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逍遥游读后感(精选8篇)
在口头形式的答谢词中，我们需要注意语速、语调和表情的
恰当运用，以使表达更加真实和感激。写答谢词时，可以结
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出对对方的感激之情。
亲爱的志愿者们，感谢你们默默地为社会付出，你们的辛勤
工作不仅改变了他人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逍遥游读后感篇一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至人，神人，圣人”的生活意
境，逍遥游作为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
理想。作品描写了一个哲学意识上天入地以求索宇宙的秘密
后倦极而返的心理经历。

借鲲鹏和蜩鸠的对比，来说明大小的分别，破除一般人见小
不见大的观念，并指出：唯有“无己”的“至人”才能做到
逍遥游。接着塑造了一个神人的形象，使逍遥游的“至人”
具体化。庄子赋予了这个神人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她
是庄逍遥理想的完美体现者。然后则极为生动幽默地写了庄
子与惠论辩有用与无用、小用与大用的情况。庄子认为小用
不如大用，无用就是大用，只有“无所可用”，才能“物无害
（之）者”，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永作逍遥游。

读完全篇，可以理解到：逍遥游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一由
地遨游永恒的精神世界。这让我想到：现实生活中，人们或
是为了名利勾心斗角，整天生活得惶惶不安；或是没有人生
目标和精神支柱；或是注重物质的享受，忽略了精神上的提
高。

越来越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方式让我们在享受它的同时也失
去了很多美好的追求。有些人舍不得花上一个小时看一本好
书，更乐意做的是去泡网吧，或是去麻将桌前搓一小时。



社会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然而社会的进步更
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来支持和推进。所以，当我们有闲暇时，
不妨捧起一本好书，全身心投入地去读它，理解它，做一个
现代的”至人，神人，圣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畅游。

逍遥游读后感篇二

庄子是一位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逍遥游》读后感300字。这几天，我津津有味、如饥似渴地
读了庄子写的《逍遥游》。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逍遥游》中的这样一段话：“且夫水之
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
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
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
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读后感《《逍遥游》
读后感300字》。”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再说，积存的水不
够深，它就无力承载大船。倒一杯水在低洼之处，只有小草
可以当船；放上杯子，它就着地不动了，这是水少但是船大
的缘故。积存的风不够大，就没有力气承载巨翅。所以，大
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才能算抵达风的上方，这样才可以乘
着风力，背靠着青天，完全没有任何阻碍，然后，才可以开
始飞向南方。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情之前，都要
打好充分的提前量。

《庄子逍遥游》是一本好书，里面的奥妙无穷无尽，让我如
醉如痴、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些奥妙，等着你去探索和发
现呢！

逍遥游读后感篇三

看完这篇文章，我就觉得，《逍遥游》是一篇神文，并且像
这样的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我们首先惊讶于庄子超出寻常的想像力。在庄子的笔
下，“鲲”不知有几千里之大，一变而为“鹏”，鹏的背不
知几千里，羽翼遮天蔽日，奋起南飞，击水三千，扶摇九万。
何等宏大！作者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如此巨大的艺术形象呢？
首先，庄子是一个大思想家，这样巨大的形象是他所欣赏的。

其次，创造大的形象，也是为了与小的形象进行对比。你看，
大的形象除了鲲鹏，还有冥灵、大椿、彭祖。小的形象有芥、
蜩、斑鸠、朝菌、蟪蛄、斥，这一大一小形成的对比是十分
鲜明的。那么，庄子是在褒大贬小吗？不是。那么庄子为什
么要进行大小的对比呢？这样的对比和下文的宋荣子、列子、
至人、神人、圣人是什么关系呢？这是读懂本文的关键所在。

作者写完大小的对比后，接着写了“知效一官，行比一乡，
德合一君”者不过就是数仞间跳跃自得自满的小鸟，受到宋
荣子的嘲笑。为什么？因为宋荣子不受外界舆论的束缚，懂得
“内外”与“荣辱”的界限。然而，庄子对他仍然存有遗憾，
“犹有未树也”，就是说，宋荣子没有达到庄子心目中的最
高境界。列子可以御风而行，而且轻巧美妙，但他仍然达不
到庄子的理想境界，因为列子“有所待”，没有风，他就无
法飞，靠的是外部条件。庄子的理想境界是“无所待”，能够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不依靠任何
外物，达到绝对自由，这才是庄子的最高理想。至此，我们
明白庄子对比的意图了：大对于小，是相对自由的；宋荣子
无视毁誉，较之“征一国者”相对自由；列子御风而行，免
受行走之劳，较之于徒步者，是相对自由。但所有这些，都
达不到庄子的最高理想境界，因为他们都“有所待”。最后，
作者推出一种理想化的人物：“至人”、“神人”、“圣
人”。

文通篇是寓言，形象生动，感人至深。

鲁迅先生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
地，皆空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



之作，莫之能先也。”

鹏在文中固然有论证自然万物皆有待的作用，但它的意蕴远
不止此。我们且来看看庄周对鹏的描述：“鹏之背，不知其
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若泰山，翼若垂天
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此鸟绝
非一般，它由不知其几千里的大鲲转化而成；飞行时卷起三
千里浪花，在刮起龙卷风时腾空直上数万里云霄，遮天蔽日，
声势浩大，这是何等雄伟的景象啊！蜩与学鸠认为大鹏徙于
南冥完全没有必要飞上九万里高空，面对蜩与学鸠的嘲笑，
清高孤傲的庄子不屑一顾，在庄子看来它是大智者，这两个
小东西知道什么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庄子的眼中，
大鹏有高远的理想，它威武壮美，可见庄周先生对大鹏这一
形象寄予了深情厚爱。

逍遥游的人生理想既是庄子批判儒家积极入世哲学的反映，
更是庄子在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痛苦徘徊并超越现实与
此岸的人生理想表白。

因此，文中的寓言及寓言中的形象仅仅是作者言志与抒情的
符号，鹏的形象交织了庄周的清高孤傲，理想的高远与现实
的无奈，既自豪又悲哀的复杂的矛盾心态，意蕴丰富。

逍遥游读后感篇四

读了逍遥游以后，我感触颇大，我想到了人生！

跟彭祖一比我们的生命就像麻雀与大雁飞翔长度一样差距巨
大。我们岂不是很亏？人比人气死人啊！会不会老人们都是
没事拿自己和彭祖比把自己气死的？我们要有一个乐观的心
态，是麻雀能天天吃到新鲜的小虫，而不用让大鱼在自己肚
子里带三个月都烂掉了岂不是一种幸福。



所谓平凡是真，高处不胜寒也是这个道理吧！再看到后来写
道宋荣子不拘于俗我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不要以为当了村长就是干部了，上边还有县长，市长，省长，
主席呢，在往外没准真有个什么超级赛亚人什么的也说不准，
所以不要得意洋洋，而是虚心学习，认真工作，贯彻落实党
的政策，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只是回报社会的养育而
已，不要为自己的作为而沾沾自喜，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逍遥游读后感篇五

一提到庄子，我们就会想到他的《逍遥游》。

小时候，曾在语文书上读过简化版的《鹏程万里》，却从没
有真正感受过“乘物以游心”的逍遥，从没有真正感受过那种
“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的淡泊。

庄子一生贫而不穷，家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有时甚至无
米下锅，要向人借粮。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生
不逢时，如之奈何?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断然拒绝了
楚王送上门的相国之位。自称宁愿做一只在淤泥中拖着尾巴、
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意当供奉在庙堂上，受人尊敬的龟
甲。所以庄子选择了“无为”，敢于从容面对随之而来的寂
寞和贫困，在天地间随心所欲，逍遥自在，达到心灵所追求
的高度与境界。

《逍遥游》是全书的精髓，开门见山点出“逍遥”的境
界，“游”的状态。鹏程万里，扶摇直上，看似逍遥，其实
都是“有所待”，不自足。一旦时不我与，则无法成功。如
何才能超脱?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
穷”。也就是说，心灵顺应天地大道，跳出万物束缚，无物，
无我，无功，无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自在。



其实，生活都一样，只是每个人看待生活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每个人面前，生活都是不同的色彩，只在于你是如何去看
待、如何去面对。所以，胸怀博大是庄子、是《逍遥游》给
我们上的第一课。

《逍遥游》中塑造的境界永远是没有边界的。天地大道，发
乎自然，庄子于虚静中挥洒他的放诞，于达观中流露出些许
狡黠，让我们用一生的体温去温暖这个智慧的名字，渐行渐
远，随着庄子去“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当感受到心灵的疲倦与束缚时，让我们静下心来，跟着庄子
一起展开一次心灵的逍遥游……

逍遥游读后感篇六

小时候，曾在语文书上读过简化版的《鹏程万里》，却从没
有真正感受过"乘物以游心"的逍遥，从没有真正感受过那种"
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的淡泊。

上个世纪末，有一首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来去天地
间，是少年人金色的憧憬，中年人的一声叹息，老年人不由
自主"想当年……"。逍遥的脚步总是来去无踪，沿着中国千
年的历史长河，顺流而上。有武陵桃园，遗世而独立，自在
悠闲。再往前，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有庄子，
也只有庄子。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气势磅礴、
纵横恣肆；他的思想深邃宏阔、笼盖至今；他的寓言想象奇
特，寓意深远；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囿。

庄子一生贫而不穷，家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有时甚至无
米下锅，要向人借粮。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生
不逢时，如之奈何？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断然拒绝
了楚王送上门的相国之位。自称宁愿做一只在淤泥中拖着尾



巴、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意当供奉在庙堂上，受人尊敬
的龟甲。所以庄子选择了"无为"，敢于从容面对随之而来的
寂寞和贫困，在天地间随心所欲，逍遥自在，达到心灵所追
求的高度与境界。

《逍遥游》是全书的精髓，开门见山点出"逍遥"的境界，"
游"的状态。鹏程万里，扶摇直上，看似逍遥，其实都是"有
所待"，不自足。一旦时不我与，则无法成功。如何才能超脱？
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也就是说，
心灵顺应天地大道，跳出万物束缚，无物，无我，无功，无
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自在。

逍遥游读后感篇七

先说“逍遥”的语义。在《庄子》一书中，“逍遥”一词的
含义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
内心状态。《庄子》一书中，多次使用到“逍遥”一词，有
时单独使用，有时和“彷徨”一词对举使用，但词义始终不
变。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
遥游》）：“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
子·大宗师》）：“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
子·让王》）。故“逍遥”的本质是指一个人自由自在、任
性适意的人生状态。

其次说“游”。“游”作为人的主体活动，既可指向人的精
神，也可指向人的肉体。《庄子》一书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兼
有这两个词义。但庄子哲学是谈人的精神自由的，他关注的
是人的精神活动，是要从人的精神自由中寻找人生的出路。故
《庄子》中使用“游”一词时，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人的精神
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中的“游”也是如此。“游”是心游，是让心游于
“无限时空”中的精神漫游，是让心同“道”、“造物者”、
天地自然进行的交游、交往，也就是《庄子·天下》中所说的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人与自然融
为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
子·齐物论》）的泰然状态，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安宁。
这样的“游”才“逍遥”。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至人，神人，圣人”的生活意
境，逍遥游作为庄。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学说的最高
理想。作品描写了一个哲学意识上天入地以求索宇宙的秘密
后倦极而返的心理经历。

作者首先通过描绘一系列具体的事物和三个不同层次的人物
来反复申明绝对自由的难得，借鲲鹏和蜩鸠的对比，来说明
大小的分别，破除一般人见小不见大的观念，并指出：唯
有“无己”的“至人”才能做到逍遥游。

接着塑造了一个神人的形象，使逍遥游的“至人”具体化。
庄。赋予了这个神人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她是庄。逍
遥理想的完美体现者。然后则极为生动幽默地写了庄。与惠。
论辩有用与无用、小用与大用的情况。庄。认为小用不如大
用，无用就是大用，只有“无所可用”，才能“物无害（之）
者”，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永作逍遥游。

读完全篇，可以理解到：逍遥游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
遨游永恒的精神世界。这让我想到：现实生活中，人们或是
为了名利勾心斗角，整天生活得惶惶不安；或是没有人生目
标和精神支柱；或是注重物质的享受，忽略了精神上的提高。

越来越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方式让我们在享受它的同时也失
去了很多美好的追求。有些人舍不得花上一个小时看一本好
书，更乐意做的是去泡网吧，或是去麻将桌前搓一小时。

社会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然而社会的进步更
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来支持和推进。所以，当我们有闲暇时，
不妨捧起一本好书，全身心投入地去读它，理解它，做一个



现代的”至人，神人，圣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畅游。

逍遥游读后感篇八

我想一提到庄子，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他的《逍遥游》吧。

小时候，曾在语文书上读过简化版的《鹏程万里》，却从没
有真正感受过“乘物以游心”的逍遥，从没有真正感受过那种
“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的淡泊。

上个世纪末，有一首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来去天地
间，是少年人金色的憧憬，中年人的一声叹息，老年人不由
自主“想当年……”。逍遥的脚步总是来去无踪，沿着中国
千年的历史长河，顺流而上。有武陵桃园，遗世而独立，自
在悠闲。再往前，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有庄子，
也只有庄子。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气势磅礴、
纵横恣肆；他的思想深邃宏阔、笼盖至今；他的寓言想象奇
特，寓意深远；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囿。

庄子一生贫而不穷，家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有时甚至无
米下锅，要向人借粮。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生
不逢时，如之奈何？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断然拒绝
了楚王送上门的相国之位。自称宁愿做一只在淤泥中拖着尾
巴、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意当供奉在庙堂上，受人尊敬
的龟甲。所以庄子选择了“无为”，敢于从容面对随之而来
的寂寞和贫困，在天地间随心所欲，逍遥自在，达到心灵所
追求的高度与境界。

《逍遥游》是全书的精髓，开门见山点出“逍遥”的境
界，“游”的状态。鹏程万里，扶摇直上，看似逍遥，其实
都是“有所待”，不自足。一旦时不我与，则无法成功。如
何才能超脱？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



穷”。也就是说，心灵顺应天地大道，跳出万物束缚，无物，
无我，无功，无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自在。

看庄子的《逍遥游》，首先就要看一个“大”字。“北冥有
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巨鲲大鹏，充盈于天地之间
的大气磅礴。“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大格局、大气
量、大胸怀是逍遥的第一步。

其实，生活都一样，只是每个人看待生活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每个人面前，生活都是不同的色彩，只在于你是如何去看
待、如何去面对。所以，胸怀博大是庄子、是《逍遥游》给
我们上的第一课。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再说如果水的积
聚不够深，那么则无力承载大船。同样的，在我们呱呱坠地
的那一刻，嘹亮的哭声就是人生鸣笛启航的标志。我们在书
海中、在困难中逐渐成长，小船历经风雨，变成了大船。倘
若没有在学习生活中的知识、能力、经验的积淀，水不够深，
人生的大船在未知的水域里航行，必然危机重重。当然，内
涵深度的积累无疑是一种漫长的过程，需要锲而不舍的坚持，
这也是一种逍遥游的前提与资格。

《逍遥游》中塑造的境界永远是没有边界的。天地大道，发
乎自然，庄子于虚静中挥洒他的放诞，于达观中流露出些许
狡黠，让我们用一生的体温去温暖这个智慧的名字，渐行渐
远，随着庄子去“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