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
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优质16篇)
团队标语可以是简短但有力的口号，也可以是能够激发共鸣
和情感的口号短语。标语要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内涵，能够激
发成员的斗志与干劲。付出努力，播种美好未来！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一

就在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
文章让我感受颇深。

这句话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请教过老师，我
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忧患能激励人奋发使人谋求生存发展，
而安逸享乐就会让人萎靡，导致死亡。我也读过一篇跟这个
启发相同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只猫在河边散步，一不小心跌入水中，猫赶紧跑
上岸。第2天猫在这条溪边抓鱼，没抓到鱼，打算跳入河里抓，
同样也没抓着，可这只猫感觉在这洗个澡挺不错。于是就在
这里游了一会儿泳。突然猫的脚抽筋了，动不了了，最后猫
被沉入水中淹死了。可怜的猫，他还不知道这个“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道理。

做一名勇敢的'驾驭生命之舟的船长，与惊涛骇浪展开搏斗，
我们应该磨出自己的真才实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二

今天，老师领我们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古文，
这篇古文中孟子所举的人物：舜、傅悦、胶鬲、管夷吾，等
等为自己的时代做出贡献的人们无疑都接受过生活、精神上
的考验。我想“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对世间万物而言，



是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每个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有人选择应难而上，有人选择知难而
退!做错事并不怕，可怕的是同样的错误还会发生在第二次。

每个公司、企业都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起来的，那些如今成为
大企业的大集团。遇到困难遇阻力，或许不是我们想像出的。
就像海尔集团，如今，是中国电子新百强之首。海尔的首席
张瑞敏带领员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虽然我们现在遇到阻力了，
但是只要我们坚强的去面对，一切困难都会成为过去，因为
我们坚信，命运最终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个人要坠落自己要比提升自己容易得多，说的没有错，安
逸享乐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忧愁祸患
虽然会给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却是催人奋进的食粮。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三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这句千古流传的佳话出于这篇文章，就是出于孟子
之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想成大事，担大任，就要先
学会吃苦，经受痛苦的磨炼。相反，如果你富贵了，也要有
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人类担大任的不二法门呀！

唐玄宗李隆基为夺武后之权，长期在忧患中集结力量，让自
我更加强大，最终打败武后，夺取政权，成为一位优秀的皇
帝。之所以他会成功，就是因为他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
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皇帝。”居安思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仅有存在忧患意识，才能临危
不惧。



开辟农民起义道路的领导者陈胜是个很有才略的人，他具有
优秀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本事，但正是因为他成功了，他富裕
了，他就很享受此刻的荣华富贵，根本没忧患意识。结果秦
朝的军队主动出击，陈胜豪无防备，就因兵败而失败了。俗
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陈胜并没有忧患意识，也
没有看到近忧，所以他失败了。

刘秀早年漂泊流浪，历尽辛苦，苦心诣志，最终推翻王莾政
权，建立东汉。他在贫苦中早已锻炼了心志，正是因为他”
居危“，所以他更能”思危“。

俗话说：”天有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明白将来
会发生什么，仅有处处存在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才能有
备无患，最终走向成功。忧患意识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也是很
重要的，只要把忧患意识时刻记在心里，你必须能够永攀学
习高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四

学习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明白了“艰难困苦，玉
汝以成”的道理，懂得了逆境成才的坚毅和玩物丧志的后果。

我们班的xx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实验室时，xx看到了火柴，那是点燃酒精灯用的。虽然常见，
但在xx看来，那却是“宝物”，于是他将火柴偷到教室里。

“我无意间就放在口袋里了。”他这样回忆。

这还事小，可他却在教室里中划燃了一根火柴，并立即吹灭，
使得教室中马上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焦味。

不一会，班主任到了……



在班主任的教育下，xx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正如他深刻检讨：“我不该因为自己的小小错误，
而让全班同学身处生命危险之中，如果没有班主任的制止，
我可能就会承担法律责任！”刻骨铭心的话，能够看出，xx正在
“忧患”中不断“增益其所不能”。

而能像xx这样的人不多，更多时候，总还是违纪的继续违纪，
上课睡觉的继续上课睡觉。他们以为这样非常舒服。的确，
他们本身处在“安乐”之中，继续这样下去，只会一步一步
走入深渊，以致“死于安乐”，受到更大的惩罚。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处于安乐中的人，要居安思危，不能小
错积成大错，只有对自己严格，让自己身处忧患、困苦之中，
才能更好地生存，更好地发展。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五

生死存亡之道一直以来是人们所探讨的热门话题，从古时的
诸子百家，先贤们的精髓思想，到今天我们的伟大哲学理论。
随处可见存亡之道的探讨，足可见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是我们迄今为止得出的结论，这个经典的结
论沿用千年，为什么这条道理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呢？当然是
因为有着无数的真实例子来证明了，古人们总是在教训中吸
取经验，这也是前辈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啊。

古时候有一户人家，家中的儿子明年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附近村里的秀才们都天天饮酒作诗好不逍遥。他也想着天天
在有文采的人身边饮酒作诗，是不是自己也能得到质的飞跃
呢？他带着自己的决心去追寻秀才们的脚步，经常和他们一
起开怀畅饮，顺便和他们一起舞文弄墨。渐渐的，自己文学
造诣高了起来，回到家也得到了家人的认可，大家为他的文
采惊叹不已。都认为，明年的考试是势在必得，但是他却渐
渐得高傲起来。和秀才们饮酒作诗时，自己三言两语驳倒众
人，不屑地整日喝酒更是让他忘乎所以。终于，他甚至不去



和秀才们见面了，在家里成天享受着，自己渐渐忘记了学习。
终于，到了下一年科举考试了，大家认为今年的状元肯定非
他莫属。他自己也是胸有成竹，但是一到了考场，他曾经的
文采，饱腹诗书的经纶都无影无踪。只剩下他呆呆地坐在考
场上……当然他最后还是没能考中。

自己的刚愎自酿成了大祸，这是谁也帮助不了的，本来文采
異稟的他最后还是落得个如此境地。这与他骄傲，沉迷安乐
是分不开的，过度的骄傲和放纵毁了自己的一生，悲哉。

春秋时期，大家都知道南方有个越国，越国在与吴国的对抗
中战败。国君勾践被夫差百般羞辱，勾践却从未放弃东山再
起的决心。他不断地向吴国送去金银财宝，以麻木对方，使
其对自己放下警惕。果然，吴国不久便把勾践放还，勾践赶
紧回到国家，重整旗鼓。卧薪尝胆的决心最终感动了天地，
最终一战成名，一举灭掉吴国吗，一雪前耻，好不快哉！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
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经历过古人们的不懈探索，我们懂得了只有在忧患中才能更
加强大，一味的安乐反而是自取灭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六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这句千古流传的佳话出于这篇文章，就是出于孟子之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想成大事，担大任，就要先学会吃苦，
经受痛苦的磨炼。相反，如果你富贵了，也要有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是人类担大任的不二法门呀！

唐玄宗李隆基为夺武后之权，长期在忧患中集结力量，让自
己更加强大，最终打败武后，夺取政权，成为一位优秀的皇



帝。之所以他会成功，就是因为他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
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皇帝。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只有存在忧患意识，才能临危不惧。

开辟农民起义道路的领导者陈胜是个很有才略的人，他具有
优秀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但正是因为他成功了，他富裕
了，他就很享受现在的荣华富贵，根本没忧患意识。结果秦
朝的军队主动出击，陈胜豪无防备，就因兵败而失败了。俗
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陈胜并没有忧患意识，也没有
看到近忧，所以他失败了。

刘秀早年漂泊流浪，历尽辛苦，苦心诣志，最终推翻王莾政
权，建立东汉。他在贫苦中早已锻炼了心志，正是因为他居
危，所以他更能思危。

俗话说：天有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
生什么，只有处处存在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才能有备无
患，最终走向成功。忧患意识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也是很重要
的，只要把忧患意识时刻记在心里，你一定可以永攀学习高
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七

古人的确十分聪明，说的许多话是富有哲理的。孟子的一
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仅适用于两千多年前的战
国时代，而且对于现如今这样比战国时代更加残酷百倍的社
会，更显得恰到好处。“生”“死”不仅仅是实质意义上的
生存或死亡，更是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堕落或者是失败。

“忧患”不单单是威胁，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一种现状。
有了对手才能更加强烈地去激发你的潜能，提升你的能力，
这是没有极限，抑或是一种不断成长的姿态。反之，如若没
有那样强烈的竞争意识与强劲的对手，一味地安于现状，不
思进取，一时不会走到死亡的那种地步，也会在当今社会的



底层中不断挣扎，直至疲倦，最终沦为社会的垃圾。

“安乐”或许更加容易理解。它泛指良好的环境，但更深层
次的却是内心深处的不思进取。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在《老人
与海》中说过：“那些打不败你的必定会使你更强大。"试想，
如果一个从小出生在优越环境中的人，思想安逸，未曾体验
社会底层的艰辛与不易，社会上层的冷血与残酷。那么，向
长远处设想一下，如若有意外提前而至，那他又能用多长时
间才能认清这个社会呢？估计不会太短。可假如他能提早适
应，体验这个社会的复杂性，能有着一种对社会的敬畏心的
话，结果恐怕就是另外一番样子了。

往远了说，“忧患”与“安乐”是个人乃至国家层面的两项
重要的思想代表；可往小了说，便是我们每个人的学习了。
在我们班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初一分班时，听老师说
前45名才是按小升初的成绩排的。有人分班排名在班上前十
名，可是一旦经过几次考试的历练，成绩竟然落到了二、三
十名的地步。这便是经过了一个没有任何“忧患"，几乎尽是
享受“安乐”暑假的结果，从而使得这些人丧失了竞争的心
理，为他们敲响了一次极其沉重的警钟。再比如班上的一位
同学，在初一时名不见经传，甚至是不起眼的。可到了初二，
他便像变了个人似的，学习成绩几乎可以说是飞速提升。于
是在这次期中考试中，他大放异彩，从原先的二十多名一下
子飞跃到了班级十四名，年级第九十的成绩，这便是“忧
患″的魅力。它能使你崩溃，也能使你成功；而“安乐”呢？
也只是让你享受到短暂的快乐罢了。

任何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忧患”，就无法抵达更加高远的境
界。如果是正处于“安乐”中的你，那么你便可走出“舒适
区”，挑战不可能，立下高远的目标，去脚踏实地，顽强向
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八

每当我读到孟子所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时，我总感
觉有一股力量从我的心底升出来，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这篇文章讲了一些出身卑微的名人事迹以及孟子的领悟。其
中一段话很让我受触动：“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说明，一个人要想有成
就，必须得经历磨难，激发自己的毅力和奋发向上的动力，
努力后才会有巨大的成功！但是，如果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
则会消磨人的志气，使自己终日安逸享乐，最终一事无成。

走过历史长廊，有多少伟人登上辉煌的顶峰，而又有多少人
沉迷酒色，导致自己被他人嫌弃呢？三国的刘备、刘禅就是
很好的例子，刘备凭着一腔热血带兵闯天下，打出了一片天
下，做了蜀国国君，成为一代豪杰，然而他的儿子刘禅却是
个无能之人，就是因为他，才让蜀国国力衰微，慢慢走了下
坡路。而身边的能臣虽竭力想挽回场面，却终告失败。最后，
蜀国灭亡。

是因为他们自幼没有经历挫折，没经过生活的磨练，成了温
室里的花朵，而那些生活贫穷，家境不好的孩子却与有幸福
生活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奋发向上，勤思进取，抓住一切
机会学习，到后来考上好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自己为
自己创造的平台上施展手脚，扬名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
自幼多磨难，为了维持生活只能自己努力，心智过早成熟，
成了一棵顽强的小树苗，长大后自然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而
我作为幸福孩子却也无奋斗之心，想来便惭愧不已啊！

那么，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做起吧！自己经历一切，自己奋斗
吧！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活出精彩人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九

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孟子》里的一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
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番话说的是：承担重任的人，
之所以受尽苦难，是天授之以重任之前，先要磨练他的意志
和身心，借以提高他的竞争能力。

做一个人，一个发奋图强，顽强拼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
的人，必须要用忧患做为一切成就的先决条件。讲得一点也
不错，坚强的人是在忧患中成长的。巴尔扎克曾说过：不幸，
是天才的进步阶梯，信徒的洗礼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
的无底深渊我们要把不幸，灾难当作我们成功的又一块基石，
不被它打到，反而利用它来与成功拉近距离。

我不知是在哪，曾看过一个故事，名字叫《鹿和狼的故事》，
讲的是20世纪初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了让凯巴伯森
林里的鹿得到有效的保护，大量的捕杀鹿的凶残敌人狼。经
过25年的残忍捕杀，有先后六千多的狼被杀害。然而，罗斯
福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极度保护下，鹿群是有一段时间大
量增加，但不久，鹿群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鹿群的总量由
十万只锐减到四万只。很快，整个凯巴伯森林中只剩下八千
只病鹿在苟延残喘。这个故事中，鹿为什么在过度保护下，
数量变得更加少呢?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给它们的过度保护使
他们缺少了忧患，只顾自由自在的生活。原来有狼追鹿，鹿
就会奔跑，现在，狼没有了，鹿的体质也必然下降，直至死
亡。可见，忧患的作用不仅对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也
是有极大好处的。

因此，我们心中要有忧患做支撑，在心中时时为国家着想，
这样，我们才会免于被社会淘汰!

请大家勿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所列举的人物：舜，傅说，
胶鬲，管夷吾，等等为自己的时代作出贡献的人们无疑都接
受过生活，精神上的考验。我想“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
虹” 对世间万物而言，是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每个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有人选择应难而上，有人选择知难而
退！

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是也没有生在帝王之家吗？
湖南韶山，不也是很贫穷落后的地方吗？但他却不肯承认现
实，一步一步地向上发展不也成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吗！

遇到困难，其实就是惊动人的心，坚强人的性格，增加自己
所不俱备的才能。因为，只有不断的遇到困难，才能让自己
更完美。困难中包含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会让自己更成熟，
更明白如何去面对种种困难。

这种能给予人力量的困难，不仅仅存在于生活中，在学习上
也是如此。往往学习上觉察不出难题的人，表面上看似乎学
得还可以，但其实他所接触的都是些平平淡淡的知识，而且
他的潜力也被埋藏的很深，难以挖掘。这样的学习没有太多
收获，但是，如果学习常常遇到需要思考的题，并且自己努
力思考解决的，他会收获很多意外的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学
习，只有经常从困难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把知识撑
握的更牢固，更扎实。

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铭记孟子的教诲，没有磨难，就不会
有成就。即使有了成就，也不能得意忘形，骄傲自满，沉溺
于表面的美好上，要不断的砺练自己，才能让已有的成为永
恒，并使自己收获更多的果实。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一

生存与死亡，这是平时人们并不注意的问题，因为他们似乎
离得很远。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课文，使我们
联系在了一起。

在文中已用有力的事实来证明了生与忧患。死于安乐;用历史
使我们明白了这个是真理，同时也启示我们，忧患可以使我
们生存和发展，不会被历史所淘汰，可以立足于世界。

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真理是永不会改变的。新的世纪，
新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是安定的，世界也是和平的，但是世
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忘记了战争。虽然战争是令人厌恶的，甚
至是令世界的人民痛恨的，但人民和国家不能忘记战争对人
们的危害再大了。战争真的开始了，只有反抗，不能成为亡
国奴，不然则会成为奴隶，而使人民受更大的危害，所以国
家是不能忘记战争的，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只
会享受和平，当他灭亡时，他才会明白这真理!

从大到小，国家是这样，个人呢?一个人不努力不想到天外有
天，人外有人，则一定会被社会淘汰，但重要的是我们个人
重视到了生可忧患，而时刻忧患，就一定可以困于心，衡于
虑，而后作的。

从古致今，从大到小，生存与死亡都是有关联的，这也是忧
患与安乐的关联，从古到今，从大到小忧患与安乐都会成为
一个真理，什么也不能脱离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明
白这真理，不要等到国恒亡时才感悟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二

在动物世界里，老虎能够独自称霸，马却只能成为其他食肉
动物的美餐，马并不比老虎的体型小，为何永远要做被害者？
是遗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老虎一代又一代那坚定



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逐渐进化成有尖锐的牙齿，锋利的爪子，
让其他动物都敬而远之的百兽之王。马，只图一时太平，遇
到危险只知道逃避！躲过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最后它们
只能成为只会吃素食，整天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被捕食者！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锅里加满
冷水后，把一只青蛙放进去，然后慢慢加热。水开始是凉的，
变温的速度很慢，青蛙觉得比较适应和舒服，并不想跳。随
着水温逐渐升高，感受到危险的青蛙决心努力跳出热锅，但
为时晚矣。最后，活蹦乱跳的青蛙被烫死。与此相对照，把
青蛙扔进一口沸水锅里，受到强烈刺激的青蛙奋力一跳，成
功地保住了性命。

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这只青蛙第二次之所以能“逃离险
境”，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于是便使出全部的
力量跳了出来，第一次由于没有明显感觉到刺激，因此，这
只青蛙便失去了警惕，没有了危机意识，它觉得这一温度正
适合，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逃出来
了。

每个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有人选择应难而上，有人选择知难而
退！曾经有人说一个人要堕落自己要比提升自己容易得太多，
说的没有错，安逸享乐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的
享受。忧愁祸患虽然会给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却是催人奋
进的精神食粮！做错事并不怕，可怕的是同样的错误还会发
生第二次！如果有人曾经因为你的错位责备过你，训斥过你！
我想我们不应该去记恨他们，因为是他给了你不再范同样错
误的警告。

每个人不可能快乐幸福的过每一天，让我们成熟的，是经历
的，磨难的！我要走我自己的路，纵然很崎岖，纵然很陡峭。
但我依然勇往直前。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控制我命运的



权利。纵然困难重重，伤痕累累，但我不会犹豫，不会后悔。
因为当我回首时，我可以指着那条尽是痛苦和泪水的路，大
声骄傲的说：看，这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路！

每个公司，企业都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起来的，那些如今成为
世界的大企业，大集团。遇到的困难与阻力，或许不是我能
想想的出。就像海尔集团，如今是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
造商，也是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海尔的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带领员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进而说道我们万博，或许我
们现在遇到阻力了。一个第三产业，自己的命运或许与另一
个企业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只要我们坚强面对，一
切困难问题都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坚信，命运最终是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亘古不变的哲理。深深地震撼着我
的灵魂。阅毕孟子之文，思绪飞扬，心潮澎湃。

轻叩历史之门，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穿越历史的尘埃，一
个个无比强大的朝代掀起尘土冲我咆哮着，却又带着哀怨慢
慢远去。

以史为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规律在浩瀚的历史长
河中清晰而又深刻地警醒着古往今来的统治者。给予我深刻
的智慧与启迪。

遥想始皇当年，正是“出则”有“敌国外患”才能吞并六国、
君临天下。意气风发的他，自比三皇五帝，以为万世千秋都
在掌握；修长城，建丽陵，造阿房宫，尽享“入则无法家拂
士”的安乐。可惜秦二世遂即倾覆，阿房火数日不熄。这不
就是安乐的好处吗？纵观千古，哪一个朝代又不是这样？难
道守住一方江山很难吗？不，不难。只是那一颗颗励精图治



的心，在长年累月的纸醉金迷中，失去了当年锐利的光芒。

国犹如此，人何以堪？舜、傅说、胶鬲等人崛起于忧患之中，
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折磨使他们走上了成功之路。
太史公有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
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后著《国
语》；韩非子囚秦而写《说难》；司马迁遭宫刑而完《史
记》??成功人士之所以会有所作为，是因为他们有着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与不懈的努力，凭借着自己“打不死的蟑螂”
精神为自己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言及至此，联想当下的有着“娇（气）骄（傲）奢（侈）独
（特）散（漫）”之美誉的“富二代”。他们肆意挥霍、尽
情享受，丧失了父辈的“忧患“意识，习惯了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安乐”，从未体验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
滋味。父辈辛勤闯下的一片天地，挥霍干净。把也许，他们
的父辈给他们了许多财富，但独独就忘了一件宝贝——磨砺。
试问，谈何青春之奋斗，谈何民族之崛起。呜呼哀哉！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不是吗？青春的色彩在
奋斗的汗水中会更加绚烂。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一定要勇于磨
炼自己。在生活中、学习中我们要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
不能一味贪图“安乐”的现状，否则美好的未来就会渐行渐
远了！

只听得孟子喃喃自语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活不
就是这样吗？没去过地狱的人，永远都不认识天堂！

还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个波斯商人坐船出海，之前没尝
过坐船的苦，哭闹得让人心烦，大家百般安慰也无济于事。
一位哲学家把他推入了大海，几经沉浮才拉他上船。从此，
波斯商就非常安顿，有说有笑。原因何在？哲学家说，历经
灭顶之灾的忧患，才知安乐的价值。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四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
和看法，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那么
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举了六位古今名人的事例，
得出困境出人才的结论，进而深化至统治者治国也要有忧患
意识，统治者治理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国家都会灭亡，更
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团体组织、
任何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真理。

《汉书》上有：“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当一个人的事业
达到顶峰时一定要试想自己落魄了的样子与处境，这样才能
激励他不断上进，奋斗拼搏，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则
盛极必衰，一代不如一代。动物便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福为
保护鹿大量捕杀狼，短时间内鹿群数量猛增，但最终失去天
敌和忧患意识的鹿从原来身体强健的几万只锐减成病怏怏的
几千只。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二，一是捕狼之举严重破坏生
态平衡，草、鹿、狼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鹿群最终减少，二
也是鹿群没有天敌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便不再大量运动，
也没有理由担心，最终体质整体下降，这样下去一场小病就
能让他们消失，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忠谏良臣魏征曾说：“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奢华安逸往
往能使人失去安分与老实，多添浮躁，不会思危，就像闯王
李自成。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军入京，进城后军心懈怠，认
为大功告成，“日日过年”风气流传开来，所有人都等着加
官晋爵，清军入关之时，闯王军队却一败涂地。由此可知，
居安不思危是多么不利于生存和发展啊，只有居安思危国家
才能长治久安。



大思想家孟子都专著文章论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
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让我们从现在起加强忧患意识，努力
提升自身能力，不要妄想别人后退，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
步，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五

古代诗文总有种独特而强大的磁场，无论是细腻优美的笔下
美景，还是缠绵悱恻的纸上情话，亦或是一心为国却壮志难
酬的志士心声，又可能是耿直有为而愤恨黑暗的能人批判，
也可以是满腹锦纶又历尽世事的学者忠言。

简短而不简陋，华丽而不造作。真诚，绝不虚情假意，有力，
绝不随波逐流，深沉，绝不泛泛而谈。瞬间就能把人吸引住，
细细品味后便深觉获益匪浅。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散发的磁场是慑人的。至少，
它毫无疑问地慑住了我，指引着在成长道路上有时感到迷茫、
惊惶、沮丧的`我。我从这几句文字中，读出了一种气场，一
种力量，我将它像霞光般披在肩头，学会坚强，学会勇敢面
对挫折而不只是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

很有趣的，第一次了解到这篇古文是在小学班主任的教诲中，
她只是提及了其中的九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她说这
是永不会变的真理，而我也在心里默默念叨：听起来确实在
理。第二次与之见面已经是中学六年级，因为违反班规，全
班的同学们被罚站。当时，中学的班主任踱步于操场上、烈
阳下、摆着“苦瓜脸”不停嗞汗的同学们之间，同样是声声
的教诲，她说到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并将这



一整段大声地说了下来。骄阳灼烧的盛夏，混着蝉鸣，似曾
相识的语句，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再后来，初一课堂上，
我和它正式会面了，一字一句，翻译理解，经过几个朝夕相
处的日子我已与它十分熟络了。

这是我与这篇古文相遇的故事。

我热爱所有的古诗文，但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具
有的力量是独一无二，不可思议的，从和它熟络的那天起，
我便渐渐感知到了这一点。

当我考试失利，垂头丧气；当我被人误解，受到委屈；当我
遇到难题，难以解决；当我经受考验，失去信心；当我厌倦
疲累，不愿坚持。很神奇，我可以从它所叙述的无论是那些
传奇版的历经磨练，最终获得成功的名人事例，还是那些经
典的，听起来有些夸张骇人，但字字铿锵真切的理论中获得
信心、支持与鼓励。

每每想到它，我便警戒自己不能再一味期望不切实际的一帆
风顺，应该正视所有的坎坷、挫折与困难，以考验自己的名
义和心态，快步地、永不回头地向未来进发。

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与我算是有缘的古文，
拥有的巨大的磁场与气场，以及能够指引着我不怕跌倒，奋
力前行的力量。

一人漫长，必经坎坷。然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中原文及翻译篇十六

想必大家都有听说过“温水煮青蛙”这个故事，当舒适的环
境麻痹了青蛙的警惕，在危险来临时，再逃离险境已来不及
了。这告诉我们需时刻保持忧患的意识。



时刻保持一颗忧患的.心，不让自己身陷危机而不知。古时，
齐国君主想收服楚国，齐国的谋士管子就让齐桓公花大价钱
去购买楚国的鹿，楚王听闻了，喜出望外，丝毫没有警惕之
心，结果，齐国花了几年，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楚国收服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楚王在面对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时，没有
忧患意识，当他反应过来时，已为时已晚。所以，保持一颗
忧患的心。

时刻有着忧患的意识，可使自己在这种意识中不断进步。在
学校，需要有忧患意识，才能不断激励自己，获得下一次考
试的进步。就例如孙杨，这位家喻户晓的游泳冠军，如果没
有忧患意识，而是沾沾自喜，不努力训练，他就不会再一次
次超越自我；中国，如果在清朝时期，君主有着忧患意识，
就不会一再衰落，而落得被挨打的下场。

时刻保持忧患的意识，不让自己在安逸的环境逐渐消亡。曾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曾有一些渔民出海打鱼，但是当他们
回到陆地，鱼就已经死，卖不了好价钱，唯有一个老渔夫，
打回来的鱼都是活蹦乱跳的，这让众人都不免疑惑：“为什
么我们的鱼回到陆地后就死了，而你的鱼却都还活着？”老
渔夫笑了笑，打开了装鱼的箱子，发现了这里面除了老渔夫
打的沙丁鱼，还有几只鲇鱼。老渔夫说：“鲇鱼是沙丁鱼的
天敌，沙丁鱼时时刻刻都在躲避天敌，自然会比较有活
力。”正是因为有天敌的存在，沙丁鱼一直保持着警惕，没
有在舒适安逸的空间死去。

就像现在实行的企业兼并和企业破产制度，这样的制度，有
利于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在这种忧患的意识下，不断提升
自己。而如果没了忧患的意识，只享受着安逸，就像那被温
水麻痹的青蛙，就像那被馅饼砸的忘乎所以的楚王，就像一
百多年前被挨打的中国。

所以，保持一颗忧患的心，不要到了最后才知，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那时，再后悔，已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