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一句话(模
板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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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一句话篇一

《遥远的救世主》这本书虽然很类近于西方高智力、高智商
畅销小说模式，但是其内涵却是浓浓的中国式文化，最大的
闪光处在于给读者打开了一扇窗，能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最喜欢书里的一句话：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着，灵魂原来可以
这样滋润。我常常在想，作者究竟是有过怎样的人生阅历，
竟然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
不可求的完美佳作，书中广泛触及人生、宗教、法律、文化、
音乐、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命题，这该需要多
么深的知识广度与深度来支撑，所喻言揭示的深层哲理，个
人觉得已远超出自己知识架构下的认识境界。
书中有许多经典对白，充满智慧处比比皆是，特别能引起人
思考：
当生则生,当死则死。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
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
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势文
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
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
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
流行品种。
没有主，主义，主意从哪儿来？主无处不在，简单得说，支
配人得价值取舍行为得那东西就是主，就是文化属性。



神是道，道法自然，如来……
只要不是我觉到、悟到的，你给不了我，给了我也拿不住，
只有我自己觉到、悟到的，我才有可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才
是我的。
人从根本上要面对两个问题：一、生存，得活下来。二、是
要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需要点缀和填充，
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这个年代，执着于出人头地并不难，难的恰恰是不执着于出
人头地。
其实这本书，真的不好讲，书中关于文化属性、宗教、关于
传统文化的解读，很难去讨论，因为一说就错，还是很推荐
大家去读一下，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它给了我一个新的
视角，就像开了一扇窗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解文
艳）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一句话篇二

看完《遥远的救世主》觉的不过瘾，而后又看一遍根据该小
说改编的电视剧《天道》。

电视剧的剧情基本上忠于了原著，几位演员的表演也都很到
位，小说中主人公的精彩对白无一缺漏，只是在结尾高潮部
门做了有益于过审情节的处理，想必编剧（原书作者）也是
迫不得已。

正是这段故事（剧情）的高潮部分，让我两次泪目，所以我
想我极有必要为此写点什么。

如果让我说既将过去的20xx年，给我留下什么有益的收获，
我的这篇文字及文字之外所不能表达尽的，因这本小说而产
生的思考和感悟，无疑就是我这一年最为之庆幸的巨大收获。



神既道，道法自然，如来。”这句偈迷一般的话，是贯穿这
部小说的主题，作者用并不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简单的故事情
节解释了“文化属性”这个听似耳熟，却又不能详解的词汇。

这本书我只是看了一遍，就收获甚多，当然我所说收获甚多，
是基于我以往的肤浅，而相对于书中真正的精华主旨，我却
仍知之甚少。

想必需要多次拜读后，才能进一步有所参悟吧！

我一直曾试图用我淡薄的认识和更淡薄的智慧把这自己这十
几年来所学到能让我产生思考的东西整合出一条线索，可一
直是苦苦无果，而这本小说中这句话恰恰正是我想要的答案，
就如同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黑喑的井底。

这对于像我这样的“精神病患者”，这种感觉无疑能让我手
舞足蹈。

我知道有一定许多和我一样的读者（观众），喜欢这部（篇）
作品，会对“文化属性”所对应人生宿命感兴趣，也会
对“丁元英”式的价值观产生思考和疑问，甚至是膜拜。

就我而言，对应“文化属性”一词，我应归属于“弱势文
化”一方，也就是说，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受教育程度、我
的心胸眼界都注定把我推到弱势文化一方。

“弱势文化”有没有可能被什么内在力量催生而转变为“强
势文化”。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作者在文中也揭露了这个答案，剧
中欧阳雪与肖亚文之所以能实现了草根到精英的华丽转身
（当然在一点上，肖亚文因与丁元英有过工作交往而表现的
更为优秀），恰恰是内心深处文化属性的悄然转变。



所以重要不是你想做什么样人而是你能做什么样的人，如果
掌握了通过表象看本质的本领，做任何事成功都是大概率事
件，而耗费心机同时寄于天助的偶然幸运，只不过是扒着井
沿看风景，最终还是要跌下去的。

刘冰就归于这类。

这本书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我希望在日后的某一天我
的内心深处也会产生这种量变，从而我也能让自己变得更为
优秀，更接近实质意义上成功。

就用我今年年初填的第一首词做为此文的结尾吧！

江南春《新年抒怀》

春咏柳，夏叹花。

光阴乘白马，辞别不归家。

初心未遂何言老，凭倚东风揽蔚霞。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一句话篇三

近期无意间看到电视剧《天道》的片段，很感兴趣，就找到
了原型小说，也就是豆豆的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电子书，
看了一遍以后还感觉意犹未尽，又买了纸质书，重新阅读了
一遍，让我感触很深的是芮小丹对于丁元英王庙村“扶贫”
的思考：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原来能说老实话、
能办老实事的人就是神。

回顾整个事件，从丁元英一开始埋头在屋子里连续一周的资
料搜集和市场了解，完成一整套市场化运作方式的设计，再
到在王庙村的实地走访调研，以及对格律诗公司运作、农商
户个体生产的思想动员，再到公司从生产、注册、知识产权



保护、认证、宣传，最后在国际展会上降到成本价进行促销，
和乐圣公司对簿公堂，过程中给格律诗找到实质掌门人，未
费吹灰之力做了巨大宣传，都是基于对市场、文化属性的认
知，采取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最终促成了格律诗公司
和王庙村个体商户成为乐圣公司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构建了
两者阶段性长足发展的基石，乐圣公司也从中整合了资源，
降低成本造价。

在格律诗公司运作方面，一方面逐步构建了核心管理班组，
同时通过现实的选择逐步筛除了不合格的管理班子（如刘
冰），一方面通过和个体商户的合作，以及音箱的低成本、
高音质的实践、国际认证，逐步打造出格律诗公司的核心竞
争力。

在王庙村农民的生计方面，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的输出、实
践，农民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形成内部自生、自循环的生产、
供销体系，同时基于格律诗公司的音箱需求，逐步扩大供销
网络到乐圣公司，既为个体商户提供了造血之道，又创造了
市场。

在决定格律诗公司和王庙村个体工商户关键的乐圣公司官司
方面，从公司设计之初，丁元英就设计出了一整套可抵抗届
时低价竞争法律空白的生产体系，低成本、商户和公司无实
质从属关系，唯一置之事外的就是他的个人荣誉甚至生死。

以上设计、实践，都体现出实事求是。从设计者、参与者到
实践者，无不是一步一个脚印，拼尽个人的全力，充分应用
市场运作的规律，最终造就了王庙村、格律诗公司的“神
话”。

通过以上整体事件的阅读，沿着主人公的思考，让我引申到
工作、生活甚至育儿上，关于实事求是方面的启发。

首先，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丁元英在这套生产体系



设计之初，利用个人的知识和法律储备，充分了解音响市场
的资料，以及王庙村村民的实际，构建出一整套生产体系，
及未来可能出现诉讼的资料、行动准备，并动态根据事件发
展提出调整建议或应对措施（如刘冰等的倒戈、肖亚文的出
现等）。这说明在做一件事前，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结合
实践，在做事之前要提前筹划、未雨绸缪，甚至走一步看十
步。

第三，不管做任何事情，如果从一开始能够进行整体的规划，
同时付诸实践、付出时间、想尽办法组合资源，又有什么干
不成的呢？说干不成的，肯定是哪方面没有做到、没有做好。

最后，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如果一开始就考虑清楚一个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运作模式、市场，所有的生产、经营、管理
动作都围绕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市场拓展，公司才能
逐步立足于市场之中，才有长足发展的基础。

整体来说，《遥远的救世主》是一本非常让人有启发的书，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思考和观察，而关于实事求是这一点，
更是可以不断实践，充分应用于自身的行动之中。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一句话篇四

电视剧《天道》就是从《遥远的救世主》改编的，电视剧已
经很老了，小说完稿于20xx年，但现在读来，小说依旧让人
有很多思考。整本书，从佛教、人生价值、强势弱势文化以
及在市场、职场、人心等等方面的描写，都刻画的非常深入，
这是我第二次读，但这一次我没有把它当成小说，而是当成
一场修行。

由小说的立意来反思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从佛学和价值
理论来思考我自己的未来。

比如“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跟佛经的“若见诸相非



相，即见如来。”

再比如“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
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说，过去上学读书，是一场文化救赎，那经历了市场和
人生洗礼的现在，就该要思考继续等待被救赎（上班、打工
等），还是努力寻找自救的问题了（理想、理财等）。如果
想从弱势上升到强势，不仅是经济独立这一个方面，还要从
思想上上升一个台阶，看问题要本质，多往前看三步。要继
续学习，继续用功，才能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

遥远的救世主读后感一句话篇五

《遥远的救世主》一书以丁元英及芮小丹大美奂绝伦的天国
之恋展开，着重叙述叙述了丁元英在王庙村的扶贫，从深层
次讨论了一个国家、社会的文化属性问题，小到一个个人、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都是文化属性的产
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天道，也
是规律。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客观事物本来发展规律的文化，讲究直接
获取，讲究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命运，归根结底是命运掌握
在自己手中，自救者得天助。弱势文化是不讲究事物本来发
展规律的文化，期望破格获取，期望不劳而获，期望世上有
救主，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崇尚个人奋斗，期望
外界的给予。

因此，丁元英在王庙村开展的扶贫工作，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使公司与农户在产权上相互独立又在市场上相互联系，既
可通过公司的发展来拉动农户又可避免农户拖垮公司。农户
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自负盈亏，从一开始就不给农户期盼
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不给农民心里植入世上存在救世主的期
望。从一开始就给农民植入靠市场生存的观念，他们唯有自



救才能得救。

结合目前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扶贫工作，国家的初衷是值得
称道的“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但是做的方式方法是
值得商榷的。不间断的填表及做毫无意义的资料且不说，给
一大笔钱及贴息贷款给农民盖房子，盖房子由统一的包工头
施工建造，不给农民足够的参与机会，生病、孩子上学由国
家保障，让农民享受天上掉馅饼的好处，究竟是在扶贫还是
在增加部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培养他们的懒惰，让他
们患上精神的绝症。如此式的扶贫，究竟是政绩的需要，还
是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抑或对客观规律缺乏认知。

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有活力的社会，就要接受差距的产
生，接受等级的存在，接受相对贫困的永远存在。要维持一
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但这并非简单的利益上
的给予，并非通过利益上的给予来对相对贫困阶层进行扶贫。
窃以为，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有三项：一是搞好交通、水利、
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为贫困阶
层的脱贫创造基础条件；二是办好教育，做好教育的均衡发
展，让贫困者拥有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三是做好
制度的建设，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打通阶层流通的通道，
让劳有所得，奋斗有所成，获得成功是因为你足够聪明与勤
奋而非你是谁的孩子、你有一个好的背景成为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