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水域世界读后感(优质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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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一

浅读“狼性管理”这本书，我受益良多，书中很有机的将头
狼管理与企业的管理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将企业之间
的竞争回归到了一种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始竞争，让管理这
个好像很复杂的问题趣化、清晰化，学习起来思路清晰明了。

狼是一种群居动物，凶猛而有智慧，他们捕猎的方式——群
起而攻之。他们可以捕获比自己强壮许多的猎物，他们的配
合有时候更像是大自然的一种智慧，让人为之震撼。有时候
他们可以嘻面相对，有时候他们会獠牙而视。而他们的那种
团队的精神永远存在，因为他们有一只充满智慧的头狼，引
领着狼群，维护着秩序，这便有了“狼性管理”。

书中阐述了狼性管理的四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一、生存；二、
协调；三、人才；四、发展。

我觉得生存是基础，协调是关键，人才是巩固，发展是方向。

在企业如此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生存是最基本的，撇开了生
存，就无所谓管理。狼群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他也只
能是从残酷的大自然销声匿迹； 协调是管理的关
键，“1+1”有时候可以等于2，有时候可以大于2，更有可能
小于2。协调就是让我们最大化的做到“1+12”，一个团队论



单体，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很优秀、很完美的，总有良莠不齐，
如何协调好企业的分工，人尽其善，物尽其美，这才是我们
要做的。

人才是巩固，人才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企业重要的不是不
断接纳新人才，而是要最大化挖掘现有的人才，眼前有金山，
何必远望钻石。重用现有人才，提高现有人才的积极性，让
现有人才树立的自己目标，或许比引进新人才获益更多。在
狼群，看到最凶狠的眼神时，一定是狼群捕猎的时候，因为
他们很坚定的看着自己的目标，他们会用一百二十分的努力，
为狼群的捕猎而去努力拼搏。当然企业也总会更新换代，引
进新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我们做好了现有人才的培养，
我想到了企业更新换代的时候，也会避免了青黄不接的尴尬！

发展是方向，企业何去何从，在当今社会，这便是一种风云
变幻，谁也无法预知。而这就需要“头狼”的带领，企业的
管理者担当着头狼的角色，管理者要有瞻前意识，用发展的
眼观看问题，要创新，要有企业自己的文化、情怀。随大流
的企业，只会越走越浅，直到被最后一方土地吸收，永远消
失。

以上是我看完这本书的一些感想，虽然没有精读“狼性管
理”这本书，但他给我带来了一些思想上的改进，对管理的
理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想我也会有机的加入我的工作管
理中，加强个人能力。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二

“悲于鸟血而不悲于鱼血，有声者幸也。”

这是在攻壳里学到的话，原文里所说的有声者是指能发出声
音的动物一般更加能够勾起人类的恻隐之心，所以它们是幸
运的。



“如果机器人偶能够表达自我，大概它们会说不想要成为人
类吧。”在攻壳里，素子用这句话来表达人类对于将有ghost
的机器人偶杀死会毫不犹豫，却会因为杀死人类而愧疚，都
只是因为人类能表达自我而机器人偶却只能遵循程序。

放在《来自新世界》里，有声者是指能说人话的畜生，更是
指有话语权的生物。

这种生物，放在现代社会来说，就是我们人类；放在一千年
后的社会来说，那是有咒力的人类。

这么一部好番被万般不理解我是为作者感到惋惜甚至是心痛
的。曾经以为在《攻壳机动队》之后就不会再有能够如此深
刻探讨“人类”二字的番组了，所以看到这部番之后真的很
激动。

心目中top1的动画是《空之境界》，第二是《攻壳机动队》
（eva没看过很抱歉），然后就没有第三第四了，因为暂时这
两部番在我心里甩开了其他番组很大的一段距离。而《来自
新世界》的出现，我心中的top3也终于尘埃落定了，从心底
里感谢贵志佑介。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三

很多时候看完改编作品再去看原作会失去一些吃惊的成分。
确实，这次读完原著我心里大概是“啊，作者原意和我之前
想的果然一样”这种略微得意的心情。但不能否认我依然受
到了震动，不过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在科幻小说写作的技术
层面。

对于各种变异生物的描述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许多真实可信
却又不失新奇的生物设定体现了作者的功底。比如开篇介
绍“牛袋”的那段文字着实令人折服。作为也算半个生物专
业的人，我在读到这些部分时，有点像是重温寄生虫学的感



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些生物明明都是天马行空匪夷所
思，又是爆炸又是喷碳，哪里“真实可信”了？其实现实总
是远比幻想更为神奇。比如哺乳动物的三块听小骨，分别由
低等脊椎动物颅骨中的耳柱骨，方骨和关节骨进化而来，而
内耳起源于外胚层的增厚下陷，这些精巧结构的进化演变令
人难以置信。甚至人是由鱼进化而来这一事实本身就有些不
可想象。之所以说本书的生物设定很真实，不只因为里面提
到了很多专有词汇，更是因为它给出了这种生物的起源和其
特殊部分的同源器官，以及特别的习性等等。而且作者的.命
名也很有意思，许多都别有渊源，最典型的就是本书主角之
一化鼠了。

总之，如果是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书中的奇特生物会带来
很大的阅读快感。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四

现在我们看的电视、上的网、用的ipod、坐的.飞机……这一
切,都是“一小撮”科学家发明设计的,他们越聪明,民众就越
白痴.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和一个科学工作者严肃地探讨未来
的世界.他告诉我,由于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人类
会生活在虚拟的现实里.人就躺那儿什么都不用干,想吃什么,
想像一下就行了;想跟谁好,也是想像一下就行了.想像解决一
切问题.

作者：醉琴作者单位：刊名：视野英文刊名：vision年，
卷(期)：“”(15)分类号：关键词：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五

《狼世界》是一本沈石溪写的书，主要描写了四个故事中的
狼，每一个故事都是非常感人。

在这四篇文章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红奶羊这篇文章。文



章的主要内容是：大灰狼的妻子蓓蓓，在生下两只小狼后流
血过多死亡，身为父亲的大灰狼要担任起把小狼抚养长大的
重任。他找到一头母羊做小狼的奶妈，就在这时，猎人把大
灰狼杀死了母羊把小狼抚养长大后，重新回到了羊群。后来，
小狼他的妻子在一次捕杀中正准备咬断母羊（他的奶妈）的
脖子时，他忽然醒悟，这是抚养他长大的母羊啊！他果断地
回去寻找别的食物了。

母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正是因为母爱的力量，小狼才没
有杀死奶妈，奶妈才获得了自由。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发
现，原来，狼世界也有温情的一幕啊！我们往往只记住了狼
贪婪的外表，我们往往忽略了狼温暖的那一面。

狼世界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一个温情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世
界;一个智慧的世界;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一个严密的.世
界……让我们通过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来拨开狼世界的那
层深深的迷雾，看到真实的狼世界。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六

暑假里，我读了《白狼》这本书，我有很多感悟。

《白狼》的作者沈石溪是一个非常热爱小动物的人，他写过
的书里几乎全都是写小动物的，而且故事中还能告诉我们很
多道理，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白狼的故事。寨子里接二连三的发生
了羊羔失踪的怪事，人们断定附近山上一定有狼，于是人们
便把狼的幼崽拴在一块儿石头上，希望这样把白狼引诱来，
人们在附近躲着，然后一枪打死白狼。深夜，来了一只白色
的家伙，人们以为是寨子里的那只狗，就把它赶走了。但是
大家万万没想到那是一只钻进石灰窖里滚了一圈后，满身沾
满石灰变成白色的狼，它伪装成了那只寨子里经常出没的白
色的狗，然后在人们的视线底下把狼崽叼走了，多么有智慧



的白狼，我真佩服它。我想它一定是发现自己的孩子丢了之
后非常伤心，它为了救出自己的孩子，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
办法，最后它冒着被人们打死的危险，勇敢的在人们眼前把
孩子救了出来，动物的母爱也是多么的伟大！这让我对狼有
了新的认识，也让我感动。

我还曾读过关于动物爱孩子的故事。有一匹公狼，带着一只
小狼崽，居住在洞穴里。有一天猎人发现了它们，这匹公狼
为了自己的小狼崽不受伤害，安全活下去，竟直接奔出洞穴，
把猎人引开，把猎人引出一段距离之后，猎人开枪了，直中
要害。公狼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人
间虽然也有这种故事，但动物身上也有这种爱，令人惊讶。

生活中我的妈妈也是把爱无私的爱给与了我，她无微不至的
关心着我的生活、学习，当我生病时他会焦急的彻夜不眠，
学习中她愿做我的.良师益友，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爱与温暖。
前一段时间，我突然过敏了，浑身起了很多疙瘩。我晚上睡
觉的时候，妈妈每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再起新的
疙瘩，而我却在睡梦中，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就这样到了凌
晨两点，我过敏愈发严重，浑身疙瘩都连成了片，妈妈一看
立马焦急的把我叫了起来，和爸爸一起带我去了医院，在路
上不断的问我有不舒服的地方吗？直到医生看了病情后说无
大碍，回家注意观察、吃药、休息几天就好了。妈妈才算松
了一口气，回到家已经早晨5点多了，妈妈却一点没抱怨耽误
了他们休息，又忙着给我做早饭去了。

小动物的世界充满着爱，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充满着爱，我们
要学会懂得爱、付出爱，我们要爱父母、爱他人、爱自己、
爱动物、爱植物……让这神圣的爱弥漫人类和动物、植物共
有的美好家园！让爱充满世界！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七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是当前畅销全球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



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在五百多年前，哥伦布使用现在看来是极其简陋的航海技术
穿越大洋，并安全返航，以此来证明"世界是圆的"。他们在
茫茫大海中折腾了71个昼夜，发现了第一块陆地。哥伦布深
信他沿着地球的另一个方向来到了印度，而实际上，那是后
来被命名为"亚美利加"的新大陆。不管怎样，在哥伦布之后，
"世界是圆的"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总是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或者认识调动
出来与之进行一个广泛的对比，确实感到经济全球化汹涌而
来，同时也深感自己知识的匮乏，同一个时代生存在同一个
地球上，我竟然在自己狭隘的小圈子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实
在是令人震惊和羞愧。

几个世纪后，弗里德曼来到了真正的印度。他发现，这里的
人们在顶尖学府里接受教育之后，已经掌握了当今最先进的
科学技术。世界仿佛又骤然变平了——鼠标点击之间，在印
度就能够轻易调动遍布世界的产业链条。这就是《世界是平
的》所描述的"全球化3.0"。

弗里德曼不愧是记者身份，他用几近煽情的手法和大胆的想
象来解读全球化，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点象在看电
影，也有点象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悬疑小说。但读完之后，
冷静地做一分析，你就能读到作者本身并不是经济学家，因
为他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过于随意，有时为了生动就舍弃了
真理，所以你不要太过于认真，需要去伪存真。

弗里德曼指出，由于市场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全球
化，使这个世界的经济敏感得比流感来的还快，比禽流感的
传播还要迅猛。有点像“蝴蝶效应”。或者你仰天长叹一口
气，就引起了“卡特尼娜”飓风。你跺一跺脚，就引发
了“东南亚海啸”。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千丝万缕，
越来越荣辱与共。由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可能我们已经不
能辨别世界500强企业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必定抵挡不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的趋
势是不可阻挡的。在《世界是平的》一书出版之前，他已经
是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世界是平的》
更让他赢得了大师的声誉。

弗里德曼对环境问题表示了高度的关注，指出引起环境问题
的原因经济的不合理发展，但同时指出解决环境问题还是得
靠科技，人类必须走一条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发展的道
路。我是读不太懂这本书的，但还是收获了紧迫感。深感国
家要强大，要走出狭隘，走出在世界低端市场徘徊的囹圄，
还是得靠人才。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无论是企业，
还是政府，如果缺乏全球战略型的人才，无疑是个巨大的硬
伤。企业缺乏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就难以在经济发展浪潮中
浮沉，国家缺乏全球视野的人才，就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把握
自己的命运。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理解了西方学者说的那句
话：“中国需要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更需要比尔盖茨”。

本书也提醒了我们，在铲平的世界竞技场上，我该如何提高
自己，让自己永远保持很强的竞争力。所以我们必须：

2).不断地巩固已学到的知识;

4).不断地了解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否则，自己有随时在平坦
的竞技场上站不稳的可能。一句话：准备好自己，随时迎接
新的挑战。

当前，中国正在走一条科技兴国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是适应
经济全球化的不二选择。不仅中国需要科技兴国，需要科学
发展，任何国家都需如此，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游戏
规则。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八

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thomas l. friedman)这本书最近



很流行。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一个简单而有冲击力的概念：
世界是平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世界发展的潮流或趋势，
同时，该书尤其敏锐地把握了互联网最前沿的发展，尤其是
互联网的最新状况和最新发展趋势。因此，许多人尤其是时
常在网络上纵横的人，捧着这本书都有所敬畏，最大的感觉
是自己知识不足了，需要更新了。

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的自由化。《世界是平
的》讲述全球化状况及其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强调今天的
全球经济体让人才的竞争和流动更加直接和快速，并产生赢
者更赢、输者更输的残酷现实，直接冲击了人们对价值的理
解;很多人都感受到前途不确定，忧虑随时会失去工作，因此
对未来产生恐惧。

但《世界是平的》同时又启示我们：理解一个人，应该从社
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许多人身上的一些不理智和
虚荣行为的出现，都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欠缺，否则，人们就
会根据情形做出理智的行为。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的历史是一部
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以满
足其欲壑难填的欲望的发展史。人类的这种跟动物并无二致
的自然属性或者说天性，也就决定了生产力会决定生产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者扮演着不同的历史角色上，人们有不
同的使命。你、我、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所处的
社会环境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所站的岗位，来创造社会财
富。

人类，乃至这个自然界每个存在的物体(或者是动物、植物，
或者是没有生命的其他物质)，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个个
体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都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之处，都在
为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做出贡献。在我们从事的有着自己长
处的领域，我们能更高效率地创造社会财富。因此，构建和



谐社会以及真正和谐的社会，应该要且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发
挥自己的所长，都有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机会，都有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也都能为每一
个人创造或者说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而不是输在起跑线上。

社会更幸福或者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强调社会公义。社会、
国家及其当权者在强调有着高智力人才的重要性的同时，也
要看到同样在为社会留下血汗的其他人。即便是最基层、处
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都是国家的人才，同样是社会的精
英。

可能确实，因人才的难求，造成了某些“精英”自怜自爱、
高高在上和无比优越的自我感觉。但我依然主张，社会是大
家的，而不是只属于少数成功的人或者一般人所理解的“精
英”。一切留下血汗的、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都是“精
英”。人类社会这么了不起、这么丰富多彩，其实都是因为
始终有你，有我。而那种几乎从小学分流的时候就已经被注
定的“精英至上”的思维，就无法体现这种深邃的人文关怀。
社会不和谐也是显然和必然的。

那么，整个社会的大机制该如何来做到这点的呢?一句话：经
济调控。经济的调控，使得每个人的个人最优化选择符合达
到社会最优化的方向。当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的时
候，他就会得到社会更多的回报。社会当然也就和谐，这毫
无疑问。

同样，如果你所做的事情能够真正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价值，
那么社会就应该给你更高的回报，鼓励你去做。更进一步地，
无论社会再怎么需要各种各样的拔尖人才，但如果我们有意
无意的忽略了组成这个社会基层的大众，那么社会都将要付
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样的认识，消除过分的贫富差距，是
必要的;否则，多数人会觉得被社会忽略了甚至被排斥了，或
者人们会感觉到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得到的回报严重不相称，
于是就不大愿意去做了，抱怨也多了，也自然会产生一种对



国家和社会的疏离感，进而社会也就不和谐了。

不过，人本身是一种贪婪的动物，这和自然界其他动物并无
本质区别，甚至有时候人类比动物表现得更残忍、更贪婪：
很多人为了自身利益会不顾忌整个社会的利益，很多人会为
了自己的政绩或个人升迁、或个人利益得失而去损害、去践
踏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去破坏自然，甚至不惜挑战自
然法则。这时，人类就需要法律的手段来协调、来保证自己
合法和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受侵犯。这是除了思想之外，人唯
一优于动物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善加利用好人类的这个智
慧。

其实，自然界是由不得我们不去完善法律制度的。无锡水危
机事件、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任何
不顾及别人的行为，终将得到报复。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
想道德问题，而是自然规律，其内涵，也是可以衍生。

再具体到微观层面的企业。虽然企业个人的命运和企业的命
运有可能存在很多的随机性，但我们每个人与他人、每个人
与组织都相辅相成地互相促进着。这是不可违抗的规律。

合理的企业和组织机构一定要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顺应社
会环境。每个人和组织机构都应该去做自己最擅长、同时又
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可能对社会作出
最大贡献的同时从社会得到回报。人和企业都是社会的一部
分，自己的财富来源都是将自己的努力和社会来交换。因此，
为了自己的长久发展，就必须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更进一步地，人类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潜力可挖，我们应该
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去
为社会创造财富。一个不能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社
会，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事业必然会失败。作为企业的管
理者和领导者，应该挖掘人们身上的创造性潜力，通过一些
制度和政策，来鼓励人们去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是企业进



步的源泉。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发展。

《世界是平的》读后感(四)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九

《悲惨世界》是维克多。雨果的一部传世之作，创造了法国
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长篇史话。才读了几页，我就爱
不释手。

故事讲了一个苦役犯冉阿让的一生。他先是因为砸坏玻璃偷
了一块面包，被判4年徒刑，因4次越狱，又被判了2017年徒
刑。他等了19年，终于被放了出去。当他一无所有而又衣食
无着的时候，受到了主教卞福汝的关怀。之后，冉阿让化名
马德兰，做了海滨蒙特勒伊的市长，可他最后自首了，冉阿
让又被捕了，他戴上了表示终身监禁的绿帽子和红衣，在船
上做苦役，在救一个海员时，他掉进了大海。后来，在法国
的战场上，有人看见了冉阿让的身影。他在枪林弹雨中救出
了一个人：马吕斯。冉阿让终因过度劳累离开了人世。

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做一个真正的自己，任何刻意的伪装
都将被识破，虚伪在事实面前只有被革灭。另一种是无论在
什么情况下都能永保光明、善良、宽容的拥有高尚情操的人。
洗新革面后的冉阿让变得宽大、善良。正是那个慈悲为怀的
心感化了冷酷、固执，曾一味追捕他的警长沙威。

我再一次被人性的巨大力量所震撼。愿我们身边多一些主教
般光明的使者，愿他们像纯洁的天使般永远守护着人们心中
那份慈悲为怀的心，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需要这样的
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生活，创造出一个善良、



和睦、光明的世界。

以上是由本站为大家整理的，如果您觉得有用，请继续关注
本站。

水域世界读后感篇十

作者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分析了21世纪初期全球化
的过程。书中主要的论题是“世界正被抹平”，这是一段个
人与公司行号透过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权力的过程。作者分析
这种快速的改变是如何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
如手机、网络等。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一个简单但有强大
冲击力的概念：世界是平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世界发
展的潮流或趋势，同时，该书敏锐地把握了互联网最前沿的
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最新状况和最新发展趋势。

书中谈到，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的自由化。
《世界是平的》讲述全球化状况及其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
强调今天的全球经济体让人才的竞争和流动更加直接和快速，
并出现了赢者更赢、输者更输的残酷现实，直接冲击了人们
对价值的理解。使得很多人都感受到前途不确定，担心自己
随时会失去工作，因此对未来产生恐惧。但《世界是平的》
同时又启发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理解一个人，应该从社会和
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许多人身上的一些不理智或虚荣
行为的出现，都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欠缺。

鉴于人类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发展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
是一部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
富以满足其永远不满足的欲望的发展史。人类的这种跟动物
并无二致的自然属性或者说天性，也就决定了生产力会决定
生产关系这个事实。

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者扮演着不同的历史角色上，人们有



不同的使命。你、我、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所处
的社会环境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所站的岗位，来创造不同
的社会财富。

人类，乃至这个自然界每个存在的物体，都有一个特点，那
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都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
之处，都在为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做出贡献。在我们从事的
有着自己长处的领域，我们能更高效率地创造社会财富。因
此，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真正和谐的社会，应该要且能够让每
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所长，都有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机会，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社会更幸福或者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强调社会公义。社会、
国家及其当权者在强调有着高智力人才的重要性的同时，也
要看到同样在为社会留下血汗的其他人。即便是最基层、处
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都是国家的人才，同样是社会的精
英。

也许现实中会因人才的难求，造成了某些“精英”自怜自爱、
高高在上和无比优越的自我感觉。但我依然主张，社会是大
家的，而不是只属于少数成功的人或者一般人所理解的“精
英”。一切为这个社会留过血汗的、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
人，都是“精英”。人类社会这么了不起、这么丰富多彩，
其实都是因为有你，有我。那么，整个社会的大机制该如何
来做到这点的呢 一句话：经济调控。经济的调控，使得每个
人的个人最优化选择符合达到社会最优化的方向。当每个人
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得到社会更多的回报。
社会当然也就和谐，这毫无疑问。

同样，如果你所做的事情能够真正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价值，
那么社会就应该给你更高的回报，鼓励你去做。更进一步地
理解，无论社会再怎么需要各种各样的拔尖人才，但如果我
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了组成这个社会基层的大众，那么社会都
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样的认识，消除过分的贫富差



距，是必要的。否则，多数人会觉得被社会忽略了甚至被排
斥了，或者人们会感觉到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得到的回报严重
不相称，于是就不大愿意去做了，抱怨也多了，也自然会产
生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疏离感，进而社会也就不和谐了。

但是，人本身是一种贪婪的动物，这和自然界其他动物并无
本质区别，甚至有时候人类比动物表现得更残忍、更贪婪。
很多人为了自身利益会不顾忌整个社会的利益，很多人会为
了自己的政绩或个人升迁、或个人利益得失而去损害、去践
踏别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去破坏自然，甚至不惜挑战自
然法则。这时，人类就需要法律的手段来协调、来保证自己
合法和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受侵犯。这是除了思想之外，人唯
一优于动物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更加善于利用好人类的这
个智慧。

其实，自然界是由不得我们不去完善法律制度的。无锡水危
机事件、全球范围内的干旱，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任何
不顾及别人的行为，终将得到报复。不管是自然还是人类。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道德问题，而是自然规律。

再说说企业，合理的企业和组织机构一定要顺应社会的发展
趋势，顺应社会环境。每个人和组织机构都应该去做自己最
擅长、同时又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可
能对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同时从社会得到回报。人和企业都
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己的财富来源都是将自己的努力和社会
来交换。因此，为了自己的长久发展，我们就必须要尽到自
己的社会责任。

人类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潜力可挖，我们应该给其他人提供
机会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一个不能发
挥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社会，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不
和谐的社会自然也孕育不了成功的事业。作为企业的管理者
和领导者，应该挖掘人们身上的创造性潜力，通过一些制度
和政策，来鼓励人们去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是企业进步的



源泉。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的成功，社会才能真正的
发展。

《世界是平的》读后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