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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六国论读后感200字左右，以及六国论读后感200字左右
作文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本文目录

1. 写苏洵的文言文
2. 读苏洵的《六国论》和苏辙的《阿房宫赋》的读后感

写苏洵的文言文

1.《苏轼的文言文大全

黠（xia）鼠贼

原文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
，声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
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
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
橐中，橐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
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
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
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
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
。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编辑本段]正音

黠：xiá啮：niè拊：fǔ橐：tuó嘐：jiāo聱：áo遽：jù堕：duò

[编辑本段]词解

1.选自《东坡全集》，黠：狡猾。2.啮：咬。3.拊：拍既：已经……之后止：使。
停止4.使：让烛：用烛火照，这里作动词用。5.橐：袋子6.嘐嘐聱聱：这里是形容
老鼠咬物的声音。7.见闭：被关闭。见：表被动之：结构助词，不译索：寻找8.是
：这方：刚才遽：立刻，就。9.向：刚才。10.是：这。11.穴：咬洞，这里作动词
用。12.致：招引。13.扰龙伐蛟：扰，驯服。伐，击，刺杀。14.登：捉取。役：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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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15.君：统治，这里作动词用。卒：最后16.见使：被役使。堕：陷入17.脱兔于处
女：起初像处女一样沉静，使敌方不做防备，然后像逃跑的兔子一样突然行动，使
对方来不及出击，这里指老鼠从静到动的突变。18.乌：何，哪里19.惟：只20.识：
认识21.觉：醒悟22.狩：狩猎23.复：又24.使：让25.索：搜索26.发：打开27.覆：
翻过来28.走：逃跑

[编辑本段]译文

苏轼在夜里坐着，刚好有只老鼠正在咬（东西）。苏子拍击床板制止它，（声音就
停止了，）已经停止了又发出（声音）。（苏子）让童子用烛火照，有一个里面是
空的袋子，有老鼠咬物的声音，老鼠咬东西的声音从里面发出。童子说“嘿嘿，这
只老鼠被关住就不能离开了。”（童子）打开袋子来看里面，里面静悄悄的什么声
音也没有，举起蜡烛来寻找，发现袋子中有一只死老鼠，童子惊讶地说：“这只老
鼠刚才在咬的，怎么立刻就死了呢？刚才是什么声音，难道是鬼吗？”（童子）倒
袋子使老鼠出来，老鼠一落地就逃走了，即使再敏捷的人也措手不及。苏子感叹说
：“奇怪啊，这只老鼠真是狡猾啊！（老鼠）被关在袋子里，袋子坚固而不能咬洞
。因此（老鼠）没有咬但是却装咬了，用声音来招引人；没有死但是装死，用死的
样子寻求逃脱。我听说生物中，没有什么比人更有智慧的了，（人）驯服神龙、刺
杀蛟龙，捉取神龟、狩猎麒麟，支配万物并统治它们，最终被一只老鼠役使，落入
这只动物的计谋中，（老鼠）起初像处女一样沉静，然后像逃跑的兔子一样突然行
动，人哪里是智慧的呢？”（我）坐下来，闭眼打盹，自己在心里想这件事的原因
。好像有人对我说“你只是多学而记住一点知识，但还是离‘道’很远。你自己心
里不专心，又受了外界事物的干扰、左右，所以一只老鼠发出叫声就能招引你受它
支配，帮它改变困境。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而在打破一口锅
时失声尖叫；人能够搏取猛虎，可见到蜂蝎时不免变色，这是不专一的结果。这是
你早说过的话，忘记了吗？”我俯下身子笑了，仰起身子又醒悟了。（我）于是命
令童子拿着笔，记下了我的文章。

[编辑本段]阐述的道理

《黠鼠赋》，看其表面题旨当是通过黠鼠利用人的疏忽而乘机狡猾脱逃的日常小事
，来说明人即使聪明，但须集中精神，发挥智力，方能搏猛虎、役万物，否则将猝
不及防，而“见使于一鼠”的道理。

2.苏洵的文言文200字左右的

苏洵《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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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
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
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
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
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
。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
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
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
，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
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
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
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
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
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
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
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
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
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
，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
，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
，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
，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
，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
，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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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
，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3.哪位大神会用浅显的文言文写读后感的,400字左右,一篇是苏洵的

这是因为欧阳修在其他方面虽然是苏洵的同道，但在对王安石的看法上并不是同道
，欧阳修是很看重王安石的。“荆公后微闻之”，张方平自知皇皊贡举以来就“未
尝与（安石）语”，因此，王安石不可能从张方平处得知《辨奸论》。这就说明，
除张方平外，还有苏洵的其他“同道”也读过《辨奸论》。但总的说来，这个阶段
是属于“秘而不宣”的阶段，知道的人不会很多。这不难理解，因《辨奸论》刚写
成，连苏轼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叹，当然不好公布。二是在“元丰间”，张
方平把它全文载入《文安先生墓表》，因为在张方平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完全
证实了苏洵的预言：“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但元丰年间，王安石虽已罢相，支持新法的神宗仍在，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新法
被贬官，处境很艰难。因此，他们虽然对张方平表彰苏洵有先见之明感激涕零，但
“亦不入石”。神宗、王安石去世后，连司马光都警告说，要防止“反复之徒”，
对王安石“诋毁百端”，强调对王安石的安葬“特宜优加厚礼”。这时的苏轼兄弟
当然不会张扬《辨奸论》。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苏轼兄弟远谪岭南，徽宗
朝也不断在打击元皊党人，明令禁毁三苏文集，因此，北宋后期，《辨奸论》也不
可能流传。三是“比年稍传于世”，这里的“比年”是指南宋初年，当时的舆论多
把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父子都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开始较广
泛流传。联系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辨奸论》的流传情况，完全合情合理，
一点也不感到“诡秘莫测”。

4.苏洵的文章有哪些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
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
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
。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
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
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
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
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
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
。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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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
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
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
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
，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
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
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
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
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
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
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
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
，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
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
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
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
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
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
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
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
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
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
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
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
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
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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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集》15卷

读苏洵的《六国论》和苏辙的《阿房宫赋》的读后感

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
。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
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
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古时的秦国最早也和其它战国列强一样，都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的诸侯，只不过
当时远不如其它诸侯的封地大，并且又西临戎秋，立国条件非常恶劣，可以说危机
感从分封之日起就一直伴随在秦国国君身边，以后秦国西灭戎秋，南并陇蜀，扩充
国土，休养生息，变法图强，致使国力大增，秦穆公更是做到了春秋五霸之首，只
不过秦穆公其时称霸仅仅是替天行道，代周朝讨伐不义，攘诸侯以安王室，不曾想
到要去问一问周朝九鼎有多重。

当时天下大势，周朝已是积贫积弱，诸侯实力却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问鼎中原统
一中国之大事任谁也不敢去想更不用说去做了，只是由于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中
原诸侯之间或安于现状不思发展，或因蝇头小利兵戈相见，或淫秽奢侈之风盛行，
最终导致各国国力渐弱积重难返，而此时天下人心思定，连年征战百姓颠沛流离苦
不堪言，都向往着能够远离战争，安居乐业。

而此时的秦国却由于百年来的招贤纳士轻徭薄赋，已是内有富足仓廪，外有勇将良
相，秦国当时情状：

一是人才济济，百余年间，前有流落楚国云楚被秦人用五张羊皮换回遂得名为五羊
大夫的百里奚，后有因《过秦论》一文被秦人追回成为千古第一相的李斯，中有商
鞅、张仪等可用之才，这些人都为秦国的强大提供了必需的智力支持。

二是军力强盛，当时的秦国军队被称做虎狼之师实不为过，据秦兵马俑研究来看，
秦军排兵布阵进退攻守井然有序，前有能连续射击的三排劲弩手，后有手持两米长
枪能杀人于远处的五排步兵，辅以战车冲陷敌阵堪称所向无敌，况且当时秦国的政
策得力奖惩严厉，军士杀敌原为奴隶的可以入籍为民，战功卓著的可以迅速升迁并
获五金重奖，而临阵动摇擅自退后者不但自己会被处，而且会祸及全家，以此军队
对付已识书礼的中原诸强，实在是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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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国力大增，由于秦国当时地处西南，蜀中汉中平原因为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
程的竣工并投入运营，已成为当时的富庶之地，再加上各国强国富民的政策，国力
强盛便成为必然。

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
，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
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
，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
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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