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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一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也如他的书般沉静而寂寞，
他能从一片叶子中看出春夏秋冬，他沉醉于自然，钟情于鸟
鸣，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他有时生活得像个隐士，他可
能时常觉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与他相投。我喜欢这样的人，
正如我喜欢这样的一本书。

《瓦尔登湖》，这本书以简单朴实的文字记录着他到瓦尔登
湖边隐居的一段时光。在瓦尔登湖畔，他像一个原始人那样
简单地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
么程度，想试试用自己的手能做些什么。

他凭借自己的双手盖了一座简单温暖又牢靠的房子，他用空
闲时间盖房，并享受其中。他崇尚自由与简单：“每一个觉
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美元买一个箱子，钻几个窟窿，下
雨和晚上可以钻进去，盖上盖子，这样他的灵魂就自由了，
外出时，也不会有房主追你要房租，有多少人为了一个更大，
更豪华的箱子的租金而烦恼不断;而他是不会冻死在一只小箱
子里的。”

尽管梭罗所说的很难实现，但我们要知道不管选择什么样的
房屋，都需要让自己的灵魂保持自由，是你占有了房屋，而
不是房屋占有了你。



梭罗总喜欢给自己的生命留有更多余地，每日，他有暖阳莺
雀叫他起床，他有月光星星伴它入眠。饿了，走到瓦尔登湖
畔，捕几条鱼吃，偶尔有时间，种一些大豆改善下生活。他
活得不慌不忙，安然幸福。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二

《瓦尔登湖》一书又称为《或林居纪事》，为作者住在瓦尔
登湖畔的林居实录，书中充满了田园魅力，足以激励数以百
计的读者退隐山林，或傍湖筑舍，竟相效仿这位贤哲俊彦的
生活模式，而这位“闲者”就是新英格兰著名作家，美国生
态文学批评家的始祖——亨利。戴维。梭罗。

梭罗，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一个
商人家庭，康科德四季风景如画，梭罗经常喜欢到野外去，
独自徘徊在树林花草、鸟兽鱼虫之间，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
之缘，为以后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在我看来，《瓦尔登湖》不仅仅是讲述作者种庄稼、在蔬菜、
过着独立不羁、悠闲自在的生活，还是在探索人生的真谛，
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些深要问题。同样是描述自然生活，
《瓦尔登湖》和《鲁滨孙漂流记》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巨大
的不同之处，《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虚构小说，而《瓦尔
登湖》乃是名副其实非虚构作品，将作者的亲身经历描绘的
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和人
生的真谛，就此点，两者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作为艺术品的《瓦尔登湖》，在美国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散
文的最在范本。《瓦尔登湖》的风格，若与同时代的作品，
比如说，具有写作天才的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等人的作
品相比，都是迥然不同，那主要是梭罗这种独特的体裁颇
具20世纪的风格。当然《瓦尔登湖》的主题，显而易见，写



的是19世纪的人和事，然而妙就妙在，作者对字句文体选择
似乎有点超前，颇具20世纪的风格。句子写的率真、简洁，
一扫早期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文风，而且用字极其精当，富有
实体感，几乎不用模糊抽象的缀字，这也是梭罗在当时独具
一格的写作风格。

在此书中，我被深深的吸引住了，梭罗不论是对红黑蚂蚁大
战，还是对灰背隼、红松鼠、猎狐犬等的描写，总是那么绘
声绘色，那么引人入胜，那么令人流连忘返。在写作手法上，
我也发现了作者不少的独创之处，特别是“比喻”的应用，
非常的形象到位，令人回味。在此书中，我还亲身领略了梭
罗的幽默，他的幽默不见张扬，就像喜剧那样通俗易懂，它
不仅使我看在眼里，心情轻松愉快，乃至忍俊不禁，而且还
像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的幽默，令人深省。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三

从没有人去衡量人的真正力量，我们也不应该总是按照个人
的经历来判断他的能力，个人所能一一尝试的事情并不多。
无论你失败了多少次，不要烦恼，我的孩子，没有人可以要
求你必须完成你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大多数的奢侈品，还有大多数所谓的生活舒适品，不仅不必
要，还会严重阻碍人类的进步。从奢侈和舒适的角度来说，
最有智慧的人的生活总是比穷人还要简朴。一些哲学家，他
们表面上十分贫困，但是内心却十分充实。只有站在安贫乐
道的立场上，一个人才能成为一名公正而有智慧的人生观察
者。

有一类人，他们表面上十分富有，却是最贫穷的一种。他们
积聚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却不知道怎么使用、怎么摆脱，他
们用金银给自己打造了一幅镣铐。

人的需要，不是一定要应付什么事业，而是要有作为。我们



尽管穿着旧衣服，但还感觉像个新人，有了新的生机。依靠
的只是内在的辛勤和扩展，因为衣服只是外在的保护和世俗
的烦恼。

一个人应该穿的简单，他还应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周
密，防患于未然。

如果你很富有，那就要像枣树那样慷慨施予，但是如果没什
么可给的，那么就像柏树一样，成为一个信仰独立的自由人
吧。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简朴与安宁，不要充当穷人的先知，而
是要勤奋、努力的成为世界上一个有价值的人。

做好事，同样需要足够的智慧。行善，不是泛爱。一个人要
在世间谋生，如果生活方式简朴，头脑聪明，那么就不应该
是一件难事。人们谋生并不一定需要流汗，如同原始民族的
简朴生活追求。

我愿意世界上的所有人，生活方式越不同越好，但我更希望
每个人都能谨慎、耐心地找到并坚持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
简单地采用父母或邻居给他的生活方式。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四

回归自然的纯洁，回归淡泊的境界。我，作为一名浮躁的都
市人，有幸拜读这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瓦尔登湖》，
为我除去那躁动的灰尘，披上那自然的清新。

白居易曾说：“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能心虚即我师。”这恰
似这坐落在康科德的小木屋，梭罗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两年两
个月又两天的独居生活。他记录从春到冬的这一轮的风景，
他的超验主义实践建立了一种与现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立
的简朴方式，还原生活的原始状态。



真的很难想象，梭罗是如何生活下去，他将自己放在一个杳
无人烟的地方，他拥有的只有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一张小小
的床，一张普通的书桌和一些零落的稿纸，仅仅只有简单的
陈设，仅仅只是他执着的信念，仅仅凭借着人对自然的欲望
和热爱，他，完成了这伟大的实践，完成了这对自然的追求，
完成了这本杰作，这不得不让后人称他为“自然随笔的”。

淡泊是人生的一种至高的境界。当时正处于工业时代，物质
的优越并没有让梭罗迷失，随波逐流，他曾在《经济》中写
到：“……人最美好的部分，不久也会被梨入土壤，化作粪
肥……”

将所谓的经济与自然对立，当人们奢侈地享受生活时，却忘
记这浮华世界背后的陷阱，难道就不怕醒来之后会是一场噩
梦?似乎从原始时代开始，那些可以被称得上是“智慧”的东
西早已被这社会的发展所抛弃，人们对于自然只剩下贪婪，
总是渴望获得什么，有时像是一个无底深渊，永无止境。

梭罗总爱引用，记忆中影响最深的就是罗利的英译对
句：“既然人人乐道肉身本具顽石性，慈善心肠何能不将烦
恼痛苦忍。”

带着讽刺去批判着人类的盲目，带着幽默去痛斥人类的`无为。
对于人，他的信仰除了所谓的上帝就是那些所谓的统治阶级，
这对生活在基层的人民而言，生来位卑，他们活着就像一部
机器，为了不让自己在劳动市场上贬值，抛弃了气概，抛弃
了自尊。是的，他们的劳动力升值了，可悲哀的是他们的智
慧却在贬值，难道这就是“安逸者”?这正如梭罗所言：“你
刚走出了失望之城，又走进绝望之乡。”

上帝没有赋予任何人任何权力，自然自有它的公道。你，生
来未带一草一木，死后又不带走一缕一线。奴隶的生涯终究
是由失望垒成的城堡，有的甚至是由绝望筑成的荒墓，与其
这样，为何不摒弃这些浮躁，还灵魂一份通透，回归自然的



宁静呢?设想一下，当你面对这博大的自然，它给予你的是新
鲜的空气，甜美的果实，突然间，你是否感觉自己成为了天
真浪漫的孩童，不知疲惫地奔逐在它的怀抱里。

这些如水晶般的思想，梭罗还记录了很多很多，终点就是起
点，四季的轮回正是生命的苏醒沉睡，这些文字就像是一杯
温水，让人沉浸，心灵正被一点一点洗涤，灵魂正被一点一
点安静。

淡泊是智者的动力，像是一把折扇，送来徐徐清风，拂去一
片焦虑;又像是一面镜子，照清娇容的面貌，看清人性的本
质;还像是一首诗词，念时如痴如醉，回味时百感交集。

月下共饮，湖边共赏。邀君在这片湖水前共冥，邀君在这份
淡泊中共寻那份静谧!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五

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
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它被称为“塑造
读者人生的`25部首选经典”。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人生哲理书。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学知识，
还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知识。阅读它，我们能
在平凡与简单中真切感受生活的意义与趣味，也更能感受寂
静之美。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六

这是一个有点像“如果西恩?6?1潘漂流记”中的故事。梭罗
认为，以他的经验相结合，证明人们可以活得更简单，而且
更安静，而无需放弃追求物质发达的人类是高贵的优越位置。
湖梭罗完成了自己的深度，“测量”，“瓦尔登湖”今天，
梭罗再次成为人们文明出行的生活。



现代生活的人几乎任意的便利，建筑水泥高楼，水泥路，没
有灰尘，而地下水污染，臭氧空洞在南极上空的天空，和我
们的生活和健康的酸雨侵蚀的背面。我们征服，并在同一时
间改造自然，并给了自己种植的生态陷阱，导致恶性循环，
因而只能用在回归自然的挫折带来的便利。当奴役我们的祖
先，自然，敬畏自然，甚至神化自然崇拜，也是我们的孩子
和孙子，但反过来，撕裂，奴役，和自然的统治。读“瓦尔
登湖”，让受污染的水安静心脏凉一点，多了几分沉稳和无
忧无虑，减少冲动，其实不是时髦，而是一种必然。

看完后，我不能完全明白梭罗的行为，他的书有关的思想和
行动不能去更多的认可。在夏天的夜晚多年后，我在海湾走
在沙滩上，突然你面对自然公园的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我
意识到，梭罗和他的著作“秋登湖”与被列入的富人和隐士
有巨大的相同之处。

最后，我明白了：无论多么卑微你的生活，你一定要显露在
脸上，不要逃避。即使你是非常差的，而且你的生活的热爱。
即使在逆境，你仍然也有快乐和幸福，骄傲的时刻。

梭罗所看见的人民，那里的生活就像是在宫殿一样，很幸福
的生活，并乐意这样做平静和安宁。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七

在最初听到《瓦尔登湖》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小说，
但是当我真正开始阅读《瓦尔登湖》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
现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湖畔两年来的真实
生活写照。虽然这是本纯写景的散文或者甚至可以称为随笔
的书，但梭罗在两年的独居中思考了很多，并且把他的思想
注入到了这本书中。

我认为，梭罗便是那种值得我们敬仰的人，那种“用出世的
情怀，做入世的事”的人。如果不是他骨子中的一种超脱世



俗，他不会选择到瓦尔登湖过整整两年的简朴的独居生活，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孤独和朴素。他也从不追求那些享
受的事物，他认为财富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但同时他又
许多他写的书中告诫着人们要走出自己的路，这是他所坚持的
“个人主义”。

《瓦尔登湖》中有大量唯美的景色，它们不是浓烈的色彩，
不是让人窒息的美丽，而是清淡的、素雅的——正如梭罗本
人那样。“文明创造了皇宫，但创造贵族和国王却没有那么
容易。假如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高尚，假如他把生命
的大部分都只用于谋取基本的必需品和舒适品，那么他为什
么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
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居。“他认为人
们的思想是匹配不上人们生活的条件的，并且有太多的人在
重复着别人的生命轨迹，这也是他来到那所简陋的木屋，回
归大自然的原因。

这本书如今这般受到追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明白生命不是
用来谋取基本的需求的。但反观我们的周围，多少人按照自
己父母给他们规划好的人生路线上一成不变地前进着，学热
门的专业，毕业后做自己不喜欢但薪水高的工作，为买一辆
车而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就算买完了车，还需要有一套房，
有了房，又差不多该考虑养老了……这又与梭罗所说的“野
蛮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陷入这个永无尽头的需求圈套
的人，也许也厌恶着自己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生活，一边唾
弃着这种没有高度的人生，一边又不得不迫于生存压力坐在
办公桌前，然而有多少人又能拥有梭罗的勇气，主动将城市
中舒适的公寓抛弃，回到那个湖边的木屋里呢？倒不是所有
人都要跟梭罗选择同样的方式，只是应该自己为自己的人生
思考，而不是浑浑噩噩地被强硬地安插到一个可以赚钱的岗
位上。然而又只有寥寥无几的少数做到这点。

所以无论是《瓦尔登湖》这本书或是梭罗这个人，都带给我
许多思考，也让我敬佩。我不禁问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我想



过的吗？还好我发现答案是肯定的，我也很高兴我前进在自
己希望的那条路上。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八

我没有去过瓦尔登湖，但通过此书，亦可足不出户便一览湖
光山色。这也是我喜爱阅读的原因之一。书中有大段大段的
优美文字描写瓦尔登湖的迷人，譬如对其颜色的描述，“在
你能看到近岸的细砂的地方，水色先是黄澄澄的，然后是淡
绿色的了，然后逐渐地加深起来，直到水波一律地呈现了全
湖一致的深绿色……在这种时候，泛舟湖上，四处眺望倒影，
我发现了一种无可比拟、难以形容的淡蓝色，就像波纹绸或
闪光丝绸以及剑身使人联想到的那样，比天空本身更蔚蓝，
它和那波光的另一面原来的深绿色交替闪现，后者对比之下
颜色更浑浊些。这是一个透明的、蓝色带淡绿的颜色……”
细致入微而富有层次感，恰到好处的戛然而止，又能留给人
更多的想象空间，比真实的瓦尔登湖更为梦幻。

梭罗崇尚心灵的本真，于是他远离尘嚣，来到了瓦尔登湖畔，
在山林中搭起木屋，开荒垦殖，自食其力，以一种近似于隐
居的方式生活着。只是他虽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却没有后者消极避世的心态。完全脱离世俗的人同样极为罕
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人是不完整的。有人评价
说：“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
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假如人分为两面，在当
时疯狂追求物质财富的美国，大多数人都属于世俗的那一面，
而他算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硬是将人自然的一面挖掘出来，
拂去上面的尘埃，并鼓励别人也去追求这种人性的完整。他
没有强迫任何人像他在瓦尔登湖的两年那样生活，仅仅是提
醒：还有追逐功利之外的生活方式。

作为学生，我们不能放下一切，跑到荒郊野外住上个把月，
但我们可以在周末同家人一起骑自行车出游，享受乡郊的阳
光空气水，享受更简单更有幸福感的生活。梭罗的成功之处



就在于他听从心灵的召唤，选择了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生
活，从而获得了发自内心的幸福与满足。虽然在当时这并不
被人看好，但通过本书中关于他生活的一些琐碎的记录与感
悟，可以发现，梭罗自己在湖边的两年是十分快活的，他自
由，甚至可以说是“任性”，任着自己的天性，随心而动，
在极为普通的一天中，他或读书，或种豆，或漫步于瓦尔登
湖畔，静静凝视湖中若隐若现的一株水草，甚至什么也不做，
在阳光普照的门口坐下来，在时间的转瞬即逝中幻想、思考，
从日出到日落。“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
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超出了许多。”他如是写
道。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是宁静的，所以书中的文字也像是在
深井的水中浸泡了一千年那样沉静和清澈。这就要求读者心
无旁骛，完全沉浸在文字堆砌的世界中，看一排水鸟掠过湖
面，看一朵云彩变换形态。一个浮躁的人是永远读不下去的。
很喜欢一句话：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打
开这本书。心灵的宁静是进入此书的唯一有效途径。

感谢梭罗，给我们留下了《瓦尔登湖》，一份如此珍贵的礼
物。他教给我们简单、自由与宁静。梭罗在书中还这样表述：
“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我想，这真
理该是：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真善美。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这大概就是《瓦尔登湖》中的人生哲学。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九

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
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它被称为“塑造
读者人生的25部首选经典”。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人生哲理书。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学知识，
还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知识。阅读它，我们能



在平凡与简单中真切感受生活的意义与趣味，也更能感受寂
静之美。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十

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隔阂了文明与原始的距离，横亘了喧
嚣与平静的对话。亨利。梭罗以沉思者的身份，独自隐居在
他双手搭建的木屋里，在康桥德城的瓦尔登湖上，过着与世
隔绝的清贫生活。建房、开阡陌、种豆，“一蓑烟雨任平
生”。

他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
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瓦尔登湖很美，梭罗乐此不疲重
复着单一的事情，钓鱼、烘焙蛋糕、接受访客；一天虔诚劳
动休憩、阅读。瓦尔登湖很美，晨昏下变幻的树林，四季迥
异的湖面，沼泽上低飞的鹰隼。那是青春女神赫柏经过的伊
甸园，即使经历凛冽、炎热，仍不变春天漫溯的蹁跹。“若
至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
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在纤尘不染的美中，我
们开始“省察”文明人需要铅色冰冷的物质世界。

“文明人走过的足迹，只留下一片荒凉。”原始与文明，隔
了时间，隔了人本质的迁途。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
敬畏它，爱护它；但在这个日日笙歌的年代，人类挑衅它、
剥削它！这是一张在私欲中暴露的人类狰狞的面孔！“你侮
辱着大地，居然还敢议论天堂。”梭罗愤懑地说，但尽管如
此，瓦尔登湖仍在生长着，如同大自然宽恕了我们无节制的
打击，以强者的姿态，漠视了我们可笑的癫狂。

大自然的美是一种本返璞归真后的自由。李太白懂这个道理，
仕途失意流连祖国山河，一壶酒饮尽蜀道庐山白帝城；陶潜
懂这个道理，傲骨不为三斗米折腰，隐居“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的桃花源；周庄懂这个道理，论鱼梦蝶逍遥游，不争
世俗与天共生与物为一。



孟子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家中的长者
说“靠山吃山，吃山养山。”自然的馈赠，是古人珍惜的，
乃我们践踏的，我们视如草芥的，将来人们视如珍宝。

大自然是贫匮而风雅的智者，安之若素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被战火、硝烟泯灭了模样，却依旧笑傲人间。而我们，要做
仁者，仁慈宽厚对待环境，才能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