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孙子兵法读后感(通用5篇)
就职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它标志着我们踏入了职
业生涯的新阶段。在就职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各种职
场挑战和困难？就职总结范文九：在这段时间内，我经历了
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也收获了很多成长和进步。

孙子兵法读后感篇一

诚实地说，作为一个一直对军事不大了解的女生，这是我第
一次精读《孙子兵法》，也是第一次精读军事类书籍，感觉
耳目一新。原来军事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遥远，它和我所学
战略、运营管理、经济学有很大的关系；原来军事并不是独
立的存在，和政治、经济、律法等一同构成国家治理这个大
框架下的一部分。尽管在具体问题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一
样的，也即是说在战术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下，
很多东西的方法论都是相通的，也即是说战术上是相通的。
譬如说，孙子之胜，是胜于庙堂而非胜于战场；这和政治生
涯的追求类似，长期来看，君子靠独立价值、独立人格带来
的晋升，胜于依靠某个领导的提携带来的收益（靠山也有可
能倒的时候）；这和这和二级市场交易的类似之处在于，长
期来看，从市场大势和公司基本面分析（对应《孙子兵法》
中的“道、天、地、将、法”）带来的收益胜于短期类做技
术分析（如同三十六计中的奇计巧谋）带来的收益。

我阅读的过程中，很欣赏的一点是作者的写作方法很丰满，
结构清晰，论据充足，客观而具有说服力。很像中国古代文
言文写的论文，古意盈盈。书中除了解读《孙子兵法》之外，
还引用了不是古今中外的战争事件来作为论据。

粟裕“行军必是无人之境，交火必是有利地形”，粟裕在地
形上下的功夫比谁都深。我联想到巴菲特，在互联网泡沫破
灭之前，互联网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仍然选择不动，他只投



资自己看得懂的行业，这和粟裕的只在有利地形交火不是有
异曲同工之妙吗?拿破仑在行军时十分注重卫生，他认为战场
上流再多的血，也没有宿营地不卫生对军队的打击更大。在
一般观点的认知中，军人都比普通人相对粗狂、相对能吃苦，
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生存。但拿破仑十分注重卫生这个细节，
这是军队内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得不承认拿破
仑是风险管理的高手。金融行业有不少大公司出问题，不是
在于对外业务做得不够好，而是内部风险管理不足，巴林银
行的倒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本书中让我感到共鸣最大的一部分是讲等待。孙子的观点是
先胜后战，没有胜算就等，和对方熬，用间谍、离间等方法，
等到平衡打破，等自己有胜算的这时候再战。李牧十年不战
只练兵，等到时机到了一战而胜解决所有问题。普通士兵因
为觉得长期不战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而感到焦虑；大将李牧
却懂得耐心练兵等待时机成熟之时再交战。这像极了之前读
到的不少讲二级市场交易的书（比如《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对待的观点!多观察，戒焦躁，不频繁交易；等时机成熟的时
候果断出手。李牧的练兵就如同观察市场和公司行情，这是
基本功夫，练兵千日才能在用兵一时的时候致胜；李牧的出
征就如同执行交易，这是技术活，但必须以基本功为基础。

总之这本书是给我开启了读军事类书籍的大门。工作和学习
中，很多问题之所以看不透想不通都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
换个视角，也许能让视野豁然开朗。

孙子兵法读后感篇二

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孙子兵法》。“兵者
无畏也，胜其常也，兵家道理，智在用兵。”这是我总结我
国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孙子所说的一句话。他创作了中国
军事书籍中最伟大的一部——孙子兵法。这本书讲述如火热
在战场取胜之道，最重要的'道理就在于——“知己知彼，方
可百战百胜。”



“疾如风，徐如林，侵蚀如火，不动如山。”我从电脑上知
道，现在《孙子兵法》已经成为美国军方每天的必修课，这
本书可真是魅力无尽啊!可是现在的社会十分和平，难道这本
名作就没有用处了吗?不是的!我坚决否认。因为从此书当中，
我学得许多道理，如：要冷静思考，要多加练习，要对自己
有十足信心。所以我参与了实践去检验历练了自己。

听我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吧，在暑假里面的一天，
妈妈让我写一张数学试卷，我不愿意动笔，因为都是些尘旧
老题，让人索然无味。妈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写过不代
表完全可以吸收啊，温故而知新!”我虚心接受了妈妈的教导，
对啊，孙子兵法中的孙子当然也是努力奋斗有勇有谋之人。
大约花了三十分钟就写完了。妈妈看了看，把分改出，我才
八十三分。妈妈说我心态一点也不平静。第二天，我又做了
一张试卷，这次我心平气和地写，终于得到了九十六的高分，
心里顿时高兴不已。妈妈也夸我有了巨大进步。

生活中，《孙子兵法》同样令我受益无穷!

孙子兵法读后感篇三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读了《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这
两本书中的一部分，深深的体会到了古人的智慧。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约5900
字。

它被誉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也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奇书
圣典，在全球都享有崇高的声誉；《三十六计》同样是一部
兵书，素有兵法和谋略奇书之称。

可惜的是，此书是何时何人撰写的，还不曾得知。



故古书有云：“用兵如孙子，策谋三十六。”这两部兵书在
全国乃至世界都十分著名，读完后能完全让人体会到了古人
的智慧。

虽然这两本书都是兵法，但还是有所区别：《孙子兵法》分
十三篇，分别有“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等等，
几乎完全包含了作战时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而《三十六计》
除了在战场上，在生活中也能应用，其中有许多人们耳熟能
详的计名，例如“无中生有”、“笑里藏刀”、“调虎离
山”、“浑水摸鱼”、“空城计”、“苦肉计”等等，令人
一听就知道此计讲的是什么。

这两部兵书完全体现了古人在沙场上的谋略智慧，能让人明
白许多在别处看不到的道理。

如果你想了解古代的谋略家、军事家是如何用兵出神入化的
话，那你真应该看一下这两本书，让你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
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孙子兵法读后感篇四

原文：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
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
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
受。

解析：孙子说：凡是用兵的方法，主将接受国君的任命和命
令，聚拢军队整装待发，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不要驻扎过夜，
在四通八达的地方要提前找好盟友，在地形险恶的地方不要
停留，在容易被围攻的地方要提前准备好方案，在没有退路
的地方要决一死战。有些路不能走，有些敌军不能攻击，有
些城池不能攻占，有些地利不能争夺，有些国君的命令不能
接受。



理解：打仗，情况多变，思维不能僵化，在不同的条件下针
对性的决策，时刻记得自己的目标，不要偏离，甚至要适当
的放弃短期利益，承受一定风险损失。

孙子兵法读后感篇五

因为很喜欢看《三国演义》，看了两遍之后好想看第三遍。
因为喜欢《三国演义》所以就想看《孙子兵法》。想多了解
古代时期人们的智慧，看完了《孙子兵法》后真的让我觉得
惊叹，前人的智慧真的不容忽视，《孙子兵法》真的是兵家
经典啊，它是在春秋末年写的但很具现实意义，里面一共十
三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兵势篇、虚实篇、
。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
间篇。《孙子兵法》的却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
瑰宝。在深刻总结春秋时期各国相战的经验的同时，集中概
括了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
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主要论述了
军事学的主要问题，并且揭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
律。

孙子在开篇提出了作战取胜的五个重要因素。“一曰道，二
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因为我文言文的功底不
太好所以要看看翻译才能理解到里面的深刻含义，“道”指
的是好的出兵理由，使民心倾向你这边。道是为了得民心，
做到上下同欲。的却如此，现在发动的战争大家都有目共睹，
哪一方是正义的必然会人心所向必。得到“天”、“地”强
调作战的天时、地利条件。“将”说的是领导者的策略、领
导能力。“法”强调法规纪律。将领只要熟知上面五点作战
的时候就可以取得胜利。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孙子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
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
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
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孙子》认为，要取



得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战争情况。它提出一些
正确认识战争情况的原则和方法。

２、“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善于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
去运用适宜的战法。为此，作战必须要预有准备，“先为不
可胜”，但决不能墨守成规，一切都要以敌情的变化为转移。

３、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认为：“军争为
利，军争为危。”两军相争，双方都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
在危险的一面。聪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把利弊俩方面都考虑
到，而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或有害的一面。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很值得看的书，不愧为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