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读后感(通用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
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庄子读后感篇一

有些人身游四方，但是他的心灵未必行之千里;有些人即使身
有所役，心却也可以无所束缚。而庄子正是这样一个可
以“游心”的人。

说他“游心”、无所束，其实是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少受牵
绊的人，不被他人的言行所左右，也不受周围的环境所动摇，
己喜己悲似乎都不被外界干扰。也许“潇洒”二字就是为庄
子造的吧。

中国历史上，被说是“洒脱”的人不少，但是他们的“洒
脱”和庄子的似乎不是一个境界。譬如李白，也许李白不是
洒脱而是豪迈，他可以“看空”所有的贬谪和坎坷，但是这些
“看空”终归都是有前提的，都是在自己的仕途中有所阻挠
时恢复信心和元气的药剂，假使他一帆风顺，也许就不会
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安能使我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样的
豪言壮语了吧——再说其他很多人，兴许多少都是如此，都
是在追求名利的道路上折损受伤以后才看开这些东西，但骨
子里可能还是希望得到这些东西的，所谓的“看开”也很有
可能是“得不到”的自我安慰的理由。

然而，庄子却不是这样，他真的是看破了名和利。对于利，
自好理解，在《山木》中他就有回答过，认为人生的困顿不
是贫穷，贫穷也不会是人困顿的根源。那么再看名，《秋水》
里有一个故事就说明了庄子的态度：他把名，把梁国的相位



比作是腐烂的老鼠!

其实，看清了名和利是看清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东西，就是
看清了自己的真心，不会再为他人的标准而累，不会再为了
别人的价值标杆而奔波拼命，也不会为了其他人的眼光而去
为难自己去弃自己的真心于不顾。我们可能已经有书读，有
书读的已经毕业，毕业了的有了工作，有了工作的有了房
子……我们不断被别人羡慕着，可是又不断羡慕着别人，总
觉得自己离幸福很远，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又总觉得完
成了才会更幸福，但是事实呢?等到那些事情完成了，我们真
的幸福么?这个大概只有自己知道吧。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很努力地去追求一些东西，但是这
些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出于本心，大概连自己都不会知道，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反而并不是那
么快乐，反而还有点失落，或者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快乐。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是去旅行的人，走的太远反而不记得自
己为什么而出发，走得太多反而关心一路上的交通、住宿等
一些东西多于关心自己的目的地。

为什么要追求自己的真心?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么怎么
追求呢?

追求真心就是以自己的真心为指标，而不是在意所谓的有用
还是无用，世界上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就像所谓的垃圾也
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一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不是由可见
的价值所决定的，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会是没有用的，
相反很有可能是对未知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的。就像《庄子》
中的一个寓言，对于小鸡而言，但从飞翔这点去判断，很可
以说翅膀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鹰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的，
那么鹰如果拿小鸡的价值观去判断自己的翅膀，那么它很可
能永远无法飞翔，相反，它如果去试一次跳崖，这样一件对
于鸡来说可笑的事情，也许它飞翔的潜能就会被激发!放到现
实生活中来说，可能没有人想过一句“谢谢”，一次轻轻地



关门或者一个弯腰捡纸这样的事情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但
是确实有人因为这样的小事得到了一份工作甚至一份尊敬。

没有人可以随便去预先判断有用还是没用，曲线救国不见得
比直线前进来得没效率，相反看似“绕远路”反而会是捷径，
而且按照自己的真心去做，这一路想必会是鸟语花香。

回头看看60前我们祖父辈所过的生活，再比较一下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幸福很多，至少我们真的拥
有了很多，我们的物质生活真的好了很多;而近几年，我们也
越来越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不仅仅可以寻找自己
的喜欢的书籍去看，去想去的地方寻找一段历史或者追求一
段回忆，又抑或仅仅去一个咖啡馆享受一个下午的好天气、
一个人的好心情，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分享精神上的
快乐，单从电视媒体上的节目就可有所管窥蠡测。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祖国，给我们足够稳定的环境去追求自己
的真心和真正的幸福，少了那么许多前人的“身不由己”的
艰难。相信我们将很快看到比现在层次更高的幸福社会和梦
想社会。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庄子读后感篇二

《庄子?秋水篇》以河神和海神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揭示了一
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认识和作为会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
因而很有限。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意义，一个人在任
何时候任何阶段都不可以不学习，或有学而自满的心态。我
们应深知学无止境切勿自满。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知识要学习，因而
我们要学无止境。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学会



走路说话，再就是学会建立对社会的信任感；当我们读小学
时，我们要学习语言汉字及其拼音，学习数学加减法。当我
们上初中时，我们要开始接触和学习英语，开始接触数学几
何、物理知识等等；当我们读高中时，我们要学习更深入的
各类科目的课程，以至于能让我达到拔高的境界；到了大学，
面向我们的是各类专业性学科，我们要开始深入学习这些以
后职业生涯高级工具；当我们工作了，要学习各种职场的行
为和方法技巧等。人生也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的学习和拓宽，
才有了进步和发展，也只有了进步和发展才会使自己的人生
更有价值。

时代在进步发展，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只有不断的
更新自己才会跟上时代步伐，不被社会所抛弃，因而不能固
步自封要学无止境。马克思说：“事物总处在变化发展
中。”如遗传变异，或水生发展到陆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
适应环境的就生存下来，不适应环境的就被自然淘汰。人生
活在社会中也是这样，一出生，慢慢学会走路、说话，在成
长的过程中慢慢接触到各种事物，要不断学习很多的东西，
如处理日常事物、人际关系等等。有的人善于了解、学习，
于是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有的人却固步
自封，懒于了解、学习，结果遇事时不知所措，被时代、社
会所抛弃。这样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数不胜数。孔子集群
贤之大成，振玉声金，却仍不断地学习，其“三人行，必有
我师”就是他行动的一个写照！若非如此，孔子能从百家中
脱颖而出成为儒家的创始人吗？跨栏飞人刘翔，虽有飞人之
称，但仍毫不怠懈训练，为了向更高的目标挺进，忍受着脚
踝疼痛而不畏，依然坚持艰苦的训练。也正如此，才会有新
的破纪录诞生。相反，我国古代一个叫江淹的人，年轻时才
思敏捷，文笔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为当时的人所称道。
然而，到了老年之后，他却很少写出好文章，后人戏称
为“江郎才尽”。他晚年写不出好的文章难道真是什么“才
尽”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他成名之后不再努力学习
有关罢了。



人生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所以要学无止境 切勿自满。
庄子曾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翻译成现代汉
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我觉
得庄子说得太对了。一个人从小开始学习，学吃饭，学走路，
学文化，可是他一直到死也还没有把很多东西学到，只好带
着遗憾离开人世。所以，知识对我们来说，是比宇宙还要大
的，是无边无涯、无穷无尽的，我们每个人在知识面前谁都
没有资格自满。

总之，学习是终身的事，是永远不能说停止的。任何一个人
对待学习，既不能半途而废，又不能如井底之蛙，骄傲自满，
夜郎自大，而是要牢记：学无止境的道理。学而不骄、学而
不弃，只有这样，才能每有所会，才能不断为社会和人民做
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庄子读后感篇三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
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庄子读后感。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
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
‘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
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
矣！”

——《庄子、徐无鬼》

世间有这样一种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面红耳赤地争论，可
是交情很笃厚。庄子和惠子的关系就是如此。

庄子过惠子墓的时候，他给随从的人讲了个奇怪而不可思议
的故事：楚地有个人，鼻子给弄了点白色垩土。这是很平常
的事情，擦掉就是。怪就怪在这人没去擦，而是跑到一个木
匠那去，叫那木匠给他拿砍掉那块大小厚薄象苍蝇翅膀的垩
土。更奇怪的是那个木匠，没象常人那样叫他擦掉垩土，却



真的随手拿起斧头砍去，那斧头虎虎生风，从那人的鼻尖擦
过，垩土被砍掉了。他站在当地儿，脸不变色心不跳，鼻子
完好无损。

这是怎样的一种奇景？！这是怎样的一种际遇啊！人世间难
得有这么个胆子大的，难得有这么个技术高的。没有那斧子
当前不眨眼的气度，谁敢砍？怕是斧子还没砍下，人已战栗
觳觫了吧？没有那高水平的技艺，谁敢站在那等着人家砍?只
怕是你站得再稳，也会给那没水平的家伙砍掉了鼻子吧?或许
脑袋都岌岌可危了吧？可这俩人竟然就搭档配合得这么高妙。
所以，当郢人死后，宋元君叫匠石表演一下砍去鼻子上的垩
土时，他再也发挥不出如此高的技艺了。

庄子为什么要讲这么个故事呢？他自己给我们点破了其中的
寓意，他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
矣！”意思是说，从惠子死后，自己没有谈话的对手了，没
有谁可以说话了。真的是没有说话的人了吗？他这不是正在
给人家讲故事么？其实，他是在哀叹，自己失去了如此高妙
的对手，心中万分悲凉罢了。

虽然庄子和惠子对事物的看法大多截然不同，两人在一起时
喜欢互相批评和争辩，但是这相争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庄子的哲思常常由之激发。即使在论争，那也争得是不亦乐
乎啊！

站在濠水桥上的惠子和庄子，又开始争辩了。庄子说：“鲦
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读后感《庄子读后感》。”惠子
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鱼之乐？”惠子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
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说：“请循其本。子曰‘汝
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秋水》）

能一起出游，非好友者何？那庄子出游从容，看鱼儿从容欢



快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心有所感，大发感慨。惠子是个不可
知论者，所以，他反问庄子，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
快乐呢？庄子以惠子之矛攻惠子之盾，他说，你惠子又不是
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到此，我们觉得惠子
该闭嘴了。可那惠子还是没服气，辩论水平是高高的，他继
续着自己的辩论事业：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鱼的快乐，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大家全都
不知道了！这是何等的论辩才能啊！叫我们怎么听怎么觉得
象绕口令了。这大约已到了论辩的高峰，可庄子仍能在这高
峰上在拔高一筹，他告诉惠子，你先前问我怎么知道鱼的快
乐等等等等，就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还问我。我在濠水
上知道鱼的快乐了。

这次论争，庄子和惠子各逞口舌之利，没有惠子的高论，又
哪来庄子的妙论啊！难怪张之纯在《评注诸子菁华录》里说：
“庄子、惠子意见虽不同，然惠子犹是解人也。寥寥数语，
写出低徊踯躅无限凄凉。”

另一次的论争，更是叫庄子发了一通关于生死的妙论。

说来庄子可真是个奇人，老婆死了，他老人家大大咧咧坐地
上，姿势不雅观也就罢了，他竟然敲着个盆儿唱了起来。这
情景给前来吊唁的惠子看到了，就狠狠地批评他：“你跟人
家过了这么久，她给你养大了孩子，现在老了，死了，你不
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这通责
备有理有节，却没难住庄子，正象明代陈深辑在《诸子品节》
里说的那样“庄子遇惠子，便出奇句，便有奇思奇笔，乃知
奇文待人而见也。”

庄子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
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
杂乎恍惚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
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
而我噍噍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



子、至乐》）

庄子读后感篇四

《庄子》的《齐物论》我认为是很难啃的一篇文章。这篇文
章，哲学味道太浓，而且辩证的观点也是分分钟把我整迷糊
了。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无者者。

反正我的脑回路，已经无法再去想象那个更早更早的时候了。

《齐物论》里“既使我与若辩矣——”的这段，今天读着有
了一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首先，庄子提出辩论的胜败关乎对错吗?

其次，庄子提出辩论的对错由谁来判断?

而庄子的论点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受其黮暗”。

这一句我不认同译文的意思。我觉得这句的意思是“我和你
互不知道真实意思，所以两个人各受自己意识的限制”。

《金刚经》里有一句比喻: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如人有目，日
光明照，见种种色。

这两句比喻，我觉得可以解释“受其黮暗”，就是人无法看
见无法看清楚的意思。

所以我理解庄子得意思是，人和人不相知，所以互相不能正



确理解。

也正因为不能互相正确理解，所以才需要一个第三人去做判
断。

这让我想起来《三体2-黑暗森林》里的黑暗森林法则。

《三体》里，三体人是意识交流，所以他们没法隐瞒真实想
法。而地球人是语言交流，所以咱们可以隐瞒真实想法。

黑暗森林法则说的是，在猜疑链的基础上，黑暗森林里先暴
露的一方会成为另一方的猎物，或者说先暴露的一方会被消
灭。

《齐物论》辩论的这段，其实完美的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猜
疑链:

——我和你观点不同，如果让和我观点相同的人则无法公平
判断、如果让和你观点相同的人也无法公平判断、如果让和
你我观点都不同的人或者和你我观点都相同的人均不能公平
判断。

所以到头来，两个观点相异的人，是无法从第三人处得到两
个人想要的判断的。因为第三人经受不住猜疑审查。

无论第三人持各种观点，他首先被辩论两方从上到下从里到
外进行了审查，而审查结果就是无论如何，第三人都没有判
断资格且无法做出公正判断。

而回到辩论最初，会发现，辩论判断的基础其实就是猜疑链，
因为我和你不相知。因为这个不相知，所以就进入到了猜疑
链。因为两个人进入到猜疑链，第三人也进入到猜疑链，而
后所有人都进入到了猜疑链。



又因为猜疑链，每个人失去了获得绝对公平的机会，因为没
有任何人有判断资格。

这一段让我想到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我想因为猜疑链的
存在，实际上实体正义无论如何会有一方不认可，因为终归
有一方甚至可能是双方都质疑第三方的判断资格，所以程序
正义显得尤为重要了。

《齐物论》关于辩论的这一段我读着似懂非懂，隐隐约约，
随感而发，越是想越觉得深奥，不得不感叹庄子的智慧，也
感叹庄子对人性的参透。

三体人虽然历经苦难，一心想寻一个稳定星系发展和延续他
们的文明，他们进化出了透明心智，不得不说，上帝给他们
关了一扇门却也打开了一扇窗。而地球人一直在一个稳定星
系安稳的发展，我们却受猜疑链的困扰，总是在互相猜疑争
斗，彼此消耗。

庄子虽然没有去想象地外文明的样态，但他对于人性也是看
的透透的了。所以他才无法给出一个解，只能留下一句
问“而待彼也邪?”

好像在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人心便是天然的鸿沟啊！

以上随感！

庄子读后感篇五

蝶在飞，承载的是一种逍遥。

丹青挥毫的满纸荒唐，是一种对道追寻的喧嚣？是一种对尘
俗的浮躁。



百年孤独，孑然一身，总是带着透彻的目光，和柔婉的心灵，
却不曾孤独百年。

庄周梦蝶，梦到的是一个只有飞翔的境界，美丽的像水，平
凡的貌不惊人。

《庄子》是一片远离更远的世界，不曾老去，不曾彷徨，美
的像桃花园般不知所措。

如垂钓，在濮水上，不是功名，而是的宁静，即使空手而还
也淡不经心，它此时在九天外御风飘游呢。即使有时无意间
捞上几分功名，他也会掷之于江湖，相位的诱惑也不住他一
心，无心挥洒不羁的心。

如午寝。一般人不及庄子。看着美景心向往之，自然而然地
化蝶而腾空了，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么凄怨，只是为挽起
几缕青色，无思无暇，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飘
有此“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却不管他，纷纷繁繁的翅
膀是他不羁不怯的天堂。

梦醒了，也不慌不忙，心里也会开着花，在路上，一朵一朵
地绽放。

如送丧，在山野之中，鼓盆而歌，只为送，相濡以沫多年的
妻子。归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人逝，是一种太过残
酷的现实。

庄子却却笑着，像婴儿一样，纯洁，无瑕发自内心，死亡是
一种安详，回归自然，自然就回归宁静的世界了。不必哀伤，
不必失望，有一种东西叫做道，有一种人生叫顺其自然。

庄子读后感篇六

庄子崇尚远古时代，因为远古的社会与人民符合“道”，符



合自然。人民淳朴、简单、平等，社会没有等级、没有压迫，
更没有战争动乱。庄子和道家，一直就是赞颂这种社会状态。

然后他们考察智慧与技能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老子说：“大
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而庄子也是持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人世间》)。也就是说，
所有的智慧、技能、名声、礼节、等级秩序等等一切一切被
称为人类文明的东西，是因为人们淳朴的心性受到迷惑了，
才逐渐发展出来的。因为有了斗争之心，所以才会又不断进
步的智慧;因为有了盗窃，所以才会有锁链和监狱。所以《庄
子》一书多有反对、批评儒家孔子主张恢复礼乐仁义的做法。

再者，庄子考察智慧、技能出现之后的影响和后果。道家始
终认为，仁义智慧是不符合“道”、不符合“自然”的，如
果越是鼓吹这种文明的发展，人们就会越来越远离自然淳朴
的状态。所谓“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缮性》)因为提
倡贤能，百姓就会互相竞争;因为提倡礼节，家人就会产生隔
膜;因为有了贵重的财物，人民就会成为盗贼。

以上就是庄子和道家批评智慧仁义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
极力提倡“无知、无欲、无为”的状态，反对智慧与仁义。

在《渔父》一篇中，庄子讥讽儒家想通过提倡礼乐来恢复社
会和谐的做法，就像一个人想摆脱自己的影子而在太阳下拼
命奔走，结果跑到累了也没能摆脱影子。庄子主张，想要恢
复社会的和谐稳定，只要让人们放弃智慧，回归淳朴就行了。
就像那想要摆脱影子的人，只要在树荫出歇息就可以了。

所谓“至治之世，不尚贤，不使能”，“绝圣弃知，大盗乃
至，“不尚贤，使民不爭;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盜;不见
可欲，使民心不亂”。

不过，无论庄子的这个思想有多大的合理性，但都是不符合



现实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河流是不可阻挡的。他所提倡
的“无知、无欲、无为”的状态，不可能再退回去。而且，
他本来也没有实现这一理念的实际措施。他只是一个思想家。

庄子读后感篇七

初读《庄子》，欣赏老庄的睿智;又读《庄子》，感慨老庄的
逍遥淡定;再读《庄子》，更被老庄的笑对生死而折服。

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

”古代的真正懂得生命奥秘的人，没有觉得拥有生命有多么
可喜，也不觉得死亡来临有多么可怕。

真正的君子对生死的态度从来是不刻意的，不追问自己从哪
里来，也不担忧自己往哪里去。

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一个生命形态的变化。

.庄子妻子去世的时候，鼓盆而歌，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

庄子说，古之真人不悦生也不畏死，不要觉得：生命在拥有
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喜，死亡来临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
怕。

这样的态度，说起来潇洒，但是贯穿到每一个凡人的生命中，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笑谈生死呢?《列御寇》篇记庄子将死时的
一段话说：“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

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
物为济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
鸢之食夫子也。



”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
其偏也?”生死变迁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严重的，但庄子说来
却淡似春梦，了然无痕。

对于自己的死生看得如此轻淡，所以对于妻子之死，他
就“箕踞鼓盆而歌了”。

庄子视死生变迁，不过如春秋冬夏四时变迁而已，于自然的
变化是不可抗拒无以逃避的，只有顺从依随，才是人间至道。

我们借此而说庄子是达生主义者。

他是无生无死与天地为一体的，他是上与天地主宰同游，下
与看破生死不分始终的人为友的，他是视死生为一化的。

所以妻子死而歌，已死不哀。

我们除了顺其自然，不要把生死看得太重，节哀自便之外，
还能做什么呢?可茫茫红尘中，有几人能做到和庄子那样呢?
人的身体、人的生命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人的思想仍然可
以传承。

对庄子来讲，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个生命。

这就是庄子对于生和死这个形态的一种感悟。

当代社会，人的寿命得以延长，已经远远胜于远古。

但是，在心理上，对于死亡的畏惧，对于生命的留恋也远远
超乎从前。

应该说，在今人的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隐私，有太多太多
的牵绊，有太多太多让人闭不上眼睛的事情在心头纠缠。

但是，庄子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亲人的、朋友的生死故事，



他对生死的看法与今人全然不同。

在他已经穿越的这个生命中，他看重的是火光，而不是柴火
的长度。

人生的事迹是可以写下来的，但每一个人的判读又是各不相
同的。

庄子在《养生主》篇里有这样一句话，说：“脂穷于为薪，
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油脂在柴火上燃烧，油脂烧完了，
柴火燃尽了，但是火却可以传续下去，没有穷尽的时候。

人的身体、人的生命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人的思想仍然可
以传承。

对庄子来讲，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个生命。

这就是庄子对于生和死这个形态的一种感悟。

道家面对残酷的现实，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自然中寻找
一条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

把人生从一切无法消除的痛苦和灾难中拯救出来，超越人生
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

庄子是隐士，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隐者。

他的退隐不单单是为了规避无法改变的罪恶现实，也不仅仅
是为了避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求一种
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以"消极"、"厌世"等词汇来形容道
家的人生哲学，其实这里有一些误解。

只要我们深入到道家那博大精深的人生哲学之中去看一看，



就不会草率地使用"消极"、"厌世"等词汇了只要开始接触庄
子，你便会不自主地神往于他所开辟的思想园地。

在那里，没有“撄人之心”的陈规，没有疲惫的奔波，也没
有恐怖的空虚，更没有压迫的痛苦。

凡是纠缠于现代人心中那些引起不安情绪的因素，全都在庄
子的价值系统中烟消云散。

他扬弃世人的拖累，强调生活的朴质。

蔑视人身的偶像，夸示个性的张扬，否定神鬼的权威总之，
接近他时便会感到释然，在他年开创的世界中，心情永远是
那么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其实在你的内心中都会不经意的流露,你的心态会决定你以后
的生活,是幸福还是奔波,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
利,生命应该有所坚持,而生存可以随遇而安的,当你有这种境
界的时候,你就不会为生活的一些小事去烦恼。

看见我们可以活下去的.那个希望，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有生之
年真正做到乐生，做到顺应，做到当下的快乐，活好每分每
秒。

真正到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面对
死亡说：我此生无憾。

庄子读后感篇八

“无为”，这是在读《庄子》之前，对庄子的印象。读后，
也还是无为。阅读的过程中，对于庄子思想的理解几乎没有
阻碍，仿佛自身本就是这样子，这些思想与心境早已在很久
以前就思考过，只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系统而肯定的阐释。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道家代表人之一，与老
子并称“老庄”。据书中序言中关于庄子的考察，庄子的历
史记载非常少，最早可据的历史资料是司马迁的《史记》，
仅有一百多字。如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偶尔会出现在书中，通过一些生活事迹，对道家的观点
做更进一步解说。而在这些事迹中，庄子的形象比道家所宣
扬的无为思想更加鲜活。比如在与惠子论战时，无论是关
于“大瓠”、“大树”，还是关于“子非鱼”的辩论，都可
以感觉到庄子很“刚”;而在“游于雕陵之樊”，因“异鹊”
而忘其身，遂而遭致虞人谇骂时，他三天不愉快，又可以看
出他的小任性;而庄子过惠子墓而语“匠石斫垩”的寓言，并
慨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言之矣”，又
可以看出他是性情中人。而这些，都是他至真的表露，如言：
谨守勿失，是谓返其真。

如果说”逍遥于尘垢之外”是庄子理想的追求，那“知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则是他眼中的现实。很多人看到“知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论说之后，都认为庄子对于世界的看法
非常消极。不过庄子生活的年代是战国时期，那时，各国之
间混战不止，谋士奔走各国谋取功名，诸子百家争鸣不休，
有为、贤能之士枉遭惨死，天下民不聊生。要想在乱世之中
保存生命的同时，又保有纯真的本性，却真非此不可。即使
在现今国家没有战争的时代，保存生命不是相当难的事，但
是保有真实的本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么想来，积极还
是消极之说，要看个人更加珍视什么，这也应了文中的一句。
有人觉得这样那样也未尝不可，这也是某个角度的一个道理。
可是庄子将绝对纯正的生命视为至高的追求，那也只有“逍
遥”“无为”之说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如言：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世之材，配以鬼神之技，才雕就如此般惊世之作。

看书的过程中不得不对一些词汇进行一些思考，以下部分是



一些领悟，但这并不一定就代表庄子书中的观点。这是古人
思想的糟粕中找寻的一点残骸，但也许只是幻影。

——道。道是什么?道是宇宙的起源，是天地万物形成的根源。
道在那里?道无所不在，鸿大至宇宙，卑小至蝼蚁。道可知
吗?道可知，但不可传，不可授，也不可语于他人。何人能得
道?真正得道的人不知道，接近道的人知道不能言道，知道能
言道的人并未得道。

——真。“谨守勿失，是谓返其真”。

——化。天地万物顺应自然之道，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道
永存，至人持守唯一的道而与万物一同变化。

——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齐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世间本无
尊贵卑贱，无仁义礼乐，无是非真假，天地万物同等存在。

最后，还想提到一点没有求证，也不一定正确的感想：

很多永垂不朽的巨作都在强调一个类似的观点，这个世界所
存在的道德、观念、是非的判断等等，都以人类的需求为准
则进行定义，但这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中有，“人类欲留存于世，先要衡量众生，于是，
他们规则了众生的意义，当然也有人的意义!”《庄子》中有，
“且也若与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记得《瓦尔登湖》
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是关于生命的自然本性，观点却各有
千秋。庄子说的是要遵循它，不对它做任何改动;梭罗说要找
到它，推翻世间种种秩序的束缚，在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与
态度中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而尼采说，要认可它，超越它，站
在强权的顶端，成为超人的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更喜欢梭罗和尼采的观点。



庄子读后感篇九

生活如狱，可以苦闷昏暗，

回眸一探，转个视线，

又是另外一片天。 ——题记

你认清自己的生活了吗？我每天扪心自问。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解牛》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能够适应外界条件，顺应自然，就能活得惬意，活
得精彩。

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喜欢漫步在温暖的阳光下，暂时抛
却成长的烦恼，猛然发觉一切都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一般
朴实美好。

曾记得有多少次像听天书似的上数学课，脑子飞快的转着，
却总也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只有双手在不停的运动，复制下
老师的板书；曾记得有多少回再拿到试卷的一刹那，脑袋一
片空白，心中不由凉了半截；曾记得有多少个夜晚，面对眼
前的作业发呆，不知何以下手的无奈涌上心头……很多次很
多次当真为自己沉重的生活下了定义：如同地狱般的生活，
不是人过的。

诚然如此，我又不得不承认事物总有其两面性，正如那令我
厌烦又不能及时消化的笔记成了我最宝贵的学习资料；那令
人心寒的分数背后却隐藏着我必须消灭的敌人——学习的薄
弱环节；那犹如“雪满太行”的难题，在我努力攻克下，成
功的欢欣鼓舞无可替代……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庄子能把知识分子认为繁重、肮脏、卑贱的宰牛劳作，写成
一曲美妙的音乐演奏，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将学习生活看成一



种享受呢？既然无法无法改变学习的艰巨性，就让自己去适
应它。

换一种眼光看生活，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庄子读后感篇十

在上一节当中，我已经简单地提到，道家的“道”，是来自
于老子对自然变化的观察，这就是“道”的合理性的来源之
一：天无不覆，地无不载，道无所不容、无所不在。因
为“道”，日月星云得以运行，山川河流得以形成，人类社
会得以运作。只有符合“道”，一切的一切才得以存在、发
展。

然后我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读出来庄子的“道”的合理性来源，
那就是崇古。大家都知道，先秦诸子在思想上都有崇古的倾
向。他们在论证自己思想合理性的时候，都会回到夏商周三
代，甚至尧舜禹、三皇五帝时期找到理论支撑。由于诸子都
是民间兴起的私学，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官方的“正统”来证
明自己思想的合法性。有趣的是，不同的派别居然可以在同
一个例子当中找到截然不同的结论，比如说，孔子会赞颂三
代和西周时期的音乐，然后提倡恢复礼乐制度;而墨子也会提
到三代时期的音乐，但是就会提倡“非乐”。

对于诸子的崇古，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诸子在引用以前
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并非尊重客观现实与内在
联系的，而是片面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立场的一面，甚至歪曲、
捏造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思想。第二个问题比较根本的是，我
认为诸子这种“崇古”，是一种盲目的崇古。因为诸子总是
在强调，过去有多好，远古有多好，现在就不好了。但是这
种过去的好，其实更多是他们幻想、构建出来的。在远古时
期，社会普遍更会存在生产力落后、疾病横行、生存环境恶
劣等问题，只不过垄断知识的人们，用文字为远古时期的社
会粉饰太平罢了。



说回庄子，他也是崇古的，但是他的崇古与诸子不同，他不
是崇尚三皇五帝的时期，他是崇尚更久远更古老的、甚至三
皇还没出现的时期的远古社会，并且从中找到“道”的合理
性。

我发现这一点跟两千年后西方的思想家卢梭的做法很相似。
卢梭为了论证“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的存在，也是从
人类远古的状态找到“人生而平等”的合法性的。卢梭的思
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盛赞人类的“原始自然”的状
态，认为文明与智慧就是导致人类不平等和灾难发生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