正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敢想敢为的作风在机会稍纵即逝的
互联网时代是支撑软银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纠结和犹豫，
也没有反反复复地调研和商讨，孙正义在某些重大决策上总
是雷厉风行而又出人意料，正因为这样，他常常能引起人们
的好奇与关注，也常常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这使我联
想到中国企业界的几位大佬，有时候个人的魅力是左右企业
成败的关键。书中有许多很好的观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如“成为行业第一后会自然成长”、“达到最终目标的减法



思考”等，不过，我最有感触的一条是“为了员工和客户誓
当业内第一”。虽然这堆“老套”中有一些很多书都说过的
道理，但这本书对他的语录给予较为充分的解读，并提供了
他自己对这些道理的理解与执行的情况。“知易行难”，这
本书相当实在。

书中，我见到了一个在盛会“场面”上或平时报章媒体中所
不能见到的他：一个既充满了勃勃雄心，懂得如何翱翔于高
空，又善于脚踏实地的他；一个用激情、信念、个人魅力和
慧眼缔造了一个神奇的网络帝国的他。正如马云所评价的那
样：“他是个大智若愚的人，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仿佛
武侠中的人物：一、决断迅速；二、想做大事；三、能按自
己想法做事。”

孙正义的`成功在中国，或者至少是在我们的国企中很难被复
制，我们也许能够学习到一些互联网业内的商业规则和理念，
但却无法像孙正义那样地去实践和运作，在瞬息万变的移动
互联网时代，灵活高效的机制和体制也许是我们企业发展所
最最需要的。聪明、专注、勤奋、富有洞察力，造就了这一
天才。而坚强、勇敢和远见卓识为他赢得了辉煌的事业。他
那天才的商业头脑固然令人羡慕，但我更想提醒那些希望自
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年轻人：要细细寻觅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
只有找到能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工作，才会有属于自己的事
业。要想成功，或者说像他那样“幸运”，你还得有勇气和
胆量去不断探索，做好失败的准备。

他说：“对于其他人来说，创业投资互联网可能是赌博；可
是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赌博，它是一种信念：我不光把一条
腿站进去了，而是把两条腿都站进去了。”只有全情投入，
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他的这段话，听上去很“疯”，也是
他专注精神的集中体现。



正义读后感篇八

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正义论》
是当时哲学和政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我读过这本书，
让我对社会的认知深邃了许多。当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他那
张站在书架旁的照片，生发出许多感慨，他真的是哲学家，
那双深邃的眼睛，瘦削的身影，以及白发都是哲学和思想造
就的，或者说逼出来的，他的骨子里都充满了思想和哲学的
质地。哲学是一只羊，它迷恋现实的青草地，而罗尔斯是牧
羊人，他的身上不仅有哲学这只羊的膻味，也浸染着青草那
思想的苦涩味。哲学不是抒情的曲子，或者说是一种孤独，
哲学充满宗教的质感。

一种极端的思想乃是精神的疾患，绝对论是思想的悲剧，一
旦进入社会体系，政治体系，就成为人类的悲剧。

我们不能只保留一种方式，一种姿式，一种形式，我们必须
是丰富的，多元的，而丰富和多元乃是一种宽容，一种智性，
也是一种从容。

不要消灭某种存在的东西，不要苛责地对待某种你还不理解
的东西，让它存在，给它空间，于是它就安静了，否则那巨
大的反弹力将使我们受灾。相安则无事也。每一种事物、思
想、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根据。

急什么，让一切接受天择。

我赞成阿多诺的识见：“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构成了人道
主义的核心。现代社会生活已经堕落为单纯的消费，个人不
过是工业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在这种普遍的异化中讨论生活
的真正意义已经变得异常困难。自我已不再是自在自为的存
在了。

西奥多・阿多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著作



《启蒙辨证法》《否定的辨证法》等。阿多诺的思想不仅深
刻，拨开了现在社会的表皮，而且别具一格，别开生面，这
正是哲学家、思想家的迷人之处。所以，我们可以说，一种
思想，一种哲学体系，当它真的进入事物的本质，确实是美
丽的。我们干燥的躯体，乃至灵魂，真的需要它的滋润。

所以，在静处，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阅读阿多诺也是快乐和
幸福的，甚至是一种深度的快乐和幸福，他的思想观点令人
深味。你看：他认为孤独是在一个完全异化的社会中显示知
识分子独立性的唯一标志。不可侵犯的孤独是唯一的显示团
结的方式。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孤独，现代的工业社会
往往使我们抑制不住地孤独。孤独如雾，从潮湿的社会内部
直逼我们的心灵，我们真的躲不开，绕不去。而且最是苦难
的状态乃是当孤独长时间盘踞在我们头上时，我们的行为，
表现更多的是不被社会所接受，而且被歧视，这更加剧了一
个人的孤独感，这就危险了。

所以对待孤独，对待一种另类的行为和思想，我们，不，更
确切地说社会应予以宽容，这个社会才真格的是智性的，伟
大的，正所谓不可侵犯的孤独是唯一显示团结的方式，孤独
时人共有的痛苦，向幸福迈出的任何一小步都会使其痛苦加
剧。阿多诺还认为，“在强大的集体主义的总体性与脆弱的
个人生活之间，不存在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唯一负责的人
生道路是自觉地抵制个体生存受意识形态的利用，在私生活
上以节制和诚实的方式生活。”他说，“这不是出于好的教
养，而是出于自己在地狱中仍然呼吸的羞愧”。

阿多诺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践行者，他没法不孤独，因为他
被思想利用了，仿佛病痛着身，所以他选择流亡，不见国家，
流亡不止。

工业社会，文明高度发展，一方面人的梦想初蕾纷纷绽成现
实的缤纷的花簇，使人美好的愿望得以舒展，另一方面传统
的，古老的充满芬芳的气息的人性、道德，人格等枯萎凋残，



使更多的人陷入迷茫和迷惑，而人类又要生存，而且要幸福、
美好地生存，这就有一个思想和精神如何突围，走出沼泽地
的问题。除了要加速改善社会制度、体制，剔除工业化社会
的杂质，使其纯净，舒缓而悠扬，再就是个人的精神家园的
寻找与创造了。阿多诺认为：人类需要一种精神性的补偿来
消除绝望，拯救心灵，拯救现实。他认为只有现代艺术能完
成这一使命。而所谓的现代艺术，也是一种精神，灵魂，思
维和思想的突围，是全面的出新和创新，以解救人类疲惫的
意识和感观，给人以全新的心灵一振，眼前一亮，传统消失
的无踪无影。

其实，也这是人类和人性的.本质。我们必须到一个新的高地，
灵魂的高原以舒展生命。我们精神的生命体需要新的营养。
这是对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未来主义者也完全有理由，
有能力沉潜于现代社会，充满好奇和兴趣。一种新的社会形
态，体制和政治有着它迷人的一面，我们理应去参与，配合，
支持，而不应抵制和反抗，更不能逃避。一个思想家，哲学
家理应以张开的双臂去迎接和进入新的时代，这是明智的，
也是理性的，不仅阳光而且清新，而不是阴郁的孤独者，让
思想潮湿和霉变。在我看来，阿多诺的精神和思想，哲学体
系也有许多错位和纠缠不清，他的心灵深处对工业社会充满
了抵拒的力量，是排它的，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提出彻底
的辩证法是非同一性的，它怀疑一切同一性，但他理论和思
想的姿势是同一性的。

许多理论家思想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即使它的理论是干净
的，有条理的，但其存在的实际和他本人的行为却是否定的，
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
我们越想说明白一件事，往往就越混乱，说不明白，而且理
论追究的越深，离现实就越远。我们需要理论，思想，但我
们不能被理论和思想遮蔽。比如阿多诺揭露现代工业社会是
一个压抑人，造成人性分裂，人格丧失的全面异化的社会，
人类变成非人。现代社会是野蛮的，显然这有一点悲观和绝
对化的意味，似乎我们的人类正在走向深渊，不可救药了。



其实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拯救，人性，随着文明与进步，
社会的发展，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必然更显其灿烂的一面。
物质决定精神，物质成就其文明，也拯救人性，如果物质极
度匮乏，人们都处于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阶段，难道文明
的光芒，道德的色彩还能灿烂和辉煌吗？我不相信。要知道
衣食足才知礼仪啊，而阿多诺提出的只有现代艺术才能拯救
人性，拯救现实，这更有点矫情和夸大其词。艺术是精神的
产品，艺术不是一切，艺术绝不会达到独领世界风骚，主宰
世界的功力。至于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表现，本质，特色，
我倒有一点赞同和相信，他把否定性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
现代艺术就是反艺术等识见，倒是摸到了现代艺术的边际。
你听，阿多诺说：“一件术品离现实生活愈远，它的审美品
位也就愈高。”他的这些理论，观点，或者主张，是走在现
代艺术理论的刀尖上，有一点惊险，他的“艺术可以打破追
求完美性和整体性的幻想，用不完美性，不和谐性，零碎性
和破碎性的外观实现否定现实的本性”，我倒有一点赞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是那么一回事。可能，这种观点来自他
的捕捉和持久的观察和思考，也可能他对现代艺术推波助澜
了，也使一些异端的艺术家因找到理论的注脚而理直气壮了，
甚至愈来愈自信，愈张扬，因而也就走的愈远了。但这不会
使我们，使传统的艺术惊悚和不安。

我们的躯体和灵魂受传统艺术的浸润时间太久了，对现代艺
术形式有一点反应和不适，但是，这没有办法，我们枯燥的
心灵，呆板的思维真的需要一种刺激，让深陷其中的心灵得
到营救。但真的它不是一切，也许对艺术是一切，但艺术不
是一切。

无论怎么样，我还是喜欢阿多诺，不是因为他正确，而是因
为他深邃，深邃往往使我着迷，但我还是清醒的。

现实依然美好，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正义读后感篇九

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
1921年生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
学，1950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
（1950-1952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麻省理性
工学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现为哈
佛大学哲学系教授。

《正义论》一书是罗尔斯积近二十年的努力思考的一部心血
之作，它集罗尔斯思想之大成，把罗尔斯十多年来所发表的
论文中表达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条理一贯的体系——
即一种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现行功利主义的、
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

罗尔斯有一句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
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不论它多么精致和
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纠正。同样，某些
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
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基于正义的不可
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
越。

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笔者认为应
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理念层面）要从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入理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
义，要妥善协调、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及时化解各种社会风险。其次，（决策层面）制
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群众的意见，
要综合考虑给群众带来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要找准最大
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的平衡点。
第三，（操作层面）要高度关注民生，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
更多地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和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困难和问
题，对困难群体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第四，（制度层面）



要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长效机制，有关促进公平
正义的改革措施必须整体推进，相互配套，要综合运用法律、
行政、经济与社会等多种手段，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