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逍遥记读后感 逍遥游读后感(模板8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逍遥记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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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记读后感篇二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第一句一出，读起来就朗朗上口，
别有一番韵味。文章描述的都是虚无缥缈，并非真实存在的。
但在脑海中，却能意外浮现出深海中一条大鱼的情景。深黑
的海，衬托着大鱼更加的醒目。

“而化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
云。”那名为鲲的大鱼游着游着就飞起了，从深黑的海洋到
湛蓝的天空，他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彩，是那样的轻巧。闭
起双眼，就仿佛我坐在他的脊背上，吹着微风，领略着河山
的美，就突然冒出奇特的想法，像诗仙李白那样，斟一杯小
酒，那可真是逍遥自在了。

逍遥游，至始至终，语言简洁，读起来却让人深陷其中的意
境，无法自拔。从文章的第一句开始，就陷入了章子创造的，
只有在梦境李才会出现的画面。就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
界里，无欲无求，逍遥自在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驰骋。

《逍遥游》全文想象丰富，构思新颖，雄奇怪诞，汪洋肆意，
却又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此文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
人生观，一篇文章读下来，哪怕并不了解这篇文章到底写了
些什么，但也能被它所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和自由逍遥的气
息所感染。

其实，文中不论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还是可
以御风而行的列子，它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这篇
文章借此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
说明不为世所用才能成为真正的“逍遥”。里面的大道理，



对于我来说或许很难一时去理解，但我能体会到，文章中每
一词，每一句所散发出来的自由和逍遥的感觉。

庄子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境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
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能是真正的“逍遥者”。

我很向往那种忘我的境界，想去更深入的理解到底什么是逍
遥、什么是忘我。在如今这个诱惑极多、十分嘈杂的世界里，
有谁能够进入忘我的境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呢?我想做
一个现代的“逍遥者”，做到“至人、神人、圣人”，在自
己的精神世界里畅游。

我对追求逍遥的理解就是减少对物质上的需求，我们需要提
高在精神上的享受，做真正逍遥的人。

逍遥记读后感篇三

偶然间读到庄子的'《逍遥游》：北海有一种鱼，他的名字叫
鲲，鲲身躯庞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变成鸟后，他的名字
叫鹏，鹏的背脊，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展翅奋飞，它的翅膀
像悬挂在天空的云，这种鸟海水运动时就将迁移，借助风力
飞往南海，南海是天然形成的水池。大鹏向南海迁移的时候
拍打水面，激起的水浪达三千里，乘着旋风盘旋飞至九万里
的高空，凭借着六月的大风离开。而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
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吹拂的结果，天色亦蓝是它真正的
颜色吗?还是因为天空高远而看不到尽头呢，大鹏从天空往下
看，也不过像人在地面上看天一样罢了。

人亦是如此，觉得自己可以鹏程万里，却不好好行动起来，
到头来本以为自己与大鹏和鲲一样高高在上，最后，却是白
日做梦，徒劳无功。

还有一些人，不觉得自己鹏程万里，却比一般人都要用功，



笨鸟先飞，最终扶摇直上，成为受人尊敬的伟人。

看海天一色，是否也该想一想自己的行为举止，做的每一件
事是否满意，过的每一天是否充实，只有全力以赴做好一件
事，才能做好一切;只有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才能真正地扶
摇直上九万里。

所以，同学们你们是否憧憬学霸那样的鹏程万里，是否希望
像伟人那样扶摇直上，那你是否真正的做好了每一件事呢，
如果没有，那就请从现在开始，做好每一件事吧。千万不要
让懒惰拖了你的后腿，不要让各种借口成为你的绊脚石，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鲲鹏一样的存在!

逍遥记读后感篇四

偶然间读到庄子的《逍遥游》：北海有一种鱼，他的名字叫
鲲，鲲身躯庞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变成鸟后，他的名字
叫鹏，鹏的背脊，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展翅奋飞，它的翅膀
像悬挂在天空的云，这种鸟海水运动时就将迁移，借助风力
飞往南海，南海是天然形成的水池。大鹏向南海迁移的时候
拍打水面，激起的水浪达三千里，乘着旋风盘旋飞至九万里
的高空，凭借着六月的大风离开。而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
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吹拂的结果，天色亦蓝是它真正的
颜色吗?还是因为天空高远而看不到尽头呢，大鹏从天空往下
看，也不过像人在地面上看天一样罢了。

人亦是如此，觉得自己可以鹏程万里，却不好好行动起来，
到头来本以为自己与大鹏和鲲一样高高在上，最后，却是白
日做梦，徒劳无功。

还有一些人，不觉得自己鹏程万里，却比一般人都要用功，
笨鸟先飞，最终扶摇直上，成为受人尊敬的伟人。

看海天一色，是否也该想一想自己的行为举止，做的每一件



事是否满意，过的每一天是否充实，只有全力以赴做好一件
事，才能做好一切;只有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才能真正地扶
摇直上九万里。

所以，同学们你们是否憧憬学霸那样的鹏程万里，是否希望
像伟人那样扶摇直上，那你是否真正的做好了每一件事呢，
如果没有，那就请从现在开始，做好每一件事吧。千万不要
让懒惰拖了你的后腿，不要让各种借口成为你的绊脚石，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鲲鹏一样的存在!

逍遥记读后感篇五

逍遥游与齐物论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庄子》一
书具有观点上的统摄作用。而且《逍遥游》作为《庄子》一
书的第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准确地理解逍遥游
对于把握庄子的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本次作业，我就对于我对于逍遥游的看法观点加以叙述。

什么是逍遥游，在我看来，逍遥就是优游自得的样子，游就
是运动活动，逍遥游就是没有任何束缚地、自由自在地活动。
这里的逍遥游是与无为想通的，即逍遥游也是一种顺应自然
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运动状态。

关于本篇的结构，一般有这样的观点：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至“圣人无名”，是本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
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
“无己”、“无功”、“无名”。第二部分至“窅然丧其天
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
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
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
界最高的人。

余下为第三部分，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



为物所滞，要把无用当作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
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但是我一直好奇于两点，第一点是文章至“圣人无名”已经
基本写出了庄子的核心观点，甚至已有总结之意，而后面两
部分有种添加、补充之意；第二点是在第一部分中文章两次
提到鲲鹏的例子，感觉有种重复的嫌疑。或许这样的不够严
谨的结构，恰恰显示出庄子的逍遥不羁。但是真要解释这两
点疑问的话：第一点或许就是如前所述，是逍遥游本篇的添
加与补充，尤其是第三部分“无用”的补充；第二点的疑问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前一次提到鲲鹏的故事是为了直接通过
它来论证“无己”、“无功”、“无名”，而后一次加上
了“汤之问棘也是已”则表明儒家所提倡的商代也这么认为
来进一步论证。

从内容上看，逍遥游的主旨便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人无名”，也就是“人格达到顶峰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
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
和事业，思想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
位。”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写蜩与学鸠、斥鴳与鲲鹏的对比，
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与宋荣子与列
子与至人、神人、圣人的对比，说到鲲鹏“其视下也，亦若
是则已矣”，宋荣子“虽然，犹有未树也”，列子“此虽免
乎行，犹有所待者也”。通过写朝菌、蟪蛄、众人与冥灵、
大椿、彭祖的对比，说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然也”。从这些语句上看，庄子是认为无论他们代
表的对立面的两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而按照庄子
的说法，最高的境界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也就是一种物我两忘的“无
己”的无所待（凭借、依靠）的境界。

文章第二部分与其说是为了论述“无名”，不如说是为了论述
“无功”。因为三段内容都是讲有权力的或者将有权力的人
放下或忘记自己的权力，尤其是第二段通过写姑射之山的神人
“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来间接论证之。第三部分是写“无



用”的观点则众所皆知了。那么“无名”的观点从何而来，
其实在我看来“名”不仅是名誉和地位，更是与“实”相对
应的概念的范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就是说的这个。也就是说，庄子的“无名”类似于“无
己”，只不过一个是“名”、一个是“实”。实际上，这三
无的核心无非就是一个“无”字，也就是“道”。道的特性
是无，人要做到逍遥游也要符合无的要求。

当我们再看逍遥游，庄子是要强调弱化自我、无所凭借，那
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境界吗，在我看来，自由是属于
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一个人如果连“自
由”的“自”都不存在了，那也无所谓自由了。也许庄子的
逍遥游不是要强调自由，更是一种作为在那个黑暗的战国时
代的对于自我的超越，一种超脱世俗的、从个人出发的、为
了个人的“无为”的社会理想。

逍遥记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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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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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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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记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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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记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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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