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理想国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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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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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国读后感篇一

《理想国》为柏拉图著，其内容是柏拉图以苏格拉底口吻讲
述的，主要有《苏格拉底的申辩》，《裴多》，《克里多》，
《国家》，《巴门尼德》，《智者》，《法律》等。是一本
辩论的记述书。

《理想国》有很多版本，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的。
虽然比较旧，但是比较全，这样保留了更全面的思想。

说实话，这是我读得非常痛苦的一本书，大概哲学类的书籍
皆如此吧，之前花了八九个月时间读完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
龙著的《西方哲学笔记》并且做了笔记，感觉也不是很难。
我感到，在短时间内读完《理想国》是很难的，这正是我感
到痛苦的原因。远不如读小说有趣，一本200多页的小说，我
可以在一天内读完。但这本《理想国》我花掉了一周的时间，
才算是粗略的读了一遍。

首先，我要说，苏格拉底在书中大部分都在讲一个理想的世
界，理想国。这个理想国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将来也
不会出现。就和共产主义社会似的，不大可能实现。

书中提到，妇女儿童公有，这种想法我真的不敢苟同，妇女、
儿童他们是财务吗？苏格拉底站在男性主义的角度上，做出
此等事来，简直是荒谬。为什么不说男人儿童公有？这是一
个父系社会的产物，男权的产物。



说实话，在公元前，古希腊是公认的民主之地，民主程度在
这里很高。古希腊所在地方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民
主辉煌的时代。这里有很多城邦，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相
比于同时期的中国，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民主程度，与地理环
境有直接的关系。

切入正题，我读《理想国》，感受到的是苏格拉底那让人无
可奈何的辩论之术，不知道有没有诡辩的成分，还有通本书
上其他几个人，其回答完全是赞同的。也就是说，是苏格拉
底一个人在说教。别人随声附和。他给自己提问，然后自己
早有准备，给自己回答，无头无尾。

书中很多论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作为一个在儒教影响下的中
国人，我要批判的是：“苏格拉底说，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
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这与中
国儒学积极入世完全背道而驰。难道我们在路上见一人拿了
很多东西，帮忙，分担一点负担，出于好心。这就成了不正
义了！我看这一论调与老子有几分相似。

书中的四个品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对今人今世有很
好的影响。我非常赞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智者，勇敢的
人，不但小懦弱，节制的人，不贪得无厌，沉溺于纵欲，做
一个正义的人，扫尽天下不平事。

苏格拉底说，理想国的人，特别是统治着，护国者，要学习
算数，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还有音乐和体育，特别是战
士更要学习音乐和体育，从很小就得学习。通过学习音乐和
体育这两门课，达到强身健体，身心平衡。他看到了教育的
重要性。这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也算是一个正确的引导吧。
他还认为，知识理智归于理性，信念和想象归属于意见。我
觉得这种分类是不完美的，太过个性化了。

书中精彩部分在我看来就是后几卷，从贵族政治（王政）向
僭主政治一步一步演变的过程讲述。苏格拉底自己那么认为，



就那么讲出来了。而且看起来还挺有道理的。符合事物发展
规律。

王者型政治因血统问题演化至贪图名誉型继而演变为寡头型
政治，又因为爱财，无节制的搜刮财富，不关心其它问题以
至于人民造反，形成民主型政治。而民主型政治又因为过分
民主，导致极权的发生——僭主政治的出现。在苏格拉底看
来，僭主（xx）是最不幸的`，连同这个国家一起，坠入不幸的
深渊；王者是最幸福的，王政国家比僭主政治国家幸福729倍，
相隔三个层次，真是有趣。

苏格拉底把人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
在今天看来也还是这样，名利人生，“人为财死，鸟为食
亡”。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感受到，尽管时间已过
了这么久，好几千年，但人的本性未变多少。历史每天都在
重演。

第十卷是我做记录最多的一卷，也是最后一卷。这一卷让我
想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神话部分。这一卷里讲述一个故事：
勇士厄洛斯的故事，厄洛斯走了一遭地狱，看了阴间是怎样
一幅场景。富有戏剧性的是，故事里说灵魂不死，要过忘记
平原，喝一河里的水，这样才能去投胎。这不禁使我想起中
国的文化，阎王殿，阎王宣判后，鬼魂过奈何桥，孟婆汤的
事。还有做好事，享受十倍的报酬，1000年的幸福生活；做
了坏事，要经历一千年的苦难生活。灵魂是不死的，但灵魂
的记忆是要被更改的。

书中有一谜语，很有意思，“一个男人（又不是男人）看见
（又没看见）一只鸟（又不是鸟）站在树枝上（又不是树
枝），捡起一石块（又不是石块）打它”。还有就是关于阿
卡蒂亚公主，擅长跑步，生长的十分美丽。传说向她求婚的
的人必须和他赛跑，输了就要被杀死。

还有很多具有哲理性的话语，如，一事物不能被其他事物的



恶所灭亡。有道理。

好了，就谈这些吧，我的综合能力不强，无法系统的写出读
后感。这些感想没有什么顺序，仅仅是有感而发，而且是随
机的。不过《理想国》这本书确实很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
财富，值得很多青年人去细细。

理想国读后感篇二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复活的苏格拉底安排了诸多精明的
诡辩家作为对手，使苏格拉底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中，娓娓
道出“正义”的含义。对手越是强劲，就越能够显示出苏格
拉底的英明，即显现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理想国》被称为是哲学家的宣言书和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
国计划纲要，它以辩论对话体裁写成，书中人物性格鲜明，
场景生动搞笑，语言流畅明晰，论证严实细致，资料深刻丰
富，到达了哲学、文学、政治学和逻辑修辞学的高度统一。

《理想国》通过苏格拉底与对手们的谈话，反复诘难来推理
寻求正义的定义。在第一卷，柏拉图用苏格拉底知识助产术
的问答法推翻了几种关于正义的定义：

1、正义就是有话实说有债照还;

2、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3、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4、不正义比正义有利。

这四种说法看似接近生活很合理，但是柏拉图一一剖析，找
出了其中的缺陷，对于我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深刻的启示。
针对第一种观点，他用不能将武器还给一位疯子朋友的例子



反驳有债照还的正义说法，我们不能简单的按照常理来办事，
应该考虑事情的结果是否会是不正义的，这种说法忽略了正
义的真实本质，所以我们应在生活中多学习柏拉图的思想方
式，考虑问题不光从本身的立场出发，不能简单照办，还要
考虑我们的对象和事情的后果。针对第三种观点，柏拉图指
出掌权的统治者有时也会犯错，制定出对自己不利而对被统
治者有利的法规要被统治者执行，正义就变成了“弱者的利
益”了。在此，柏拉图提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
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
百姓的利益。”所以，作为统治者应该为人民谋福利而不仅
仅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如果一个人具备所假定的哲学家的天赋，并且得到了合适的
教导，必定会成长而达到完全的至善，然而，这些配的上哲
学的人会受到环境的败坏，因而离弃了哲学，"使她孤独凄
凉"。所以，"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就只有其中微乎其
微的一部分了：他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处于
流放之中，因而没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从事哲学；或是
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的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
国的事务；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正当藐视
的其他技艺，改学了哲学；还有一些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
塞亚格斯的缺陷束缚了他们，须知就塞亚格斯而言，背离哲
学的所有其他条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他病弱的身体使他脱离
了政治，没能背离哲学。

那苏格拉底所谓的"理想国"是不是现在不会有，过去不曾有，
将来也决不可能有的呢?针对众人的疑问，苏格拉底给出了
其"理想国"存在的可能条件："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
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
(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
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
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
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虞兴如）



理想国读后感篇三

西蒙尼得说“正义是欠债还债”。

苏格拉底打比方：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
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
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
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当原主头脑不正常
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该还给他。

有人理解认为：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不应该与人为恶。
敌人对敌人所欠的无非是恶，因为这才是恰如其份的。

苏格拉底理解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
这就是他所谓的“还债”。

至此一段，可看作暂时对“什么是正义”的认可。

而接下来，则是渐进讨论“正义有用与无用的时候”。

苏格拉底得出的一观点：正义平时在“订立合同契约，合伙
关系”在满足这些需要，获得这些好处上是有用的。

苏格拉底把“正义有用的时候”趋向于“静”的状态，或者
可以说是“和平”的状态。他让对话者的思想纠结：当你要
妥善保管钱、盾、琴或者其他东西暂时“静”的时候，人们
合伙，正义的人才是一个较好的伙伴，但在利用这些东西的
时候，商人、军人、琴师的技术就更有用了。可以认为，正
义在你所信任的人或事物上是有用的，像联友。

因此苏格拉底反问道：这么说，所有的事物统统都是这样的
吗？——它们有用，正义就无用，它们无用，正义就有用了？
如果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没有
什么了不起了。



接着，苏格拉底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明：对于那些不识好歹的
人来说，伤害他们的朋友，帮助他们的敌人反而是正义
的——因为他们的若干朋友是坏人，若干敌人是好人。所以，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刚好跟西蒙尼得的意思相反了。

理想国读后感篇四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等，与柏拉图大
多数著作一样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共分10卷，
其篇幅之长仅次于《法律篇》，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中期的
作品。这部“哲学大全”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此前哲学思想
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它探讨了哲学、
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以理念论
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

在这本书中，柏拉图所关心的理念主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评
价，他通过苏格拉底与玻勒马霍斯、格劳孔、阿德曼托斯的
辩论对话的形式，把自己的治国理想渗透于其中。柏拉图的
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
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
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
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
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这种
构思，不但显示出哲学家的胆略，更显示出思辨的智慧。在
这内容庞大的十卷中，我就其中的一两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正如前面所说，柏拉图所关心的理念主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
评价。所以，可以这样说，《理想国》真正奠定了西方正义
学说的基础。书中把正义范畴作为讨论的中心，并通过归谬
的方法，先提出正义的不确切定义，然后归纳抽象来寻找正
义的真正含义，这也就是所谓苏格拉底真理“助产术”的来
源。“什么是正义？”《理想国》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
题。第一卷里，柏拉图和格劳孔、西蒙尼德、玻勒马霍斯、
色拉叙马霍斯等人先后讨论了“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正



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
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
从第二卷起，柏拉图开始讨论城邦的正义，并认为正义是理
想城邦的原则，好的城邦应当具备勇敢、智慧和节制。“每
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也就是
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当其城邦的三个阶层（统治者、守卫
者和劳动者）各守其责、互不僭越、和谐分工、互助合作的
时候，这个城邦才具备了“正义”的美德。然后，他从城邦
的正义类比地推出个人的正义，认为那是“大”与“小”
或“外”与“内”的关系。个人的正义就是“正义的人不许
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互相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
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己
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同时，“在挣钱、照料身体方
面”或“在某种政治事务或私人事务方面”，保持符合协调
的和谐状态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正义的人是快乐
的，不正义的人是痛苦的。

当柏拉图的理想国——正义的城邦建立完毕，他终于可以提
出自己思想的核心了：“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
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
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
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地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
并利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

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仍
然散发着光芒，为现代政治指点迷津。世界政治经过几千年
的发展变迁，虽然并没有形成理想国的最终模样，但其中所
论述的许多方面已成为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日
子里，理想国将不再是理想，而是真正的.能够让全世界人民
生活其中的没好国度。

理想国读后感篇五

柏拉图在讨论正义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的桑德



尔也在研究关于正义的问题。据说，桑德尔教授在公正课，
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说明很多青年才俊也对正义充
满疑惑。这就更让柏拉图想不通了，至少在他看来，《理想
国》里，关于正义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

从什么是正义的讨论，到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让所有
公民各司其责的生活在理想的国度中，柏拉图差不多给了世
人一份理想国建设指南，在这份指南里，他几乎讨论了自己
能想到的一切细节，从不同公民的位置，到领导人的培养，
从妇女的地位，到孩子的教育……简而言之，后世的一切政
治意识形态，都能在他这里找到源头，匪夷所思的是，他还
把这一切建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贯穿于整个关于正义的讨论
中。

完美吗？很完美。柏拉图对自己的这套理论自信吗？不见得。
因为所有的讨论完成后，他不得不讲一个灵魂转世的故事，
威逼利诱，劝人做正义的事。

那么，什么是正义的行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显然不会完全
同意柏拉图的答案。这个被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反复思考的
大问题，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至于该怎么做，就更是
见仁见智了。

好在，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只
用谋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