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商君书读书报告 商君书读后
感(实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
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商君书读书报告篇一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
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
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
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
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
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
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
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
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
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
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
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
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
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
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
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
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
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
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
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
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
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



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
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
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
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
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
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
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
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
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
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
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
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
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
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
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
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
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
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
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
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
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
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
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
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
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



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
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
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
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
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
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
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
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
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
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
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
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
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
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
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
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读书报告篇二

《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
具体措施。

《商君书》论述了大量愚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为帝王稳固政
权，剥夺百姓人权的观点。例如：《商君书》中认为国家与
人民是矛盾的关系。人民强大，则国家虚弱。所以想要国家



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
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
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
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
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
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
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
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
斗。

商君书读书报告篇三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
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
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
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
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
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
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
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
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
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



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
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
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
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
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
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
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
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
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
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
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
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
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
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
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
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
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



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
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
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
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
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
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
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
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
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
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
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
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
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
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
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
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
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
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
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



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
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
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
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商君书读书报告篇四

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但是据考究，这本书并非他一人所著，
因为书中的《更法》《错法》《徕民》这几篇，是在商鞅死
后的事情，所以此书并非商鞅一人所著。书中集中了商鞅关
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对政治，以及政治如何驭民阐述的相当
露骨，以至于后世的改革家无一不是参考此书，据说在历朝
历代，都对此书封禁，只供统治阶级上层阅读，下层老百姓
读书人是不允许阅读的。具体原因只要你读过这本书就会明
白。我是在看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的讲座后被吸
引，于是专门找来阅读，我的古文水平一般，看个白话文还
行，看这种纯古文能力有限，所以买的是注释版，一段古文，
一段白话文的阅读，看这本书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凉”，越
看越冷，夏天看能起到空调的作用，冬天不建议观看，除非
家有暖气。这里我节选几段，古文与白话文的注释，勾引一
下大家的兴趣。

《商君书》去强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
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
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
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
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释】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
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
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
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



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
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
敢做的事就强大;对征战等国家大事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
的事(儒家把发动战争看做耻辱)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
国家贵在法制稳定。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君政务精
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只是满足
守住一千辆兵车的物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征战之事，士
兵用心效命，国家就强大;打仗时军阵安排混乱，士兵不卖力，
国家就会被削弱。

《商君书》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
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
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释】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
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
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
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
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
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商君书》靳令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
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
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
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
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
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释】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
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



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
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
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
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
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
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
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
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
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
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
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
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
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
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
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看商君书一定要平心静气，心有杂念不行，读不下去的，我
买了书以后，基本就是翻翻看，很长时间都没仔细阅读过，
一直到有些日子我很平静的时候，才仔细的阅读了一遍，你
心里平静，没有杂念，才能仔细地体味书中的意思，尤其是
古文的那种意境，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古文确实有着简介，
一语中的的精明作用。单从商君书每一篇的标题你就能看出
来，这本书值得阅读。当然这本书读过后，每一个人的见解
都是不同的，我读过两个版本的商君书，再加上鲍鹏山老师
的视频讲解，我发现他们对书中一些见解是有区别的。希望
大家感兴趣的话在阅读中多多体会。

我个人的体会是了解了商鞅的治国之术，了解了他对政治的
看法，同时通过他的这些方法了解了他是如何看待民，商，
兵，士，国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比如他的民弱国强，国强民
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
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
去强者，强。这一段话，简明扼要，阐述了自己在对待民与
国的关系上的看法，从这种简单却有效率的古文中，我们既



看到冷血，也看到了统治阶级对待民众的看法，另外大家还
可以看到古文很有意思的一点，硬邦邦的一个字，好简单，
但是却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书中的观点和做法确实让人很震惊，比如“国以善民治
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百姓去领导恶人，这个国家就会羸
弱;一个国家如果用恶民来领导善良的百姓，这个国家就会强
盛。】还有他对待战争的策略，“其战，百将、屯长不得，
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
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
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
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一场战争要得到敌人
的三十颗头颅才算及格，如果没有杀人那就要处罚，所以秦
朝能够统一六国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来，这
种残忍冷血的规定造就了秦王朝的统一大业，同时也注定了
他的短命。

《商君书》是中国人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
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百姓噩梦的开始。秦朝
以后，帝王们奉商君书为统治宝典，密不示人，在统治阶级
的愚民，弱民之治下，百姓昏昏而不得知。

商君书读书报告篇五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
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
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
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
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
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
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
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
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
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
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
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
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
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