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正义读后感 正义的理念读后感(实
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论正义读后感篇一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让
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为了
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正义
的理念》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什么是正义？往往人们理解的正义便是，当遇到不公平的事
情发生时，有人站出来说话，解决事情，这便是正义。但的
确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正义。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
需要寻找的并非是绝对的正义，而是致力于减少明显的非正
义；正义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
的制度和规则上；正义应强调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寻找
一成不变的公理性答案；正义需要开放的中立性”，需要超
越地方、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
正。”

我比较赞同他其中一个观念“正义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
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如果整天空口
叫嚷着正义，公平，而与现实生活脱节了，这样的公平是理
想化的，是不切实际的。而如今，我们无论是制度还是规则
都叫嚷着要改革，我认为，如果改革脱离了现实，那这样的
改革带来的不是现实的公平，而是权力的绝对化，又将陷入
另一个怪圈。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公平了，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
不可能解决一切不公平的事情，唯有遇见时能够不躲避，不
逃避，真正真正地向邪恶亮剑，为正义拼搏。

话虽如此，但每天我们都被无数反应黑暗现实的新闻信息所
包围，从小月月到郭美美，从拼爹到拼干爹，让人不得不怀
疑，这个世界还有正义可言吗？读完《正义的理念》，我最
大的感受，也是唯一的感受，生活需要为正义而战的勇士！

论正义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朱自清散文集》，书中有一篇《正义》
的文章，读好这篇大作带给我的感受很深。

文章吸引我的是那个精彩的开头——“人间的正义是在哪儿
呢？”

是呀，到底正义在哪理呢？文中有人谈到“正义在我们心里。
”我反复读了这句话，思索了好久也悟到自己一点体
会：“正义”深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些人做着一些罪恶
的事情，嘴里却是喊着“正义”这个词语。这种人的罪恶迟
早要被人们发现的，也必将会被一代代的人唾骂。

在文中还有一句话——“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
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粘上金壁辉煌的签
条送了去。”像这样伪装自己的人，我最讨厌！

“正义”人人都是明白这理，可为何就偏偏有那么一些人，
举着“正义”之旗为所欲为，唱得避说得还好听，他们真是
太可耻，太可恶，太可恨！



论正义读后感篇三

正义与诗性，看似两个极端：最理性和最感性，最抽象和最
形象，最逻辑和最直觉，但两者可融为一体。正义，法律运
作之崇高目标；诗性，人生追求之至善境界；诗性正义，对
法律事业与诗意生活兼顾并重。正义的事业，沉重而艰巨；
诗性的生活，轻快而浪漫；人生需时轻时重，适时转换。既
追求正义，也踏实生活；既理性思考，也偶发诗性；既苦修
专注，也情怀浪漫；既充满劳绩，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本书是作者徐昕将近的随笔集结，既写人写事写物写景，
也写感写情写思写意。

正义，并非一种先验观念，苍茫大地、宇宙万物，是非善非
恶的.，自然与正义无关。所以正义，只是人类社会政治中的
建构产物，它必然受制于历史条件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当今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成本―收益为基本模型的经济学功利
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泛滥的社会与法律原则，这种经济理性人
的假设有着将人“物化”的危险，冷漠无情的原则体系往往
对弱者的诉求视而不见，作者对这种公共领域中经济学主导
一切的话语权作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诗性正义”的概念。

论正义读后感篇四

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生存着一群善良的村民。他们相亲相
爱，哪家有困难，他们都会伸出援手，甚至连一只蚂蚁都不
愿意伤害。他们这里资源丰富，风景秀丽，几百年来一直过
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好景不长，村里出现了一群恶霸，村
民们都吃了一惊，这里很偏僻，怎么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呢？！

原来，有一个村民在威斯湖边发现了一个溺水的人，出于好
心，他下水把他救了上来，可怎知他竟恩将仇报，贪图这个
地方资源丰富，打算进行开发，把自己的腰包塞满。



领头的开口了：“你们快给我滚出村庄，现在他是我的了，
哈哈哈……”

救他的人一听就恼火了：“你个畜生，你的命还是我给的呢！
嚣张什么？”

领头的又说：“我就是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要不我早动手
了，等到现在干什么？快滚。”

村民们个个紧握双拳，恨不得现在就揍他一顿。突然，不知
从何冒出一个壮汉，奔上去，就打了那个领头的几拳，又把
那几个走狗通通的狠打一顿，打得他们哭爹喊娘。

“你们给我记住，不要试图打我们的主意，否则……”壮汉
的声音沉稳有力，让他们为之一振。

“是，我不敢了。”说完就悻悻地走了。

从此，这个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幸福和平。唯一变的是，这
个村子闪耀着正义之光。

《诗性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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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义读后感篇五

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
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
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正义的理念》读后感，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什么是正义?往往人们理解的正义便是，当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发生时，有人站出来说话，解决事情，这便是正义。但的确
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的正义。阿马蒂亚·森认为“我们需
要寻找的并非是绝对的正义，而是致力于减少明显的非正义;
正义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
度和规则上; 正义应强调公共理性和反思，而不是寻找一成
不变的公理性答案; 正义需要开放的中立性”，需要超越地
方、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评价一国内部的公正。”

我比较赞同他其中一个观念“正义需要关注实际的生活与现
实，而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如果整天空口
叫嚷着正义，公平，而与现实生活脱节了，这样的`公平是理
想化的，是不切实际的。而如今，我们无论是制度还是规则
都叫嚷着要改革，我认为，如果改革脱离了现实，那这样的
改革带来的不是现实的公平，而是权力的绝对化，又将陷入
另一个怪圈。

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公平了，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
不可能解决一切不公平的事情，唯有遇见时能够不躲避，不
逃避，真正真正地向邪恶亮剑，为正义拼搏。

话虽如此，但每天我们都被无数反应黑暗现实的新闻信息所
包围，从小月月到郭美美，从拼爹到拼干爹，让人不得不怀



疑，这个世界还有正义可言吗?读完《正义的理念》，我最大
的感受，也是唯一的感受，生活需要为正义而战的勇士!

论正义读后感篇六

《正义的可能》在谈及正义一词时多用到以西方哲学的专有
名词精准对应的汉语词汇，可见作者的谨慎而严谨，而正义
多与强烈情感紧密相连，由主观而生，受控于法律与道德的
正义，其变化在周濂看来与嫉妒、怨愤与愤恨这三种情感离
不开。
康德说，嫉妒就是忍着痛苦去看到别人的幸福的一种倾向。
在和谐的日常生活中，强烈感情色彩的嫉妒妨碍于稳定人际
关系的情面并不会得以表现，但只需拿起手机打开电脑，不
乏会见到诸如反智仇富的言论。充满戾气的观点如今看似少
见，但总有些话题俨然是引起嫉妒的导火索
譬如“知乎平均水平”，动辄c9、常青藤、年收入五十万起步，
让人不禁感慨自己拉低了知乎平均水平。正如周濂所说：有
比较就会有落差，有落差就会有嫉妒，即使这种落差与道德
无关，但只要他人的更好境遇引起你足够的注意，嫉妒就开
始落地生根。
嫉妒的表现是隐性，我们也不能咬定是个人就嫉妒知乎平均
收入，但嫉妒的恶果这两年我们有目共睹，年轻人网贷接连
不断，似乎大家都明白网贷的危害，可受害者一直换着新的
面孔。
有调查称“九零后人均负债12万”，虽然被证实为谣言，但
在起初众人凭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却深信不疑。数据是假，超
额消费是真，铺天盖地的网贷广告越来越猖狂，新的段子也
已经出现：你是想把我笑死，好继承我的蚂蚁花呗吗？
超额消费来源于攀比，攀比的落差来自内心深处的嫉妒。当
信息获取变得廉价，普通人也看到了富人们的生活，他们享
受着九九六的福报，却做着当上马云的梦，一场永无止境的
比较也就此展开，直到被嫉妒完全吞噬。
而由社会结构所塑造，带有强烈敌意爆发的嫉妒，舍勒将他



命名为怨恨。怨恨的出发点是报复冲动，本质特征在于时间
上的滞后于延宕，得益于我国完整的法治体系，此类恶性事
件并不多见，然而前不久的张扣扣报仇事件成为热点，最高
人民法院便用“犯罪者心怀怨恨”这一措辞，怨恨即是极端
化的嫉妒，它是“最危险的爆炸材料”。
愤恨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正能量，是大众面对不正义的呐喊。
一个遵纪守法的理性人在他人以违反道德法律规范为前提侵
犯到他的个人利益时才会感到愤恨不已。可恨的是，微博上
却有一些假借愤恨之名伪造不公平，扭曲了正义，扰乱网络
秩序，恶意操控舆论导向。
在这样一个人人喊痛的时代，我们需要谨慎地区分它的波段
到底是嫉恨、怨恨还是愤恨，认清最低限度的相互性，让社
会正确灌输正义规范，创造更多正义的可能。（张金科）

论正义读后感篇七

本书被誉为是二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
论着作”。本书涉及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
学诸领域，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无知之幕”和
“原初状态”的理论预设为前提，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
理论，并论述了正义分配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公平与差别
原则。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着作。什么是公平？罗尔斯的回
答绝了：”无知才能公平“。没有偏见就是无知，也就是不
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甚至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他的决策就是毫无偏
见的。当所有的人都在这样一重”无知之幕“背后作决策时，
他们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这就是我读完
《正义论》后的最深的感受！

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的人们会选择的对制度的设计的两个原
则——第一个是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



与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而第二
个原则的机会公平原则优于差别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有关公
民政治权利部分，一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部分。

在《正义论》的阅读中，我感触很深，想知道什么是正义，
就要知道为什么需要正义。罗尔斯借鉴了启蒙者卢梭的”确
信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而平等的，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制度
的根本前提，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公正的、有生命力“的思
维方式，提出了”正义的理想国“。罗尔斯提出，正义的定
义首先需要三个前提，其实这也和卢梭定义社会契约的前提
有点类似，那就是：理性的人、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这自
然也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但也是得到真正正义必须的状
态。

那么，反省我们中国的现状，又有什么感想呢？我突然想到
了这一方面。我们中国现实中的道德社会是什恶魔样的呢？。
例如，范跑跑事件中，中国人的道德表现，指责范的人几乎
全部是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混沦吞枣的道德观念。很多都
是仅仅在心领意会的共同道德认识基础上做出。责任义务，
权利自由，善恶公私等握在一块。指责起来头头是道，但永
远缺乏社会根据和理论根据。没有一定清晰的逻辑，如果叫
他解释，不可能解释清楚的。那么他只有通过二条途径来反
击。1，就是通过中国民众的传统道德观念，孝道和性善论来
进行，即在把人同动物的区别中，而不是人同人的区别中进
行认识，所以我觉得读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于我们
的道德建设和道德理论也很有意义。

正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正当的一个子范畴，或者说，正
义即是应用于社会制度时的正当。按罗尔斯的说法，伦理学
必须包括正义论，而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这等于是说，
设计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就是要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也确实透露出这样一种平等乃至平均
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他的差别原则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
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他



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们的出发点方面的差距。在他看来，
天赋不是道德上应得的，应当把个人的天赋看成是一种社会
的共同资产，虽然自然资质的分布只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但
社会制度怎样对待和处理它们却表现出正义与否的性质。他
反复申明这两原则决不会导致一个英才统治的社会，不会导
致一个差别悬殊的社会，甚至不无天真地表现出这样一种预
期：倘若始终遵循这两个原则的话，未来社会的人不仅将在
制度形式上保证平等，而且能够接近事实上的平等。

论正义读后感篇八

一个深刻的理论来自一个简洁有力的假设，同时得到支持的
论证又很好的成为指导现实的原则，在自由主义的长河中罗
尔斯无疑是这方面的典范。

通过原初状态的限制和无知之幕的假设方法，去论证说明一
个无论在什么社会下人们都会一致同意的基本性正义原则。
很明显，罗尔斯的论证有存疑之处，但不妨碍他提出了一个
所有不完善的正义之中最值得选择的那个正义原则。

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是以词典式次序排列的。第一条
原则优于第二条原则，第二条原则中的机会的平等原则要优
于差别原则。

我们可以看出来罗尔斯提出的正义论是把动机、过程、结果
三者以词典式次序缝合起来的契约论式的正义原则。

很明显，两个正义原则要优于功利主义和至善论。功利主义
的原则会导致为了最大利益而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而至善论在于它无法提出一个所有都可以接受的善观念。无
疑两个正义原则很好地克服了这些缺点，并且对于现实的指
导有了至关重要的调节性作用。



这就是说无论我们现实中采取什么样政策与制度，在罗尔斯
的两条正义原则看来：无论什么样的政策与制度，首先要保
证平等的自由，其次过程的实施要保证机会的平等。如果在
这两条原则过后还有不平等，那么我们要运用差别原则，保
证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这是罗尔斯在《正义论》第一章理论部分提出的两个正义原
则。第二章讨论正义原则怎样应用于制度等相关论证。第三
者的主要目的是联系人类的道德情感和目标去讨论正义原则
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问题。

综合来看，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原则给自由主义带来致命性
的改变，而且还能比其他的自由主义原则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当然也有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批评，但是在我个人来看当
我们通本读完《正义论》这本书，很明显我们无法用三言两
语驳倒罗尔斯，我们至少得再写一本书去反驳罗尔斯的论证，
但是我们可能依然无法真正驳倒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在关于正义的讨论中，无疑罗尔斯为公平的正义原则奠定了
夯实的基础。

论正义读后感篇九

本书被誉为是二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理
论著作”。本书涉及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
学诸领域，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无知之幕”和
“原初状态”的理论预设为前提，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
理论，并论述了正义分配的平等自由原则和机会公平与差别
原则。也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著作。什么是公平？罗尔斯的回
答绝了：“无知才能公平”。没有偏见就是无知，也就是不
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甚至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他的决策就是毫无偏



见的。当所有的人都在这样一重“无知之幕”背后作决策时，
他们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这就是我读完
《正义论》后的最深的感受！

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的人们会选择的对制度的设计的两个原
则——第一个是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
与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而第二
个原则的机会公平原则优于差别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有关公
民政治权利部分，一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部分。

在《正义论》的阅读中，我感触很深，想知道什么是正义，
就要知道为什么需要正义。罗尔斯借鉴了启蒙者卢梭的“确
信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而平等的，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制度
的根本前提，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公正的、有生命力”的思
维方式，提出了“正义的理想国”。罗尔斯提出，正义的定
义首先需要三个前提，其实这也和卢梭定义社会契约的前提
有点类似，那就是：理性的人、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这自
然也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但也是得到真正正义必须的状
态。

那么，反省我们中国的现状，又有什么感想呢？我突然想到
了这一方面。我们中国现实中的道德社会是什恶魔样的呢？。
例如，范跑跑事件中，中国人的道德表现，指责范的人几乎
全部是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混沦吞枣的道德观念。很多都
是仅仅在心领意会的共同道德认识基础上做出。责任义务，
权利自由，善恶公私等握在一块。指责起来头头是道，但永
远缺乏社会根据和理论根据。没有一定清晰的逻辑，如果叫
他解释，不可能解释清楚的。那么他只有通过二条途径来反
击。1，就是通过中国民众的传统道德观念，孝道和性善论来
进行，即在把人同动物的区别中，而不是人同人的区别中进
行认识，所以我觉得读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于我们
的道德建设和道德理论也很有意义。

正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正当的一个子范畴，或者说，正



义即是应用于社会制度时的正当。按罗尔斯的说法，伦理学
必须包括正义论，而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这等于是说，
设计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就是要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也确实透露出这样一种平等乃至平均
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他的差别原则达到补偿原则的某种目的，
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他
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们的出发点方面的差距。在他看来，
天赋不是道德上应得的，应当把个人的天赋看成是一种社会
的共同资产，虽然自然资质的分布只是一个中性的事实，但
社会制度怎样对待和处理它们却表现出正义与否的性质。他
反复申明这两原则决不会导致一个英才统治的社会，不会导
致一个差别悬殊的社会，甚至不无天真地表现出这样一种预
期：倘若始终遵循这两个原则的话，未来社会的人不仅将在
制度形式上保证平等，而且能够接近事实上的平等。

论正义读后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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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