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孙子传读后感 孙子兵法读后
感(汇总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
大家可以喜欢。

孙子传读后感篇一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
畏危。

意思就是：君主之道，说的是务求政治清明，要让百姓和君
主的愿望一致，同心同德，这样就可以为君主而死，为君主
而生，从而不畏惧危险。这里，孙子提出了“道者，令民与
上同意”的思想，并把道（即政治条件）列为筹划战争全局、
预测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言外之意，作为君主，必须注意
考虑民众的需求，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
民众的支持。

再结合到战争上来，这就要求战争的筹划、组织者，要尊重
民众意愿，想方设法使统治者与民众间的意志统一起来，上
下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才能夺取胜利。

孙子“令民与上同意”的谋略，也启迪了后世兵家。《吴
子·图国》云：“国内不和，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官兵
之间不和，不可以出阵；兵阵内部各部分不和，不可以作战；
战争中行动不和，不可以决战决胜。”

《淮南子·兵略训》进一步总结道：“地广人稀，不足以为
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
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



必亡。”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是军队取胜的重要因素，同
样也是现代企业竞争制胜的谋略。企业经营的成败，关键在
领导者能否使员工与企业同心同德，荣誉与共。

由此看来，奖励士卒、荣誉与共，是军事家，企业家推
行“令民与上同意”的常法。概括的说，是以己推人，由己
所欲而知“民”所欲，以满足“民之所欲”，达到“与上同
意”。

《孙子兵法》全书对道、将问题的表述，可以看出三点：

从决定战争胜负因素来说，“道”是首位的，“将”是次位
的；

从“道”、“将”之间关系来说，道制约将，将服从道，政
治路线决定干部路线；

选择将帅，政治条件是首要条件。将帅修养，首先是政治素
质修养。

“以道为心”，就是提倡领导者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注重
政治品德修养。

众义士救存赵氏孤儿。战国时期，赵国大司寇“屠岸贾”与
相国“赵盾”有仇，“屠岸贾”借机杀死除赵朔（赵盾之子）
妻子之外的赵家300多口人。原来，赵朔妻子身怀六甲，即将
生育，她事先得知消息，逃回了王宫（赵朔之妻为赵国国君
景公的姐姐）。屠岸贾担心孩子报仇，故派重兵围住王室，
再次过程中，还好有公孙忤臼（赵盾门客）、程婴（赵盾门
客）以及韩厥（屠岸贾手下将军）的帮助，救了赵氏孤儿。

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



这时景公对屠岸贾早已不满。程婴见时机已到，将赵氏冤情
禀告景公，在将军魏绛的支持下，景公将屠岸贾斩杀，为赵
盾已加平反昭雪。

民为水，君为舟，民以载舟，民以覆舟，就是这个道理，在
我看来，战争中的民即为创业世界里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战
争中的君、将即为创业世界里的决策者。

之前看过论语上说得一句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
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就是说，管理1000辆战车的国家，
就要严谨认真地办理国家大事，恪守信用诚实无欺，节约财
政开支，爱护百姓，奴役百姓要不误农时。

可能就是这样吧。

孙子传读后感篇二

上一篇主要讲的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始计篇）的第三
部分，诡道/用诈，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
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
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
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
可先传也。”的思想。这一篇文章主要介绍《孙子兵法》的
第一篇“始计篇”的第四部分，示弱。

意思就是：本来是能攻或者能守，却故意把自己伪装成不能
攻或者不能守，没有力量的样子，诱骗敌人上钩。关于“示
弱”思想，后世兵家多有论述：

《淮南子·兵略训》云：“用兵之首，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
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六韬·武韬·发启》云：“猛兽
将搏，弭耳俯伏；对人将动，必有愚色。”意思就是：凶猛
的野兽准备捕捉食物，先低着耳朵把身子贴俯在地上不动；
聪慧的人准备行动，先表现出一副愚弱的样子。



“能而示之不能”之所以有奇效，一是由于示弱能麻痹敌人，
造成判断的失误；二是可以让敌人先机而动，使其作战意图
暴露无遗，从而创造战机，战而胜之。但是，事物总是一分
为二的，在运用“能而示之不能”时要把握两点：一是示弱
要适可而止，示弱的过程是创造战机的过程，一旦战机成熟，
应即刻收弱逞强；二是示弱要与出奇结合，示弱不是目的，
要暗中设下伏兵，示弱在前，出奇在后，方能乘隙破敌。

“能而示之不能”是克敌制胜的妙法。《孙子兵法·始计篇》
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
去之。”

意思就是：将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一定能胜利，
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作战必定失败，我
就离去。

这里“留之”、“去之”的标准在于“将”是否“听吾计”，
而“将”是否能“听吾计”的关键又在于“吾”是否识才，
换句话是，“吾”若识才，则“将听吾计”，并且“用之必
胜”；“吾”若不识才，则“将不听吾计”，结果只能
是“用之必败”。孙子在这里提出的思想，实则为领导者如
何识才的问题。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同样，人才也是有的，关键在于领导者是否善于识别人才。
领导者只有了解人才的特点，把握好识别人才的原则，掌握
识别人才的方法，注意发现潜在人才，还要警惕口蜜腹剑者，
才能成为善于识才的伯乐。

“示弱”是一种暗示，暗示着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切不可狂妄自大；

“示弱”是一种提醒，提醒着我们不要看不起任何人，可能
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的“示弱”。

所以，到最后呢，无论自己官升几何，在为人处世以及战略



决策上都不可莽撞，要时刻清楚自己的定位。

对于创业领导者而言，识人才是双向的，不合团队价值的不
要，不积极上进的不要，这可能也是组建一个铁打的军队很
难的原因吧。

孙子传读后感篇三

计划，单变于事迹，成演于话语，集点过往心思，携带书中
历练，

谋略，掌前后之明，点岁月之命程，画风雨之习变，收成功
之泪幕

令发，兵由将来问，将由时来判，时由自然定，变化万千，
形势不改

————题记

预走千里之遥，先观自己过往的路程，再看眼前之事迹，再
守门下岁月之历练，拔下心中的锁甲，卸去过往的烦恼，辞
去沧海的忧愁，把自己演绎成少说多听，心无怨，意无狠，
回忆无忧伤，消去朋友带来的路程，组合出自己的路段。

欺人如欺己，小欺，欺自己，大欺欺朋离，欺事如欺世，小
欺，负一生，大欺，负三代，若不出家门，欺骗父母，则是
欺骗自己的前程，会有人诉到，门前无人助，心中两行泪，
他人不演讲，时间判你苦，若欺骗朋友，小则得一丝之利，
大则得一世不聚，自己走的路程变成了，朋友越来越少，怨
声越来越多，自己变成了孤独的一叶。

一朝，一挥，缺一半，犹如有心无相思，如同相遇不怀念，
如同知道不不辅助，如同看透不去帮助解透，如同听见有福，
就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如若听见危险，就天不管，地不问的，



一味的往后撤。

点过往之事，看红尘之路，思无助，心无行，意执着，不知
何去何从，走在迷茫的路上，一念的不规定，照写了，难以
回改的遗憾，此时心回首，意停留的在伤痕的街口，坐着离
别的船只，风却把自己推向了无人过问的沧海，此时，无人
管，无人问，无人理睬。

温暖的问候，希望的祝福，无私的美丽，心意的伴随，深情
的友谊，带动了万景，牵动了沧海，历练了人生，磨练了四
季。

独一无二，旷古烁今，约下之人美如雪，亮出光辉展天涯，
懂你的是那颗会受伤的心，你用你的相约来感到着天涯，演
唱着海角。词语万千却不能描述你的姿色，心中百般话语难
以讲述你的永恒。

你有你的伴，你有你的欢乐，风雨打不动，彩虹难遮掩，岁
月难留住，骄而不傲，停而不动，走而无声，留而无音，断
而无情，掌而无影。

人伴欢乐，话随快乐，事留魅音，携着情思也好，带着怨恨
也好，都要经此景，命此运。

用心讲述着温暖的话语，用意细品着对方的思盼。事如钩，
牵着过的的离别和辞景。

说时迟，讲时快，岁月不留心，心却留意景，受折的心思，
弥漫的心理，谈着放手和自弃，一生之中在于春，一世之中
在于令，忙时多思考，闲时多看书。

神来守，佛来护，鬼来做嫁衣，冒着烟云问过客，不识人中
世界梦，月落花残风雨路，几何沧桑把景望，叹断苍穹泪相
约，一心只等回首醉。



画心画意难画雪，简短的相遇成了笑话，相守的时间的却不
能相知。

孙子传读后感篇四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行
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
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
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意思就是：

事先不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和图谋的，就不能预定外交
方针；不熟悉山林、险阻、水网、沼泽等地形的，就不能行
军；不使用乡民做向导的，就不能获得有利的地势。所以出
兵作战以欺诈取胜，以对自己是否有利来决定行止，要根据
敌人兵力的分散和集中的状况，来变化自己不同的战略战术。
所以，军队的行动迅速起来像疾风，慢起来像森林那样，风
吹过时枝摇而杆不动，攻击和侵略时要如同烈火，坚守和驻
守时要像山岳一样不可动摇，难以窥测要像阴云蔽天那样，
行动起来要像迅雷不及掩耳。占领和掠夺敌方的乡村城镇，
要把资财及时分配补充给自己的军队；打下来的地盘要及时
赏给有功者，要权衡利害关系，然后相机而动。先懂得迂直
的计谋就能取胜。这就是争夺主动制胜条件的原则。

两军交战，只有知敌我之情势，才能调动军队，争取胜利。
因此，为避免腹背受敌，就要先知道诸侯们的动向；为避免
遭到埋伏，就要熟悉地形；为得地利，就要任用向导。

要以是否对自己有利来决定行止，要把敌人的近直之路化为
迂远曲折，使其利变成不利。而把我方的迂远曲折化为近直，
使我之不利变为有利。



在战争中要注意隐蔽自己的企图，避开敌人的阻碍，在敌人
觉察不到或防守薄弱的地方绕道而走，出敌不意地达到自己
的军事企图，以取得胜利。

公元前623年，晋文公事晋、齐、秦军救宋，与围宋的楚军在
决战时，就是采取了以迂为直的战法打败楚军的。

战斗开始时，晋军为避免与楚军的中军主力决战，令军士把
驾车的马蒙成虎皮，先向楚军的右军进攻。楚右军是由盟军
组成，战斗力最强，遭打击后立刻溃退。

晋军又故意佯退，诱歼战斗力较弱的楚左军。楚左军又被歼。
这时，楚统帅下令撤回楚地，晋文公就这样利用以迂为直的
计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要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迂”与“直”本来是一对矛盾体，
但在军事战略上，“直”往往最难达到的，双方的注意力都
在于此，成了实际上的“直”，“迂”和“直”往往会发生
转化。

知敌我之情势！

熟知敌我，才可作出最准确的判断，才有可能取胜！

孙子传读后感篇五

这一篇文章主要介绍《孙子兵法》的第一篇“始计篇”的第
三部分，诡道/用诈。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
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
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意思就是：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因此要求做到：能打却装作不
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要向近处却装作要向远处；要向
远处却要装作要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
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卒
强锐，就暂时避开他；敌人暴躁易怒，就设法挑逗他；敌人
谦卑谨慎，就设法使他骄横；敌人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他疲
劳；敌人内部和谐，就设法离间分化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
处发动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时采取行动。这正是军事家指
挥艺术的奥妙精髓，是不可预先传授说明的。

孙子认为“兵以诈立”，认为用兵打仗靠诡诈多变取胜，要
根据利益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根据兵力的分散和集中进行
变化。

孙子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思想，高度概括了战争行
为的本质，兵无谋略无以为战，这构成了孙子军事思想的主
体。

正因为诡道反应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后世兵家对孙子“兵不
厌诈”推崇备至。《十一家注孙子》中。

曹操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李签说：“军不厌诈。”

梅尧臣说：“非谲（jue）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

张裕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比在诡诈。”

可见诡诈是杀敌取胜的法宝，在战场上，不用诈就难以克敌
制胜；不施谋略就等于把自己军队送进坟墓。



仅以中国古代战史为例：

西汉初年，冒（mo）顿（du）单于示弱诱敌，尔后突然出击围
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是“能而示之不能”

三国时，吕蒙称病隐退，麻痹关羽，一旦得逞，即白衣渡江，
进占荆州，是“用而示之不用”

笠泽之战中，越王勾践声东击西，侧翼佯动，中间突破，大
败吴军，属于“近而示之远”

楚汉战争中，韩信正面牵制，迂回进击，木婴渡河，平定魏
地，是“远而示之近”

其他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
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诡道战法，也都
受到后世将帅推崇。

诡道之术丰富多样，灵活多变，但千条诡计，万般奇谋，也
有一定规律可循。其中最突出的可概括为两点：

一是“示行动敌”，即通过伪装、欺骗、造成对方错觉，调
动敌人，战而胜之；

二是“量敌用兵”，即兵家根据战场形势，实施灵活机动的
指挥，因敌变化，随机处置，能打则打，不能打则不打，始
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上述两点，是孙子“兵者诡道”之术的精髓。

战争是智谋的较量。感性的直观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特洛伊人没想到精致的木马中会暗设机关，被西农（希腊人
的间谍）花言巧语所蒙蔽；曹军也以一般的作战心理对待赵
云的空营之策，这是“木马计”与“空营计”取胜的主要原



因。

《投笔肤谈·持衡》云：“善制敌者，愈之使敌信之，欺之
使敌疑之，韬其所长而使之玩，暴其所短而使之惑。”意思
是说：善于克敌制胜的人，愚弄敌人，使其信()以为真；欺
骗敌人，使其产生怀疑；隐匿我军长处，使敌人疏忽；暴露
我军的短处，使敌人迷惑。这就道出了兵家的权谋诡道的真
谛，在于使敌失误，步入圈套。

《十一家注孙子·王哲》说道：

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

信者，号令一也；

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

勇者，徇义不惧，能果毅也；

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

五者相须，阙一不可。

对今天的领导者而言，

“智”就是战略智慧，有先见之明，审时度势，能运筹帷幄，
多谋善断，指定方针、计划，“智”的意义在于“胜人以
智”，处处棋高一筹，才能在工作中稳操胜券。

“信”就是诚实和信用，领导人的言行要使人深信不疑才有
可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是所谓“服人以信”。

“仁”即为领导对部属要有仁慈之心，关心职工的感情，保
护职工的利益，才可使组织有较强的凝聚力，这就是所谓
的“得人以仁”。



“勇”就是勇敢果断，知难而进，不怕失败，不避风险，处
事果断明快，决策及时敏捷，这样才能及时抓住机遇，实
现“趋时以勇”。

“严”就是要严明纪律，赏罚分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而且不仅要严一律人，更要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自己持
身以正，才能做到“驭众以严”。

读完这一部分，受益匪浅，不过在我看来，诡道是把双刃剑。

这一部分，我不禁初步了解了诡道的大致思路，更加懂得如
何避免被他人诡道的方式，俗话说得好，只有充分了解敌人，
才有可能充分取胜。

后半部分，再一次的重申了将帅的智、信、仁、勇、严五大
特征。特别是对于今天的领导人而言，五者相须，阙一不可。

孙子传读后感篇六

大家一定喜欢看书吧!相信大家的枕头边上演也一定有书。今
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枕边书。

一说起枕边书，我就能想起床底下被我放了一些“闲书”。
不过这些里面我最喜欢的要数我经常看的《孙子兵法》了。

孙子兵法，原著是“兵圣”孙子写的，里面大部分都是说孙
子写的兵法许多字我都不认识，意思自然也不会理解。我看
的这本是现代有改编过的。

在这里面我认识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和一些精彩的故事。比
如说里面的曹操非常厉害。官渡之战中，曹操在不利的形式
下，把袁绍给打败了。曹操先派军队全力攻击刘备占领的城
池，因为打过了刘备他就有胜利的希望了，打胜了之后，曹
操以免待劳之计让战士们休息。再以声东击西之计让自己引



兵假装攻打袁绍后方。再攻其不备，攻击颜良使用是袁军军
心大乱，最后曹操听从谋士荀攸的建议，全力以赴烧了，袁
绍的粮草让袁军，使军大动摇，袁绍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
太骄傲自负了，要不然可就可战胜曹军。

除了曹操，我觉得刘备取汉中这一战也很精彩。刘备取汉中
的计谋是这样的。刘备先避开地势要险的阳平关。进攻定军
山，不久就把定金山给攻下来了。之后加强防御，黄忠再设
计埋伏圈将夏侯渊打败了。然后再继续南下把许多县城给占
领了。最后用计谋夺取了整个汉中。刘备之所以能取胜，是
因为刘备采用了长途迁回，守险不战的计谋。

这就是我的枕边书生《孙子兵法》,它真是是一本“兵学圣
典”，我喜欢看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