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与文化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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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设计与文化读后感篇一

余秋雨在《西湖梦》中谈到了对一代名妓苏小小的看法。对
她的风情与唯美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章字里行间更流露
出一股敬仰推崇之情。这位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其精神
与灵魂都有一种哲理的超脱，她不愿意让纯洁的情感去屈就
世俗的利益，不愿意只为了一个衣食无忧有“保险箱”面做
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终其短暂的一生，
她都在追寻着世间的风情与美。虽然她有过一段“襄王有意，
神女无心”的失败经历，情感上也始终没有多少真挚的回馈，
但是她却执着地守着自己的象牙塔，守着那一方如星空般明
澈透亮的净土，潇洒而怡然地活着。即使在死神来访之时，
也是处在极具风情报与美的年龄。

就如同一颗流星，即使是在陨落之时，也充满着随风而逝的
柔美，发散着生命意识的微波。在物欲横流的现今，人们所
缺乏的正是有关风情和唯美的教育。在金钱与物欲的冲击下，
人们大多已变得情感麻木冷淡，思维更偏向于现实的理性，
而少了几份唯美的感性，早己挖掘和捕捉不到生活中点点滴
滴丝丝缕缕的风情与美了。这里的风情与美是指深层意义上
值得记取的人生风景。可是现今的速食主义人群只谈论功利，
不讲究风情，错过人生中的许多风景。例如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每个人对美都怀有一种涌动丰盈的情怀，即使外表平淡
无奇，甚至粗丑鄙陋，也不能抹杀那一份真挚的情怀，那份
同于其他美丽人士的情怀。但可悲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一
“丑人”不以意地流露出那份热烈的情怀之时，人们往往展



现出人性的弱点，带起有色眼镜，毫不留情加以冷嘲热讽，
仿佛那是卡西莫多的微笑，亦或是东施效颦般的举止。难道
这份情怀不是一样的美丽动人，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值得珍
惜的记取吗?“曾因酒醉鞭名马，不敢情多累美人”“最是那
一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不胜凉风的娇羞”，这样极具风情
与美的诗句，恐怕只有在西风东渐，在倡导科学与民主，人
文人性的时代里才能写出来。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换上健
康的人格和优美丰饶的心灵，去捕捉，去挖掘那些人生中值
得记取的风情与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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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文化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的架构很奇特，分成了四个部分：

首先是“学理的回答”，余先生收集了一些自己多年来在世
界各地学术报告上的讲座，汇编成一个部分，系统的整理了
中华文化的优点，弊病，和近三十年的进步。其中对现实文
化的担忧很引人注意，比如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使得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民粹很像民主，但绝不
是民主；文化的耗损机制，使得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各种官方



机构中，而大部分创造力都散落在非官方；文人很难得到尊
严等等。在《身上的文化》一文中，四个概念使我一下子就
感同身受，“不再扮演”“不再黏着”“必要贮存”“必要
风范”，不仅是在文化方面，各行各业的泰斗都应该体现这
四个特质。《向市长建言》一文，十分尖锐地指出了现在各
种城市奇葩建设的弊病：不恰当的`“发掘本地古人”、“重
建文化遗迹”、“大话地方特色”，并提出了自己建议市长
注意的两个环节“公共审美”和“集体礼仪”。

第二部分是“生命的回答”，余先生回忆了与巴金、谢晋、
黄佐临、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等文化巨匠的交往，用十
分动情的文笔描述了这些或多或少陷入过“非文化”困境的，
或是与常人的活法背道而驰的大家们是如何践行着文化人的
责任感，如何承载着文化的重量，如何开辟着生命的疆域，
如何追寻着文化的执着。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常常忍不住
停一下，哭一会，然后再停一下，再哭一会。也许前些年我
读到这样的东西，只会把它当成传记，现在随着年龄增长，
阅历丰富了一点，又见证了社会的一些大事件，而我又成长
到足以感知这些大事件体现的变化，对比之下，这些大师所
阐释的东西，实在是太稀缺了，我的哭，不是因为感动，而
是被这些伟大的人格所击到，就像是很多人去了青藏高原见
到真正的美景会哭一样，就像那英说的“你的声音打到我
了”然后梨花带雨一样（怎么用那英打比方，好俗气，噗）。
当然，余先生在这部分也顺带讽刺了一下那些造谣的小人，
没有任何人能把造谣和小人阐释的比余先生更深刻，更立体，
更有文学色彩了。

第三部分是“大地的回答”，摘录了一些多年来余先生为各
地名胜题写的碑文，体现了余先生对古典句韵高超的驾驭能
力，同时又不难读懂。书中还印了一些余先生的书法作品，
包括那副著名的“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第四部分是对一些经典的白话文翻译，包括《心经》、《离
骚》、《逍遥游》、《赤壁赋》。用序言里的话说，“在把



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
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
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
无比”。经典经过余先生的散文化笔法，足以成为当世经典
翻译的范例。这里摘取《逍遥游》中的一段，使大家略窥一
二：“大鹏从上往下看，只见野马般的雾气和尘埃相互吹息，
天色如此青苍，不知是天的本色，还是因为深远至极而显现
这种颜色？”再如《赤壁赋》的一段：“不一会，月亮从东
山升起，徘徊于东南星辰之间。白雾横罩江面，水光连接苍
穹，我们的船恰如一片芦叶，浮越于万顷空间。”《离骚》
的翻译更是功力深厚，可是段落太长，就不了，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

跨时空与地域的双重视角，使本书既有理论上的厚度深度，
又不乏感人的故事与动情的文笔。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
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最重要的著述。

设计与文化读后感篇三

公司通过近一年的全体动员组织，在董事长亲自带领下的企
业高层领导团队，对企业经营十四年来，积淀下来的优良品
质和传统进行梳理，形成了一套具有万果园特色的文化体系。

我们以“员工幸福，顾客满意”为使命，坦诚而真挚的表达
了企业对于自身经营的目的定位。并由此延伸出了让“员工
实现梦想，企业健康长寿”的企业愿景。企业给广大员工提
供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发展的空间、开心的生活，使
其具有成就感，成为家庭的支柱和骄傲；而员工回报给企业
的是通过各自在岗位上的不断努力，为企业持续稳健的发展
提供不断的动力，促进企业和谐向上的文化建设，打造高效
廉洁的团队，使企业最终成为倍受行业推崇和社会尊重的企
业。这种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家与家人”的亲密关系，
让每位员工都是家庭中的一员，都充满爱心，相互信任，相
互理解和支持，彼此宽容，共同承担起家的责任，共享和谐



幸福，让每一位家人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形成了特有的
“家文化”。

企业当中有部分员工对工作充满了热忱，但是工作方法不得
要领，造成了工作中的迷茫与被动，更有甚者，还引起了其
他员工的不满。少数管理层有时做了一些不出成绩的工作，
有苦劳而没有功劳。企业基于这种现状，在对企业文化梳理
的同时，结合现状，对企业的应用理念进行了规范，从人力
资源的用人理念，确定了企业所需的`人员标准，到人才理念，
明确了员工成为企业人才的方向，再到团队理念，提出了一
个优秀的团队，尊重是前提，信任是基础，协作是高效完成
任务的保障等优秀理念。加强团队凝聚力，通过团队协作可
以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个人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们将管
理宗旨定义为：一切为了员工的幸福。我们管理的宗旨是成
就员工而不是利用员工，我们的管理是建立在有爱心的基础
上，我们通过以人为本的管理策略，用爱心为员工创造温馨、
宽松、积极上进的环境，不断培训业务技能，为员工做科学
清晰的职业规划，最终的目标是要帮助员工实现梦想。

企业文化的推广，不只是让她成为具有感召力的口号，更重
视的是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地实施，通过企业文化视
觉形象系统的实施，使企业形象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巨大的
变化，会在社会中、行业中、该企业员工心理产生很大反响，
员工对新的形象、新的理念、新的战略目标产生兴趣，由然
而生自豪感，会使企业在贯彻企业精神，企业理念、企业规
章制度就会事半功倍。加上长期不懈的培训、文化活动，表
彰优秀代表人物，倡导英雄事迹，企业风气、企业环境气氛
焕然一新。员工个人目标必然会与企业战略目标走向一致。
企业文化也逐步走向强势文化，使企业文化在企业战略执行、
核心能力营造中始终发挥积极的作用。

设计与文化读后感篇四

全新的企业文化公布了，作为一名网新人，我更加清晰地了



解了公司定位、目标、方向和进展思路。一个人创造不了文
化，一件事不能形成文化，网新文化关切每一个人，每一件
事。学习企业文化的同时，我对当中的管理和团队有所感受。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不符合企业文化精神的做法，在
此想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部门间协调工作的问题。

我们客服部经常接触运管、财务、资质组，我发觉在部门协
调性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经办人看法不好、速度慢、流程冗
杂多变、各自为政等等状况，导致不同的部门之间有一堵无
形的墙。例如又一次在客户临时要办理续费，我去财务开发
票，但是开票的前提是订单已审，客户总公司的财务一个月
来报一次推广费用，错过了就要到下个月。在hi上沟通无效
的状况下我就去运管部说明状况，但是他们讲我每次都上去
催订单，很不理解。

建议建立一套应急机制，将此类状况列入应急流程，保障客
户利益。跨部门工作是正常的事情，假如不打破沟通障碍会
影响整个公司工作效率和运营速度。

关于岗位职责范围界定的问题。

上次公司客户答谢会，我有客户同意会场续费领礼品，当时
签了续费合同。我把合同拿给财务，申请拿礼品，但是财务
坚持认为我的合同金额是自己临时写上去的，不像真的。拒
绝给我礼品，导致我的工作很被动，后来花了一番周折才解
决了。我认为财务的工作职责是看到合同当即确认，假如合
同是假，导致的后果应当是我来承当。假如我交了合同他不
给确认，那是他没有搞清自己的.工作职责。

建议公司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范围，在岗人员应当格外清晰
自己该做什么，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推断影响各个部门的正常



工作。

关于公司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

公司续费的礼品政策经常无故中断，或者变更礼品档次。礼
品作为我们客服做好客户关系的有效方法，有的客户很看重。
经常我们与客户是在续费前就与客户确认好礼品事宜，但是
客户打完款后政策又变了，我们不好跟客户交代。一方面影
响客服在客户心中的形象，另外也阻碍我们的工作进度。

建议增加公司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充分论证。朝令夕改，
使一线人员无法正确理解贯彻。既不能到达既定目标，还会
影响公司对外形象。

全新的企业文化已经出炉，需要公司全体员工深入学习、深
刻理解，在日常工作中践行企业文化的各项要求。蓝图已经
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将在公司新的进展大潮中提升奉献
更多的力气！

设计与文化读后感篇五

?文化苦旅》是一本文字优美却又言之有物的书。这本书让我
游历了大江南北，带我穿越时空，领略唐宋元明清的历史。
本书写的是中国名处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可按以说是一
本游记；而在其中又记录了许多史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史记；
而全书流露出的喜怒哀乐、诗情画意，又使这本书成为一部
很不错的集。

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作者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
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
视华夏文化的「苦旅」，这本书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
的辛酸。苦苦的味道，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
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
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



的散文，组合成了一篇篇绝妙的。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
我不禁严肃起来。像一个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自己不
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不得不走向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
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然不言，我静静看着光
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
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
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
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
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
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
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
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
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才想
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
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
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拥有了「永州八记」
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
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
瞻仰这位大文豪。

苦与甜本是一家，先苦后天，才知甜滋味。正如余秋雨把书
名取作《文化苦旅》！但苦中处处有希望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