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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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
助!

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篇一

大家好，我是沈华钧。今天我分享的是列宁-《国家与革命》
读后感。这本书是饮誉世界的政治学名著之一，立足于20世
界初页俄国革命的实践，总结了欧洲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的
经验，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与革命相
关的理论。

这本书的内涵非常丰富，由于时间问题，我主要分享我在读
后总结出的一条逻辑线，分别是列宁眼中的国家的概念、革
命的概念以及国家的消亡。本次分享是我个人在读后的总结
归纳，各位同学如果觉得有不妥之处，欢迎随时指出，我们
一起探讨，我坚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首先，我们先看列宁关于国家这个概念的讨论。国家不是从
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
权力为何物的社会，比如说氏族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成阶级的时候，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
成为必要了。历史上，曾经有过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
那么结合列宁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帝国资本主义时代。
阶层的分裂也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剥削与斗争。在
马克思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
阶级的机关，而具体的压迫手段，也就是国家工具可以有军
队、监狱、银行等等。而这种工具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秩序抑
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说到这里，关于



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推荐大家阅读，恩格斯《家庭、私有
制，国家的起》。

因此，总结看，在列宁眼中，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名词，其实
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的代名词。所以被剥削的无
产阶级，渴望革命，渴望建立政权，消灭剥削。

那么，谈到革命。在这本书中，无产阶级革命有两层内涵。
其一是通过暴力手段，而且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武力夺得
政权，这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其二，也是更深远的
一步，是无产阶级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彻底打碎打破国家
机器。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谁，自然
是剥削他们的人，也就是资产阶级。那么，如何保证无产阶
级政权稳固后，避免剥削这种情况发生呢？列宁分析到，剥
削自于资本，而在政治上，体现在武装力量和特权上。因此，
打碎国家机器的第一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军队问题，
二是国家官吏问题。一个是暴力机关，一个是特权阶层。通
过这两步，彻底打碎打破国家机器。列宁在这里举了巴黎公
社的例子，关于军队，巴黎公社的做法是废除常备军，而代
以武装的人民。关于国家官吏，公社的市政委员是普选选出，
只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而且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
资的报酬。这样的做法，是免除了国家官吏的政治职能，使
他们变成了随时可能被罢免的国家雇员。这两大措施，在列
宁看，核心是消除特权，进而消除资本，消灭剥削。没有了
剥削，没有了压迫，自然就革了国家机器的命。

最后一点，是国家的消亡。我的理解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阶级之间，剥削关系的消亡，导致国家这个机器的消亡。无
产阶级革命，是对剥削阶级的革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
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
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
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一
切行为守则上反复提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
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从服从到习惯，再不需要



所谓国家这种强力机关的特殊机构。没有了这些需求，国家
机器职能的消失，也就带了国家这种统治阶级的强制性手段
的自然消亡。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面的一条逻辑
思路。国家的概念，革命的概念，以及国家与革命的结
果――国家的消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
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内涵。这两点解决后，国家消亡这
个列宁口中看似拗口的结论，也就逐渐清晰易懂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篇二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

《国家与革命》写于198-9月，195月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
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
了自由竞争，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帝
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地垄断经
济形势，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19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
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日益紧
密地融合在一起，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战争给
各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
灾难，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进行反抗对垄断资本主
义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无产阶
级革命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革命的问题——国家政权
问题提上了日程。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绝不是从外



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
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列宁说，国家是社会在
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
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
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
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吧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
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
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
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这一段话十分清楚的地表达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
想。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
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
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
主义的国家学说，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19秋开
始，列宁就着手系统的研究国家问题，《国家与革命》就应
运而生了。

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篇三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家迈克尔罗斯金的大作《国家的常识》，
虽说算是一本通俗读物，读起来却也不是那么顺畅，主要是
因为涉及的国家较多，而且叙述多有跳跃。遗憾的是本书缺
少了美国和中国篇，这也使得本书的分量有所减轻。草草读
过本书，没能释解我诸多疑惑，只有一些只言片语的印象。
我也在想，中国篇会是什么样子，这位美国政治家会对中国
存在很大的偏见，还是可以公正的看待呢？或许看到了，也
无法真正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国家是什么呢？当我们说热爱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到底爱
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热爱这一片土地还是热爱悠久的历史？
抑或是其他什么。国家首先是有自己的领土，当我们想到国
家时首先想到的可能也是他的地理位置的所在。有一种思想
认为国家应该意味着民族，以色列，巴基斯坦都是这样的典



型，从一个民族走向国家创立之路。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创立
的多民族宗教信仰各异的各色人种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绝大部分民族对国家有高度认同感。普遍认为日本和
韩国朝鲜属于单一民族国家，尽管其国民中也有其他民族人
员。
国家是怎么建立的呢？无论是欧洲的城邦，还是亚洲的部落，
最初都选择了在民众中具有超人智慧和能力的，能够带领族
众开疆扩土，为部族提供安全的生存空间，能带领族群抵御
外来的侵扰的人作为帝王，族众生存的区域因为要守土保疆，
就有了用来打仗的军队。军队需要供养就产生了税收劳役等
制度，这样就形成了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走向又各有不
同。公元前753年，罗马城邦因贵族妇女露克莱蒂娅被罗马王
国第七任国王的儿子塔克文强奸，露克莱蒂娅将被强奸的事
实告诉了自己的丈夫、父亲、哥哥和弟弟，又来到罗马城邦
的广场向在场的罗马公民进行了告知，然后自杀身亡。罗马
城邦的民众感到震惊，民众感叹的是一个贵族妇女尚且遭受
如此凌辱，对平民更可能甚之。罗马民众发誓打破强权，将
独裁者永远赶出了罗马。露克莱蒂娅的丈夫和弟弟被罗马百
人会议推选为罗马第一任执政官。权利的分割、监督和制衡
初见雏形。
中国的民众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具有超人智慧和能力的，
能够带领族众开疆扩土，为部族提供安全的生存空间，能带
领族群抵御外来的侵扰的人作了帝王。比如早期的三皇五帝、
尧舜禹。而在中国民众眼里始终有明君昏君的区分，每个朝
代几乎都经历了兴盛和腐败衰落的阶段，造就一片朕的江山，
朕为万民造福。此后的几千年里，你方唱罢我登场，改朝换
代频繁，民众也一直希望我皇英明，期待万世安康。直至清
廷退位，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未能逃脱这般命运。与罗
马相似，因秦始皇的暴政，民众揭扞而起，一些人认为皇位
应传给公子扶苏而对胡亥皇位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一些人则
信奉王侯并非天降，刀剑之下，胜者为王。同样的际遇，走
向竟是如此天壤之别呀！
国家对于普通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依靠和依仗，是强
大的后盾，还是只是一份情怀呢？我始终不能理解那些移民



他国甚至加入他国国籍的人士口口声声叫得比谁都响的所谓
爱国之心。我也不相信那些动辄给他人扣下不爱国的大帽子
的贪污腐败挖祖国墙角的贪官污吏们是真的爱国。
一个国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有贵族和平民阶层之分。
虽然有时并不那么泾渭分明，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有时也无法
确认自己的身份，更何况这种身份会因时事变化而变得不同。
想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是日本对中国的侵
略？是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累累罪行？亦或是苏联在卫
国战争中的顽强？还是美国科技水平的高超呢？还是印度的
歌舞升平（宝莱坞电影）？想到中国呢我们会想到什么？地
大物博人口众多？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通讯的高速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自从有了国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家间的争执与纠纷。中国
的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数千诸侯国之间的连年征战，欧洲罗马
波斯的血流成河，还有数不清的国家内部的党乱与谋杀。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造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死
亡人数最多的人间惨剧，让人们重新来认识国家与国家间的
分歧。国家是让人们团聚多了一些，还是制造了更多的骨肉
分离呢？
公元前278年，我国第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带着对楚国的无
限热爱与惆怅舍身投入汨罗江中。楚国对于屈原来说，大过
了自己的生命。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的哀婉声声，在陆游心中，统一的国家原来是在万事皆空之
外的至高存在，难怪他会“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
台”。
不知1932年，爱因斯坦携妻带子离开自己的祖国德国时的心
情如何？德国对于希特勒，对于当时的德国民众和对于爱因
斯坦会有多大的不同呢？当年列宁逃离自己的祖国走上逃亡
道路，梁启超等革命先烈们为了国家的变革而被迫远渡重洋
避难。祖国对于他们，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看一本书，了解一些知识，生出了些许感慨！这本《国家的
常识》是一本通俗读物，并不是严肃的政治教材，书里的观
点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无疑会给人以启迪。它山之石可以
攻玉，历史是一面镜子，了解别的国家的形式也会让我们眼



界变得更宽。国家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有国才
有家的简单说教，更不是过去的封建王朝之朕的天下。
国家是什么？我们谈论爱国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我们该怎样去热爱我们的祖国？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做起
来还真没有那么容易。不然，就不会有人说爱国从抵制开始
了。（程伟）

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篇四

至今，我还记得世博口号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即“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
得更好。意思很浅显，但蕴味十足，深得民心，为此叫绝。
然而，我们看到当下声势浩大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高，越
来越鲜亮，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异常醒目，不容回避，。例
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等，充斥着
城市的每一根神经，切实做好城市的建设、规划和管理，也
就成为了这个时代非解不可的命题，也就说，我们的城市在
何种视角下真正地能崛起，才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我觉得
在理论层面那就离不开一本能给我们解答和启示的书了――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
的》。

这本书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的名作，
从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转变中的视野，农村定居和
生产中的社会工程及失去的环节等四部份共十个章节组成，
体量庞大，涉及颇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本书从国家的视角层面，罗列了很多十九世纪后期的'例子，
表明一些国家在特定的时候实行了清晰化和简单化的项目，
其中包括了关于科学林业的项目，对测量工具、土地制度、
城市的规划、姓氏的创造、交通的集权和语言统一，作者又
对此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自上而下的国家



视角以及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是导致这些试图改善人类状
况的项目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非常典型和具有说服力
地指出了参与者视角下的规划和互动会真正指导和实现人类
社会的成功，从而揭示国家究竟需要如何管理、管理城市，
如何让地方稳健发展、让人民生活美好起来的原理。对此，
我非常赞同。

书中所分析的事例，无论是苏维埃的农庄集体化，还是极端
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看了之后都给我留下了一些回味和反
思，因为这些事例或多或少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
生活在我们的昨天和今天。因此，其主题，对当下中国的未
来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当下，可以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和推进，给予地方
政府改革的权限逐渐延伸到行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
社会保障体制等领域，可以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的崛起
之路。

但是，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它还是个
地理空间、物质空间和社会心理空间的概念。城市依然存在
的拥堵，城中村，蜗居族等等，如此类问题，业已被称
为“城市病”，正考量着城市的上层建筑管理层面，如同
《国家的视角》一书分析的，不同视角指导下的城市规划对
规划者的意义和对居住者的意义不同的。而我们要的是对居
住其中的民众有意义的城市规划，是民众视角下的城市化。
如此，城市生活才能让生活更加美好。

也正如《国家视角》一书指出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其指
导下的社会工程试验因缺乏与地方的互动，违背地方实际情
况，导致试验往往走向失败。而从参与者的民众视角出发，
尊重地方性知智慧，注重过程的开放性和不断修正、检验，
往往会取得社会工程试验的成功。中国当下改革发展的得与
失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未来的发展强大就更要以此为警



示，从大众参与者视角出发，注重大众参与城市规划、管理、
建设等方面的有机、有效地互动，引导大众生活更加美好，
而不至于到了将来，我们还活在过去！

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篇五

《国家的视角》一书角度新颖，集中阐述了在上层设计和国
家控制力思维推动下德、英、苏、巴西等多个国家简单而刚
性的林业经济、城市建设、农业与农村改革、税收征管或社
会管理等方面的失败案例与种种不良弊端。美国籍作者詹姆
斯。c。斯科特，是一位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半个世纪的
著名学者。他以全球的视野、国家的角度平和地分析社会改
革和建设过程中各项工作的负面效应，这是我们平常很容易
疏忽的一种思考方式。独裁主义、极端现代主义现象，其实
在我们当前的国家建设各个方面都有若有若无的影子存在。
因此，《国家的视角》给我的启示是，开展斯科特式思考对
我们温岭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来说，显然也是非常必要和
有益的。

温岭人多地少资源缺，区位优势不足，这样的城市其实是很
脆弱的。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强调大力发展地方经济，
业绩考核首论gdp，淡化了环境保护、淡化了科学建设，结果
陆续出现河道污染、空气质量变差、违章建筑普遍、流动人
口暴增、社会管理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低档设备缺省安全保护装置、全国性流动的农民工摇身一变
而成产业工人后缺乏有效劳动技能培训和必须安全常识，导
致了机械工人频繁出现断指伤害。

工厂环保措施不足，忽视职业健康预防，导致鞋业刷胶工人
出现胶水慢性中毒等职业病危害。

工业性生产出现大量的废旧物品被拆解或者焚烧，导致土壤
污染、空气污染源源不断产生。



地方政府把重视税源征管作为重要短期目标，以获取更多的
地方可支配财政资源。工厂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简化了所有
的设施、设备和人员配置以及教育培训。薪酬采用计件式工
资，导致工人自身忽略了疲劳作业、环境改善、精神文化生
活追求等需求。

《国家的视角》启发我们，推进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围
绕“沿海开发、城乡融合、产业转型、开放带动、环境提
升”发展战略，必须要进行系统、理性地思考，必须要重视
对自然的尊重、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怀。必须避
免和摒弃掠夺式、过度利益化等短视症做法。和谐社会建设，
还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积极思考，尤其是要多一点
斯科特式的思考。

我说国家安全读后感篇六

《国家》是《易中天中华史》中收录的其中一卷。下面小编
整理的几篇易中天国家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有感于各类知识的极度匮乏，极力地想让自己懂得更多起来，
我本月选择了很有格局的《国家》(易中天著)来读，希望能
够武装到自己。

本书试图在探询国家的秘密，为什么会产生国家?易中天首先
找到了一个钥匙：城市。

城市是文明的标志，是国家的象征。

城市给居民带来了安全和自由。

因为城市产生了一种新的聚落关系，市民之间交往、交流和
交易，血缘关系必然被打破。



而且还诞生了新的超越了部落、氏族的“公共关系”以及与
此相关的“公共事务”。

要处理这些公共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习俗是不管用
的，必须依靠“公共权力”和“公共规则”，还要有按照公
共规则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

这就是国家。

在进入国家之前，任何文明都有巫术和图腾，但巫术在印度
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
马变成了法。

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和国家道路，都不过是世界各族在不同历
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
和探索。

这就是国家的逻辑和秘密。

而中国呢?中国为什么不同?原因在于在中华，巫术没有变成
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

图腾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变成了祖宗。

别的民族的身份认同靠神，靠信仰，而我们是“认祖归宗”，
家国体制绵延三千七百年。

而我感慨于其中文化力量。

从国家的“国”字的产生来看，有了定居的人、固定的.地盘，
人越来越多、地盘越来越大，就形成了国家。

但由于文化的存在，造就了没有国界的国家。

表现尤为突出的是犹太人，没有谁能向他们一样，失去祖国



一千八百年，流散于世界各地，但民族尤存，这归功于他们
的文化。

而对于我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其中穿插着
外族的入侵，我们不仅没有向其他古文明那样走向灭亡，而
是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得益于我们悠久的文化。

那么，对于灿烂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了我们大中华继
续前进的基石。

《国家》这一卷，虽然是讲“中华史”的，但有很多篇幅是
讲西方文化史的，是两者对比着讲的。

其中第三章整章讲西方的，标题叫做《从雅典到费城》。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讲得更深入。

其实第一卷《祖先》也是对比着讲的，比如夏娃和女娲。

《国家》依然是六章，每章六篇文章，六六三十六篇，连
《后记》也是6节。

记得易老在另一本上说过，六是秦始皇最喜欢的数。

实际上，现在民间也喜欢“六”，觉得是个吉利的数字，比如
“六六大顺”。

“四”就没有这么好运，与“死”谐音，大多觉得不吉利。

举一例来说一下易老作品的逻辑性，请看第三章《从雅典到
费城》的第四篇《走向平等》，全文如下:

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也遇到了难题。

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氏族社会是不成问题的。

血缘，最天然、最真实、最温情也是最和谐。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和，不就是中国人一贯追求也
曾经行之有效的主张吗?人而此刻的希腊人，却成了宙斯式
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罪人”，早已“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他们，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
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哪里丝毫都不奇怪。

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

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

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

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

而且，由于它对契约各方具有相同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
也是公平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

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

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
人的约法。



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
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

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
要看是否符合约定的一系列“理”。

对谁，都一样。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及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

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

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
起约定。

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
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

所谓“全民公约”，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
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

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
外。

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就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

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



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
毁约。

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方乙方商量就行。

法律可以这样吗?

难。

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意见相同。

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
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

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
强女干，不能私入民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