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 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汇总17篇)

诚信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石。在交往中要尊重
他人权益，不侵犯他人利益，这是诚信的重要表现。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诚信的名人名言，希望能够引起大家
的思考和共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一

逆境造就人才。人要能够经受住挫折困顿的考验，在挫折困
顿中奋起，这样才能有所作为。——题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陈述了六个出身贫贱却成就不平凡
事业的名人的事例。我国古代吴越交战，越国战败，越王勾
践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卧薪尝胆，就是怕舒适的生
活消磨了自己的意志，他还亲自到田间与农夫一起劳作，他
的妻子也纺线织布。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已
经恢复元气，兵强马壮，已经可以打败吴王夫差了，最终吴
王失败，身死国灭。
处在安逸快乐之中的我们，不能只沉迷于虚拟的世界，而玩
物丧志。作为祖国的未来，我们要好好学习，面对困难，不
退缩，不害怕，并且勇于克服。其实处在逆境和忧患中并不
是件坏事，这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忧生乐死，我现在也要改正一下。我总是要说要静下心来认
真学习，并且规划好周末做作业的计划，回到家却放不下手
机，总想玩玩手机，把计划往往都打乱，把作业都堆在一起，
马上要上学去了，才想到要写很多作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担负重任并做出成绩的人都不是
天生的，而是经历了一番艰苦的磨炼，才有所成就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二

孟子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虞舜、傅说、管夷吾、胶鬲、孙叔
敖和百里奚这六位古代贤人，原本地位卑微，历尽磨难，才
成为君主或重臣。他认为，经历困境和磨难可以激励人们奋
发向上。他还说，一个人犯错误后才能振作起来，国家遇到
敌国威胁后才能保持警惕，失去敌国的威胁，常常会居安而
不思危，和平麻痹，走向灭亡。

他就是这样，以个人和国家的事例证明“生于忧患”这个分
论点。那么，这个分论点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且看下面两个事
例：

我教过一个学生，他随离异后的母亲生活。母亲自杀未遂，
疯了，失去了自理能力和抚养孩子的能力。他又改跟父亲，
而父亲已另立新家，便嫌弃、虐待他。他只好流浪街头。后
来，他得到姨妈、舅舅的接济，白天上学，晚上帮姨妈看守
五金档。谁料他以怨报德，竟带几个猪朋狗友偷走档口里的
钱财，最终锒铛入狱。他先身处离异家庭，后又寄人篱下，
却没能“生于忧患”。

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受到秦国
的威胁，却相继灭亡。它们也没能“生于忧患”。

拿这两个事例跟孟子的观点相对比，前提条件一样，但结局
刚好相反。

那个学生的结局为什么会跟孟子的观点相反?因为他觉得世界
上没一个好人，因为他不懂报恩，因为他的道德观念和法制
观念薄弱，自暴自弃。可见，决定人的生死的主要因素是由
人的知识水平、思想水平、技能水平、心理承受能力、生理
健康状况等所组成的综合素质，这个综合素质的强弱很大程
度上左右了他适应社会环境能力的大小，外界条件的安危好
坏只是一个次要因素。面对吴国的进犯，勾践能卧薪尝胆，



东山再起;面对日寇的入侵，溥仪却俯首称臣，甘当傀儡。

六国的结局为什么跟孟子的观点相反?苏洵曾经论证说“六国
破灭，弊在赂秦”。可见，决定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是由国
家的决策水平、经济实力、科技条件、社会秩序、国防状况
等所构成的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左右
了这个国家对抗内忧外患的胜败，外界条件的安危好坏也只
是一个次要因素。面对美英联军的立体进攻，萨达姆败下阵
来，成为战俘;面对塔利班的恐怖袭击，美国能猛烈反击，稳
定局面。

这证明，孟子的观点不能普而遍之，绝而对之。孟子“生于
忧患”的观点乃是用不完全归纳法之中的简单枚举法推理出
来的，他并没有全面考察个人和国家的各种“生”、“死”
现象，也没有全面考察造成这些“生”、“死”现象的种种
因素，光凭六位名人“生于忧患”这几个事例，没有考虑
到“死于忧患”的众多事例，就贸贸然下结论，其观点没有
普遍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他片面地夸大了外界不
利因素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力。

烈火显真金，疾风知朽木。个人和国家能在忧患中发展起来，
也会在忧患中颓丧下去，关键在于这个人和这个国家是真金
还是朽木。外界环境的忧患不是决定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根本
因素，决定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个人自身的综合
素质，是国家自身的综合国力。

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和综合国力，以达到“不管
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境界。一个人品学兼优，身心
健康，会自理，能自立，竞争能力强，抗挫折力强，能随机
应变，才能更有力地抵御厄困和磨难;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科
技发达，社会稳定，国防坚固，才能更有力地经受**和战争，
并取得稳定和发展。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三

只有处处存在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才能有备无患，最终
走向成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这句千古流传的佳话出于这篇文章，就是出于孟子
之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想成大事，担大任，就要先
学会吃苦，经受痛苦的磨炼。相反，如果你富贵了，也要有
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是人类担大任的不二法门呀!

唐玄宗李隆基为夺武后之权，长期在忧患中集结力量，让自
己更加强大，最终打败武后，夺取政权，成为一位优秀的皇
帝。之所以他会成功，就是因为他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
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皇帝。”居安思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只有存在忧患意识，才能临危
不惧。

开辟农民起义道路的领导者陈胜是个很有才略的人，他具有
优秀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但正是因为他成功了，他富裕
了，他就很享受现在的荣华富贵，根本没忧患意识。结果秦
朝的军队主动出击，陈胜豪无防备，就因兵败而失败了。俗
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陈胜并没有忧患意识，也
没有看到近忧，所以他失败了。

刘秀早年漂泊流浪，历尽辛苦，苦心诣志，最终推翻王莾政
权，建立东汉。他在贫苦中早已锻炼了心志，正是因为他”
居危“，所以他更能”思危“。

俗话说：”天有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知道将来
会发生什么，只有处处存在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才能有
备无患，最终走向成功。忧患意识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也是很



重要的，只要把忧患意识时刻记在心里，你一定可以永攀学
习高峰。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举了六位古今名人的事例，
得出困境出人才的结论，进而深化至统治者治国也要有忧患
意识，统治者治理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国家都会灭亡，更
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团体组织、
任何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真理。

《汉书》上有：“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当一个人的事业
达到顶峰时一定要试想自己落魄了的样子与处境，这样才能
激励他不断上进，奋斗拼搏，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则
盛极必衰，一代不如一代。动物便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福为
保护鹿大量捕杀狼，短时间内鹿群数量猛增，但最终失去天
敌和忧患意识的鹿从原来身体强健的几万只锐减成病怏怏的
几千只。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二，一是捕狼之举严重破坏生
态平衡，草、鹿、狼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鹿群最终减少，二
也是鹿群没有天敌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便不再大量运动，
也没有理由担心，最终体质整体下降，这样下去一场小病就
能让他们消失，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忠谏良臣魏征曾说：“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奢华安逸往
往能使人失去安分与老实，多添浮躁，不会思危，就像闯王
李自成。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军入京，进城后军心懈怠，认
为大功告成，“日日过年”风气流传开来，所有人都等着加
官晋爵，清军入关之时，闯王军队却一败涂地。由此可知，
居安不思危是多么不利于生存和发展啊，只有居安思危国家
才能长治久安。

大思想家孟子都专著文章论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
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让我们从现在起加强忧患意识，努力
提升自身能力，不要妄想别人后退，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
步，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啊。



读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其中“若天降大任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弗知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让我很受
感动。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先让
自己经受挫折，接受磨难，使自己增长才干，才能战胜困难，
到达成功。所以挫折是人获了成功的重要条件。

穿越历史的长廊，有多少伟人在挫折的历练下登上闪耀的巅
峰。公元前99年，司马迁正潜心写作《史记》时，却因为替
李陵辨护，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腐刑。这对他来说不能不
是一次极大的人生摧残和耻辱。在逆境中他想到了死，但更
多的是想到不能轻生，因为他的宏愿还未实现，伟业还未完
成，他从先人在逆境中奋起而有所作为的事迹中得到启发，
在狱中，忍辱负重，磨砺心志;出狱后，勤奋耕耘，终于写了
《史记》。挫折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周易》是周文
王在坐牢时写的，《春秋》是孔子在仕途上失意后作的，屈
原被流放时写了《离骚》，但他们都成了伟人。伟人之所以
被称为伟人，正因为他们有着“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
西北风”的精神，经过挫折，他们变得坚强，经过挫折，他
们变得沉着，经过挫折，他们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而有些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先天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
辉煌，这是为什么呢?因人他们缺少挫折。例如：三国时的刘
备可算是一代英豪，一生东征南讨，从织席为生到蜀汉称帝，
可他儿子刘裨却是个昏庸荒淫的无能之辈，连诸葛亮这样的
能人都扶不起来。北宋名臣寇准，他的子孙依靠祖上的功德，
不能自立，家道败落，沦为庶民。正因为他们从小就拥有良
好的先天条件，没有经历磨难，没有才干，才使自己沉沦。
可见磨炼对人多么重要啊!

一个人要想有成就，就必须接受磨炼，暂时的顺利将会是人
生路上最大的潜在障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
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
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证明忧患可以激励
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
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
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
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
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此外，文章多用排
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
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五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选自《孟子·告子下》。下面
是小编整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500字范文，欢迎阅读
参考!

安逸享乐往往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但
这往往是堕落的开端;忧愁祸患的确会给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
但却是催人奋进的精神食粮。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所列举的人物：舜，傅说，
胶鬲，管夷吾，等等为自己的时代作出贡献的人们无疑都接
受过生活，精神上的考验。我想“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
虹”对世间万物而言，是个永恒不变的定律。又如吴承恩所
著的《西游记》中那坎坷的取经之路要是没有了妖魔的阻拦，
一步登西天，唐僧倒是可以省去一路担惊受怕的困扰，安心
的吃斋念佛，朝发夕至取回佛经，但可谓出门长见识，唐僧
若只随徒儿们在云里雾里日行千里，又怎知这天底下人间的
百态，又怎能领悟“佛”中能超脱世尘的感悟?那《西游记》
便成了一个无趣的故事。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但也是在外界的压迫下日渐成熟，如果
人在安乐中生存，那他就会失去对外界的抵抗，对生活真谛
的领悟，最后会像“温水效应”中的青蛙一样，失去了生存
的能力。而紧张的生活节奏适当的压力能使人绝处逢生，绝
望中寻找通往光明的前程!

有个实例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也说明了这一点“穷人家的
小孩早当家”。因为苦难造就了他们的成长，因为环境让他
们早褪了那份娇蛮，当我们还在大挥“才能”——向父母不
停的汲取我们原以为属于我们的一切时，他们己经为父母辛
劳思虑。因为家境的不允许，所以比我们多一份忧郁，多一
份坚强，多一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不会因为家里贫穷而
变得灰心丧气，也不会因为奋斗后富裕了而变得大肆挥霍。
相反，正是一些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
里的人，无节制的花费，直至某一天失足成贫就变得落魄于
斯。在逆境中成长得坚强，在顺风中生长得懦弱。

人只有经受挫折，不顺利的干扰和阻碍才会使他从实践中增
加自己所缺少的能力的毅力。人的一生正因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经历住了磨难考验的人才会出众被着为人才，也才是有
用的人，才能接受重大责任。在失败时，不以失败而颓废，
不因恼怒而一跌不振，不因为才不如人而心有嫉妒所以愤恨。
我们要经常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成功之母不是失败，而是
失败后的自我检讨，只有此才会有所一番作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沉于安居乐业的事局中，不振奋军
队，不让国家发展，止步不前，最终败得一踏涂地。不前进，
不后退，原地踏步，最终换来的不是长久的国泰民安，而是
敌侵略城池时的血流成河，胜劵他握。所以一个国家的不进
步对于他国来说你就是腐朽得不可一世。别人在不停的前进，
不住的发展强大。我们因为缺少了战备能力，国家没有军威，
没有科技发展，谈什么富可敌国让国生存长久。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温饱不成问题，物质丰富
的生活是我们今天追捧的潮流。有的人对物质的追求接近疯
狂的地步。这个物质生活就是所谓的吃喝、玩乐。在这个时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该成为一种警告。吃，我们要讲
究清淡、健康，那些成疾的“富贵病”就是因为太在
于“好”所以才生得的。什么玩乐要高调?高调么?花个几千
万租架飞机逛一天就高调?是很气派，最后欠债一大堆，最后
就真的生于忧患了，这个价值取向还真有意义么?钱，我们要
节约，人短命就往往太过于享受。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物质丰富的时代就要讲
究清贫一点，不要去一味的追求人间享乐，这样的人一生都
没有价值意义，纵使万贯家财最终都会被一扫而光。而懂得
这点的人，他们一生都在奋斗，一生奉献事业。他们的忧患
是为国民而忧患，而享乐的人则是建立国民辛苦之上。

今天，老师领我们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古文，这
篇古文中孟子所举的人物：舜、傅悦、胶鬲、管夷吾，等等
为自己的时代做出贡献的人们无疑都接受过生活、精神上的
考验。我想“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对世间万物而言，
是个永恒不变的定律。

每个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有人选择应难而上，有人选择知难而
退!做错事并不怕，可怕的是同样的错误还会发生在第二次。

每个公司、企业都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起来的，那些如今成为
大企业的大集团。遇到困难遇阻力，或许不是我们想像出的。
就像海尔集团，如今，是中国电子新百强之首。海尔的首席
张瑞敏带领员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虽然我们现在遇到阻力了，
但是只要我们坚强的去面对，一切困难都会成为过去，因为
我们坚信，命运最终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个人要坠落自己要比提升自己容易得多，说的没有错，安
逸享乐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忧愁祸患
虽然会给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却是催人奋进的食粮。

当秦始皇兵强马壮的军队遍布六国时，他笑了，他认为自己
是天下最最强大的，没有人能够打败他。此时的他，眼里容
不下一粒沙子，可偏偏那些该死的文人，处处说他的不是，
他愤怒了，于是，焚书坑儒，焚毁了多少人的梦想，坑害了
多少人的幸福，再也没有人敢评论他了，但人们心里都窝着
火。

偌大的宫殿中，秦始皇一人独坐正中，四面美女翩翩起舞，
歌声经久不息，他喝着酒，看着一个个浓妆艳抹，彩裙飘动
的舞女，一脸的陶醉;宫殿外，士兵们仍在往土坑中推下一个
又一个反对暴政的文人;火光仍在继续，烧红了半边天，一捆
捆耗费了文人们一辈子心血的竹简顿时化为灰烬……秦始皇
依旧沉醉在歌声舞姿中。

秦朝几百年的基业，在其最鼎盛时却在人民的反抗中不堪一
击。秦始皇，这个秦朝最伟大的，甚至对中国的日后都作出
巨大贡献的统治者为何让自己拼了一辈子换来的基业付之东
流，这使我想到了孟子的那句千古名句：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是的，多年的沙场征战，使秦始皇成为第一个有能力统
治全中国的君主。在战争中，他顽强不屈，有勇有谋，带领
秦军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那时的秦国是坚不可摧的。而统
一了中国以后呢?焚书坑儒，就为了一时的美名;征丁无数，
就为了生前死后的虚荣;沉溺于声色，更加快了秦朝的堕落。
人们心中窝着的火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敲响了秦朝灭亡
的丧钟;项羽、刘邦粉碎了秦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美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愿所有统治者都记住这句话。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六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让困难拜倒在自己
脚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600字范文，
欢迎阅读参考!

有这样一个有趣而另人深思的实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扔进
滚烫的油锅里，青蛙能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险境。然
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锅里，这次它感到舒服
惬意，以致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却欲跃乏力，最终葬身锅底。
由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青蛙对眼前的危险反映敏感，对
还没有到来的危险反映迟钝。由此我想到了人，其实人在这
方面也是如此，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

人生旅途中，逆境催人警醒，激人奋进，而安逸优越的环境
却消磨人的意志，使人耽于安乐，尽享舒适，常常一事无成。
有的人甚至在安逸之时沉溺酒色，自我毁灭。这与青蛙临难
时的奋起一跃和温水中的卧以待毙是何其相似。

“生于忧患”是千古不变的名言，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的故事是它最好的注册。那时，勾践屈服求和，卑身事吴，
卧薪尝胆，又经“十年生聚，十年数训”，终于转弱为强，
起兵灭掉吴国，成为一代霸主，勾践为何能得以复国?这是亡
国之辱的忧患使他发愤、催他奋起的结果。这说明，当困难
重重、欲退无路时，人们常常能显出非凡的毅力，发挥出意
想不到的潜能，拼死杀出重围，开拓出一条生路。

但是，有了生路，有了安逸，人们却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而
“死于安乐”。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闯王了。1644年春，闯
王攻入北京，以为天下以定，大功告成。那些农民出身的新
官僚把起义时打天下的叱咤风云的气魄丧失殆尽，只图在北
京城中享受安乐，“日日过年”，李自成想早日称帝、牛金
星想当太平宰相，诸将想营造府第。当清兵入关，明朝武装



卷土重来时，起义军却一败不可收拾。

这令我想起欧阳修说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
句话。险情环生时人们能睁大眼睛去拼搏，因此化险为夷;安
逸享乐中却意志消退，锐气全无，结果一败涂地。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句话和“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意思相近，都是说，人要在逆境中磨练才能成才。对
于生活的强者来说，逆境比顺境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是可以磨练人的意志的。

多难兴才，曾一度被认为规律。文章中就有很多例子，如屈
原被放逐而做《离骚》，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曹雪
芹全家食粥而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而洗雪国耻，韩信遭胯下之辱而统帅百万雄兵……他们都是
在逆境中搏斗而取得成功的桂冠。

爱迪生小时侯一边卖报，一边做化学实验，因不慎在火车上
引起了火灾，被车长打聋了一只耳朵，但由于他的刻苦努力，
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家。印度诗人泰戈尔早年丧父，靠
兄长养大，由于他勤奋好学，从而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人，他们哪个不慎与命运搏斗的强者?优越的条件
容易消磨人的意志，磨蚀人的心灵;艰苦的环境，坎坷的经历，
却能磨练人的意志，增长人的上进心。当然，具有优越的条
件是好事，但不能坐等吃穿，应更加努力学习。

困难如弹簧，你弱它就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不服输
的精神，让困难拜倒在自己脚下。做一名勇敢地驾驶生命之
舟的船长，与惊涛骇浪展开搏斗，逆境是阻挡弱者的大山，
是磨练强者的熔炉，更是砥砺锋芒的磨刀石，我们应该磨出
自己的真才实学。

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孟子》里的一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番话说的是：承担重任
的人，之所以受尽苦难，是“天“授之以重任之前，先要磨
练他的意志和身心，借以提高他的竞争能力。做一个人，一
个发奋图强，顽强拼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的人，必须要用
“忧患“做为一切成就的先决条件。讲得一点也不错，坚强
的人是在忧患中成长的。巴尔扎克曾说过：“不幸，是天才
的进步阶梯，信徒的洗礼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
深渊”我们要把不幸，灾难当作我们成功的又一块基石，不
被它打到，反而利用它来与成功拉近距离。

我不知是在哪，曾看过一个故事，名字叫《鹿和狼的故事》，
讲的是20世纪初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了让凯巴伯森
林里的鹿得到有效的保护，大量的捕杀鹿的凶残敌人——狼。
经过25年的残忍捕杀，有先后六千多的狼被杀害。然而，罗
斯福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极度保护下，鹿群是有一段时间
大量增加，但不久，鹿群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鹿群的总量
由十万只锐减到四万只。很快，整个凯巴伯森林中只剩下八
千只病鹿在苟延残喘。这个故事中，鹿为什么在过度保护下，
数量变得更加少呢?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给它们的过度保护使
他们缺少了忧患，只顾自由自在的生活。原来有狼追鹿，鹿
就会奔跑，现在，狼没有了，鹿的体质也必然下降，直至死
亡。可见，忧患的作用不仅对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也
是有极大好处的。

因此，我们心中要有“忧患”做支撑，在心中时时为国家着
想，这样，我们才会免于被社会淘汰!

请大家勿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七

当秦始皇兵强马壮的军队遍布六国时，他笑了，他认为自己
是天下最最强大的，没有人能够打败他。此时的他，眼里容



不下一粒沙子，可偏偏那些该死的文人，处处说他的不是，
他愤怒了，于是，焚书坑儒，焚毁了多少人的梦想，坑害了
多少人的幸福，再也没有人敢评论他了，但人们心里都窝着
火。

偌大的宫殿中，秦始皇一人独坐正中，四面美女翩翩起舞，
歌声经久不息，他喝着酒，看着一个个浓妆艳抹，彩裙飘动
的舞女，一脸的陶醉;宫殿外，士兵们仍在往土坑中推下一个
又一个反对暴政的文人;火光仍在继续，烧红了半边天，一捆
捆耗费了文人们一辈子心血的竹简顿时化为灰烬……秦始皇
依旧沉醉在歌声舞姿中。

秦朝几百年的基业，在其最鼎盛时却在人民的反抗中不堪一
击。秦始皇，这个秦朝最伟大的，甚至对中国的日后都作出
巨大贡献的统治者为何让自己拼了一辈子换来的基业付之东
流，这使我想到了孟子的那句千古名句：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是的，多年的沙场征战，使秦始皇成为第一个有能力统
治全中国的君主。在战争中，他顽强不屈，有勇有谋，带领
秦军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那时的秦国是坚不可摧的。而统
一了中国以后呢?焚书坑儒，就为了一时的美名;征丁无数，
就为了生前死后的虚荣;沉溺于声色，更加快了秦朝的堕落。
人们心中窝着的火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敲响了秦朝灭亡
的丧钟;项羽、刘邦粉碎了秦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美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愿所有统治者都记住这句话。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八

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我读得不多，记得在20__年吧，我在自
学中山大学的汉语言文学课程中，第一次读到《受戒》一文，
一口气我接连读了三遍，感觉只有两个字：纯美！



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小和尚——明海和一个和尚庙——荸荠庵
的零碎琐事，信手拈来，不事雕琢，平常之极。整篇文章没
有深奥的人生哲理；没有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事件；没有
高大光辉的人物形象，却处处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
清新隽永、悠远绵长！

和尚出家不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才遁入空门，当和尚也要
有关系、要有必须的门槛：“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
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还要认得字读过书”，
当和尚还能够赚钱，经营产业、娶老婆……。说白了当和尚
其实就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好职业！

没有僧人的苦行修持，没有出家人的清心寡欲，“他们吃肉
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三师父仁渡一
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能够收
租、放债”，“能够赌钱、能够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
挑水，喂猪”。乍一看来有点离经叛道，有违清规，却是世
俗人情，人间烟火，饮食男女。和尚们过的是一种慵懒闲适
的生活，与世无争，率性随意，自给自足，不是世俗人家，
胜似世俗人家！

“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一样的，是多
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
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
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
佛！”令人忍俊不禁之余笑话和尚的迂腐！受戒烧戒疤太疼，
山东和尚骂人了：“俺日你奶奶的，俺不烧了！”活脱脱的
村野俗夫！这是真的吗？我想就应是真的，起码是存在这种
生活方式的！和尚也是人啊。

小和尚明子英俊聪明，好学多才，又纯朴老实。“得了半套
《芥子园》，照着描，画得跟活的一样”。而小英子则是一
个美丽、伶俐、敢爱敢恨的农村小姑娘，“一天叽叽喳喳地



不停，像个喜鹊”。不像情感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从头到尾
爱得死去活来。故事中男女主角，对世事懵懂，却不无知！
明子与小英子谈不上是恋人，最多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孩童
的纯真、两小无猜的玩伴，又蕴含着丝丝青春萌动的情愫，
写小英子喜欢明子，“小英子爱采荸荠，拉了明子一齐去，
老是故意用自我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明子呢，“看着
她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
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一种朴素纯真、如诗如画的情感跃然
纸上，令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叹！对于明子的受戒，善
因寺要选他当沙弥尾，小英子怕失去心上人，毅然决然的要
明子“不要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勇敢地表白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故事在真情流露中到达了文
章的高潮。

我不明白这种情状是不是汪老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小说中没
有如诗如画的情景描绘，没有千回百转的情感纠葛，更多的
是人物细腻的语言、动作描述，但是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
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同时又充满温馨宁静、乐天安命的
生活境界。文章的末尾汪老写道“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更感受到作者在那种战争动荡时
代对完美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对人性真善美的深刻感触。正
如作者自我是这样说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人
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噢！原先文字是能够这样纯美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九

带着很多疑惑我开始看这本书，渐渐地我被故事吸引住了，
连去参加军训夏令营都舍不得把它留在家。它讲了一个有趣
的故事，一个让我一会儿笑，一会儿担心，一会儿伤心的故
事，一个关于一只可爱、迷糊、贪吃、善良的小蟋蟀——柴
斯特的故事。



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乔治？塞尔登写的，故事的主人公柴斯特
一直在康涅狄格州乡下的草场无忧无虑地生活，可有一天它
却因贪吃跳进了一个野餐篮而被带到了纽约最繁华的地
方——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它的回家历险记就从这里开始了。
它先被小男孩玛利欧捡回了家。然后，它和老鼠塔克还
有“善良的没得说”的亨利猫做了朋友，它还拥有了一个非
常漂亮的新家——小男孩玛利欧为它买的小笼子。塔克竟然
还是一只在纽约最有钱、最不愁吃喝的老鼠，它喜欢在特殊
的日子里举行晚宴。后来，在和朋友的交往中，柴斯特渐渐
被朋友们发现了它神奇的才能——唱歌，会唱让听众陶醉的
歌。它出名了，帮助玛利欧一家挣了很多钱，但是它却不喜
欢每天不断的练习和被许多人摸来摸去，它越来越不快乐，
想念自己农场的家，越来越想离开。最终，在朋友的理解和
帮助下，它和大家说再见，真的回到了它的老家。

这只小蟋蟀的故事，让我感到了朋友间友谊的重要，就像书
里面写的：一只蟋蟀、一只老鼠、一只猫咪之间的真挚友情
足以温暖这个冰冷的世界！我还体会到了自由的重要，和家
的重要。我想如果我是它，我也要回到自己的家，和我的爸
爸妈妈，还有姥姥爷爷永远待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是战国时期儒家大师孟子
写的。我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篇幅虽短，但言简意赅，发人
深省，同时我也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逆境使人立志，顺境
使人丧志。

不是吗?孙叔敖、百里奚、管夷吾、舜等这些人都是经过艰苦
的磨炼，克服重重困难，锐意进取，成了有所作为的'人，虽
然他们原来并不为人所知。其实，这种人是很多的。

大家都听说过“卧薪尝胆”这个故事吧。它说的是春秋时代，
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迫带着妻子到吴国去给吴王夫



差当奴仆。

回国后，越王勾践为了不让安逸的生活把自己报仇的决心消
磨掉，夜间睡在柴草上，并悬吊苦胆，吃饭睡觉之前经常尝
尝那胆的苦味，以激励自己的斗志。经过长期准备，越国打
败了吴国，雪了国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身处逆境，只
要勇于拼搏，有坚强的毅力，是可以战胜困难的。

但是如果安于享乐，不奋发向上，就会一落千丈，无所作为。
我国古代有一个秀才叫江淹，他很有才气，诗赋曾轰动一时。
但由于后来做了大官，在顺境中生活，丧失了学习之志，整
天安于享乐，结果使自己的才气衰退到和平常人无异。后人
为了不重蹈江淹的覆辙，总结出一句成语叫“江郎才尽”。
可见，安于享乐的危害之大。

由此，我们想到自己，因为一直处在顺境中，也曾经在学习
上松懈过。有一次语文单元测验，我的了全班第一，就开始
飘飘然了，老师要求我们背默《曹刿论战》，我只是草率地
看了两遍，结果默写时有好几处默不出来。第二单元测验，
许多同学都取得好的成绩，我只考了80分。我为自己没有远
大的理想而感到惭愧，同时我暗暗鼓励自己，千万不能泄气，
应该在逆境中奋发。我总结了考得不好的原因，端正了学习
态度，明确了学习目的，在毕业考试中，我的语文成绩终于
又获得全班第一名。郭沫若说过：“一个人总要有逆境的遭
遇才好，不然会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是啊，只有那些在
逆境中不懈努力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对社会做
出更大的贡献。

我学习了这篇课文，还想了很多很多，但体会最深的还是两
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患
难困苦，是磨炼人格的最高学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一

本文的上部分，借舜、傅说等六人的事例，来说明上天若要
委以重任于人，必先使其受尽挫折，历尽苦难，这样才能得
到担当大任的本事。总而言之，就是告诉我们，若是想成大
器、成大业，就必须饱受挫折，再一次的失败中磨练自我，
完善自我。反之，若没经历一些大的挫折，又不思进取，则
不可能成器。譬如三国后期蜀国之祖刘禅，即使得诸葛亮的
辅佐。却因他自身的愚钝，只图享乐，不思进取，致时蜀国
的复兴成为幻影。

本文的下文，便点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论
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实际，这句话早在夏商时期
便得到了证实。夏启死后，王位由太康继承，但太康不爱管
理国事，终日以打猎饮酒为乐，后被穷氏首领后羿占取国度，
但后羿也整日吃喝玩乐，后被奸臣寒浞夺权，而寒浞亦纵情
声色，以致民心尽失，被大禹的后人少康所杀，让少康复兴
了夏朝，且他吸取了教训，杜绝享乐，关心百姓，勤于政事，
没有步入先前几人的后尘，使得历史不再重演。

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警醒自我，告诫自我，不能轻易懈
怠，更不可沉溺于享乐之中，需以史为镜，目光长远，志在
千里。不应目光短浅，只着眼于当下的玩乐之中，不然早晚
将会乐极生悲。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著名的鲶鱼效应，想必
大家都明白。沙丁鱼在运回渔港的途中，会因窒息而死亡，
为了使沙丁鱼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可在沙丁鱼的鱼槽内放
一只鲶鱼，迫于求生的沙丁鱼会四处乱游，这样也不会缺氧
了。此时的沙丁鱼正因处于祸患之中，才得以生存，明明是
它最大祸患的鲶鱼，此时却造福于沙丁鱼。更为浅显易懂的
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中，青蛙因水温的舒适而在其中悠哉游哉，
待到其发现高温难耐之时，已无力回天，此时的青蛙，正因
处于安逸之中，才导致其死亡。



身处忧患多难之中，会使人得到成长，而常处快活安乐之中，
只会加速死亡，带刺之玫瑰虽十分美丽，但若只手去碰，必
会付出代价。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二

在动物世界里，老虎能够独自称霸，马却只能成为其他食肉
动物的美餐，马并不比老虎的体型小，为何永远要做被害者?
是遗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老虎一代又一代那坚定的
忧患意识，使他们逐渐进化成有尖锐的牙齿，锋利的爪子，
让其他动物都敬而远之的百兽之王。马，只图一时太平，遇
到危险只知道逃避!躲过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最后它们只
能成为只会吃素食，整天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头脑简单，四
肢发达的被捕食者!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锅里加满
冷水后，把一只青蛙放进去，然后慢慢加热。水开始是凉的，
变温的速度很慢，青蛙觉得比较适应和舒服，并不想跳。随
着水温逐渐升高，感受到危险的青蛙决心努力跳出热锅，但
为时晚矣。最后，活蹦乱跳的青蛙被烫死。与此相对照，把
青蛙扔进一口沸水锅里，受到强烈刺激的青蛙奋力一跳，成
功地保住了性命。

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这只青蛙第二次之所以能“逃离险
境”，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于是便使出全部的
力量跳了出来，第一次由于没有明显感觉到刺激，因此，这
只青蛙便失去了警惕，没有了危机意识，它觉得这一温度正
适合，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逃出来
了。

每个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有人选择应难而上，有人选择知难而
退!曾经有人说一个人要堕落自己要比提升自己容易得太多，
说的没有错，安逸享乐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的



享受。忧愁祸患虽然会给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却是催人奋
进的精神食粮!做错事并不怕，可怕的是同样的错误还会发生
第二次!如果有人曾经因为你的错位责备过你，训斥过你!我
想我们不应该去记恨他们，因为是他给了你不再范同样错误
的警告。

每个人不可能快乐幸福的过每一天，让我们成熟的，是经历
的，磨难的!我要走我自己的路，纵然很崎岖，纵然很陡峭。
但我依然勇往直前。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控制我命运的
权利。纵然困难重重，伤痕累累，但我不会犹豫，不会后悔。
因为当我回首时，我可以指着那条尽是痛苦和泪水的路，大
声骄傲的说：看，这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路!

每个公司，企业都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起来的，那些如今成为
世界的大企业，大集团。遇到的困难与阻力，或许不是我能
想想的出。就像海尔集团，如今是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
造商，也是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海尔的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带领员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进而说道我们万博，或许我
们现在遇到阻力了。一个第三产业，自己的命运或许与另一
个企业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只要我们坚强面对，一
切困难问题都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坚信，命运最终是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三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记得第一次读这段
话时是在初中的课文里，那时是背;而现在再看到这段话的时
候是懂了，悟到了一个道理：成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
经过自己艰苦的努力。

我们期待的是成功，我们需求的也是成功。成功对我们每个
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一种精神高昂的期待。但是，想要取



得成功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的是你的执着追求，
你的不懈努力，你的饱满热情，你的积极向上的灵魂……只
有做到这些，你才能够接近成功，与成功结伴而行;也只有这
样，成功才可能会接受你的邀请，把机会交给你，与你成为
知己，并将成功的喜悦与你分享。

当然，结果不一定是真正平等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
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
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因此结果有时可能发生颠倒，
其实这时正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备了这种能力和技能，是否
能够解决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如果你怀疑自己，那么你的立
足点确实不稳固了。通过多次的锻炼，最终为他的成功充分
准备好所需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为他后面的发展铺就一条
平滑的大路。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不要只因一次失败，就放
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朋友们，不要被眼前的失败
所吓倒，这只是你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暂时不合，并不是对你
的学识、能力的真实体现，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成功。

相反，通过这些锻炼和不断的检验，正好可以为我们营造一
个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环境。学习上的不适，事业上的不
顺，感情上的不和，这都是一些暂时的现象，只要你能够把
自己的精神提升到一个至高的境界，就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教
训，从而正好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动力。做任何事情，都会
有压力，有了压力，才会产生前进的动力，只有有了动力，
才能够成功。正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
是。”在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一定要记住：

无论什么事情：你付出了，去做了，可能会不成功;你不付出，
不去做，就一定不会成功;为了能够成功，我们必须去付出，
去做，并且要时刻记住提醒自己：我能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四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记得第一次读这段
话时是在初中的课文里，那时是背；而现在再看到这段话的
时候是懂了，悟到了一个道理：成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
须经过自己艰苦的努力。

我们期待的是成功，我们需求的也是成功。成功对我们每个
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一种精神高昂的期待。但是，想要取
得成功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的是你的执着追求，
你的不懈努力，你的饱满热情，你的积极向上的灵魂……只
有做到这些，你才能够接近成功，与成功结伴而行；也只有
这样，成功才可能会接受你的邀请，把机会交给你，与你成
为知己，并将成功的喜悦与你分享。

当然，结果不一定是真正平等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
举于版筑之闲，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
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因此结果有时可能发生颠倒，
其实这时正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备了这种能力和技能，是否
能够解决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如果你怀疑自己，那么你的立
足点确实不稳固了。通过多次的锻炼，最终为他的成功充分
准备好所需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为他后面的发展铺就一条
平滑的大路。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不要只因一次失败，就放
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朋友们，不要被眼前的失败
所吓倒，这只是你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暂时不合，并不是对你
的学识、能力的真实体现，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能成功。相
反，通过这些锻炼和不断的检验，正好可以为我们营造一个
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环境。学习上的不适，事业上的不顺，
感情上的不和，这都是一些暂时的现象，只要你能够把自己
的精神提升到一个至高的境界，就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从而正好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动力。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压



力，有了压力，才会产生前进的动力，只有有了动力，才能
够成功。正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在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一定要记住：

无论什么事情：你付出了，去做了，可能会不成功；你不付
出，不去做，就一定不会成功；为了能够成功，我们必须去
付出，去做，并且要时刻记住提醒自己：我能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五

强弓劲弩，信臣精卒，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却不想在
万千文人的惨叫声中，宫女嫔妃的歌舞声中，王公大臣的奉
承声中，天下百姓的怨恨声中土崩瓦解。秦国，一个不可一
世灭了六国，一个自诩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
之业的泱泱大国，在安享了十四年的所谓的太平后，成为了
历史。

当秦始皇兵强马壮的军队遍布六国时，他笑了，他认为自己
是天下最最强大的，没有人能够打败他。此时的他，眼里容
不下一粒沙子，可偏偏那些该死的文人，处处说他的不是，
他愤怒了，于是，焚书坑儒，焚毁了多少人的梦想，坑害了
多少人的幸福，再也没有人敢评论他了，但人们心里都窝着
火。

偌大的宫殿中，秦始皇一人独坐正中，四面美女翩翩起舞，
歌声经久不息，他喝着酒，看着一个个浓妆艳抹，彩裙飘动
的舞女，一脸的陶醉；宫殿外，士兵们仍在往土坑中推下一
个又一个反对暴政的文人；火光仍在继续，烧红了半边天，
一捆捆耗费了文人们一辈子心血的竹简顿时化为灰烬……秦
始皇依旧沉醉在歌声舞姿中。

秦朝几百年的基业，在其最鼎盛时却在人民的反抗中不堪一
击。秦始皇，这个秦朝最伟大的，甚至对中国的日后都作出
巨大贡献的统治者为何让自己拼了一辈子换来的基业付之东



流，这使我想到了孟子的那句千古名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是的，多年的沙场征战，使秦始皇成为第一个有能力统治全
中国的君主。在战争中，他顽强不屈，有勇有谋，带领秦军
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那时的秦国是坚不可摧的。而统一了
中国以后呢？焚书坑儒，就为了一时的美名；征丁无数，就
为了生前死后的虚荣；沉溺于声色，更加快了秦朝的堕落。
人们心中窝着的火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敲响了秦朝灭亡
的丧钟；项羽、刘邦粉碎了秦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美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六

最近读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感受颇深。

孟子说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并列举了百里奚，孙叔
敖等人为仕的事例，说明了担当重任，必先磨练；有忧患意
识，逆境磨练；努力奋进，方能成功的道理。

读完后深有感触，正所谓逆境出人才、乱世出英雄，只有在
逆境中成长，才能磨练意志，提高能力，成就自我，获得成
功。

正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逆境中奋起’成就了他们。

风雨过后是彩虹，暴风雨前总宁静。不经历风雨，怎能绽开
生命之花？不在逆境中磨练，何来成功之喜悦？不在逆境中
奋起，更待何时？风雨过后见彩虹，只有坚强奋进才能成功！

逆境出人才！只有在逆境中奋进，经得起磨练、吃得起苦，
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读后感悟篇十七

孟子的“忧生乐死”首先引用了古代和现代名人的六个例子，
得出困境留给人才的结论，然后加深到统治者对国家的统治
也需要有痛苦感。如果统治者治理国家没有苦难感，国家就
会灭亡，更不用说我们的老百姓了？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团体组织，任何一个国家，出生在苦难中，死在幸
福中都是真理。

忠谏大臣魏正曾说:“宁为太平，慎为危险，厉行节约。”奢
侈和舒适往往会使人失去安全感和诚实，加上浮躁，就不会
想到危险，就像王自成一样。1644年，王历自成率军进京。
进入城市后，军队松懈了。他认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元旦”正在传播。每个人都在等待官员的升迁。清军
入关时，被打败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顾危险，和平共
处，不利于生存和发展。只有我们生活在和平中，思考危险，
我们才能有长期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