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的人生经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
市人生读后感(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人生经历篇一

贺宁坡

这不是一本介绍炒股的书，是阚治东做为“中国证券教父”
级人物的回忆录，机缘巧合，一次合作的宴请结识了作者，
隔了两天就收到了作者签名的这本自传，一直放在书柜。最
近领军读书会本想继续将金融创新类的书籍再啃一本，但越
看越觉得与当前金融监管的大环境不符，索性一口气把阚总
这本荣辱二十年给看了，回顾过去可以启迪当下，并且资本
市场也是金融实践的重要内容。

阚治东确实曾盛极一时。作为申银万国的总裁，他写下了中
国证券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
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
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国内第
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他也曾坠入低谷。
因“陆家嘴事件”被撤职，又因南方证券破产被起诉并入
狱21天。

书中开篇介绍了阚总东渡日本的学习之路。当时是中国推行
改革开放政策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较好阶段，两国之间开
展了青年交流项目，赴日的项目是选拔中国青年，赴日学习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备的知识和技术，参加赴日研修
生选拔考试的资格主要有：“年龄35岁以下、科级干部、大



学学历、懂日语”，因为他1984年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
区办事处担任党委成员、计划信贷科科长，且年龄和学历等
使他满足了参加考试的资格，他在书中清楚的描述了复习考
试的内容、进京赶考的细节，读来有种身临其境的体会，机
会偏爱有准备的人，也偏爱坚持的人，他入选了派往日本的
第五届研修生。日本的证券市场起步早于中国，当然有很多
值得学习，他们的研修不仅有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能直接
参加日本证券公司的实习、实践。

日本研修结束回国后，阚总随即迎来了新的岗位，工商银行
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阚总是
个干实事的人，在中国证券业的发祥地静安证券营业部开展
了新中国股票证券市场多项第一的创新工作，从第一张飞乐
音响的股票到国债交易，从股票黑市到1989年底的股市暴热，
监管逐步加紧，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涨停板10%设立等等。

阚总担任申银证券老总期间按今天的话讲应该是体制内的人，
在当年证券公司野蛮生长的年代，作者生动的描述了做为一
名体制内的领导，如何与上级单位的沟通汇报争取支持、同
行对手激烈的竞争和单位内部班子派系之间的b争暗斗。327
国债期货事件更是将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疯狂表现的淋漓尽
致，最直接的后果是申银证券公司的.竞争对手万国证券的破
产，以及申银万国两大证券公司的合并，同时，万国证券的
老总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资本市场是人性的放大器，各
种狂人辈出，能在疯狂的时候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至关重要，
但其实也确有一些命运的成份，那时候，阚治东正在香港出
差，当时通信不如今天如此发达，他没有直接卷入那场分秒
必争的漩涡。327国债期货事件注定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抹去
的一个事件，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监管理念，如
果以市场规则为唯一导向，可以说万国证券并没有违反交易
规则，但正如市场经济会失灵需要有政府监管的原因一样，
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样需要监管，正是在市场发展的道路上一
批又一批参与者的筚路蓝缕、不断试错，才为我们资本市场
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经验，联想到证监会中国式救市等事件，



让人不胜唏嘘。

深沪之争，“深强沪弱”，在当年曾引发两个城市金融中心
的地位之争，两地证券公司、银行等机构也卷入其中，引起
一场**，一批金融机构负责人受到了处分。当然，时至今日，
金融中心的定位早已明确，但当年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开展
的过程中，两个城市在资本市场领域的竞争确实有点针尖对
麦芒的感觉，但是，客观上，这两座城市在证券市场的竞争
带动了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与进步。这让我想到我们更
加务实推动一项改革措施的路径选择：首先，明确大的方向，
关键的是一定要寻找至少两个以上有能力的对象参与竞争，
并在这个过程中取长补短，最终，找到更加规范合理的机制
措施加以推广。

书的最后，描述了作者南下深圳，参与创立深创投，在南方
证券的各种经历，直至其被组织审查以及在看守所的各种亲
身经历，可以说，作者将在体制内的起起伏伏都经历过了，
同时也将体制内的各种风光和辛酸都品尝过了，这些不光是
作者自身的经历，也是我们改革的大环境中一个个体的缩影，
现如今，作者跳出了体制，自身创业成立了投资公司，但想
到最近其公司的投向，还是在重点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
比如新能源和军民融合产业，骨子里还是一个体制内的人的
感觉，也许正是这“荣辱二十年”的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痕
迹。

我的人生经历篇二

读了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一分钟非常珍贵。一分钟能做很
多东西，教育家班杰名只用了一分钟就能把乱七八糟的房子
理成干干净净的房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的
十五年过去了，买不回来了，我现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浪费时间了，早上起来不在床上挣扎，
吃饭大口大口地吃，作业不停息地做，不抓来抓去地抓痒，
这些时间肯定有用。

时间就是财富。当我读到“激光可以一分钟走一千八百万公
里。最快的电脑一分钟可以运算九十亿次。”是啊，这巨大
的数据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想：在一分钟里能做这么多
的事，能为祖国创造多少财富啊！

时间就是生命。医生在抢救垂危病人时，总是争分夺秒，不
知从死神手中夺回多少人命啊！

时间就是胜利。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解放军叔叔必须及时
地把握战机，不然哪怕错过一分一秒，都会招来可怕的后果。
在熊熊的烈火中，消防战士早上去一秒，就可以减少一份损
失。

以前，我对一分钟不在乎，妈妈经常教训我，我总说：“短
短的一分钟，在生活中有多少个啊！一会儿就是一分钟，有
什么可贵的？”我做作业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个一分钟，结果
总是时间不够用。

我现在学会了珍惜时间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的人生经历篇三

这个快乐的假期就要过去了，他给我留下的，是《人生感悟》
对我的启发。

书中的一个个精彩短小的故事，都凝聚着人世间的爱与恨、
喜与悲，让你在短短的一瞬间得到体会；使你再新的角度审
视自己的人生。

的确，何谓人生？有人把它比做大海；有人把它比做万花筒；



有人把它比做上帝的游戏；也有人比它做梦……这每一个比
喻，都是恰当的，但是谁又能说准它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什
么呢？怎么来？怎么去？也许有人早就给它下了定义――为
了玩，为了享乐。错！人生在世，有十大支柱，缺少了任何
一种，你的生命就将瘫痪，生命之花就将枯萎，但我确定，
前者是错的。如果真有谁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玩，那他尊人敬
业的灵魂已经不复存在了。人生一世，就像流星，眨眼间从
天空划过，那一道美丽的光束，就是你人生的意义；人生又
如铅笔，一写即完，那一个个映在白纸上的字，就是你人生
的价值。花开花谢，不变的是人生的信念；叶绿叶黄，热情
执著着人生永不放弃的梦。晚霞在天空的`一瞬间，留下的是
迎面而来的清凉与芬芳。

其实，这人世间充满了亲情和爱，亲情执着，在人世中有它
横行的一扇门。爱无悔，这世上也有它高飞的一扇窗。人缺
少不了它们，它们也离不开人。它们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
这正是高尚，正是有了这种高尚，爱才能比以前更爱。

不要因为你犯了错误而苦恼，世上没有永远的黑夜，不要因
为你学习落后而犯愁，这世上有作后一排座位，但没有永远
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不要因为你没有朋友而忧伤，世间不会
有永远单飞的孤雁；不要因为长得丑陋而自卑，丑小鸭总会
变成白天鹅；更不要因为你缺少爱而伤心，因为这世界本身
就是爱的天堂……不要总在错误与缺点之间徘徊，勇敢地走
出来，品尝一种心灵的滋味，回味一下灵魂的美好。好好快
乐地为自己活着。

一个人，再委屈，再孤独，也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生命。有
些人认为，活着是负担，但他不明白，死却是逃避――当然，
对于死，就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自己必须要有主见，有信
心，去探索，去奋斗，要有永恒的信念，执著的追求。



我的人生经历篇四

原创：刀背藏身叶底藏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1月

作者：阚治东

这本书20就已出版，才看，感悟极多。在时代大的背景下，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敢打敢拼不会错。这本书对了解证
券发展历史，了解中国政治、金融及管理具有参考意义。值
得一读。

阚治东曾盛极一时。作为申银万国的总裁，他写下了中国证
券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
行第一张金融债券、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
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国内第一
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等。他也曾坠入低
谷。19因“陆家嘴事件”被撤职，20又因南方证券破产被起
诉并入狱21天。

阚治东的人生有几件大事。留学日本，进入证券界，创办申
银，申万合并，退出申万，创建深创投，挽救南方，南方垮
台，阚被捕入狱。

1、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阚治东上山下乡，招干和招工，认真复习，招干成功。

去日本出国学习，积极准备，出国研修成功。

在信托公司下面搞证券，国债方面，像黄牛一样全国收国库
券，一方面是视野，另一方面是魄力和干事的心。



文中写到：刚开始成立，不少人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什么，
看书消磨时间的，积极找事做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层
领导。）

在工行在人行名下收购申银证券时，在市场价80多元，按
照100多元购买在金库中的证券，是基于对证券的研究，认为
未来会涨。（这与在日本的研学过程中证券研究经历有很大
关系）

积极的锻炼、储备自身的知识、阅历，人际，在机会来临时
才可能成功。（积极态度很重要）。

在那个时代，信息不对称，敢做事，愿意做事，成功的几率
就大。而现在，信息爆炸，传博速度快、速度广，而深入程
度的人少，知识深入判断后，愿意做事才可能成功。

2、人性的疯狂

从有奖发售股票，到排队领抽签号，再摇号，凭中签号付款。
市场的疯狂是从开始认知度差，到全民认识的过程。（房地
产是不是也是这样，都认为房地产不会跌，还会涨）

青岛啤酒首批发行购买的投资者，如果持有，十年没有赚到
钱。（可见，好企业不等于好价格）

3、所谓价值投资

如果最早期在上交所成立后买的股票，到现在是不是也会一
钱不值，按照中国目前的做法，直接持有是不合适的。还是
要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和市场的热度，选择卖出时机。

5、作者曾在到处讲课讲解股票发行。后期很多企业通过申银
证券发行股票。



讲座展业的方式，培训式营销的方式从未改变。现在的老年
人养生讲座、理财讲座，也是洗脑营销的套路。

6、书中90年代买认购证赚钱，与现在打新股赚钱的区别是什
么？还是制度问题。

当时还有承销难的时候，现在是无需承销，直接被抢完。未
来的证券市场需要改变这种情况吧？？？！！！

7、申银证券与华夏证券在承销仪征化纤项目上，申银证券组
成承销团的方案，确实妙。借力，不赚分销的钱，打开市场。
这不是单纯的专业，是做人做事的方式。

8、在承销真空电子b股上，魄力、敢作敢为，有后手。值得
学习。

9、掏钱出去要谨慎。

这话什么时候都对。不管是投资还是消费。但谨慎也会错失
机会，慎重与胆大（魄力）是对立的。金融其中一部分还是
经营风险和概率。

10、申银和万国合并后的管理问题，文中：”通常是管理体
制不顺造成的。董事长应是企业的首席经营管理者，但国内
的企业的董事长往往是“甩手掌柜”.一个人干，一帮人看，
多干多错，不干不错。企业应该有一个核心人物。就怕搞好
几个核心人物，说好听点是相互制约，说得不好听，就是让
你窝里斗。

核心领导应该是将企业蛋糕做大、将企业竞争力做强，而不
是主要考虑个人的利益。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益，这种企业
做不大，甚至会出问题。虽然现在国进民退，但大锅饭的企
业还是会丧失市场竞争力。



11、在操作陆家嘴股价上，担负领导责任，被免职，离开奋
斗十年一手成就的企业。

（1）明确有不在场证明，在加拿大、党校学习，有当家的`
专职董事长、监事长、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分管业务的副
总裁，但在这件事上，在得知北京下决心处分一批人时，那
些人刻意躲避了。避免毁了自己的将来。而阚治东没有躲
（勇于承担责任，是每个成功领导的必然品质）。

（2）阚治东文中：大航海时期，航行在大海的船舶上船长的
权力最大，但是船长的种种权力的基础是建立在一条最简单
的规则之上的--任何情况下，船长必须最后一稿离船。在讴
歌航海人精神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由
于种种原因，一艘航船即将倾覆，必须弃船逃生，而船长在
努力为船员创造生的机会后，自己则选择了与船共存亡的做
法，放弃逃生的机会。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不少企业领导人，平时把企业比作一艘船，强调大海航行靠
舵手，要求全体员工同舟共济，但一旦面临危机时，自身是
否具有真正航海人勇于牺牲的精神？（离开了阚治东的申银
万国证券业变成了流星）

12、在给申万以处罚的申诉会上

有人说了一句：“别争了，实话说，我们在这里都是演员，
演戏而已，上面已定调的事谁能改变”.

中国体制特色：领导说了算，从未改变。

13、深创投

提到深圳市说到，不塞项目、不塞人；纯市场化运作。

14、至南方证券担任总裁救火，到最终南方证券倒闭，到监



狱、到无罪。

感悟（1）、担任救火没有提条件，单纯为了自我证明其在券
商行业爬起来。意气用事了。

（2）、多人曾劝不要去南方证券，执念中。

（3）、南方证券董事长贺云不作为，阚大刀阔斧的干触及其
权利敏感，造成对阚使用小手段。而阚一心扑在业务，对深
圳市政府的汇报少。也是问题之一。

（4）、从书中描述看，阚在会议记录、资料保存方面、对上
行文汇报方面，做了充足的工作。但政府实际却不作为。如
果真对阚放权，给予支持和时间，阚还是能救活南方证券的。

（5）、阚入监后，谁是真朋友，谁是路人更显而易见。

（6）、坚持自己，无罪释放。

我的人生经历篇五

今天终于读完了季老的《我的人生感悟》。套用编者的一句
话，那便是百味俱生，万念俱无。

为什么会百味俱生呢？原因很简单。季老作为我国的一位活
国宝，一生着作无数，要说汗牛充栋、学富五车那也是决不
夸张的。然后季老一生风风雨雨，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
小桥，日子并不总是舒坦的。

这本是人生的真谛。谁的日子会一辈子舒舒服服、平平安安
呢？假如真是如此，那此人一生必定索然无味，无聊至极。
待他年华老去时，回首昨日必定顿觉怆然若失、漠漠然而不
知其所得。可话又说回来，谁喜欢一辈子都东奔西走、颠沛
流离呢？在事业、生活的奋斗中历经风雨是再所难免的，然



而谁不希望在奋斗之余会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的逝怀与舒畅呢？人总是希望有个安乐窝的。就连万能的上帝
（假如有的话）也创造了个礼拜天来供自己和世人休息所用。
可见一路坦途的人生必定无聊，但一路上全是坎坎坷坷，风
已去兮便是雨的日子也未免凄凉可怜。因此，风雨总是和阳
光交替出现，大概是人生中比较理想的状态。阳光总在风雨
后这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说的不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吗？
那么风雨总在阳光后的情况有没有呢？我认为是有的，而且
不在少数，但这种人生况味大多被打上晚景凄凉的烙印，在
这里我就暂且不讨论它了。总之，风雨和阳光同行，阳光与
风雨交替出现，谁也不能统治谁，谁也不能代替谁，人人没
能出其外。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说的大抵是这样的一个道
理。

总之人生百态、五味杂陈在季老的笔下都是如此朴实真切，
平易近人，让人没有丝毫的阅读障碍。季老学富五车、着作
惊人。以我等鄙陋之辈来看季老的学识那简直比泰山还高。
然而季老的文章从不舞文弄墨，也从不摆架子，还时不时来
上一点讽刺的小幽默，让人读后不仅莞尔。

季老常说自己年过耄耋，活着活着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真
是糊涂得很。但我却觉得季老一点也不糊涂，清醒得很。老
人家能活到他一样的状态还有什么好苛求的呢？何况他身体
尚可、头脑清醒，米寿（98岁）已过，正望着茶寿呢（108岁）
呢！要是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位爷爷，即便不时常在身
边，必定是人生一大财富，必定能充实头脑、少走些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