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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战争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单调，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可能
占据重要的地位。出现军事天才的机会就越多。

对这本书最初兴趣起源于作者与拿破仑之间的些许微妙联系。
作为“军事天才”的拿破仑，他的辉煌他的落魄都为人们津
津乐道，因而探索他的事业巨细也成为了我的一个小兴趣。
说到战争，虽然这本战争论距离我们已有好些年份，但是，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很多信息不因时间
为转移，只要世界还存在着与当世之时共同的某一属性。

放眼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明白，战争无非是国家
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自我意志
的一种暴力行为。看待战争，研究战争，战争论精心研究了
战争中的一切因素，分析对当今战争理论和实践有相当大的
指导借鉴作用。

其实，处于自身的局限性，对本书最大的印象就在于本书关
于人道主义的否定给予了我巨大的冲击力。善良者希望在炮
火中寻得平衡，幻想着类似电影一样可以巧妙的处理大慯之
事的幸运办法，然而人道主义赋予我们的善良唯是的道德观
念在战争这里往往覆于破灭，战争的实质就是如此残酷。



不造成破坏又使对立方臣服的意志并不能冠冕堂皇的.称之为
战争的艺术，这也并不是军事艺术真正的发展方向。纵使此
论观之甚美，但其实质是必须克服的错误思想，不能犹豫厌
恶残暴这个要素就忽略其艺术本性，客观存在之物，我们需
要正视。

另一点论述与之有类似的情结，也确实让我在如此浩瀚的文
字中产生了些许共鸣，既为不确定的感情因素。我们的理性
告诫我们应该追求斩钉截铁的“是或不是”，我们的情感却
驱使我们逗留于“大概”“也许”之间。哲学探索和逻辑推
理的道理会将人引入陌生的“冰冷”世界，而侥幸的情感则
带人步入偶然的幸运国度。尽管概率不定，但思维的惰性总
是让人们偏至于感性的不肯定。

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十分常见。排斥肯定，实际上是对
自我规箴的逃避，将事情或事物推至“不确定论”则是为自
己找到龟缩的硬壳，世界本为相对，大范围运动中确实存在
多方不确定，以巨论小，言其不顺可，言其顺亦可。这就
是“不确定论’者的法宝。

一切若都定位未知，那世界则太为混沌了。

战争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战争的目的是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为打到这个目的，必
然要使敌人无力反抗。而使敌人无力反抗就必须要消灭敌人
的军事力量。这里的军事力量应该包括军队和敌人的精神力
量，即意志力。因为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以其必须
在感情的范围之内。因此战争的精神力量不应该忽视也不能
忽视，特别是在一些关系生死的殊死的斗争中。使敌人无力
反抗一定要摧垮其国家和人发的抵抗意志，在理论上至少是
这样的，其表面的特征可以是签订和约，要求苟合。这些特
征至少说明敌人目前承认了失败，以后怎么样那是以后的事



了。

在概念上分析，使敌人无力反抗会使斗争趋向于极端，然而
在现实中必须也完全有必要对其修正。因为人是有感情的，
不会为纯粹的逻辑而获得力量。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这也
是因为精神力量即意志力在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们在战争尤其是在激烈的战争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任
何的疏忽都会导致战争进程的变化(相对于战争发生前的预测
的)。这也是偶然性。

在任何时候不能忘掉，战争是政治以另外的一种手段的延续。
因此政治目的始终存在于战争的始末。也许战争过程的进程
对原来的政治目的有影响，甚至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通常
认为这种影响一般不会根本影响原来的政治目的或是影响的
限度极为有限。需要说明的是，在两方敌对感情和意图不强
或是力量相对称时，政治目的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全
左右战争的进程。即使在一般条件下，政治目的也会极大的
影响战争的进程，或是严格控制其规模，或是无忌的放大其
规模(即使没有什么真正的敌对意图和目的)。通常情况下是
严格控制其规模。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是战争的固有属性。政治往往要比战争
理智精明的多。而战争本身往往是充满偶然性的，暴力的。
其中人的感情是关键的因素。

在现实中消灭敌人的军队和意志力往往要考虑自己的消耗，
要考虑自身是否会被敌人消灭，还有当敌人的防御强于进攻
时产生的间歇，这样战争也不会向极端发展。综上考虑由于
自身的顾虑和客观的情况可能会使战争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好像使我们以前的分析失去了意义。实事也说
明在很多的情况下真正的战争(即是两方的真实的撕打)并没
有发生。应该认为战争中进行的军事行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为真正的战争进行的所有的准备，包括军事动



员，物资运输，军队的调整集结。二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
撕打。可以知道在两方的力量相差悬殊时，当一方认识到对
方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自己的力量时，就自动的放弃抵抗。
这也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战争进程已经开始
了。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与战争的目的即使敌人无力反抗矛盾。因
为当一方不为消来敌人做准备或决心不进行决占而对方抱有
积极的目的时刻消灭对手时，这一方在战争中必然会处于不
利的局面，因为他在战争中在没有判定出对方不进行决战的
情况下做出了消极的不决战的决心，这样在战争中他必然处
于慌乱并且不能集中力量，最大限度使用力量。这样的结果
必然是可悲的。

战争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可是一看，这书太棒了，我简直不能认为这是一本战争书，
真的，这是一本关于哲学，关于修养的书，或许就叫战争艺
术吧。

一再抄录了一些书中的话，真是超经典，很多哲学家书上没
解决的问题到这解决了，当然书里还是会涉及老本行的，但
大多是作者的战争感悟的哲思，颇受启发。

战争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战争的起源或萌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战争這茖名词会不
会从我們的字典里消失?读完《战争论》我只得一部分答案，
还侑一部分答案可能永远无法知道。

战争是敌我双方搏斗无限放大的结果，战场尙，我与敌人搏
斗为了生存，我会尽一切办法打败敌人，格斗技巧，武器状
况，都可能决定我的生死。无数茖我這样的军人去搏斗，去



打倒敌人，那就是一茖国家，民族的武器状况，军人整体素
质，阵型，战术等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所以当西方列强的
坚船利炮对大清的木质船，大刀片子占侑绝对的优势，也自
然能得战争的胜利。

那么战争起源于何处?远古时代人少，不可能侑战争，只侑两
茖野人为一茖雌性野人打架或决斗，就像动物那样为了交,配
而已，其实就是为了生存的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出现
了部落与部落，人种与人种，国家与国家的战斗，说底还是
为了一种目的，一种更好的发展，生存的目的。如日本的扩
张就是为了适应人口的增多。所侑的战争都逃不开這样的目
的。从原始的征服现代的政治。都是为了获得利益，如果没
侑利益，就没侑人愿意去战斗，战争是两败俱伤的，从來没
侑赢家。所谓的胜利只是将自己的损失加于敌方而已。所以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一种得利益而流血的过程。

人存在于世界，如果不克制自己的欲望那么就一直会侑争斗，
小则国家内部而已的阶级利益矛盾，大则国与国的生藖礞亡。
战争会与人的思想境界侑关，人类从來都是在索取，向大自
然，向自己侑能力征服的国家，(所以侑了殖民地，侑了奴
隶)。尙天给予人侑限的能力，人却侑无限的欲望。

所以战争萌芽于人类的欲望，随着社会进步，侑了国家侑了
政治制度，战争就成了统治者获取更大利益的工具。从秦灭
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没侑逃出這茖范围，打着民族强大复兴
的旗号去强行夺取其祂民族发展的权利(殖民要求，租界，关
税，巨额的战争赔款)，人类多么可耻啊!!而战争则成为政治
的手段，成为别国插手祂国的工具。

而战争能否消失就在于人类社会能否真正的团结在一起，没
侑国界，没侑人种的歧视，让教育真正发挥作用，认识我們
都是地球人。那样战争才侑可能真正的从字典里消失。

而《战争论》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政治主导战争，战争



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這很正确，认识這点，我們看待
一场战争就更能侑力的把握它。我們不需要考虑“忘战必危，
好战必亡”等格言，记住政治的目的就能深刻的理解战争，
美伊战争就大概如此吧。人类的最终归宿应该还是一茖大同
社会，但愿都能认清战争的本质。

中国人爱好和平，我們不希望战争，但若要是认为我們好欺
负，你們侑能力征服，那么來吧，我們接受挑战。你用你的
价值观衡量世界，我必将你的价值观还你的身尙。明犯我大
汉者，虽远必诛。

战争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战争论》，19世纪军事理论顶峰的伟大之作，可与《孙子
兵法》媲美的西方经典军事着述。《战争论》是军事思想史
上第一部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方法系统地总结战争
经验的着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这部着作不仅奠定
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的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军
事科学重要理论的来源之一。

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者。
他先后研究了1566――18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总结了自
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部体系庞
大、内容丰富的军事理论着作--《战争论》。

非军事界的人可能没有系统地读过《战争论》，但相信大多
数人对“军事是政治关系的延续”这一名言都耳熟能详，这
一名言即出自《战争论》。《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
的观察、研究、分析的结晶。它既是一部军事理论着作，又
是一部哲学着作，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对
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作者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被称为研究战争而真正摸索
到其主题之根本的第一人。也是采取一种对军事史的任何阶



段都能适用之理论的第一人。他很早就参加法国大革命和拿
破仑战争，后进柏林陆军大学就读。做过拿破仑军队的战俘，
一年后又投入各种战斗。18升任少将并担任母校校长。1830
年离开军校接任炮兵训练总监。这部军事哲学书，是他把自
己历史研究的成果和战争经验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观念。在他
突然去世后，被其遗孀在一个密封的包裹里发现。克拉塞维
茨曾一再强调，他的原则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导。――“教育未来战争领袖的心灵，又或在其自我教育中
提供指导，却不陪伴他走上战场”。合理的理论并不能代替
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这是克劳塞维茨的一贯坚持！经过了一
战、二战的炮火，尽管有作者所处时机避免不了的局限，这
部书依然被世界上大多数军事院校列为经典，为世界杰出的
军事家、政治家熟读。克劳塞维茨被认为真正触到了战争的
本质，他本来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这部书是哲学，而不是
操典。――“凡事研究战争的人，不管是军人还是文人，都
应该有所了解”。

战争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六

1832年，普鲁士过世将军克劳塞维芡的著作《战争论》问世，
这本书首度以战争事实来印证探索战争的共通法则，迥异于
仅描述战争或只研究武器技术发展的兵书，而成为近代兵学
的原典。时至今日，《战争论》被译成多国文字而影响了现
代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思想，并被列为西点、圣
西尔等重要军事学校必读经典，克氏也成了世界公认的最有
影响力的战争理论家。流传150余年的《战争论》，字字珠玑，
随处摘取一句作为论例，顿觉光芒四射，这天，它最后在我
的手中!

读完全书后，我得到一个结论：要做营销，就必须要读《战
争论》!克劳塞维芡将战争描述的是如此出神入化，读着都能
够闻到一股浓浓的硝烟味，似乎参与了这一场“大战”!

书中有一句很的话，我觉得是最经典的，特引于此——“要



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
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茫茫
黑暗中，用自我发出的微光，带领队伍前进。”

克劳塞维茨在探讨战争的属性问题时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
要战胜敌人、打败敌人，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
要倾向来看，战争是个奇怪的三位一体：暴烈性的要素，使
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突，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
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
争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智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主要同人民、
统帅和它的军队以及政府有关。他说：“这三种倾向像三条
不一样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一样的
作用。”

他在探讨战略和战术区别的问题时指出：“战术和战略是在
空间上和时光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
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
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他还在把所谓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础上指
出，由于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所思考的对象“是一场自
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
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因而它导致了战争的行动在经常
不断的相互作用下趋向极端。

《战争论》，从战场血淋淋的角度，让我真正领教到它的残
酷，也体悟到商战的激烈，透过这本书，我庆幸有缘能比别
人早一步去吸收。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往往让我们
忽略了——在我们前进的同时，点亮一丝光束，告诉所有的
人，我在路上，我在前进!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去做，
也就造成了他永远成不了好的“领航员”。

这天，真的感谢克劳塞维芡《战争论》，也感谢他给了我一
把光束，我会紧握着这道光，告诉我身边所有的人：我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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