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鬼谷子的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鬼谷子的读后感篇一

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多少我也收获到了些感悟。其一，好
胜心太强，终究不能成功；其二，我们生活处事总是要有个
度的。

好胜心过强的人莫过于魏国的太子魏昂。年轻气盛的魏昂带
领下的魏卒骁勇善战，攻打卫国城池时，他原先计划五日破
城，不料连攻八日，城池依旧挺立。堂堂大魏铁军，连不堪
一击的弱卫城池也奈何不得。他挂不住面子，愤怒而发起猛
攻，烧杀奸掠，无所不为。被欲望冲昏头的他，思想已被扭
曲了，每每攻下一座城池，便觉自己大有作为。再到后来，
公孙鞅特设一字蛇阵型引魏昂上钩。龙贾作为老将，苦口婆
心地告诫魏昂这是计，但他被之前的胜利蒙住了眼睛，自信
满满，一直前攻不退，十几万将士最终溃不成军。

看到魏昂悲惨的结局，我不禁联想到我七年级上册的学习，
可以说跟魏昂的好胜心半斤八两。七年级刚刚接触新校园，
我很想好好表现一番，希望能超过他人。可是偏偏不如愿，
成绩稳不住班级前列，我为此忧心忡忡。去找老师交流，我
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能超过别人呢？我的出发点不对吗？老师
告诉我：“别人不是你的对手，你是你自己的对手，要试着
去做最好的自己，超越自己。”我听话了，试着慢慢静下心
来学习，每一次考试我都会总结经验，与之前的考试进行对



比，只要进步了，我就会很开心。所以，有时候往往好胜心
太强，反而适得其反。

人都该有个度，要懂得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就好像那卫公。
齐威公这样赞颂他：“卫公绝非等闲之辈，别看他在小事上
唯唯诺诺，大事上从来断得分明……即使姬速（指卫公）处
处示弱，时时露怯，可是有一点你不得不服，二十年来，天
下无时不起烽烟，弱卫却是国泰民安，并无一丝祸战。”

联系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对老师长辈，下对同学朋友，
我们都应该刚柔并济、有进有退。进则刚烈不屈，坚持自己
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退则懂得换位思考，多为他人着
想，遇到不开心的事理智地解决，而不能单凭一时冲动鲁莽
做事。

鬼谷子的读后感篇二

通过《鬼谷子》，我学到了很多，但是遗忘了也很多。只是
读了一遍，整理了一遍。说话，决断，说服，等等，都看到
了很好的说明，都可以用于实际生活中。

反应是一种回环反复的思考方式。反是反复试探，应是回应。
反应是指投石问路以观回应，然后再行对策之术。反应是有
意识地刺探对方情况的谋略。鬼谷子的内揵术，不仅是取宠
之法，更是制君之术。内，进谏游说之辞，揵，纳谏，就是
坚持谋略，内侧重于言辞技巧，揵则侧重于游说的效果。

自天地生成以来，任何事情的变化发展必然会出现缝隙，小
隙不察，就有可能引来大祸。懂得“见微知著”，运用“抵
巇之术”去解决问题，就能在祸难来临之前及时防治，减少
危害。

飞箝术的运用，或用财物、宝石、珠玉、比喻财帛、美女容
色来引诱收买；或者依据他的才能的大小，用名禄地位来吸



引他；或使用抵巇之术，访查他语言、行动中的漏洞威胁他，
让他乖乖跟我们走，是最终目的。

实施忤合之术，自己一定要估计一下自己的才能智慧，衡量
一下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看哪些方面别人不如自己，然后度
量他人的优劣长短，分析在远近范围内有哪些有志之士，自
己还有哪些地方不如别人。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达到随
心所欲，既可以进攻，也可以退守，既可以合纵，又可以连
横，这样，才可以从事纵横捭阖的政治角逐。

一个没有足够实力的人，要想找一个强大的靠山，就应该自
己揣摩对方的心思，寻求最佳的入口。与他达成了统一，便
能借对方之力，获得更好的发展。

寻绎、琢磨那些外在表象的内在心理原因，是揣情的主要目
的。摩意术在使用时要遵循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在秘密
中进行，不被人察觉。暗地里对人实施摩意术，顺从着对方
的欲望去探测他的内心世界，适当的揣测、体会，导致某些
表象的内在心里因素必会表露出来，为我们所掌握。

对于在办公室丛林中生存的雇员们，职场的游戏规则告诉我
们：这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凡是给人家谋划事情，进行谋略的规划，都要查明事情的原
委，遵循一定的规则，即首先要追寻所面临的问题的起因，
进而探求事物发展过程特别是现在的各种情况。

判断自己是在进步，还是“明进暗退”，不能老和自己的过
去及不如自己的人相比，而是应当和最优秀的人和进步最快
的人相比。

替人决策时，若这种决策不会给对方带来利益，甚至会使对
方遭到损害，就是一种失误的决策。



作为长辈或上级，把自己曾经的过错暴露在晚辈或下属面前，
目的不在于自我做检讨，而在于以自己的感悟来教育对方。
这种借己说人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了融自我批评于批评中的
魅力和力量。自我批评比针锋相对的辩论、指责效果要好的
多。

回顾一下历史，再看眼前的现实社会，那些不轻易屈服的人，
常常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说明一个人只要能够消除畏惧，
听从意志的声音，敢于向强手、向困难发起挑战，那么这个
人就会有成功的可能。

万变不离其宗。能相时而动，懂得顺势而为，就能招财进宝，
事事畅通。捕获机会，见机而动，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
许多人却遗憾地失去了成功的机会。失机的原因恐怕体现在
两个环节上，一个是识机，一个是择机。

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迷惑。要有长远的规划，制定一个高远的
目标，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把理想和现实有机结
合，三思而决，这样的跳槽才有价值，才某可能跳的成功。
商场上的机会稍纵即逝，你不抓住它，它就会悄悄溜走。

鬼谷子的读后感篇三

读后感也可以抒发自己因读书而被激发的决心和理想，还需
要将读后感与实际明切联系，符合情理，写出真情实感的读
后感才更能让别人喜欢看，喜欢读。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主要就是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
能人鬼谷子的徒弟，一个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推动历史进
程的事迹。据说他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人不能及。

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

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



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

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而且，据唐
代杜光庭《求异记》记载，鬼谷子生于轩辕时期，历经夏商
周三代。所收徒弟个个大放异彩，名流千古。弟子们征伐天
下，鬼谷子坐镇深山、翻云覆雨，不动声色的看着弟子们一
点点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这样一个不谙世事，却堪称具备
通天之智的一个人，直让人望而生畏。

战国纵横中，每个人都形象鲜活而并非让人觉得苍白，千人
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让人难以忘记，就像身
处之中，跟着他们一起经历着历史上的一幕一幕，史书中结
束不清，寥寥记载的部分，都被冠上了合理的情节，为那些
人物的所作所为安排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四个人物四条线，
跨时空的将其整合在一起，还算比较自然，只是，小说毕竟
只是小说，哪怕是历史类的小说，所记录的所谓“真实历
史”也是不可信的。不过，这样的“历史书”真的能够引起
读着去翻看历史书，查阅真实的欲望。

鬼谷子的读后感篇四

本书主要阐述了鬼谷子游说活动的各种谋略，是他毕生学术
的精华之作。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高的借鉴和利用
价值。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为捭阖术、反应术、权衡术、
决策术、符言术等等。学习并借鉴此书中的谋略，对我们大
有裨益。它教导我们要顺应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抓住事物
的关键点加以分析，找到它的突破口，从而快速地解决问题，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就是说，想人生受益，就要懂得“牵牛要牵牛鼻子”，这
也是鬼谷子智慧的结晶。蛮力无用，打蛇打七寸，人生要向
西方哲学家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滚滚红
尘，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起决定作用的关键点，抓住这个关键
点，就能掌控全局，主宰一切，纲举目张，不失为慧心之士。



三国时期的曹操，过麦苗时马惊踏苗，自己便要自杀谢罪，
这就是曹操治军之道，懂得严明军法这个关键点。自古王子
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丞相乎？最后曹操剪束头发以示军
纪，这对于当时以为丞相的曹操来说，已是难能可贵。同时
期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同样也是懂得严明军法这个关键
点。倘若不是这两位军事家皆晓抓住关键点，焉有后世传唱
的三国演义。

其次，《鬼谷子》教我们做人要张弛有度。嘴的功用真是神
奇，语言的运用，既能锦上添花，也能招来杀身之祸。纵横
捭阖，成为世人喜用且向往的人生境界，捭阖第一，并非虚
语。“捭”是开放、公开，对应的是哲学中
的“阳”，“阖”是闭藏、沉默，对应的是“阴”，阴阳二
气要中和协调，也就是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所谓捭
阖，就是种谈判术，是纵横家游说的根本。怎样因人而异的
谈话，根据各人特点采取相应的语言风格和对策，此乃成功
的不二法门。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人称铁娘子，政界对她
的评价皆为强硬。但在1982年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气势却完
全被我们中国这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主席所压垮。面对撒切
尔的高调言论，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
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
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试想，在这种情境下，倘
若我们的小平同志说话是含蓄的、委婉的，恐怕就没有我们
祖国如今的大统一（还差台湾）。

鬼谷子的读后感篇五

《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就讲了他如何指点弟子，苏秦、
张仪、孙膑、庞涓纵横列国，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涉及他深
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利用他的四个弟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
奇。

读完了这套书，我了解到，鬼谷子一生就下过一次山，收了



四个徒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他们进山前都是无名
小卒，出山后利用鬼谷子传授的兵法韬略和纵横辩术在战国
七雄中出将入相，呼风唤雨，左右了战国乱世的政局，个个
大放异彩、名流千古、流芳百世。

作者期望能借笔下鬼谷子深不可测的智慧，为读者揭开两千
多年来中国人谋略的全貌，一切智谋、诡谋、阴谋、阳谋的
终极境界。弟子们征伐天下，鬼谷子坐镇深山、翻云覆雨，
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一点点实现自己的心中的理想，结束诸
侯混战，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先是庞涓下山，大施拳
脚，帮助魏国傲视群雄，不久孙膑出任齐国军师，打得魏国
灰头土脸，接着苏秦身佩六国相印，说服六国诸侯合力，使
强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最后张仪两为秦相，戏说天下诸
侯，揭开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序幕。这四个人，各有各的志
向，而最后的赢家只有张仪和孙膑两人，他们俩一个有着三
寸不烂之舌，一个是宽容大度，饱读兵书。其中让我感受最
深的是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庞涓可以说的上是异常邪恶，他
让孙膑辅助他成就事业，但眼看孙膑立的功劳比自己多，庞
涓就设了一个毒计，让孙膑受了“膑刑”。孙膑受完刑后，
他还故意掩盖罪行，让别人不知情。孙膑说了一句话，“都
是好胜之心害了师弟啊”最后，孙膑当上了齐国军师，用计
谋把庞涓杀了。

可见，有颗好胜之心是要害人害己的。这使我想到了自己。
我有时就像庞涓一样，在学校里有一个学习竞争对手，可是
几乎每次都是我输给他，因为我有一颗好胜之心，所以心里
一直耿耿于怀。在家里，跟爷爷下棋，每次我要快输了的时
候，我都会发急，爷爷就说每次都要你赢还有谁愿意跟你下
棋，人不能有好胜之心，胜败乃兵家常事。

看来，人虽然有一颗好胜之心是常理，但成不了大事，要学
会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大量有大财。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提高自身的修养，培养良好的性格，才是我们在成人成才过
程中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