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秋水读后感(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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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
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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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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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二

以庄子的逍遥，他对发财也不会拒绝的，庄子只是比别人更
清醒地看到机会背后的风险。

有一天，庄子外出访友，走路疲劳，便倚靠路边一棵大树睡



着了。

因为他们要么长得直，要么长得粗，木匠一看都是有用的木
材，便都给砍伐了；

只有我，长得歪歪扭扭，还有很多疤结，就没人惦记我了。

庄子醒来，便把这件事和同行的弟子说了。

继续向前走，到了朋友家，朋友很高兴，下令童子杀鹅宴客。

童子问，咱家有两只鹅，一只会叫的，一只不会叫的，杀哪
只呢？

主人说，会叫的还能看家啊，怎么能杀呢？

于是下令――去，把那只不会叫的杀了。

庄子回答得似乎模棱两可，他表示自己将处在有用无用之间，
不拘泥于成规，随机应变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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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秋水读后感篇三

读他，如涓涓春水融化万丈玄冰；望他，似凌霄仙翁误入人
世歧途；念他，像萍水相逢却似曾相识；品他，却是独倚高
楼道不尽万古的悲凉。

《庄子》——千百年来落寞文人的心灵港湾。他用他的逍遥
拂去尘世的伤痛，用他的达观换来心灵的皈依。他用他的乌
托邦俘获了我的灵魂，而踏入他的世界，我却读出了那潇洒
的外表下一颗饱含无尽痛楚的心灵。



世人说他逍遥，我却说那是一种无奈。

楚人请他为相治国，它却持杆不顾，以乌龟之典故婉言相拒。
人都赞他淡泊名利，参透凡尘，我却看到他的矛盾。为何为
相就定会如庙堂龟壳？他所向往的是既能保得一方百姓平安，
又能像泥塘中的乌龟一样逍遥。难道出世就非要等同于受难
吗？他所希望的是没有冰冷的杀戮，没有生灵的涂炭，没有
道德的悲哀。世界再无出入之分，处处逍遥才是真正的逍遥。
如果这样，纵使居于庙堂之高也享得一世逍遥。可是，世界
却被巨大的利益所划分，出世与逍遥成为了永不相容的对立
面。这恰恰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他无法改变，他剩下的只
有抉择和抉择后深深地无奈。面对曾经的逍遥世界，他只能
无奈地说声抱歉，转身离去，留下悲凉。

世人说他达观，我却说那是一种逼迫。

庄周妻死，他却鼓盆而歌。世人问他为何不哭，他却笑道妻
子已经超脱尘世，回到快乐的故乡。人都说他对情达观，我
却看到这是人世的逼迫。人活着的时候是痛苦，只有死后才
能回到快乐的世界，这是多么的悲凉！为什么活着就注定是
痛苦？他所希望的是：生也是快乐，任何生命快乐的生，快
乐的死。这样的生死无差别，这才能真正的超脱生死。可是，
当世界充满无尽的杀戮，人们用自己的脚碾死同等的生命，
在一个漠视生命价值的时代，他只有向往死后的快乐，因为，
生就意味着无望。与其说他是达观，倒不如说是他被逼的不
得不达观，这是一种无情的逼迫。

世人说他浪漫，我却说那是一种反抗。

列子御风而行，而凡人为何不能御风而行呢？是因为列子能
够与天地融为一体。而是什么让我等凡人和天地分开呢？是
一种对尘世的欲望。而正是这种欲望的累加，才有了杀人盈
野，尸骨遍城的惨象。



庄生梦蝶，却不知孰是庄生孰是蝶。为何蝶是那么的惬意快
乐？因为庄周不快乐，他向往快乐，所以向往化蝶。

每一笔浪漫的色彩下，总会有悲凉的阴影。而这阴影便是他
无声的反抗。

胡文英曾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
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
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当这个世界荒唐到灭绝人伦时，庄子则要写出更荒唐的故事。
因为他要反抗，看看他与世界究竟谁荒唐。当这个世界的生
命已经没有价值可言，他便要超脱生死。他要告诉你：面对
生命，我早已经超脱，我比你更看轻生命。当这个世界已然
到处充斥着腐臭，他也会抬起高贵的下巴，告诉他们，宁肯
饿死也不践踏生命。

他用他的秃笔与诸侯的剑比试，他想用热心去感化世界。而
世界所给他的，却是执迷不悟与无尽的冷眼。他只有借逍遥
的躯壳，写下自己的无限悲凉。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四

20xx年，我认真参加中心组学习，重视自身理论研习；认真
阅读区委宣传部下发的书籍，不断拓宽知识面。因为今年是
我工作岗位的转换之年，所以我特别注重在读书中领悟和掌
握更多有助于科学思考的规律。今年除了阅读推荐书籍外，
我还自己选读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庄子》。结合工作中
的思考，有了些粗浅的心得，并立志在明年自身修养的磨砺
和具体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以下汇报其中两条心得：

庄子提出“齐物”，意思是物不分大小长短久暂高低贵贱，
必须一视同仁。他用鲲鹏与斑鸠作比喻，认为虽然鲲鹏嘲笑
斑鸠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斑鸠嘲笑鲲鹏沽名钓誉、迂阔空



疏，但是大知大年与小知小年都有伟大而值得尊敬之处，同
时他们都存在只有对方才能弥补的不足。大鹏扶摇而上九万
里，是不了解那些燕雀的艰辛生活的；而燕雀站的枝头很低，
也不会理解大鹏为什么要飞那么远。世界不能只有大鹏，也
不能只有燕雀，所以必须“齐物”；世界不能只有君王圣贤，
也不能只有平头百姓，所以必须“齐人”。

**的发展即将迎来人才汇聚的时刻，伴随而来的将是思想的
碰撞、方法的矛盾和习惯的冲突。这是一个有利于转型的过
程，但是对机关文化发展来说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
程。**机关文化向来平和，但随着这几年青年干部的增多，
这种平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经过一年中大量的沟通谈话有
所察觉），未来几年量变会加剧，新老思想、新老方法、新
老习惯的交锋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提高。如果处理得好，机关
文化会在平和的基础上体现一些诸如高效、进取的元素；如
果处理得不好，则可能会使冲突破坏了最宝贵的平和。所
以**机关的文化建设应该及时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主张从三
方面着手开展这项工作：一是在机关内部广泛挖掘先进事迹，
尤其是要大力宣传中层以下干部的点滴闪光点，鼓励每一位
机关干部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精彩的人生，逐步构建一个机
关干部共同的精神家园；二是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施行导师制，
一方面切实帮助青年干部加快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也促
使青年干部更多地接触、了解老同志，有助于相互理解和宽
容；三是加强机关党总支和机关工会的工作，以党员学习为
平台，经常教育党员干部带头求大同存小异、团结奋进，以
工会为纽带，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提供快乐
合作的体验机会，不断营造“齐物”、“齐人”氛围。

庄子描述了一个残疾圣人王骀的故事，说明一个人的德行是
否充实，是否够得上一个美德的标志（符号），不在于他的
外表，而在于他的内容。王骀的圣明伟大，在于他把一切凡
俗的喜怒哀乐全部淘汰，建立了超稳定的心里架构。庄子认
为修养境界的核心是心功，心如止水，无私无惑，无骄无赘，
清可鉴人，明洁永远。有了或者过于注意自身的好恶，就会



带来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给予自己的，也会是给予他人的。
所以他认为有德之人必须“自我守持”。

对于自我守持，不止庄子提出过，孔子也有中庸化、适度化、
非极端化的要求，比如他说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等，以防
干扰心智。老子也曾不遗余力地提倡虚静心态。这些年，我
把庄子、孔子、老子等圣人们的守持说当成座右铭，不断提
醒自己做懂得自我守持的人。懂得自我守持的人才可能成为
真正强大的人。习惯于自我守持的党员领导干部才可能成为
强大党的真正基石。归根结底，领导干部做事的“度”在
于“爱自己”还是“爱群众”，“爱享受”还是“爱真理”。
守持住了，把握好这个度，才能不卑不亢、顾全大局；才能
说话有理、交往有节；才能做成事、做好事。守持不住，把
握不好这个度，就可能出现不该定的事擅自定；不该管的事
乱插手；不该办的事胡乱办；不该讲的话到处讲。党员领导
干部只有时刻注意自我守持，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不揽权、
多揽事；不干扰，多支持；不武断，多协调，才能在工作中
毫不犹豫地按政策规定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按组织原则
办事，按老百姓的愿望办事。

《庄子》的内涵丰富，以上两点只是我今年阅读它时得到启
发的一部分，不全面也不够深入。但是我在读《庄子》时，
已经深深感受到了读书对于机关干部的益处——读书确实能
够给到自己很多思想的指导和实践的启发，有助于自身修养
的提高和思辨能力的增强，我将坚持下去，多读书、读好书，
指导实际工作不断出成效。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五

说起阅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庄子》，对于《庄子》中的
思想，有许多都是对我们生活有所启发的。庄子是东周战国
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创立了华夏重要的哲
学学派庄学，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也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人们的生活方面，他同老子一样提倡人们回到古朴的先民
生活时代去，因此庄子的思想里对于“人为”的一切都持有
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天然”的事物，则是给予了最大的肯
定与赞扬。与老子相类似，他也强调“天道自然无
为”，“道”是不能以人为的力量去改变的自然规律。下面
我想谈一谈我阅读《庄子》的感受。

首先，我想谈一谈有关于庄子有关于崇尚自然与自由的思想。
在结合庄子对于自由和自然的追求之后，我想到庄子在《逍
遥游》中写道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
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
名。”这里是说人如果能够遵循自然的本性，把握“六气”
即阴、阳、风、雨、晦、明等宇宙万物的规律变化，遨游于
无穷无尽的境域，却还是要有所依赖。因此说：道德修养最
高的人能顺应客观，忘掉自己，“神人”没有功绩心，“圣
人”没有名望心。庄子否认人可以掌握自然规律，能动地去
改造自然，得出了人只能消极地顺应自然，完全无所作为的
结论，也提出了“绝学”、“弃智”的主张。认为人对知识
和技能的掌握，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规律，并且妨碍自己去认识
“道”、掌握“道”，因此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次，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强调以自然为美的
审美思想。在庄子《知北游》中这样写道“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里强调真
正的“大美”，是不使用语言、不发表谈话、不附加解释的。
这个观点表达了庄子认为人所表达的文字也好，音乐也好都
不是天地之间的“大美”。庄子认为真正的美是一种不加以
人工雕琢的，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的美。“大美”实为主体
以自然为宗，在自由关照中获得一种美的体验。所以庄子
的“大美而不言”也是强调我们对于真正的美应该如何把握，
认为应该否弃人力，追求自然。

结合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与
庄子同样的强调“虚静”。庄子在老子的理论中，添加了自



己的看法，提出了“心斋”与“坐忘”。庄子强调主体应该
由虚而明，达到无知无欲，不受外物干扰，空明宁静的心灵
状态。而“心斋”和“坐忘”在我看来是一种达到“虚静”
的方法或者是过程，通过“心斋”和“坐忘”的方式来进行
自我的心灵洗涤，读后感m提升自己的心灵修养，从而达
到“虚静”。而庄子在“虚静”的状态下提出了“物化”的
理论。庄子曾在《齐物论》中说到：“周与胡蝶，则必有分
矣。此之谓物化。”我与蝴蝶之间必定有所区别，而这个区
别正是“物化”所在。庄子在认为“虚静”正是为了达
到“物化”，而“物化”之要害是使主体与客体完美地默契
合一，不知是我还是物，亦不知是物还是我。同时提出“物
化”是一种审美特征，是主体对对象生命情趣和本质的感知，
是“体通”的境界一种创作过程中的主客关系。

以上的感受都是我通过阅读《庄子》所体会到的，对我的生
活有许多的启发。因为爱上阅读我才会阅读《庄子》，因此
在日后的生活中我会更加热爱阅读，将阅读变成生活中的习
惯，真正做到爱上阅读，手不及卷。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六

他住在穷乡陋巷，斜阳草树之中，享乐天年，布衣芒鞋，鼓
盆而歌。倘若用笔勾勒庄子，应当用近乎白描的悠闲飘渺的
线条画他的衣纹，用灵动疏放的墨色写他的鬓发，他厌恶乱
耳的五音，迷目的五色而钟情于自然的高山流水风吟虫唧。
他啸傲山林，怜花惜草，他淡泊名利，息交以绝游，知道人
世间的尔虞我诈，不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知道繁华落尽必为
凋零，故自然而生，自然而死，无欲无求。他的精神高高地
飞翔在污浊不堪的泥沼之上，那是何等博大而辉煌的垂天之
翅，他驱散着人类贪欲，残暴和自大的阴霾。庄子的思想是
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民族，那些闪着智慧之光的文字，
悠然而至，带来林林总总自然的生命与言说，欢焉而去，留
下了深邃广博的宇宙苍穹，以及，美和自由的人生。



自然之美，正是美在率真和纯朴，毫无雕饰，灵动清晰，刻
意雕琢可能美丽，但已失之于生动。人也应该如此。《庄子》
中关于东施效颦的寓言，最能代表他的观点。西施是中国历
史上著名的美女，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都惹人迷
醉。即便略施淡妆，衣饰朴素，也无法遮掩她的天生丽质。
有个长得很丑的人叫东施，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时模仿
西施的一举一动。西施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她的病
又犯了，只见她手捂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惹人
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
见西施姑娘这个样子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手捂
胸口，双眉皱起从乡间走过，可是村里人看到她这样子，都
吓得紧紧地关上门不出来，或是远远的走开了。这丑女人只
知道人家皱得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丽
质天成，哪怕陷于疾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动人心弦。
那丑女人本已很丑，再以愁苦的样子，可谓丑上加丑了。

这个故事流传至今，人们以为庄子借此嘲笑东施的丑陋和不
自量力。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不是嘲笑东施的面貌形体，
事实上他也并不在意人的外在形体，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丑
得奇形怪状但心灵淡泊飘逸的人，庄子都是大加赞美的，他
在意的是你是否是个自然的真人，一个诚实本色、率性、纯
洁的人，一个卸掉众多虚伪面具的人。

我们都经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就不闹，没
有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恶坏人，全出自内心的情
感而非虚饰和矫情，面对五彩的的世界，不懂就问，不会就
学，只因好奇而非功名利禄之心。所有一切，皆自本性，快
乐与悲伤、喜爱与厌恶毫无半点虚假。可是，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却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虚伪。痛苦的时候不敢放声大哭，
拼命地挤着笑脸面对世人，开心的时候不敢开怀大笑，偏偏
板起脸像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一面真实的感受生活给予
的苦难和幸福，一面虚伪地掩盖面容上的喜怒哀乐，慢慢地，
我们学会硬起心肠，不动声色。我们失落了自己的本真，同
时也失去了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切最美好的都是
最真挚的，只有能保持自己自然天性的人，才是精神的伟人，
也才是永远快乐的人。相对于宇宙来说，人生何其短暂，为
什么要逼自己背负各种各样的理想，使自己的心被奴役？假
如世外有一双慧眼俯视红尘之间的财貌名利之争。看见人们
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绞尽脑汁，刻意苛求，不再保持率真
与纯朴，那它该如何悲悯人的愚昧啊！世事有其内在的运行
规律，绝非人力可以全然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
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声音，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
这样才能是一个合乎自然之道的人，才能是一个“美”的人。

看见拈花微笑的佛祖和迦叶了吗？见到鼓盆而歌的庄子吗？
见到发现了“一切美的相同性”的苏格拉底吗？背离了自然
的本性，才是让人越来越不快乐的根源啊！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七

庄子当然知道不可能有这样的神人，于丹知道，你我也都知
道。于丹和庄子说这个神话，其实也只不过是要告诉我们一
个道理，用心游万仞的心态调整自己的生活，永远保持心态
的平衡，对生活少一点成见，少一点抱怨，给自己的心多一
点智慧，让自己的心能够欣赏花开、聆听水流，能够看见飞
鸟掠过天际、朝阳跃上云端，让自己的心干干净净。也许这
样的心态便就是平川万里吧。

做为女人，一生需要担当的角色真的很多，为人女为人妻为
人母，与人友与人同事等等。不同角色的转换以及生活给予
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是否也让我不经意的会有一点点
疲惫，所以丈夫才有平川万里的心态一说？我没有问他，但
是我知道，单位、家庭两点一线日复一日的重复单调生活，
的确让我常常有点浮躁，亦知道自己的心智有时会因此而有
障碍，看不见春的百花秋的月，感受不到夏的凉风冬的雪。
余秋语先生写了一本书叫《行者无疆》，我做不到是无疆的
行者，但是也许我也可以试试乘物以游心，给我自己的心灵



安上一双翅膀，遨游无疆看看平川万里的吧。

如何让自己的心也平川万里？

我又想起了旅游途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游完敦煌，我们乘
大巴前往兰州，车子沿着祈连山脉长长久久在一望无际灰朦
朦的戈壁滩中行使。导游介绍说如果天气晴朗阳光很好的话，
我们可以在中午时分看见美丽的海市蜃楼。看海市蜃楼是我
久远的梦想，只是不巧，偏偏那天在沙漠戈壁上下了一场据
说是十年难一遇的雨，阳光迟迟不肯出来。但是行驶途中，
在祈连山下远远的出现了一个水库，水库上面云雾缥缈，映
着山巅的白雪，美丽极了。不知是谁喊了声：看啊，海市蜃
楼！车里一下热闹起来，七嘴八舌还有相机喀擦的声音，好
象真的看到了海市蜃楼。导游说那只是水库，大家一下又失
望了，情趣一下子跌落到低谷。肖卉笑着说不要紧，我们当
它是海市蜃楼就是！

是啊，我们当它是海市蜃楼它就是，管它是不是真的呢。

很久以前看的一篇台湾作家写的散文《也是水湄》，作者坚
持自己在四层楼高的公寓里把长椅坐成了小舟，坚持自己听
到了流水绕孤村潺潺水声，隆隆车声就是车如流水，她自己
正是泊舟水湄的舟子。作者因为自己的意愿可以把车声宠成
水响，把公寓爱成山色，我们当然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心愿意
而将美景幻成海市蜃楼。

万水千山总关情，知道了其实看山看水关键的只是我们的心
境，丈夫的意思也许正是这样吧。不论何时，自己感觉山在
水鸟在林，将冥漠大化万里江山放在心中，于无弦处听古琴，
于无水处赏清音，这样生活就可以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
首之间庄严，心无智障 ，如此便就是平川万里了。

我愿用一生的智慧朝此去坚持与努力，仍借用于丹的一句话，
虽不能及，心向往之。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八

《庄子·齐物论》中说：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
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
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
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
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
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
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生与死，是人的一生中开始与结束的两极。一般来说，人们
是乐生恶死。我也一直认为，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当的事。
但读了《庄子》上述文字却使我有了新的感悟。按庄子说的
意思，死后去的那个世界不一定就不好。这就如同做梦一样，
好梦不一定是好预兆，而坏梦也不一定就是坏预兆（梦饮酒
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庄子认为，对于
未知的事没有必要忧伤。他给我们讲了丽姬的故事：她开始
被晋国掠去，因而哭泣（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后
来成为王妃，享尽荣华富贵（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
食刍豢），就为曾经哭泣而后悔（而后悔其泣也）。庄子借
此告诫我们：有可能到了那个世界后，我们会像她一样，后
悔当初哭泣。而且还有可能后悔死而投生（予恶乎知夫死者
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生与死所在的两个世界到底哪个更好些，恐怕无人说得清。

婴儿出生时，都是哭来到人世间的。有人说，一落生就啼哭，
是说婴儿知道苦难的人生开始了。此话虽不科学（科学的说
法是：环境骤然变化的生理反应），但确有一定道理。确实，
极少有人在一生中，步步坦途，事事皆顺，处处有圣人帮扶。



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是为生存奔波劳碌的一生。有过不完的
坎儿，着不完的急，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与婴儿本人
相对应，人们大都以欢笑来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既然人
生多苦难，旁人为何还笑，是笑又多了一个陪着自己受罪的
人？好像没多大道理。

死后要去的那个世界，外国人称之为“天堂”，佛法称
为“极乐世界”，按说是应不错的。但一个人故去时，本人
哭者有之，平静者也有之，笑者恐怕极少。旁人大都是要哭
的，也可不哭，但绝不能笑，笑则一定招骂。

由此说来，以往我们认为正常的表现好像没什么道理。既然
如此，我们不妨生，就让我们快快乐乐地生（生活）。死，
也快快乐乐地去迎接死。还是那话，快乐每一天！每天快乐，
一生快乐。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九

王夫之有语曰：“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
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可见儒家入世之说与道家出世
之学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二者几乎概括了社会人生的全部际
遇与境界而平分秋色。儒学之举足轻重不必缀述，相对而言，
庄子哲学向来被视为失意者的良方，对更多的人可能较为陌
生。初读之时，“庄生梦蝶”、“道法自然”也并不显得那
么艰深，但再读之时便会发现，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辞之后，
隐含了太多的玄妙，非用心探求不可得。本文试从其中《齐
物论》一篇的部分内容入手，浅谈一二感想。

历来对《齐物论》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在此仅选取其中个
别角度观之。

首先，庄子提出“我”与“成心”乃人世纷扰之源。在他生
活的时代，诸侯混战、百家争鸣，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人民
生活朝不保夕，这让庄子十分苦恼而专注于寻求解脱之道，



其悲天悯人之心可见一斑。与当时众家关注社会政治相异，
他更关心个体的生命与幸福。正因为从小处着眼，他发现
了“我”这一存在。依照相对论的观点，万物相对相生，互
为彼此。每一个“我”在己方是此，在别方则为彼。但是人
们往往只见其一，“自彼则不见”，即总是从“我”的角度
出发看待问题，却不知应当站在对立面来思考。由于过多地
强调“我”的存在，便产生了各自的“成心”，对外物都存
有偏见，时而以私心忖度他人，时而将外物主观化；妄断他
人则会导致意见不合而无法相互理解，妄断外物则会让主观
映像掩盖现实而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于是由彼此之分产生
是非之争。而人们又往往固执己见，妄图用辩论来证明自己
正确而别人错误。这在当时很可能是讽刺百家争鸣却置万民
于水深火热的不合理现象；也可能只是嘲笑世人执着于小是
小非却不见大道的浅薄。

庄子接下来阐述了他认为理想的解决途径：“丧我”而
达“天籁”之境。天籁是“道”的一种表现，而“道”是解
题的方法和目的所在。庄子认为万物初生于道本是浑然一体
的，即“道通为一”，是由于人的“成心”将事物割裂、对
立起来。必须回到“道”的高度，使之“复通为一”。在这
里，物与我“生”与“归”的地方都是“道”，它是起点亦
是终点。这种“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的存在，寄寓了
庄子的全部希望。那么从迷失“道”到复归的过程中又该如
何做呢？庄子认为“莫若以明”，就是让达到指引个体超脱
烦恼：全面看待问题就可以突破“成心”的束缚；以“道”
为立场，则所见既无彼此亦无是非；只有跳出局限，方知前
之所知实为不知……就是具体的方法。

道的立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遥不可及，但也不妨作为一种
信仰。我们也许很难真正达到形而上的高度来看问题，但至
少可以学习那种超拔的态度。也许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将道
与自身的高低差异转化为大小、前后的不同来理解。从时代
特点来说，我们应当具备世界乃至宇宙眼光，即使生活中的
小事也不必将自己围困于小小一点——将问题放到一个更大



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情况就可能有很大转变。比如遭遇挫折
而沮丧时，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个人是如此渺小，幸与不
幸就如命运之神手中的色子一般反复无常。而太阳照常升起，
实在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同样地，当时间不同，感受也会
改变。曾经在悲喜在回首之时总已沉淀为宁静的记忆，一切
仿佛都带了甜味的温暖，又似乎都浸染了酸涩的凄凉。时间
始终在流逝，人所能做的只有珍惜当下。

最后，辩证地来看庄子的这些思想。首先他的探索精神与人
道主义值得肯定。此外，他极具代表性的超然和逍遥也别有
特色。

然而也应当看到其思想中的缺陷。最主要是为追求精神解脱
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宿命论，采取过于消极的态度对待问题，
导致许多严重的弊病，如否认区分是非的重要以及知识本身
的必要性。这种不求明白、宁可“忘言”的心态，对社会和
个人的发展无疑都是有害的。个人认为像庄子所说的“成
心”所造成的片面性问题，也可寻求其他解决之法，比如儒
家倡导的仁爱，“推己及人”，未必不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
果。一味强调超脱显得太过不实。当然，结合当时特殊的乱
世时代背景来理解，庄子的思想境界已经十分可贵。而后人
的解读难免都是带了各自的“成心”的，正如我们今天或多
或少会怀着“有用”的目的去看前人的思想。这是一种无奈。
但仍然希望在这个严重物化的年代能有更多的人学习并运用
庄子的逍遥，至少为自己创造一份心灵的逸乐与安宁。

庄子秋水读后感篇十

《庄子》一书想象奇特而丰富，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
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古今人物、骷髅
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
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既写大之玄
妙，又写小之情状，还有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
之间的交错。



一、大之玄妙

北冥之鱼

【释读】《逍遥游》出自《庄子》内篇，其主旨，是说人当
看破功名利禄，而是精神活动臻于悠游自在的境地，至人无
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就出自本篇，
比如鲲鹏展翅、鹏程万里、扶摇直上等等。

这一段是《逍遥游》的开篇，起笔就描绘了一个广大无穷的
世界。北海有一条鱼叫鲲，鲲有多大呢？不知道有几千里大。
鲲化成为鸟叫做鹏，鹏的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广。鹏飞起来，
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大物必生于大处，鲲鹏如此之大，
庄子笔下的世界有多大，也可观一二了。

当然，庄子的描述并没有戛然而止。他写道：当海动风起之
时，鹏迁往南海。大鹏既然要去往南海，绝不可能决然而起，
所以要举起击打翅膀。据《齐谐》说，当时水花激起达三千
里，翼拍旋风而直上九万里高空，鹏乘着六月大风而飞去。
野马般的游气，飞扬的游尘，以及活动的生物都被风相吹而
飘动。

我们在地面看到天色苍茫，那是天的本色吗？天的高远是没
有穷极的吗？而鹏往下看，也就是这样的光景。可见天地辽
阔了。

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相的范限，将
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展开一
个广漠无穷的宇宙。

任公垂钓

【释读】《外物》出自《庄子》杂篇，取篇首二字为篇名。
外物即外在事物。出自这篇的成语，有枯鱼之肆、得鱼忘筌



等。

这一个故事，也是关于鱼的。任国之公子垂钓，用巨大的钓
钩、粗黑的绳子，并且挂着五十头犍牛作为饵。他蹲在会稽
山上，投竿于东海，天天在那里钓鱼。可一年了都没能钓到
一条鱼。直到有一天，忽然大鱼来吞饵，牵动大钩沉下水去，
大鱼扬其头尾、翻腾奋鳍，白波涌起如山，海水震荡，声如
鬼神，震惊千里。可见大鱼之大。等到任公子钓起这条鱼，
将它做成腊肉，浙江以东、苍梧以北的人们一起吃，没有不
饱吃这条鱼的。这也可以想见此鱼之大了。

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了说经世者当志于大成。像后世的人
听说了任公子钓鱼这件事，竞走相告，举着小竿去小水沟，
守着鲵鲋之类的小鱼，这样想钓到大鱼，是很难的。

二、小之情状

蜗角蛮触

【释读】《则阳》也出自《庄子》杂篇，也是取篇首二字为
篇名。则阳是人名，游仕诸侯。

魏惠王和田侯牟约誓立盟，但田侯牟违背了约定，魏惠王很
生气，想要派人去刺杀他。但是公孙衍将军、季子、华子都
不认可这一做法，魏惠王不知如何是好，惠子就引见了梁之
贤者戴晋人。戴晋人向魏惠王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蜗牛的左
角有个国家叫触氏，蜗牛的右角也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
个国家经常相互争地打仗，死亡无数，追逐败北的十五天才
能回军。

戴晋人用这个故事，其实是比喻当时的诸侯征伐。世界之大，
无穷无极，期间的战争，不也是和蜗角中触氏和蛮氏的战争
一样吗？后世常以蜗角斗争比喻因细事而引起争斗。



三、万物无界

庄周梦蝶

【释读】《齐物论》出自《庄子》内篇，其主旨是肯定一切
人与物的独特意义内容及其价值。出自这篇的成语，有槁木
死灰、朝三暮四、栩栩如生、恢诡谲怪、沉鱼落雁等。

庄周梦蝶是写物化之旨。从前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翩翩飞
舞的蝴蝶，遨游各处而悠游自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庄
子。忽然醒过来，发现自己分明是庄子。于是他不知道是庄
子做梦化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成了庄子。

庄子和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这种转变就叫做物化。庄子
所说的物化，前人的理解各不相同。西晋郭象认为是指死生
之变，唐代成玄英则认为是物理之变化。陈鼓应先生解释为
物我界限之消解，万物融化为一，其实也就是天人合一，也
就是一种忘我的精神境界。庄子借蝶化的寓言来破除自我执
迷，泯除物我的割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融为一大和谐
的存在体。而蝴蝶，其实比喻了人性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

庄周梦蝶的故事，可以说是庄子笔下的诗化哲学，既有丰富
的哲学思考，又有浪漫的情感所托。因此更是引发了后世文
人的共鸣，比如说李商隐的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
托杜鹃（《锦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