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瓦尔登湖第二章细节分析 瓦尔登
湖读书笔记(大全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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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正视它，好好的活下去

别逃避它，也别咒骂它。

它并没有你那么糟糕。

当你最富裕的时候

你的生活反倒最可悲。”

亨利.戴维.棱罗于1845年7月4日搬至瓦尔登湖独自生活。

在阅读本书导语时，看到这句话，我的脑海中很自然的联想
到了陶渊明的归隐。当我慢慢的开始往后翻阅时渐渐的明白
了其中的不同。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常常能够看见许多对人性的批判与对官场
的抨击而《瓦尔登湖》更类似与棱罗的生活杂记，它更多在
于表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世之间的思考。他的思考往往会
给人一种戳中靶心的痛快，正因为他的特立独行，连他自己
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孤独的。对于棱罗的“孤独”人们有了许
多的理解，有人说，这让她想起了黑麦笔下的树“它们好似
孤独者，它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一些伟
大而落落寡合的人物。”的确，这能够很好的比喻棱罗。



比起中国古代多数因厌倦官场而隐逸的隐士们不同，他的归
隐更多的是享受于被自然沐浴的独居生活，一个人搭建木屋，
耕地，制作生活用品，一个人目送着四季的变迁，一个人漫
步在广袤的森林里，听风呼啸的声音，安静，美丽又平和。
真正热爱自然，就是用心来拥抱它，感受它，棱罗做到了这
一点，也获得了自然的馈赠——比大多数人观察到更细微的
事物。

当我一次次翻阅《瓦尔登湖》我心中隐隐燃起了对于这种生
活的向往。这并不是说我厌倦了庸碌的生活，我爱它，而我
却不能够在这两者中做出选择，只能沿着生活原本的轨迹继
续打转。我想，这便是我无法达到这样的人生高度的最大阻
碍。

我想，当我们面临许许多多零零碎碎的小挑战时。我们才会
明白棱罗的伟大，生活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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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瓦尔登湖》墨绿色的封面，一股清凉的湖水已然汇入
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正
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静静
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
智慧的书。”它只适合在“寂寞和恬静”时阅读，静静地读，
读得静静。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尔登湖》是属于
心灵的。

白居易曾说：“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能心虚即我师。”这恰
似这坐落在康科德的小木屋，梭罗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两年两
个月又两天的独居生活。他记录从春到冬的这一轮的风景，
他的超验主义实践建立了一种与现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立
的简朴方式，还原生活的原始状态。

真的很难想象，梭罗是如何生活下去，他将自己放在一个杳



无人烟的地方，他拥有的只有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一张小小
的床，一张普通的书桌和一些零落的稿纸，仅仅只有简单的
陈设，仅仅只是他执着的信念，仅仅凭借着人对自然的欲望
和热爱，他，完成了这伟大的实践，完成了这对自然的追求，
完成了这本杰作，这不得不让后人称他为“自然随笔的创始
者”。

这些如水晶般的思想，梭罗还记录了很多很多，终点就是起
点，四季的轮回正是生命的苏醒沉睡，这些文字就像是一杯
温水，让人沉浸，心灵正被一点一点洗涤，灵魂正被一点一
点安静。

现代生活给人类提供了几乎随心所欲的舒适，水泥建筑抒情
地摩天，水泥路面光洁少尘，而地下水却在不断地下沉，天
空出现臭氧空洞，酸雨腐蚀我们的视觉。我们在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的同时，又给自己埋下了生态陷阱，因而只能用回
归自然来安慰自己的无奈。我们的祖先在被自然奴役时，敬
畏自然，崇拜甚至神化自然，而作为子孙的我们，却颠倒过
来，蹂躏、奴役、称霸自然。

梭罗在书中这样表述：“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
真理吧。”我想，这真理该是：热爱自然，创造生活。

这是我读过最难读的一本书，正如徐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
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
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
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梭罗是一棵树，超脱人世，却在瓦尔登湖的夕阳下找到自己
的位置。

希望通过这本书，读出清淡、读出真谛。当我们也能在心中
勾勒出自己的“瓦尔登湖”，我们就会在自己的人生里获得
这样恬然的生活姿态，月光般明亮却内敛，月光般平静却非
凡，隐居只是一种选择，是否选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们日夜风尘仆仆的路途上，心内心外都要撒满一路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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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亨利。戴维。梭罗写的《瓦尔登湖》，其中有这样一段：
"奴隶主拿出奴隶为她创造的十分之一的盈利给奴隶。也有一
些人以做好事为名，雇佣穷人去他的厨房干活。但是她们为
何不自己去厨房干活呢?这才是真正的做好事，你四处吹嘘说，
自己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作慈善事业，也许你该拿出十分
之九才对，否则社会只能收回十分之一的财富。究竟财富所
有者的慷慨，还是主持正义者的疏漏。"

虽然索罗的某些思想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关于他这方面的观
点，我是不赞同的。

首先他说的奴隶为奴隶主创造的十分之一的价值。咱研究一
下，这个十分的价值是奴隶创造的吗?我努力能创造十分的价
值，他怎么还能去做奴隶呢。

所以说这个十分的价值里边只有奴隶的十分之一，才是公平
的。

我在中学的时候，学到经济常识有一个概念叫剩余价值。"剩
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剥夺和榨取工人的利益"那个时候我就非常
质疑，这一个观点。

如果一个人能带领100个年收入1万的人。最终获得年收入10
万的利润。而这个领导者获得100万的利润。那么我觉得，这
个领导者就是一个好人，这个剩余价值是他应得的，是公平
的。因为他的智商和能力和100万的价值是相等的。只有这样
才是公平的。

行善并不意味着。领导者也要进厨房。他进厨房就是对她智
商和能力的浪费。如果都去厨房的话，谁发工资和养活他们。



所以，他这个都进厨房的观点，我认为是很可笑的。

我希望社会多一些能给他人带利益，能让他人过上富足生活
的人。而不是只能自给自足，甚至靠国家补贴，还去耻笑那
些为社会和他人带利益的人。

很多人的思维就是这样，要穷大家一起穷是没有问题的。如
果有能力的人带着大家都富起。但是这个有能力的人赚的多
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坏人。就会被这些人去唾骂。

我实在是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种思维模式，大概也是导致贫穷的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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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着别人的经历和思想，作为自己闲时的消遣

缺少耐心，长篇的书很少看，长篇的电视剧常用快进来解决

曾经有个朋友用“浮躁”来形容这种状态，我很认同

梭罗的《瓦尔登湖》，几年前买来以后就一直躺在书橱的角
落

因为它从来也不是一本在浮躁的心态下用来打发无聊的书

在这个下午，很难得的，没开空调，没开电脑，没看电视，
只是看书

很喜欢其中对于瓦尔登湖各个季节的景观和周围的生态描写

有一种自然的力量，让人安静



在山顶眺望湖水，有银色小鱼时不时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
漪

或有雾时在湖面泛舟，到湖心时渐渐睡去，直到小舟撞上沙
滩才醒

正如梭罗所说，这样的景色，如果看上一眼，就足以洗刷掉
街道和引擎上的所有油烟

因为对被种种欲求充斥的物质社会的不满，梭罗独自走入人
烟稀少的瓦尔登湖

用自己的生命，知识和信念做了一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
自然人活着到底需要些什么

在瓦尔登湖阅读，耕种，垂钓，写作，买卖，独自生活

有一章叫做孤独，但从里面读到的不是寂寞，而是享受

我想，在瓦尔登湖的寂寞，已经是一种清淡的乐趣了吧

梭罗毕竟是勇敢的，在哈佛毕业后走入森林，在瓦尔登湖畔
生活了2年后，又重新回归城市

理由是还需要尝试一些别的生活方式

瓦尔登湖不同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它不是一个隐士的理想世
界

而是一个抛弃物欲，用自己的力量，劳作和精神来生存的所
在

我从不曾想过要避世而居

只希望在纷争的俗世尘嚣中，内心能存有一面瓦尔登湖



那里有简单质朴的生活，永远平静冲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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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瓦尔登湖》是因为海子喜欢这本书，可是当时稚气尚
存的我看不懂书中枯燥晦涩的典故。随着时间的流逝，阅历
的增加，我再次捧起此书细致浏览，才略懂其中的些许真谛。

本书是一八四五到一八四七年梭罗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
记录。书中将大量的人文、地理、历史以及动物学知识融入
到优美的文字中，精致的语言散发着浓浓的人生哲理，让我
们感受良多。

梭罗的文字如泉水般清冽，将山水与心灵契合。读他的故事
时我们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仿若我们也在湖畔休憩，在
田间劳作，和他一起感受那鸟语花香。

哈丁曾说，《瓦尔登湖》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是简单生活
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向金钱社会的讨伐
檄文，是一本圣书。

梭罗说：“不要给我爱，不要给我钱，不要给我荣誉，给我
真实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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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许久未曾读过书了。细数起来，大概有一年多吧，却
好似过了半个世纪。在思想的领域，一旦空旷，就觉得内心
的荒凉，这也许是一种安全的缺失，内心的饥饿，灵魂的养
分不足一般。

生活就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上班工作，唯一的区别是自
结婚以来，生活的起居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一个人，可以有独
坐的时间与空间；现在有许多的琐事要处理，要生孩子，要



看孩子，要为生活费、人情费等等努力周旋。这看似简单却
又繁琐的细节，却占据了所有的时间，将独自一人的那份孤
独与僻静占去了，把心灵放空与归寻的空间夺去了，所以，
很少去思考，去冥想，去表达，用文字的形式。

工作虽然在今年又上了一个台阶，但不能谈为事业。尽管事
业本身不含创业与否，只在于个人在某个领域或空间有所建
树而已，但真说实话，还远远谈不上。从主管单方面的工作
到主抓全面，甚至还要兼及之前未曾涉猎的领域，对我而言，
是一步并作两步走，其艰难与困顿我自己很清楚。随之而来
的负面情绪不断骚扰着生活甚至健康，多亏妻子的理解与容
忍。所以要感恩，感恩生活于我，妻子于我，父母于我，朋
友于我的爱与包容。这种平衡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

时至今日，工作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尽管也有许多的瑕疵。
很多时候，工作于我像是一种生命价值的表现，我也一直这
么认为，并且努力去奋斗。也有时候会困惑，这种价值的展
现需要多大的付出，是否存在最大的必要，留着这个问题已
经很久，很久了。其实这一年的空旷，是因为孩子的降生。
在孩子身上，你感觉光阴真就是光的速度，一晃眼就过去了，
如今已经蹒跚学步，咿哑学语。从出生开始悄悄地成长，每
一步变化都看在眼里，都记录在心里，都是一种莫名的惊喜。
这种惊喜是与生俱来的，发自肺腑的；是一种想脱口而出的
快感；是生命付出的回报。细数着她第一次的吸吮，第一次
翻身，第一次坐立，第一次爬行，第一次走步，第一声爸爸、
妈妈……这种生长的力量催化着我巨大的能量，给予我付出
爱的火花与内心的喜悦，是任何工作甚至事业成就无法比拟
的。

生活就像这生长的力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催促着我们努
力前行，要么生存，要么传承，要么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思想的时候，或许只是偶然，只是一次火
花的闪现，没有人，没有外界的力量激化我们内心的寻究。



读书真是一件灵性的活动。因为读书，才突然今天再书写一
段文字，关于生活与思想的`文字，但并非唯一性。今天读的
《瓦尔登湖》，梭罗隐居的内心独白，读之有点转，但真像
之前独自一人静坐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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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
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
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
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
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
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我一点，很好吃。
”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
做‘雨’。”“雨？”他一呆。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
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
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札好了背到
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
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
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
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
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
点悲伤。

这是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中的一个语段。简简单单一道
菜，在三毛口中成了千金难得异常珍贵的宝贝，在三毛手中
变成了他处难寻的人间美味。以三毛惯用的对话，使我能依
稀想象到那时情景，疲惫归家大大咧咧的男子，奔向期待已
久的晚餐，女主人内心不满逗弄不熟悉中国文化的丈夫，丈
夫看穿了妻子美丽的谎言，讪讪的但仍然支持她，且不再刨
根问底。有自嘲，有无奈，有搞怪，有喜爱，一幕简简单单
的画面，只属于两个人的异国生活，对于三毛来说再苦再累
也没有关系，只要身边有他，他和自己有个家。



文章中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他们一起筑造属于自己的小窝，
一起去公证结婚，一起去荒山采集化石，一起去海边打渔，
一起做过很多很多事情。语言的对白，三毛的情感变化，周
边环境的刻画，三毛她一直有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看着这个
世界，记录自己的生活。发自于内心的文字就这么深深的打
动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我们大多数无法拥有如三毛
般的又单调又丰富的生活，但当我们走进书中，奇特的感觉
已让人满足。

二、有感而发，发人省醒

撒哈拉沙漠相比大多数城市，居住的人并不多，但是有人居
住的地方就有故事，也有事故。那个年纪轻轻就结婚的十岁
女孩姑卡，被人粗暴地拉上车却被当地居民看做是好样的，
在结婚初夜被公然暴力地夺去贞操却让屋外的男人欢呼，这
是封建落后的传统习俗，以致姑卡宁愿服用避孕药来暂时逃
避过早的婚姻生活。这是三毛无法去改变的，而我们也同样
只有无尽的唏嘘。怜惜弱者命运的同时，也感慨于自己现在
较为民主自由和谐的生活。人，要懂得珍惜啊。

但是很有才干的父亲，一个哑奴，老实巴交有点痴傻的母亲，
一个普通女人。生性善良的三毛给予了那一家子一些物质上
的帮助，精神上的慰藉，礼尚往来，哑奴也为三毛家里的装
修助一臂之力。可恨的是，奴隶交易在撒哈拉是合法的，奴
隶被财主派出去打工挣钱，奴隶得到的只有一点点。因着当
地的法律，哑奴一家无法成为自由人，而哑奴因他过人的种
植才能被财主卖给另一个奴隶主去绿洲发展农业。最后的最
后，哑奴得到了三毛赠与的毯子和钱，挣扎的狂奔回家，跌
跌撞撞扑向他的太太和孩子，留给这个家他所能留下的唯一，
茫然地被拖着拽着走向未知的未来。而这同样是让人感到悲
哀的，一家人被迫分离，弱小的妻儿，有才干的男主人，无
法脱离的禁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哑奴他的心是自由的是温
暖的，不知他们是否已被拯救。三毛以她的视角，一个“外
地人”的视角，无声抨击封建落后的沙漠社会，并不犀利讽



刺的文字透露出的意味更为深长。世界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可地区发展的进程是不同的，从小的地方看大的世界，世界
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并不是很
多，但在情况允许之下，施以援手，留给这个世界不幸的人
们一点点温暖，我相信，终究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三、粗知初识，人性魅力

通过一期电视节目粗知三毛，通过一本书初识三毛，三毛与
众不同的很重要一点是她独特的人性魅力。在三毛的故事中，
三毛作为各种事件的亲历者或是旁观者，是较为感性的。她
可以默默接受邻居们的索取不求太大的回报，她可以尽可能
帮助需要的人，她会为了生计和丈夫奔赴遥远的海边打渔，
她会劝导陷入无果虚假的爱情的杂货店店主的弟弟，她还会
在那动荡的社会默默支持站起来可力量薄弱的撒哈拉威人。
她不排斥并不公平的社会，而是尽力的去融入它，她无法改
变很多很多，但也不会因此抛弃自己的本心。当爱情转变成
为亲情，热烈变为平淡，她还是坚持下来了。些许的有钱任
性，即使入不敷出也坚持对荷西不动用父亲寄来的钱财的承
诺。她感受着这个世界，而我们跟随着她，感受着另一边的
世界，不同于我们身处的地方。

拙劣的文字难以表达我的内心，唯一能肯定的事，我为自己
阅读了这本书而感到幸运。三毛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本本去品读去体会，我相信我还能看到
悟到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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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第二章细节分析篇八

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题记
（摘自《瓦尔登湖》第9页）



我认为梭罗在这本书中写出了他对瓦尔登湖的理解与对人生
的思考。梭罗写了湖边的森林的浓郁、苍翠；写了湖上的鸟
叫声的甜美、高亢；写了潜水鸟的活泼与调皮，写了松鼠以
及各种动物种种可爱的动作。

我认为梭罗写了人们的`贫穷不是别人不施舍或政府不救济，
更不是自己在本来的工作上不努力，而是没有换一个角度思
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伟大的人用简单而富裕的方式生活着，
并给自己留下闲暇时间，以用来做伟大的事和培养自己伟大
的品格。“我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
有能力来使自己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作者用自
己在瓦尔登湖边的生活证明了人类可以生活得富裕而有闲暇，
人类可以和自然、和动物和平相处，可以生活得简单却同样
快乐。

梭罗是崇尚自由的。当他从瓦尔登湖到村镇中修鞋却被捕时，
可以发现他向往的是美利坚的和平与自由。“什么也不能正
当地迫使单纯而勇敢的人产生庸俗的伤感”。梭罗便是这样
的一个人，他勇敢地面对生活和一切他要正视的东西。并仍
能保持自己单纯的、自然的、美好的伟大心灵。并且他有着
同样并且他有着同样生活简单，在世人看来卑微而粗俗的人
作为访客，这些访客在梭罗看来是渊博的、谨慎而智慧的。

梭罗探索着大自然的美妙与历史，同时从大自然的历史中探
求着人类的历史。梭罗从中领悟出自然对人类过错的宽容与
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忽然变得那么渺小！

最后，梭罗提到“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面对它、生
活它；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言咒骂它”。因为，在梭罗看
来，生命永远没有想象中的恶劣。

想了半天，仍未得出合适的名字。小可斗胆向才高八斗的诸
位高人求助。



瓦尔登湖第二章细节分析篇九

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

夜游东风渠时，对岸飘来这首歌谣，欢快童趣，对比恳求，
活力如泥鳅，泥鳅画面随着城镇化而逐渐归隐进回忆里。

喜欢特立独行的人，小时候我是不需要劳烦哥哥们求带路的，
放学路边，侦测一下湖边地形，卷起裤脚，光着脚丫，撸起
袖子就干。在凉水和污泥中，我摸来游去，以奋斗的手指为
本。你知道不，泥鳅本身是有分泌一种光滑黏液的，凭借如
此大法能保它逃离危险。但只有掌握它们的人才能得法破解，
我就是之一，用弯折的食指和中指，夹住泥鳅的头部，恰好
罩住它的去向，化解了其黏滑力，果然收获不小。偶尔被龙
虾钳子夹一下我也不怕，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寂静的
湖边，自然馈赠竟如此有趣。

后来在吉林跟内蒙老兄一起吃火锅，有泥鳅有烧酒，他们吼着
“半瓶我闷完，剩下你随意”，推杯执盏间，鲜活的.泥鳅一
跃而起，像一道光，从我面前画了个漂亮的弧线，逃离了火
锅桌面。鲤鱼跃龙门，泥鳅逃火锅，鱼生不白来，绝不输于
气势任人鱼肉。

如今漂在江湖，手捧《瓦尔登湖》，时常还想起泥鳅的趣事。
[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