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子传读后感(通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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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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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传读后感篇一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意思就是：攻击的目标虽然在近处，却装作远袭的态势；着
眼在远方，却故意作出近攻的样子。

远与近是一对矛盾。就时间而言，比如有利于速战，却偏要
安营扎寨，作出长期驻扎姿态，等敌方放松戒备，立即出击，
这是“近而示之远”。反之，明明是要持久作战，却偏要大
造声势，使敌方日夜戒备，不得安宁，等敌人因此而松懈斗
志时，突然给予有力一击，这是“远而示之近”。

就空间而论，远和近又是一个地域概念。明明要攻远方之敌，
却作出攻击近敌模样，待远敌不备，突然袭远，这是“远而
示之近”；地处悬崖峭壁，军队一到就回头，扬言绕道而行，
暗地却派精兵沿小路攀山越岭，这是“近而示之远”。

楚汉相争之初，刘邦为了麻痹项羽，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
栈道，从而使项羽放松了对刘邦的戒备。到了公元前206年，
刘邦见时机成熟，便命韩信出兵东征。

韩信为了迷惑楚军，他先派几百名士兵去修复栈道，并扬言
汉军要从栈道入关。关中楚将闻讯笑道：“汉军自己把栈道
烧毁了，现在只派了几百士兵去修这么浩大的工程，没有几
年功夫怎么修得好？”



就在楚将放松戒备时，韩信已带领汉军主力，抄小路逼近陈
仓城下，趁陈仓守将毫无防备，一举攻克陈仓。

陈仓失守，关中楚军连连败北，楚将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
汉王刘邦乘势攻占了整个关东地区，为最后击败项羽，统一
全国打下了基础。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就是韩信采取的远而示之近的计
谋。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

意思是说：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认
真考察研究的。因此孙子主张对待可能遭到的邻国侵略，务
必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如果()远征他地，一定要在兵力、
物力、财力上进行精密的谋划，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另一方面，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用兵之前，一定要认真考虑研
究，绝不可草率用兵。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市场上的竞争同样关系到每一个
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要正确的认识竞争，不能回避。

其次，要慎重地对待竞争。高明的企业经营者应该把竞争限
制在适当的程度内，必要的时候，还要摒弃前嫌，与竞争对
手进行联合。

最后要敢于竞争，善于竞争。

除此之外，企业经营者树立竞争观念还必须同质量观念，市
场观念，效益观念，信息观念，信誉观念等等联系起来，这



样才能使竞争观念得以全面和彻底地深入企业，才能使企业
在激烈的竞争中“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传读后感篇二

春节前的那几天，我被爸爸书柜里的6本《孙子兵法》系列故
事深深地吸引住了。这套丛书图文并茂，有原文、译文和古
代引用兵法的典型战例，通俗易懂，使我们能在生动活泼的
图文之间了解历史，陶冶美好情操，树立远大志向。

从书中我了解到《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军事理论专着，
从它诞生起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全书共有“计
篇”、“作战篇”、“谋攻篇”等13篇。里面有许多精彩的
战例，像计谋篇中的“武王牧野誓师灭殷商”，作战篇
的“商鞅立法奖军功”等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孙子兵
法》中的谋略规律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流传
至今的真理，更说明了孙武是一个非常伟大、杰出的谋略家
与军事家。

孙武出生的年代和孔子同时，是春秋晚期齐国乐安人，孙武
所出身的田氏家族是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世家，这使孙
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熏陶，为他日后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孙武还被誉为“兵学鼻祖”呢！

《孙子兵法》中的各种战术、策略不仅在军事有着重要贡献，
而且深入到政治、外交、企业经营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成为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在研究
《孙子兵法》，甚至把它视为兵法谋略经典。

《孙子兵法》真不愧是我国的瑰宝，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孙子传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主要写了一些历史战役，将帅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战略



取胜的。孙子说过：“兵者国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意思就是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
的生死存亡，这本书不能不看。

首先孙子从战略术上，概括了九种不同作战地区的基本特点，
论证了它们对官兵心理状态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灵活的应变
措施，倡导在突袭作战中充分发挥战斗力。然后，孙子推崇
战略出击，提倡深入敌国进行作战，认为这样做具有使士兵
听从指挥，努力作战，就地解决部队休养，士兵勇敢无畏等
优点。第三，孙子结合战略突袭行动的特点，提出一些具有
一定进步意义的治军主张，比如强调政令严明，军令如山，
禁止迷信谣言，重视保持军队的团结一致等。

这本书里表现出来的随机应变、肯动脑筋、抓紧时间、遵守
纪律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样能使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取得好
成绩。

孙子传读后感篇四

如果将对《孙子兵法》的推崇，归之于需要，而不是战争实
践的检验，这个貌似很不合理。

――姑且认为传说是真，虽然文中含意明显。此文逻辑：”
因为拿破仑喜欢孙子兵法，所以中国人把孙子兵法地位放得
很高。“对吗？正确的逻辑难道不是”因为孙子兵法很有价
值，所以在中国地位很高，甚至连外国的拿破仑也喜
欢。“这如果不是暗讽，那就是典型的倒因为果。”大象公会
“的文章读过不少，并给朋友推荐，鼓励其将来写出类似的
文章。”大象公会“该篇文章深夜推送，一顿饭的功夫有近2
万点击、一百多个点赞。虽然也知大象公会文章重在知识、
见识、见闻，而非立论说理。但该文与亲身经历和认知实在
相悖，乃至不吐不快。

有读者会质疑：以所谓个人经历和认知作为辩论基础是否严



谨。我也认为他人无法查证的个人经历，远不足以支撑一场
严谨的辩论，但我仍想就孙子及《孙子兵法》的地位作用提
供如下的思路：

——《孙子兵法》与西方经典军事著作《战争论》有多少相
似之处？

——有多少支外队将《孙子兵法》作为其军官培训课程？

这两个问题如能搞清楚，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在互联网的时
代，有太多的”神话“被大众讨论、检验，然后破产、倒掉。
《孙子兵法》是不是又一个虚假的神话？如果真的是，就让
它倒掉好了，我们不需要用虚假的神话来提升自信心，那恰
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如果不是，则应该正本清源。因为这是先人的智慧结晶，这
是我们的骄傲所在。

孙子传读后感篇五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
著作，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子在书
中揭示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不仅受军事学家
所推崇，在经济领域、领导艺术、人生追求甚至家庭关系等
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初读《孙子兵法》，只觉得晦涩；再读《孙子兵法》，脑袋
会思考了，好象是有那么回事。如今，又捧起《孙子兵法》，
想写点感悟，与专业相关的东西。

商场如战场，很贴切的比喻。《孙子兵法》是套源自战场的
理论，那么在商场上，我们对其加以变通的理解，很多理论、
原则都可以借鉴。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孙子在
治军上强调文武兼施，赏罚并重。在企业管理中，也只有文
武兼施，赏罚并用，才能提高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使人人争
先，个个努力，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

《孙子兵法》是商战中的“圣经”，特别是在今天中国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飞速过度的时代，也就是在各个行业的商
战中从一统“周天子”天下的局面向“春秋”再飞速向“战
国”发展的`时代，《孙子兵法》对我们的企业家们更具有深
渊的指导意义和实际的使用意义。

《孙子兵法》只读一遍等于没读，要多读多思考，才能发觉
其中无穷的智慧。

孙子传读后感篇六

大家好我叫阎旭，正好是我的本命年我终于十二岁了，上五
年级，今年寒假我在家里感到很无聊，便在家里看了一本书叫
《孙子兵法》。

大看一场了！哈哈！

《孙子兵法》主要内容有十三篇，和孙子生平史迹，军事思
想，等等~。从第一篇始计篇开始我看到了用间篇，我看着每
一篇都觉得很有道理，还有战争战例，从中我不光知道了十
三种兵法，还知道了许多战例，还增长了历史知识。

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知道了有名的战例，增长了课外知识，
从中我还要学习孙武开动脑筋想方法，只要我开动脑脑筋也
能想出好的`解决方法。

孙子传读后感篇七

这是一本世界三大兵书之一，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是我国



古代卓越兵家的智慧结晶，是世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之
一。

孙子兵法里可分为计篇﹑作战篇﹑谋功篇﹑形篇……每篇文
章都有讲作战的重要因素。“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
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战争
想要大获全胜必须具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地者，远
近﹑险易﹑广狭﹑死生。将军也应该具备，智﹑信﹑仁﹑勇﹑
严。也应该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
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意思是哪一方得国君政治清
明，哪一方占得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军队武器装备﹑物资
保障更好。

每一本书都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知识。打战靠得不是
武力，而是智慧。要有勇有谋才行。

孙子传读后感篇八

大家好我叫阎旭，正好是我的'本命年我终于十二岁了，上五
年级，今年寒假我在家里感到很无聊，便在家里看了一本书叫
《孙子兵法》。

今天我在家里写完了作业，感到无聊，看电视没劲，玩电脑
卡机，叫小伙伴，他们太忙。唉！无聊呀！我翻箱倒柜，在
书柜里发现了一本书，我一看这不是我的《孙子兵法》吗？
终于被我找着了！今天我可要大看一场了！哈哈！《孙子兵
法》主要内容有十三篇，和孙子生平史迹，军事思想，等等~。

从第一篇始计篇开始我看到了用间篇，我看着每一篇都觉得
很有道理，还有战争战例，从中我不光知道了十三种兵法，
还知道了许多战例，还增长了历史知识。

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知道了有名的战例，增长了课外知识，
从中我还要学习孙武开动脑筋想方法，只要我开动脑脑筋也



能想出好的解决方法。

孙子传读后感篇九

又是一篇读不太懂的文章，但是比上一篇军形好懂的多。

标题起名是“兵势”，就是士兵的“势”，文章里解释说，
势就是在湍流不息河底的.石块，必定会顺着水流的方向走，
那水流之于石头就是势。大概也就是说是不可撼动，不可改
变的客观环境吧。在解释完“势”之后，还有“节”，节大
概是时间点、节奏的意思，就是在正确的“势”的客观环境
下，选择合适的时间节点去进攻或者防守，大概就是这么个
意思吧。

除了“势”和“节”，还有重要的就是治兵了，我理解不管
治理多少人，把这些人按照规律分细化成小单位，对小单位
之间的分工、配合进行明确，那么无论是调动大单位还是小
单位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还有一段的翻译是这样的“双方交战，一方之乱，是因为对
方治军更严整：一方怯懦，是因为对方更勇敢；一方弱小，
是因为对方更强大”刚开始看觉得这不废话么，肯定是一遍
好另一边就差一些呀。但是细想了下，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
解，这本书讲的是打仗，而打仗是一定要追求胜利的，那如
何能得到胜利，就是要比另一方治军更严整，气势更足，经
验和准备更加完备，才会赢。

所以目前阶段想要成功，还是要有个“假想敌”，要在不如
他的时候争取做到跟他一样，在跟他水平差不多的时候做到
比他更好，才会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