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战争论的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
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战争论的读后感篇一

在读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和乔良老师的《超限战》之后，
今天开始读《战争论》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第三次翻开
克劳塞维茨这本经典之作了。还记得第一次是在进入大学之
初，我慕名而来，但是在翻了五六页之后，深奥难读的文字，
枯燥无味的论述让我彻底打消了读下去的念头，我的第一次
尝试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第二次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由于研究“社会化战争”这个
课题的需要，我鼓足了勇气再次翻开了那本放在书柜角落，
并已经落满灰尘的《战争论》，这一次我几乎是用火柴棍撑
着眼皮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上中下三册翻了一遍。翻是
翻完了，但是基本上就没有看懂，唯一的收获就是记住了一
句话：“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学习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
学风，没有读书破万卷的积累，我们那里可能达到下笔如有
神的境界呢？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绝顶的天才，
人需要付出才可能得到回报。回首四年大学生活，洋洋洒洒
写下了三十多万字，也有不少得以见报，小试牛刀，小小的
成功心情是喜悦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奋斗的开始，俗话说：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写得多了渐渐有些江郎才尽的感
觉，在研究一些深入问题的时候我才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读书是需要坚持的，学习也应该是一种习惯，静心、静心、



再静心，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是该磨刀的时
候了，停下笔，多看书。如今在一次翻开《战争论》我也不
期望能够完全将他吃透，只是希望有所收获，并希望以后看
第四遍、五遍、六遍的时候每次都能有所收获。

战争论的读后感篇二

用了半个月读完了这本书，读后的感觉可以用两个字来概
括——“经典”。难怪这本书堪与《经济学原理》、《物种
起源》、《国富论》、《君主论》、《论法的精神》等书并
列，被誉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虽然本书通篇都在讨论关于战争的问题，但它更像是一本哲
学书，蕴涵了大量如何为人处事的智慧。本书不仅对军事工
作者和军事迷是难得的好书，对在其他领域的人——无论是
从政、经商还是其他——只要想在某个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人
来说，这本书都值得好好读，书中涉及大量关于做人、做事、
识人、用人、斗争、策略、战术、外交等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作者克劳塞维茨就像同时代的黑格尔等普鲁士思想家一样，
秉承了德意志民族一贯的科学、客观、严谨、理性的作风，
对战争和政治领域里很多问题做了极透彻的分析，这些分析
大都从十分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基本没有个人情感和偏见
的成分。他对历史的分析也十分到位，在陈述史实的同时努
力从各个角度出发，寻求历史的真相，以及该真相形成的原
因，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克劳塞维茨对历史及其结
果的分析就像庖丁解牛那样，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令人拍
案。

俾斯麦、列宁、毛泽东、艾森豪威尔等伟大的政治家、军事
家在读后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说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期
间曾勤奋通读此书，并根据书中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
了很多经典的理论。从书中似乎依稀可以看到毛泽东有关人



民战争、持久战、农村保卫城市等思想的影子。

限于时间，我只认真地读了三卷中的第一卷，后两卷大多涉
及18、19世纪欧洲战争中的具体战术细节问题，如山地作战、
各兵种比例、要塞防御等，对当今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太大指
导意义，我便只是简单地翻了翻，没有细读。下面摘抄第一
卷中的经典语句，其中一些观点完全颠覆了我之前的观念。
相信这些观点对于很多人都有很大指导和帮助。

1、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政
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
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目的，战争是
手段。政治不仅引起战争，而且支配战争，因而政治的性质
决定战争的性质。

2、社会政治和历史事件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现象，而是由左右历史的人物导演并为既定的政治目的
服务的。

3、武德对个人是指彻底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技术，对军
队是指团结战斗、勇往直前的作风和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乃至指挥官，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
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一定的体力是军人战胜困难的基本前提，强大的精神力量是
军人素质的关键。

4、什么样的人才适于被称为军事天才？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
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
展的人，不如说是全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
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

5、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由仁慈而产生的错误思想是
最为有害的。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
方不同样做的同时，必然会取得优势。由于厌恶暴力而忽视



其性质的做法毫无益处，甚至是错误的。

6、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
要素。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
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
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

7、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即使
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关
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
系的大小和久暂。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
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
暴的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8、坚持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
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应该集中所有力
量打击敌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同时我方军队要尽可能地集
中行动。

9、一方面，进攻要适可而止，进攻者必须掌握时机，量力而
行。另一方面，进攻要以保存防御能力为限。进攻者应在自
己尚能组织有力的防御、而对手的反攻力量尚未形成时，立
即转入防御，这是进攻的顶点。如果超越进攻的顶点，会招
致敌人比自己力量更强大的反击；如果过早地停止进攻，则
会减少应该取得的胜利。

10、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中是一个重要因素，
采用民众战争可以大大增强自己的力量。民众战争的烈火一
旦燃烧起来,就会起到大部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11、经验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
死板的理论，好象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
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战争理论主要是帮助指挥官确定
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该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12、在消灭敌人军队时，不能仅仅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更
重要的是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

太多了，摘抄不过来了，到此为止吧。

战争论的读后感篇三

“战争论”是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是中国古代军事家
孙子。在近现代的历史中，战争曾经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和伤害。因此，认真阅读《战争论》并深入理解其思想，
对于我们更好地维护和平、预防战争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
在读后感和心得体会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对《战争论》进
行探讨。

第一段：人本战略思想

《战争论》中提出的“人本战略”思想是本书的核心。孙子
在书中提到，“战争之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
胜，不可先得而后求也。”孙子认为，任何的战争行动必须
先对敌方进行详细的调查侦探，并且必须采取出其不意的策
略，才能使战争取得胜利。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争中，也
适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只有通过深入研究、了解对手和
适时适地采取策略，我们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完成任
务。

第二段：守则与策略

《战争论》中也提出了一些守则和策略，如“百战百胜，非
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说，
不仅要善于战斗，还要能够以不战之胜的策略占据优势。这
是一种和平手段，对于推进国际关系和维持世界和平至关重
要。此外，书中还提到了“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
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战争胜利所
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也告诉我们战争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



情，要真正胜利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和战略。

第三段：用人之难

《战争论》并没有把人视为生命的牺牲品，反而通过战争中
对人的定位，探寻了人的价值和战争的本质。孙子认为拥有
优秀员工是富于竞争力的关键，特别是在战争中。因此，道
德、智慧和力量并重的用人之道成为成功实施策略的关键，
这个理念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有启示。

第四段：节制战争

孙子曾经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说明了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胜利。因此，中断战争、
寻找战争和平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国际
关系和处理重大事件提供帮助。通过阅读《战争论》，我们
能够了解到这是一个长期的、具有挑战性的过程，需要各种
各样的策略、技巧和安排。

第五段：心态平稳

在《战争论》中，孙子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心
态平稳。战争的过程充满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只有保持一
个平稳的心态，才能更好地胜利。这一点也适用于生活中。
同时，他还强调了即使心态平稳，好的战略和策略仍然是最
终实现成功的关键。

总之，在这本经典的军事著作中，孙子提出了许多有关如何
实现成功的战略和策略，而这些思想不仅可以应用于战争中，
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通过阅读和了解这些思想，我们可以
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并在生活中取得更好的成果。另外，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持久的和平是世界上更多国家和社区可
以达成的，有力量的人必须为寻求和平而努力，而不是为了
战争而努力。



战争论的读后感篇四

作为一部经典的军事哲学作品，《战争论》对于现代化战争
的发展、作战策略的制定进行了深入剖析，深刻揭示了战争
的本质和规律。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作者
所想表达的观点以及对于战争之残酷的反思，以下是我的读
后感和心得体会。

第一段：战争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

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战争的本质是相互竞争和利
益争夺的结果。而且，《战争论》还指出战争不可能被完全
消灭，只能通过各种手段来防范和避免战争的发生。对于我
们现代人来说，战争成为我们了解社会历史、社会生态、人
类本质和世界现状的窗口。

第二段：人民利益是战争的根本

在战争中，人民的利益是最为重要的。它关乎到整个国家的
命运，同时也会影响到战争的结果。在《战争论》中，作战
策略的制定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它们决定着战争的成败，
同时也决定着人民的生死存亡。

第三段：战争中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出色的军事著作之一，
也是《战争论》中最为经典的内容之一。《孙子兵法》中的
碰撞、反面、歧路等战术手段都具有重要的军事战争意义。
而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战术手段的灵活运用也成为了现代战
争的一大特征和优势。

第四段：战争不能完全遵循公正、恒定原则

在一些战争中，公正和恒定原则确实具有其作用，但是在一



些战争中，这些原则往往被弱者所使用、借鉴。弱者往往会
利用非公正的方式，通过间谍活动、恐怖袭击和非战争手段
来打击敌人，以达到目的。

第五段：战争是破坏和损失的集中表现

总之，在《战争论》中，作者 Salian 并没有掩盖自己对于战
争的反思和悲观，他仍旧对于战争之残酷和恐怖表达了警告
和反思。同时，他也提出了避免和防范战争的方针，对于我
们现代人来说，这些方针对于我们的现实处境有着非常重要
的启示和借鉴。

战争论的读后感篇五

战争论是中国战略思想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是一部介绍战争
的理论文集，被誉为“世界三大兵书”之一。在阅读这本经
典著作时，我深深体会到战争的必然性及其对于国家和社会
的影响。以下是我对此书的读后感和心得体会：

一、战争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论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表明了战争与
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形式的
政治都必然包含着战争的阴影。因此，面对战争和和平的选
择，国家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准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面对并掌握战争的基本规律，才能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
和内部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战争的影响十分深远

战争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
更会深刻影响个人。因为战争的极端暴力，战争产生的伤亡、
残疾和恐惧留给人们无法抹去的心理和身体上的伤害。尤其
是对于发生战争的历史事件，战争引起的社会撕裂和道德沦



丧，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警醒。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战争对
于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积极倡导和平与合作的理念，深刻
认识到和平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三、战争需要有依据的战略和策略

在战场上，战争需要对敌人的情况做出深入的分析和判断，
以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同时，对于自己的形势和能力也
需要进行充分的评估。如何分析敌情、评估自身的力量以及
如何付诸行动，是成功的战争之基。为此，需要制定全面、
详细的战略计划，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做到“变通”。
指挥官必须运用智慧，灵活地指挥士兵以实现制定的战略目
标。

四、文化的影响对战争十分重要

在战争中，文化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军队，
会有不同的战斗方式和行为准则。比如，在东亚地区，对于
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发展和命运。
在战争中，人道主义精神被广泛的应用到军事行动中，决策
者和指挥官不仅需要考虑战争的力量因素，也需要考虑文化
因素和道德准则。

五、要倡导人性的温暖和关爱

虽然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但我们一定要时刻关注人
性的层面。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战场，我们都需要倡导人性
温暖和关爱，以教育年轻人力求保护弱者、关心他人。在战
争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任何个人的成就和失误都
关乎到战争的成败。因此，在教育军队成员时，我们要不断
强调人性和情感的品质，以提高士兵们的智慧、勇气和指挥
能力。

总之，阅读《战争论》这本经典著作，我深深体会到战争的



必然性及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
应该认识到战争所产生的问题，积极倡导和平与合作的理念，
并通过提高人性化和文化意识，促进全球化视野与全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