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伍子胥列传读后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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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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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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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三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
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



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
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
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
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
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
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
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
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
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
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
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
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
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
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
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
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
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
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
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
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
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
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
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
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
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



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
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
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
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
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
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
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
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
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
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
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
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
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
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
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
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
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
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
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
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
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
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
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
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
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
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
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
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



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
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
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
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
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
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
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
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
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
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
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
之后的心得！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四

为了这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刺杀，“节侠”们牺牲了太多太
多：太傅鞠武直言进谏，不惜自己放弃全局；田光为明清白
激荆轲，不惜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一员猛将樊於期为了得
以成功刺秦，献出自己的首级。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刺秦不成，岂不白搭性命？！

田光在临死前，在笑。他俯下身去，唯唯地答“喏”，却在
笑。他一定洞察了这一切：看出太子丹对他的不信任，看出
太子丹“非节侠也”。也许，这笑，正是嘲笑太子丹不信任
所用之人的不讲义气。

孟子云：“舍生而取义。”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么？田光终究自刎了，为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应该是
个节侠，不能违背太子丹的嘱托，只好自杀以明“义”。为
义而生，为义而死。南宋文天祥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末，于谦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只
留清白在人间”；再到戊戌变法中，谭嗣同高歌“我自横刀
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而牺牲，他们都是为义而死，
希望“义”的侠客精神永存于世，愿人们都能为自己的承诺
和理想放手一搏，甘为最后一丝光明舍弃一切去奋斗，去捍
卫自己的“义”。

作者：沈萱元，上宝中学七年级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五

在我国古代所有的史料书籍中，《史记》的大名可谓人尽皆
知，而作者司马迁也因此声名远扬。我们都知道《史记》是
一本纪传体通史，里面的内容分为本纪、世家、列传等，记
载的都是一些威名赫赫的大人物，说白了，都是些王侯将相
之类的人。可是就在这些大人物之中，司马迁专门给几个小
刺客列了一传——《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这几个小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有
人也许只听过荆轲，没关系，这不重要，这几个小刺客真的
都可算是小人物：比如曹沫、专诸，只是个勇士，后来也没
有什么大的成就;豫让只是个家臣;聂政、荆轲就是个侠士。
与记入《史记》的人来说，这几个人着实算得上草民了。

那么，司马迁到底为什么列了列传去写他们?

仔细想想，这背后的原因，无疑都指向一个答案：这是他有
意留给世代君王的“项上之剑”。历代君王都是高高在上的，
打个喷嚏九州都要抖三抖。但是，即使君王本领高强，权力
遮天，也绝对不能忽略小人物!我想，司马迁大概也是这么想
的，如果看不起小人物，视其为草芥，那么小人物发起怒来，
也是很可怕的，他们会让你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有可能你正
吃烤鱼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给了你一刀——专诸;有可能
你在厕所艰辛奋战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要杀你——豫让;



有可能你正在和下属吹牛显摆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人要抹
你的脖子——曹沫;有可能你在家里闲着没事正放松的时候，
突然冲出一个人捅死了你——聂政;读后感·如果你觉得你是
帝王，身边保镖环绕，安保系统完善，但你根本无法预料到，
这一刻你面前手无寸铁的人会不会下一刻就从地图里掏出了
一把匕首——荆轲。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这就是悬在各位帝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这一传虽然说
了很多，但总结下来，却都逃不过一句“士为知己者死”。
我觉得司马迁的整体分布称得上是完美了，虽然只是时间顺
讯写下来的，但仍把最震撼的故事留到了最后，为整个春秋
的此刻们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超越了知遇之恩，是一
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共鸣，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甚至
生死的界限都阻挡不了他们。

他们时时刻刻徘徊在生死仁义之间，这大概就是他们的伟大
吧!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六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
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
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
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
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
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
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
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
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
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
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
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
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
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
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
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
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
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
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
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
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
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
于秦，有以也夫！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七

有这样一本书，它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有这样一个人，在逆境中磨炼意志，心怀理想并
为之奋斗，最终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的宏伟目标。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而那本
书也正是他所撰写的史学巨著《史记》。

很多人读史记都是被书中描写的帝王霸业与世家传奇所吸引，
我却独爱《刺客列传》这一篇。许是因为我自认有些懦弱，



对于这些有勇之士便格外敬佩，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侠义精神
更令我为之动容。《刺客列传》全篇共描写了五个刺客的故
事，始于曹沫，终于荆轲，中间依次为专诸、豫让和聂政，
读来使人震撼不已。而其中最打动我的，当属豫让和荆轲了。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在成为智伯的家臣后，受其重用，
得到了“国士之遇”。后智伯被赵襄子杀害，豫让为报知遇
之恩，决心要杀掉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矢志不渝。他隐姓埋
名，接受宫刑混入了赵襄子宫中，不料被发现，首次刺杀未
能成功。此后，为了再次行刺不被认出，他竟用漆毁了容，
吞炭弄哑了嗓子，乔装打扮使人无法辨认，连他的妻子都认
不出来。不幸的是，这次他仍被赵襄子擒获。豫让自知生还
无望，然智伯之恩未报，于是他请求赵襄子将衣服脱下一件，
通过剑击襄子之衣象征性地达到报仇的目的。赵襄子感动于
他的义气，答应了他。/让于是拔出宝剑击刺襄子之衣，仰天
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后伏剑自杀。豫让的刺杀行动
虽然都没有成功，但他的这种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
的精神却深深感动了当时的人们，“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
泣。”从他勇敢的行为中，我也看出了他可贵的精神，并深
受鼓舞。

而说起荆轲，“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我就不
多加赘述了。《史记》中详尽的描述了整个刺杀过程，尽管
最后刺杀没有成功，但荆轲在秦庭不畏秦王、英勇抗争的英
雄事迹却被历代传颂，直至今日。

在这些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闪光的品质。他们有着“言
必行，行必果”的精神，为了实现承诺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他们更有一种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他们不畏
强暴，为实现自己的任务将生死置之度外。正如孟子所
云：“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读《史记·刺客列传》，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古代刺客的勇敢，
感受到了易水送别的悲壮，更感受到了荆轲刺秦王的惊心动



魄……太史公笔下的刺客，有着些许中华民族远古以来的尚
武精神，为中国崇尚中庸的文化传统注入了“匕首”的刚性，
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

作为少年的我，虽然还没有能力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应
该受点侠气的熏陶，做个勇敢的小男子汉才行。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八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
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
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
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
《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
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
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
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
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
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
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
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
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
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
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
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
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



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
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
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
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
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
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
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
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
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
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
“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
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
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
样。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
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
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
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
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
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
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
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
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
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
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
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
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
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
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
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
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
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
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
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
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
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
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
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
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
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
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
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
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
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
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
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
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
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
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



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
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
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
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
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
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
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
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
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
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
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
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
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
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
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
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
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
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
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
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
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
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
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
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
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
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
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
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
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
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



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
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
值得细读。

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九

夜读《李将军列传》，二千年前的故人故事在灯下犹如活过
来一般。读第一遍，便为李将军功勋卓著，却长期遭受压抑，
最终被迫自杀的不幸遭遇而扼腕痛惜。读第二遍，又被李将
军的美好德行而深深感染。读第三遍，不觉出了一身的冷汗，
一代名将李广的高风亮节足以使我辈凡夫俗子永生景仰。

李广作为将军，一生征战沙场，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英
勇善战，智勇双全，带兵有道，常常为兵士做出表率。当李
广带着百来骑兵追击射雕者的时候，凭着自己高超的射术，
杀死两个，活捉一个。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
匈奴骑兵。这样的紧急关头，李广的百名骑兵大为惊恐，想
回马飞奔逃跑。可李广却镇定自若，出奇谋退了敌兵，保全
了部队。真可谓有勇有谋，紧急关头现大智，在士兵前做出
了表率。

李将军又是一个重情重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将军。李
广的俸禄为两千石，四十余年，家里却没有多余的钱财。每
受赏赐，他总是和士兵们一起分享。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
水的地方，见到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喝到水，李广不去靠近
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吃上饭，李广一口饭也不尝。李广对士
兵宽厚和缓不苛刻，士兵因此爱戴他，都甘愿在他麾
下，“咸乐为之死”。所以每次战斗，李广的部下总能拧成
一股绳，奋不顾身，英勇杀敌。

李将军还是一个敢于负起责任的人。在最后一次和卫青共同
对付匈奴的时候，卫青让朋友公孙敖和自己一起攻打单于，



而把李广调开，让他从东路出击。东路有些迂回绕远，最终
迷失道路。卫青派长史责令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受审对质，
而李广却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
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去了之后，因不能再受那
些刀笔吏的侮辱而拔刀自刎了。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死。

现代人很少有少有能负起责任的。一个公司里出了问题，主
管就会说，这是张经理的错，是李经理的错。一个小孩偷了
别人的东西，被人抓住后，他会说，这是我妈妈的错，她没
有给我买最好的。一个学生成绩下滑，她会说，这是我爸爸
的错，他没有给我请家教。这就是没有负起责任。

日本有家三菱公司，在上海开了一家分店。进入上海市场之
后，市场占有额迅速增加，没过多久，就抢占了大部分的电
梯市场。上海原先那家最大的电梯公司寻找原因，一直没有
找到。后来才发现是这样的：三菱公司的员工都能负起责任，
这已经成为了他们公司的文化。当顾客打电话说电梯出了问
题，三菱公司的员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错，我马
上赶来。便开始找原因，开始维修。结果发现是使用电梯不
当造成的。然而我们来听听别人是怎么说的：“这是我们的
错，是我们没有让您很清楚电梯的使用。”结果用户很不好
意思。

上海电梯公司不是这样的。当顾客要求维修时，他们首先会
反问几次，不是吧？怎么会呢？上次不是好好的吗？然后极
不情愿地缓慢过去，检查完之后，他们告诉顾客，这是那些
该死的装电梯的错。顾客于是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
修电梯的。他们回答。所以，负起责任，讲究诚信不仅在我
们的人际交往中是一张通行证，在经济领域也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和谐。

李广的品性值得我们学习，也促使我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