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逍遥游的读后感高中(精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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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逍遥游的读后感高中篇一

初读《逍遥游》，感受到鹏的“肆意”——“鹏之背，不知
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
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它磅礴大气，体积大、目标
也远，翱翔在天空之中。在飞翔的过程中其他鸟儿碰到的困
难，像闪电、强风，对它来说不足一提；当它俯视大地时，
地面的一切多么渺小，目之所及，或许就是地球另一端
的“天池”。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的脑海总想勾勒鹏的画
面，鹏有多大才能“翼若垂天之云”？这样的庞然大物，它
内心所思考的问题肯定和其他动物甚至人类不一样。

鸠之小

在《逍遥游》中和鹏不同的是蜩与学鸠，“蜩与学鸠笑之曰：
‘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有了前者鹏的对比，蜩与学鸠显
得渺小、目光短浅。

鹏与鸠

庄子的文字非常玄幻，每一次读似乎都有每一次的感受，每
一次读文字都发生着一次变化。他极力描述着鹏的磅礴，又
提到鸠的渺小，让人无比羡慕鹏，但转眼间提到“众人匹之，
不亦悲乎？”仿佛前者都是虚无。

比较永远是片面的，用尺子量的是刻度、用量杯量的是容积，



用称重器量的是重量，当我们被庄子的文字拉近大小之间时，
无意间进行了比较。故在《庄子的现代解读》中，提到这一
句：“心知执着人物的才性气性，也执着人间的名利权势，
由是而有大小多少的分别与比较，此成为生命的自困自
苦。”比较常常给人们带来困苦，但其实无需困苦，不用比
较。此为“逍”，消解心知的执着与分别。

逍遥

逍遥应该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在执着和比较之外，那更为广
阔的天地，我认为是人的本心和善意。怀揣着人性中最纯真
的善意才能像大鹏鸟一样翱翔在高空之中。

电影《生活多美好》中，男主角每当遇到冲突与困难的时候，
他都会选择成全他人，凭借着自己的善意舍弃另外的东西。
最后当他面临困难时，天使、身边的朋友都出手相助，他也
度过了难关。人性中的善意让他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每一
次的选择都带着他走向不一样的世界。

正是心中的善良正义能让人生有另外的可能性，那份善意推
动着抉择，推动着周遭的变化，人生也就因此变得广阔。

逍遥游的读后感高中篇二

先说“逍遥”的语义。在《庄子》一书中，“逍遥”一词的
含义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或
内心状态。《庄子》一书中，多次使用到“逍遥”一词，有
时单独使用，有时和“彷徨”一词对举使用，但词义始终不
变。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
遥游》）：“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
大宗师》）：“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
让王》）。故 “逍遥”的本质是指一个人自由自在、任性适
意的人生状态。



其次说“游”。“游”作为人的主体活动，既可指向人的精
神，也可指向人的肉体。《庄子》一书在使用这个词时也兼
有这两个词义。但庄子哲学是谈人的精神自由的，他关注的
是人的精神活动，是要从人的精神自由中寻找人生的出路。故
《庄子》中使用“游”一词时，多数情况下是指向人的精神
活动，是指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漫游”。

“逍遥游”中的“游”也是如此。“游”是心游，是让心游于
“无限时空”中的精神漫游，是让心同“道”、“造物者”、
天地自然进行的交游、交往，也就是《庄子。天下》中所说的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人与自然融
为一体，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齐物论》）的泰然状态，从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安宁。这样的
“游”才“逍遥”。

庄子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是“道”论。庄子认为，“道”
生天地万物，“道”使天地万物生灭流变，无穷无尽。天地
万物（包括人类在内）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也无论发生
怎样的变化，都是这个“道”运行的结果，也是这个“道”
的具体表现，这叫“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
至乐》）。“道”的本质特征就是自自然然，无为无不为，
无目的又合目的。人类是顺“道”而生的，所以人的生存，
在本质上亦如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甚或无生命的天地日月一
样，本属自然，无目的又合目的，无所为又是自然天成的。

在《庄子》一书中，“真人”也被称作“至人”“神
人”“圣人”。因为“真人”是依乎天道、顺乎人性自然地
活着，达到了至道至性的境地，故庄子又称其为“至
人”：“真人”在人世间顺性自然，无为无不为，超凡脱俗，
故庄子也称其为“神人”：“真人”是领受了天道自然之精
髓的人，在世间生活已无所不通，《说文解字》说：“圣者，
通也”，故庄子还把“真人”称作“圣人”。《逍遥游》中说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者名殊而实指为一。
“无己”是忘我后的任性自然，“无名”“无功”同样是忘



我后的任性自然。这三种状态都是人在体道自然中无为无不
为的泰然人生。唯其如此，“至人”“神人”“圣人”才
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而“无所待”，
才能在人生中作“逍遥游”。

逍遥游的读后感高中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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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全篇，可以理解到：逍遥游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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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游的读后感高中篇四

在庄子的《逍遥游》中，讲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尧让天下，
许由不受。

庄子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
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
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
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
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

用现在的话说：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和月亮
都已升起来了，可是小小的炬火还在燃烧不熄；它要跟太阳
和月亮的光亮相比，不是很难吗？季雨及时降落了，可是还
在不停地浇水灌地；如此费力的人工灌溉对于整个大地的润
泽，不显得徒劳吗？先生如能居于国君之位天下一定会获得
大治，可是我还空居其位；我自己越看越觉得能力不够，请
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

作为君王的尧，让天下让的不能说不够诚恳，他把许由比作
太阳和月亮，而把自己比作小小的炬火；他把许由比作天上
的及时雨，而把自己比作徒劳抗旱的人。他心甘情愿地让贤
于许由。

尧让天下让的诚恳，直接，许由拒绝接管天下拒绝的坦率、
干脆！



许由回答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获得了大治，而我却
还要去替代你，我将为了名声吗？‘名’是从属于‘实’的
附属物，我将去追求这次要的东西吗？鹪鹩在森林中筑巢，
不过占用一棵树枝；鼹鼠到大河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你
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天下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啊！厨
师即使不下厨，祭祀主持人也不会越俎代庖的！”

许由不愿意在天下大治的情况下，担一个君王的虚名，他宁
可象鹪鹩在森林中筑巢，仅仅占用一棵树枝；象鼹鼠到大河
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

许由是庄子心中那种无己、无功、无为，追求逍遥境界的神
人，是不肯为身外之事所羁绊身心的至人，君王的权势，在
许由看来，不过是人生的枷锁而已。

庄子借连叔的口，讲出了许由的心里话：“之人也，之德也，
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
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热。是其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用现在的话说：“神人的德行，能包容万事万物，使整个世
界成为太平境界，他怎肯为天下俗事忙忙碌碌呢？这神人，
外物没有什么能伤害他，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天下大旱
使金石熔化、土山焦裂，他也不感到灼热。他的尘垢秕糠等
糟粕物，都能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人君来，他又怎么会
把外物琐事当一回事呢！”

我想：许由、应当是老子眼中第一逍遥的人！

逍遥游的读后感高中篇五

经济滑坡，名不聊生，贪腐横行，物欲横流。

合纵连横，人才辈出，制法变革，思想汇集。



这，便是战国。

时代呼唤英雄，人民期盼变革。商鞅、毛遂、白起、赵
奢……无数英雄豪杰汇成了不朽的诗篇。在历史的星河上闪
烁。然而，有这么一位老人，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屑锦衣
与玉食，他只愿在自己的烂泥巴里快乐而又自由地打滚。其
人谓谁?蒙城庄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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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盖古今;他的寓言想像奇特，
寓意深远;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囿。

读《庄子》，读到的是豁达与超越。庄子在《齐物论》里提到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的知识、标准不
一。所以“人为”的标准，并不是“唯一”绝对的标准。就像
《逍遥游》中所述的那只庞大的怪鸟，当大鹏在九万里高空
的浑然苍茫境界，便是打破了一切人为的“相对”。昭文不
再弹琴，因为他在弹琴时，只要发出一个声音便失掉了其他
的声音，只有不弹时，才会五音俱全。这正如陶渊明的“五
弦琴”。

读《庄子》，读到的是洒脱与淡然。何谓逍遥?列子御风而行，
自由自在，这是逍遥吗?答案是否定的。列子飞行忘不了风，
也只能成为世俗的幻想与浅见。真正的逍遥在我们的心。如
庄子“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合一”，面对世俗，嬉笑怒骂，
皆由性情，他逍遥于世间，淡泊于名利。面对惠子“搜于国
中三日三夜”，庄子淡然一笑，“今子以梁之宰相而吓吾也。
”何等淡然。正如南朝诗人柳恽就曾在他的《咏蔷薇》里有
言：“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读《庄子》，读到的是坦然与欣慰。庄子妻子死时，他鼓盆
而歌，有人不解，有人谴责，但他却悠然地依旧如此，因为
他渗透了生命的真谛，生是自然，死亦是自然，生固然可贺，
死何尝不是回归，一如中国民间的红是喜事，白亦是喜事。



《庄子》是哲学的天籁，更是我们心灵的琴音，他让我们找
到了那个最本质的自己，花开花落，静谧无声，这是心灵的
盛宴。

无论你再走多远，请你一定一定不要忘记，自己原来出发的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