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逍遥游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逍遥游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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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游读后感篇二

在《逍遥游》中，除了鹏鸟这个主角，蜩，学鸠与斥这几个
配角也让人眼前一亮。“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
仞而下，而彼且奚适也？”斥最多只能飞到数仞，它的眼界
必定不能与大鹏相比，所以嘲笑大鹏南徙也情有可原，它的
眼界被自己仅能看到的一小方天空束缚着，他不能够向鹏鸟
一样尽情的遨游。文章中多次运用对比的手法，不仅仅是学
鸠与鹏鸟，还有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的对比，还
有小智和大智的对比，小年和大年的对比等等。但这众多的
对比只是为了突出强调“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
而征一国者”与定乎内外之分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御寇
之间的对比。先扬后抑，先对宋荣子和列御寇大加夸赞，然
后再通过贬低他们来引出文章中真正想要推崇的人，那就是
修养最高，物我不分的至人，无所为无功利的神人以及不立
名的圣人。这三者都是庄子的夸大之词，亦或者说是想象中
的人物，因为人活在世间根本就做不到完全无我，庄子所追
求的绝对逍遥也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庄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不能够达到，但对于庄子本人来说，
拥有豁达的情怀，不刻意追求功名利禄，不被凡尘俗世所侵
扰，保持一颗超然于外的心，难道不是另一种践行逍遥的方
式么？正所谓“子非鱼，安之鱼之乐？”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
能簸却沧溟水。”庄子笔下的大鹏需要凭借六月的大风才能
够飞行，待到风停歇下来的时候，鹏鸟虽然不能够御风而飞，
但仍然可以簸却沧溟之水。在顺境时可以乘风而上，在逆境



时也可以不必狼狈度日，这才是真正的潇洒。庄子虽贫，其
广阔之胸襟足以支撑他笑看人生，这何尝不是一种逍遥？愿
鹏徙南溟时，逍遥任我行。

逍遥游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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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游读后感篇四

《逍遥游》，这是庄子文章知名度最高的一篇。奇大无比，
展翅高飞，由北到南的大鹏，在国人心中留下了非凡的印象。
对这只大鸟，一般取其志向高远、无拘无束的形象，但是细
细深入阅读，它的境界只是比蜩、学鸠、斥鴳高而已，仍然
没有摆脱外物的限制。这样的大鸟，想要高飞到九天，就必
须依靠海运，既然依靠海运，它就受限于海运，它就没有达
到庄子所说的绝对的自由。鸟类世界如此，人类世界也是如
此。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世俗之人，就如同蜩、学鸠、斥鴳，
而摆脱了名誉是非的宋荣子、列子则如同大鹏，而无己、无



功、无名的至人、神人、圣人，才是作者所效仿追求的对象，
他们顺任自然，无所求，自由自在。

在阐释自由思想的同时，作者顺便论证了认识的局限性。蜩、
学鸠、斥鴳，认识不到大鹏南飞的目的意义，它们甚至瞧不
起大鹏。生命短暂的只有一个早晨的菌类，自然无法理解一
个月，能活几个月的蟪蛄，自然不懂年的概念，众人只能向
往长寿的彭祖，却不知道有千年寿龄的冥灵，大椿。肩吾理
解不了接舆所说的居住在“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惠子也只
知道用葫芦做飘，用樗做木材，不知道用大葫芦当船，用大
樗树来乘自由之凉。这就是知识上的“聋盲”。这一论点在
《齐物论》《养生主》又有换样的论述。

作者还阐释了目的和工具的相对性。一杯水可以浮起一根草，
而要想浮起一个杯子一杯水是不够的。郊游要一天的干粮，
周边游需要一两天的干粮，长途游则需要更多的干粮。工具
有助于实现目的，反过来说，目的又受限于工具。人一旦有
目的，也就受限于实现目的的工具了。要想实现自由，那就
要摒除目的，人生就不要有所求。无意义的意义，就是生命
的大自由，就是像神人那样，不关世事，自由自自地活在世
俗之外。当然人的一生(生命)也可以作为工具——自己的工
具，他人的棋子——以之去实现人的某些追求，一旦如此，
我们的生命也就会被利用，进而丧失自由、丧失生命，要想
保存生命、保全自由，我们就要无用，于世俗于他人无用，
于自己无求。

逍遥游读后感篇五

真的有人能做到吗？回答是肯定的。

比如，菜根谭作者洪应明，“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王阳明的“心即道，道即
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
吟啸且徐行。”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还有嵇康、阮籍、陶渊明、曹雪芹等。从古至今，真正能
做到“无己无功无名”的人，可谓不可胜数。

“无己”，就是无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无功”，就是
不追求建功立业，顺应自然。“无名”，就是不追求名誉地
位。这是精神层面的'逍遥自在，是精神层面的大智慧。

《逍遥游》哲学思想对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
圣人层层递进，按照这种说法，真正的圣人可能都归于平凡
了吧。

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可能才是《逍遥游》的真意吧！

自律，使我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