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汇总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一

以前并不知道稻盛和夫，在看了活法这本书以后，才知道原
来他就是日本京瓷公司的创始人。

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作者在写活法的时候，所呈现给
大家的并不是他的文笔他的才华，而是对人生的感悟，可以
说，这是一种人生哲学，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哲学。

这本书不是告诉你要怎样活着，而是通过作者的认识和感悟
让你从中得到启发，从而让你认清你自身的'人生，找到人生
目标和活着的意义!此外，书中作者描述的思维方式，全身心
投入工作的热情，每日在工作中精进以提升能力等方面，无
不给人以指导，特别是工作、努力的劳动可以提升心性、历
练品格的说法，实在是道出了工作的另一层更高境界，让我
这个身处纷繁工作事务中的青年人得到较大的启发。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二

近日，闲暇时读了《活法》这本书，感受许多。作者用极其
简明通俗的语言，阐释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道理其
实就在我们身边，和日常工作、生活休戚相关，只是由于太
过平常和一般，往往被许多人忽视和遗忘。读书的过程更像
是一个自我透视和醒悟的过程，在慢慢走进稻盛和夫先生精
神世界的同时，自己仿佛也经验了一场心灵的净化和启迪。



首先，要与人为善，心怀感谢，善待自己、善待他人。每个
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思维习惯，造
就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应当
求同存异，多些理解和宽容，少些苛求与埋怨，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当遭受摩擦，假如学会换位思索，试着从对方的
立场去考虑问题，有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越感恩，心
越和善，和善人眼中的世界必定充溢和谐与美妙，与人为善，
同时也是为我们自己创建一个健康开心的生存环境。其次，
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如何从中找
到一个平衡点，把握好量和度，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心如止水，笑看人生，那是大师的境界。作为平常人的我们，
只需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把握现在的，
珍惜拥有的，不盲目攀比，做好自己，知足常乐。

第三，要有追求和幻想，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享受奋斗的
过程。幻想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永葆朝气和活力的'秘诀就
是不断的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欢乐和满
意。人生的华蜜和满意感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和占有，不
能把物质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

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生命的质量却千差万别，我们应当努
力让自己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加有意义。凡事经验过便是财宝，
看重过程，看轻结果，人生会更加丰富多彩。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三

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企业人，不难想象，稻盛和夫先生是令
人敬畏的'，但是，读罢其的《活法2》后，又更能切身体会
到，那种和蔼可亲老者的话语，向我们讲述其走过的人生故
事，读过这历经风霜总结出的人生感悟，感触很深。

全书内容，围绕着“成功”一词展开论述，首先，稻盛和夫
先生根据其多年而来的人生感悟，总结出一套特色的成功方



程式。其次，又根据自己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阐述企业的
成功经营之路。呈现理论的同时，并兼具事例，给人警醒的
认识。

正如书中所说，越接近真理，道理越简单。《活法2》整书所
讲的，浓缩下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词，一个
是“态度”，另一个是“热情”。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四

第一次读《活法》这本书应该追溯到20xx年，当时我是进入
德华的一名新员工。时间一晃过去八年我在德华也做了八年。
同时《活法》也陪伴我走过了这八年。

活法开篇教给我们：人生工作其实就是不断的磨练自己的灵
魂。不做不难，随性而活，在工作的人生中不断磨练自己的
灵魂克制自己的欲望。人生的成功不是做伟大的事情，是认
真的去做平凡的小事。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努力方
向，以及对待生活和工作的热情：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
式×热情×能力。看似简单的公式，问几人能做到。简单的
事情，简单的标语往往包含着最为重要的人生哲理。

“一个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一句简单的`
电影台词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不同：梦想！人有自己
的梦想才能有自己人生的方向。但敢想不是妄想，敢做不是
莽做。坚持自己的梦想，做好自己的每一步，将自己工作中
的小事做好就是成功。同样一件事情，一次比一次做的好，
一次次的进步就是成功。

在工作的过程中也要懂得自省，懂得感谢过程中帮助你的人，
懂得每天对自己做到事情进行反思。

每天在项目现场忙碌，看着项目一天天完成。回想项目开始
以及整个过程，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了吗？其实并



没有，将自己负责的每件事情都做对、做好已经足够了。每
天做对很重要，人的时间有限，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对的事
情和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我人生中的一种磨练。在项目现
场你可以让自己沉淀下来安心的去做事情，认真享受这种辛
苦，享受这种磨练。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五

这是一位这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坎坷人生阅历的文坛老人反思
历史人物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命运，洞悉当今现实善恶美
丑人生百态所得出的肺腑之言。

这是一本内融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人生哲理描绘于一体，
充满人生智慧、给人带来莫大的阅读快感的佳作。作者对他
们深刻的揭示、独到的剖析，生动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文人、古人，读了本书也让我有了
更加深刻的思考。提到文人正可谓星罗棋布，不可计数。这
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庸碌无
为者就更是无法计量。再观他们的活法，中国文人多处于社
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
的精英集团，受到极高的礼遇。然而他们当中却鲜能仕途得
意且名垂青史；更多的还是大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
构陷，权臣排挤，现实打击之人。“活法”，这也是从古至
今每个人想解而又难以解开的疙瘩。就像书中有些人物不太
为我们所熟悉，但作者从中挖掘出了有普遍意味的东西；有
的人物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但越是这些人，作者越能挖出
别人看不到或看到不愿说的另一面，正如序文中引用鲁迅先
生的一句话“通过密叶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到点点
的碎影。”他们或活得很有名，或活得很有趣，有的令人哭
笑不得，有的令人咬牙切齿，有的令人鄙视，有的令人崇敬，
有的令人叹息。他们的为人、性格、奋斗目标以及中国独特
的传统文化打上的烙印，他们的身体力行，无不使人感悟到，
选择了什么样的“活法”，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什么
样的命运。本书选取了不同时期文人的生存选择与历史境遇，



既有我们比较熟悉知的秦相李斯、魏帝曹操、文豪苏东坡、
才女李清照、大诗人陆游、廉史海瑞，又有几乎被历史淡忘
的、西晋附庸风雅的王衍、淹没在“巨贪”下的作为诗人的
严嵩，等等。作者描绘了他们选择的不同活法和为人，以生
动的人物故事和形象，启迪今人的人生思考。自己肯定算不
上文人，可看任何文章内容时都不自觉的迁移到自己身上，
从古人的人生经历和过程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把握自己，虽然
生活中自己有时会有点迷茫，有点浮躁，可是当我们静下心
来慢慢去感受，去领悟反省自己时，总感觉也有他们的影子
存在，仿佛是一泓清澈见底的溪流，可以看到自己的灵
魂。“人活一世，树活一秋。”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
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和亲朋好友带来幸福，给自己
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让生活更精彩，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六

今日我又读了一遍稻盛和夫的《活法》，看完这本书后我觉
得特别有收获。

稻盛和夫在世界的名声特别大，稻盛和夫说：“灾难是自己
招来的，因为自己的心底有块吸引灾难的磁石。要避开灾难
就要先去除这块磁石，而不是对别人说埋怨的话。”“把苦
痛说成不幸是错误的，任命应当知道对于灵魂成长来说，苦
痛是多么重要。”

稻盛和夫曾经救活了面临倒闭的日本航空公司。在当今这个
世界上，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很多都特别浮躁。稻盛和夫
的人生经验其实是不幸的，但是稻盛和夫也是幸运的，他从
苦痛中走出来，并战胜困难。

稻盛和夫认为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他人的利益。
即使有时作出自我牺牲也要为他人尽力。在若肉强食的商业
社会，要做到用正确的方法来追求利润，而且，最终的目的
是有益社会。



稻盛和夫说：“对自己严格自律，对外则以利他为自己的义
务。”对于利他之心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牟利是经商或
其他人类活动的原动力，任何人都有赚钱的“欲望”。但是
欲望不能只停留在利己的范围内，同时也要有利于他人。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利他之心其实也特别重要。我见过很多公
司在经营的过程中用各种套路让客户购买自己的产品，把这
些产品的`优点捧上天，而对产品的缺点避而不谈，甚至对售
后也是不闻不问，而且这些公司对员工还及其苛刻，对于没
有完成目标的员工还要扣钱罚款。就这样，客户基本都是一
次性的，员工也是来就走。公司在经营一段时间后，由于经
营不善，倒闭了。

我觉得稻盛和夫说的利他之心也适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俗话
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国古代老子也说：“水利
万物而不争”。在生活中我觉的我要做一个宽容的人。用主
动的看法去经营人生。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七

人生的命运就是塑造心灵的过程。

人生遇到的每个困难都是一种经历，都是对心灵的一种考验，
经历的越多，考验的越多，人就变得越坚强。

当你第一次开始独自睡觉后你发现自己胆量变大啦！

当你第一次独自上学时你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

当你创业失败了，你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你一次又一次被拒绝后你发现想被信任真的很难，哪怕你
倾注你所有的真诚。

当你经历的'越多，心理的变化也越大，从开始的有棱有角到



后面的圆润可变，可退可进，更加坚强牢固就是一种命运的
改变。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八

《活法》一书，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对他的生命哲
学的讲述。书中句句都来自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文字虽平实
无华，但是撼动人心。

--

-“在于提升心性、锻炼灵魂”；“是为了做一个比降临人世
之初更好的人”。先生提出了“人生要怎样才能过得更好，
怎样才能尝到幸福的果实”

--

--

-先生给出了方程式：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x热情x能
力，并形象的给出了分数区间：思维方式分数区
间：-100~100分，热情分数区间：1~100分，能力分数区
间：1~100分。先生把人生如何能活好这样一个多少年来困惑
了不知多少世人的问题，通过一个方程式，几个因素分数区
间及因素间的乘法的关系，很直观的告诉人们每个因素在结
果上占得的权重。

与稻盛和夫先生的一次心灵交流，是一次心灵的洗涤。先生
把心中所思所想毫无忌惮地全部说出来，从根本去探讨生存
与生命的意义，通过列举一些工作生活中的事例及他的处理
方式方法，向我们传递了一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活法》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更加明确了做人做事
的心态和原则。通过读此书，我获得了几点感悟，总结出来
与大家分享。



一是做人做事要有一个简单的心态。一个实践伟大事业的人，
其实在心灵深处，有着最简单的人生观。稻盛和夫认为，为
人就是要坚持做人最基础的原则，坚持行善。对身边人，对
社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心存利益之心，并且孜孜不倦、不
畏艰难地去实践这种善意。生命的价值就在这种实践中展现。
企业经营之道很简单，“不是公司的利益或面子，而是对社
会或人类是否有益”。尽管资金十分充裕，但是他拒绝投资
房地产赚取浮财，因为“只有自己辛苦赚取的钱财才是真正
的利益”。乃至大到国际事务，也是“大道至简”。日本不
能就侵略他国做诚实的道歉，就是因为带了太多复杂的想法。
做了罪恶，就应该真诚道歉，这是简单又合乎最基本情理的
表现。这样直心去做，一切都很简单。世界各国出现贸易争
端，那是因为有国界，于是有了在此基础上的国与国的争夺。
如果统一货币和政策，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国家，问题就会迎
刃而解。稻盛和夫崇尚“化繁就简”，这是禅意的表现。

二是要常怀感恩之心和利他之心。人之所以快乐，不是因为
得到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心中常怀感恩之情，只有拥
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工作的满足感，
也只有“知足”才会“常乐”。而拥有一颗利他之心，也是
我们快乐的根本，佛说：“心里有鬼，看见别人都是鬼；心
里有佛，看见别人都是佛”。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爱人即
爱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用一颗博爱之心，拥抱
世界，感到幸福的首先是自己。

三是要培养做人做事的恒心。把平凡化为非凡的是“持续”、
把失败转为成功的是“坚持”，这是稻盛和夫先生总结出的
道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童年时常说的“只
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只要你肯付出就会有所收
获，如果我们能够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去钻研我们的本
职工作，凭借我们一股傻劲、干劲去面对工作中的难题，相
信就不会存在我们攻克不了的难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要你肯付出就会有所得，持之以恒，坚持到底，你将收获
丰硕的果实。



四是要适当的给自己加压。当读到年轻的稻盛和夫在濒临倒
闭的京瓷制造出了美国的大企业才刚刚研发出的新材料时，
我第一个反应是先生真了不起，水平真高。不过我很快想到，
稻盛和夫仅仅是水平高吗？仅仅是技术好吗？试问，在他试
制这种新材料时，真的有人要求他一定要造出来吗？我想除
了他自己以外，谁要是提这样的要求都是过分的。指望一个
濒临倒闭的小作坊造出美国大公司投入巨资才研发出的材料，
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只有稻盛和夫自己才清楚能不能做，
怎样才能做出来，真正的动力与压力其实来自稻盛和夫自己，
即使他当时做不出这种新材料，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他。
对我们个人来说，真正对自己起作用的动力与压力来自自身，
我们要适当的给自己加压。

五是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工作中遇到困难是再平常不
过的事情，能否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是影响快乐工作的重
要因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凭着信心和勇气，与困
难正面交锋，就算目标高到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就算困难大到
“前所未有”，也不必有丝毫的胆怯，只有勇往直前的努力
到底，才能唤醒我们的潜在能力，让我们展现出难以置信的
力量。抱定这样的态度，即使境况再恶劣，仍然不会影响我
们享受工作本身的快乐。

--

正在赶路的人们，不妨且行且停，思考我们赶路为了什么？
我们活着为了什么？我们怎么活才具意义。欣赏一下身边被
我们略去的大自然的风光，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抖抖精神，
重新上路。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九

近日有幸读到稻盛和夫的.《活法》一书。此书是稻盛先生40
年企业经营经验的总结，亦是一本人生的哲学。



稻盛先生用非常浅显的言语，道出其成功的原理原则。这是
一本适合我们所有人，适合我们人生所处的任何阶段，适合
所有身份的人去反复精读的人生教科书。

稻盛先生对于人生的意义，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八个字“提升
心性，磨炼灵魂”，为了在死的时候，灵魂比生的时候纯洁
一点，或者说带着更美好，更崇高的灵魂去迎接死亡。

生于俗世，就要经受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磨砺。浮躁的社会常
常让人忘却了生存的意义，一味的追求金钱、名誉、地位，
忘了根和本。

活法读后感和心得篇十

读完《活法》之后，我对其中一些内容有一些触动和感悟。

有人问稻盛和夫：“你为何来到这世上？”他毫不含糊地回
答：“是为了在死的时候，灵魂比生的时候更纯洁一点，或
者说带着更崇高，更美好的灵魂去迎接死亡。”稻盛和夫所
说的灵魂与他所推崇的佛教文化有关。我不信佛，也不相信
这世界上会有灵魂。但是，我相信人来到这世上绝不是为了
赤裸地来，赤裸地走。稻盛和夫是来到世上是为了磨练出更
美好的灵魂去迎接死亡。那么对于我而言，活着是为了精进
自己，是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然后以一种绝不遗憾的姿态
迎接死亡。

稻盛和夫提出一条人生法则——只有主动追求的东西才可能
到手。在其中他讲述了曾经他听松下幸之助讲述“水库式经
营。松下当时的演讲在一直强调水库式经营的重要性，没有
讲述具体方法。于是就有人提问具体方法是什么。当时松下
回答：“那方法我也不知道，尽管不知道，但必须要建水库，
你必须这么想。”稻盛和夫认为强烈的愿望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人非常想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会发现生活中与此
目标相关的各种一闪而逝的机会。也正是因为他一直想达到



这个目标，他才能比其他没有强烈想法的人早发现并抓住那
些机会。这就像当一个人对足球非常感兴趣，他就会把生活
中的许多事物和足球联想到一起。拥有强烈的愿望，相信自
己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那么付出相应的努力，目标就很可
能实现。如果一个人连他自己设立的目标，他都不相信可以
达到，那他又怎么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呢。我想这就是稻盛和
夫所认为的，只有主动追求的东西才可能到手的意思吧。

稻盛和夫认为原理原则必须以坚强的意志贯彻落实才有意义。
他提到了一个例子。他主张公私分明，公车只能公用不能私
用。但是即便他知道这个道理，在一次他妻子出门顺路要去
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让司机顺路送过去吧。但他妻子因
为之前说过要公私分明拒绝了他当时的要求。我想连稻盛和
夫这样有着坚强意志的人有时都不能把某些道理和原则落到
实处，并且时刻保持着反省之心。那么我们普通人就更应该
多关注自己是否把原则落到实处，是否做到知行合一。就稻
盛和夫说的，人是很脆弱的，不刻意地警惕，自我戒备，不
知不觉中就会成为欲望和诱惑的俘虏。一直以来，我们都知
道很多道理，也知道这些道理是很有用，但是知道并不代表
做到。这是因为在我们实践过程中，有太多的诱惑干扰我们，
这些诱惑让我门偏离了我们原来的方向。如果没有坚强的意
志，我们就不能实践贯彻这些原则道理。我想，哪怕是一个
简单的道理，都是需要万分小心谨慎，才能不被沿途的欲望
和诱惑打败，才能成功落实。

以上，就是我读完《活法》之后的一些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