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逍遥游读后感(精选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逍遥游读后感篇一

庄子内篇，《逍遥游》为第一。可以说，此篇乃庄子之哲思
代表，后六篇均可谓发端于此。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出神人之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同时通过宋荣子对“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
合一君，而征一国”这类以自己才智汲汲于名利的人的嘲笑，
表明自己观点——“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定乎内外之分，变乎荣辱之境”。

我修身完成，便能入仕，以自己的才智造福一方。相反，会
被看成是荒废一生，碌碌无为。相比之下，老庄思想似乎更
含消极成分。现代社会，人们物欲横流，精神空虚，汲汲于
功名，戚戚与利益，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住这种诱惑。在这种
情况下，适时读一读庄子的《逍遥游》也许会给你带来不少
启发。

我曾试想过，在现在这样的社会，还能否实现“无己、无功、
无名”。如果有会以什么样的姿态生存？我一直在想象他们
过这一种自由自在、不问世事的生活，或生活在深山之中，
或漫游于四海之内。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豁然发现，这
样的人就生活在我的身边。他们不必是游士，只要保持一
颗“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之心，清
楚地划定了自身与物外的区别，辨别荣辱与耻辱的界限，淡
看功名利禄，心有所属，便不再沉浮，达到逍遥的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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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生活在战国乱世，诸侯各国征伐不
已，暴主佞臣杀人如麻。他的志向抱负不可能实现，他看透
了这个社会的一切。于是，他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希
望自己的精神天马行空，无所羁绊，进而让精神的生命去解
放作为形体的生命，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

生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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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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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持一颗逍遥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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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逍遥游，是感叹鲲鹏之大，世间无有。鲲广数千里而不
知其修，鹏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脑海中浮
现如此庞然大物，气势无穷，顿是心胸宽广，神思游弋。而
庄子的神思不知遨游到哪里去了，才有了如此浪漫大气的想
象。

我觉得，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所体现的有道家清净无为，
自由飘逸的思想。尧让天下与许由而由不受，藐姑射山神人
无所谓而无所不为而天下大治，庄子以无用之物顺应外境以
为用而全其大用，阐述了无名无功无己的自由无为思想。这
里的自由不是任性而为，而是无所“待”而达自由，顺气而
至逍遥，与万物为一体。

《逍遥游》中有鲲、鹏、蜩、学鸠、朝菌、惠蛄、冥灵、大
椿、彭祖等各种现实中存在或非存在，或小年或大年，或人
或非人，都是自然中物。这些已体现自然之物都有灵，人与
自然为一体。从“生物以息相吹”，到“御六气之辩，以游



无穷”，更是体现了庄子的自然观，顺应自然。鲲大而游于
北海，鹏广而上九万里，冥灵、大椿、彭祖寿命长久，这些
大年与蜩、学鸠、朝菌、惠蛄这些小年形成了鲜明对比，若
要达到或接近无所待而游无穷，首先是为大年，在大年的基
础上，顺应自然，无己而为至人，无功而为神人，无名而为
圣人。

《逍遥游》中体现的道家思想是朴素纯洁的，更有庄子的飘
逸洒脱。与老子的思想相比，更没有束缚，汪洋恣意，无拘
无束。所以相对于老子的思想，我是更喜欢庄子的。对于
《逍遥游》这篇文章，更喜欢前半部分，特别是开头对鲲鹏
的描写，就有庄子的感觉溢出，便无尽逍遥了。

现代人是不得逍遥的，羁绊太多，倚靠太多，功利太重。一
些所谓逍遥只是发泄，相比，心灵片刻的宁静来得更实在些，
但却是不可及逍遥的。

逍遥游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是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
精神的终极关怀之可能。

作者通过与东西方精神史上的哲人、诗人的个体相遇和对话，
其实质在于：从中国人的立场，讨论承担人类精神的终极关
怀的不同的价值和道路之可能。

作者从拯救与逍遥这两个维度向我们描述了：为人类提供巨
大精神支持者——总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绝望者。
而绝望者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真正地热爱生活。在无情的
谎言世界里，也许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在绝望与希望之间，
作者选择了绝望。

重新翻刘小枫《拯救与逍遥》，昔日读此书的激动已经不再，



留下的是一种激情的灰烬。八十年代的文章受到李泽厚浮华
文风的影响，刘小枫也不例外，他的文章充满了古今中外的
广征博引，深刻的主题被驳杂的引用所遮掩。

不过说回来，八十年代还是给青年学者很大的发展空间，不
必思考写作格式要求，而是尽力进行思想表达。这种顺畅的
表达，让很多问题真正能够浮现到历史舞台。刘小枫这部
《拯救与逍遥》就是在对自我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
代性批判问题。在读《诗化哲学》的时候，就能看到刘小枫
通过梳理浪漫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所展开的批判，这个立场
有别于八十年代启蒙哲学的氛围。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在深入西方思想传统的同时，
扬弃了浪漫主义哲学立场。刘小枫在展开对中国浪漫主义传
统批判之前，首先树立了一个传统靶子——儒家传统。将儒
家传统视作世俗哲学，并对其进行人性论的批判，这自然就
是浪漫主义叙事的开端。当然，这种中国思想的叙事，是通
过一个引言，即诗人与死亡展开的。

在《诗化哲学》中，刘小枫提出了二十世纪是残酷的世纪，
是诗人自杀最多的时代，也是人性败坏的时代。那么，背后
就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现代性扼杀人的灵性，诗人不得不
选择死亡。这个命题，让刘小枫找到了中国思想的叙事起点。
屈原死于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彷徨，是浪漫对于政治现实的否
定，或者人性对于兽x的反问？诗歌传统确实存在浪漫主义倾
向，刘小枫将其作为对于现实政治的否定，则未免过分用拔
高中国诗歌传统的嫌疑，或者用德国浪漫主义置换了中国诗
歌传统中的浪漫因素。当然，刘小枫这种置换是隐藏在其叙
事之中，这种通过浪漫主义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其实与德国
浪漫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拒绝，是同一种思维的产物。

当然，这种浪漫主义被追溯为屈原天问、庄禅的逃逸、曹雪
芹的红楼说梦，鲁迅的冷眼观世，总之又是粗线条地将中国
浪漫主义拉了出来。但是，刘小枫并未如《诗化哲学》停止



于此，而是将中国浪漫主义与西方神学加以对比。这种对比，
应该是类似于釜底抽薪。本来以为刘小枫不过是做了一个中
国版的《诗化哲学》，结果却是通过神学对浪漫主义的否定。
这让八十年代美学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者刘小枫所说
的“四五”一代人惊愕不已。

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刘小枫并非是简单追求神学，而
是回到了《诗化哲学》中存在性的追问，在有限与无限的追
问之中，他开始了个体与上帝之思。人终免不了一死，哪怕
是诗人或者艺术，都会因为时间而腐朽。那么，究竟什么才
是不朽？存在主义只是暗示了存在，并没有真正回答。刘小
枫的追问，必将回到上帝的永恒。上帝的救赎，让刘小枫找
到了新的超越维度，超越理性（儒家）的世俗，超越诗化哲
学的永恒，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不朽，人只有认知上帝，才
能与上帝永恒。这种追问，导致他对于中国浪漫主义或者德
国浪漫主义的否定，在自我否定中，他走向了神学。

有些人曾经说刘小枫是二道贩子，不断跳槽者，却不曾被他
这种存在主义的追问所困扰。究竟在我们当下的亲在后，是
否存在永恒的不朽，这才是他不断追求的真理所在。就像下
一本书《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所暗示，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真
理的存在。在不断追求过程中，他拣尽寒枝不肯栖！

似乎对一本书的感想和评价往往要提出批判的意见。但如果
一个水平及其低下的读者去看一本泰斗级的作者的书时，心
想还是以学习和吸收为主。网上似乎很多人说刘小枫的思想
混乱，逻辑能力一般。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书中很多
章节令人看了摸不着边，没有很好的衔接上，不过可能还是
由于我阅读能力低下，没有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不
过如果每节能加个小标题就好了，那样看下去就会轻松很多。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知我无知。或许看书的过程常常也
如这一句话所体现的，看完一本书发现自己有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不知道”，更多的迷茫。不管如何，人应当低下理



性高昂的头，离开独自逍遥的自我，放弃虚无和荒诞的思想。
基督同样也不能只单单的将自己圈在会的范围之内，而是要
更多的思想世界的恶和苦难，效法基督的悲天悯人，效法基
督的降卑受苦，以更多的`爱心、关怀、同情、怜悯、帮助，
进入到社会中去，以爱抗恶。

逍遥游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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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赋予了这个神
人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她是逍遥理想的完美体现者。
然后则极为生动幽默地写了庄子论辩有用与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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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游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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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游读后感篇六

如果让我选择阅读的书籍，我还是喜欢看国学经典，原因：
四个字“受益颇深”哈。看到《庄子》，我们就会想到《老
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如果说孔、孟的
文化是北方的文化，具有北方朴实敦厚的气质，那么庄子、
老子的文章则代表了南方的文化思想。《庄子》这部书影响
着后来的几千年中国文化，甚至到现在每一个知识分子，每
一个文学家，每一个思想家，受到他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庄子》这本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逍
遥游》是庄子内篇的第一篇，逍遥这两个字是庄子先提出来
的，字面上的逍遥，可不是我们现在说人生要逍遥逍遥哈，
这个”逍遥“常常是修道的人的理想，如果用佛学的话来讲
的话，就是人要求要“解脱”的意思。人如果既不逍遥又不
解脱，这样的人生就是很苦的。逍遥游应该是两个字，逍遥
就是逍遥，游指游，因为逍遥了才可以游，不逍遥是不可能
游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人生可以过的逍遥自在。那么如何才
可以逍遥呢？我迫不及待的在庄子告诉我们的话语里找寻答
案。庄子告诉我们答案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用比喻的方式
来告诉答案。或许世界上最深的道理，同人最深厚的感情一
样，语言文字是没有办法来表达的，语言文字如果能如实的
表达人的思想，那么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是不会有误会的。庄
子在文章中用了很多的比喻。

整个逍遥游全篇都在告诉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方向。
怎样才能知道呢？庄子讲，人生要有”具见“。普通的讲就
是见解，再普通一点就是眼光、思想。打卡平台上的各位同
仁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一个没有思想、远见的人，
那么见解都会不行，要想成功，或者完善一个人的人生，更



是不可能的。庄子讲，具见就是具备见地，这样才能够脚踏
实地，从基本做起。那么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见地呢？逍
遥游告诉我们要有解脱的见，逍遥的见，人生不要被物质的
世界困扰，不要被现实的环境所困扰，假如说被物质的世界
或这现实的环境所困扰了，那么人生的见地就已经不够了。
白校长经常说，当你不图名利时，收获的才会是成功，当你
为名为利时，有可能会一无所获。所以能够具备那些高远的
见解，就不会被物质的世界所困扰，不会被人生痛苦的环境
所困扰，自然就会超越生活。

《逍遥游》中让我们要明白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告诉
我们要"物化"。宇宙中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外物都是物
理的物象变化，物与物之间互相在变化，所以叫物化。譬如
我们人也是物化变出来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彼此有变化
就变了那么多人，人生命活动中所需要的牛奶、面包、米饭、
青菜、香肠等，经过变化又变成了人人所排泄的汗、水、大
便，又变成了肥料，肥料再变成万物，一切万物又相互变化，
而且非变不可，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都是在物化之下的。
整个宇宙天地就是一个大化学的锅炉，我们只不过是里面
的“化”物，反之，不想被物化，把那个东西抓到了就得到
了，就可以逍遥了，不然我们终是被化的，受变化而变化，
做不了变化之主，所以庄子告诉我们物化地自在，那么庄子
同时在这个观念里头还告诉我们，人也是万物之一，人可以
自化，如果明白了具见，我们人可以自化，我们这个有限的
生命可以变成无限的生命，有限的功能可以变成无限的功能。

所以第二个方向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变化是人的变化，我们
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超人，那么这个超人是怎么变的呢？超人
就是在最平凡中变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还没有成
功的时候，或者倒霉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一定要沉潜在深
水里面，动都不要动，潜伏到相当的程度，一变就会升华高
飞，所以我们至少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有时候我们没有被
认可，输掉比赛等其实是没有潜伏到一定的程度。庄子中还
讲，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知大年，如果一个人没有眼光、



气度，就会看不远，那它的前途就有限。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庄子和惠子之间的对话了，非常的有趣。
惠子是当时的“名”家，专讲逻辑、讲论辩的。他和庄子的
关系非常的好。有一次惠子就告诉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个
大瓠瓜的种子。

结果种出来一个很大的大瓠瓜，有多大呢？大到没有用，为
什么这么说呢？用它做水瓢，装的水人们拿不动，即使能拿
动，也没有那么大的水缸来盛这个水。那么庄子听了惠子的
故事后说，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宋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个防
裂手的秘方，尤其是在大陆北方天冷的时候，手很容易冻裂，
乡下的人就晓得用一些猪油，等插在手上。那么南方也有一
种药，冬天吃了这种药后，可以脱掉衣服跳到深海里，几个
钟头都不觉得冷，然后再穿上衣服正好，如果吃了这种药，
不到冰冷的水里边泡，人还会烧死。那么这个秘方很快就被
人们所知道，有一个人经过这里，听说这个秘方，要求以百
金的价值来购买并得到了这个秘方。那么这个人买了这个秘
方干什么呢？他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当时两地正在海边
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它的药，不怕冷，不怕生冻疮，大败
越国，因此他也立了大功，这就是有名的“裂地而封”。这
个故事告诉我们，同样一个秘方，有智慧的人能够利用它，
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而且还封侯拜将，名留万古：那么这
一家人却只能用这一个方子，世世代代地替人家漂布。同样
一个东西，就看人的聪明智慧怎样去运用，因此会出现天壤
之别的效果。因此一个人穷困潦倒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
己的智慧去想办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
靠，主要在人的聪明智慧能否善于运用，“运用之妙，存乎
一心”。所以庄子就批评这个惠子，说你现在家里头有这么
一个大瓠瓜，怎么怕没有用处呢？你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
交通很不方便，要找一只船都非常的难，庄子说你把这个大
瓠瓜晒干挖空，像坐在大船里一样到处可以游玩儿呀。

我借用南怀瑾先生所说的，用佛学的观点来解释的话，那么



就是“智量”境界的异同，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没有大小和
好坏之分，一个人智量大，见地高，境界应用高，就能把一
个不相干的小事情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修道也是
一样的道理，一个不相干的方法可以使它达到超凡入圣的境
界。如果智量境界应用的见地不够，即使再了不起再高明的
东西，到了他的手里也是没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