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庄子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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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庄子读后感篇一

20xx多年前，中国进入了长达5xx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
期间，诸侯乱战，连年不休，战事之惨烈，亘古未有，战争
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的同时，也给思想家以最深刻的思考，
各家学派都在这被血浸透的土壤上绽放出绝美的思想之花，
其中有一朵一直被视为异类，却奇迹般地一直没有凋谢，反
而愈开愈艳，一直开放到中华民族血脉的深处，这朵花就
是“道”，我最喜爱的古人庄子，就是这朵思想之花的养护
者。

每次读起《庄子》，我都能看到一个干瘦倔强而可爱的小老
头，用他犀利豪华的语言大声呼号：人啊！停息名利的争斗
吧！我们心灵的家园已长满荒草！他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使
那个疯狂的世界稍稍平静一些。然而，他自己的心在战争频
繁、弱肉强食的时代是无法平静的，为了直指人心，庄子不
惜用偏激的语言来深刺人们被物欲迷失的内心。正因如此，
许多人误解了庄子，只看到庄子非凡的文采和消极的思想，
却看不到他那悲天悯人的、因无人理解而狂乱的心。庄子是
不幸的，我们读了两千多年还不能读懂庄子，我们更是不幸
的。

如果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庄子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无
为，而是反对人们为了物欲而无所不为。



庄子的`精神是高傲的，他不与万物相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庄子的志向是远大的，他化身鲲鹏，风云起时可扶摇直上千
万里；

庄子的胸怀是宽广的，像大海一样不停地向里面灌注也不会
满溢，不停地宣泄也不会干涸；

庄子的乐观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笔下的子舆应该算得上
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丑人了，但子舆却乐观无比地说：“若把
我的左臂变成公鸡，我就用它来报晓；若把我的右臂变成弹
子，我就用它来打斑鸠，烤着吃；若把我的尻骨变成车轮，
把我的精神化为骏马，我就乘着它走。

孔子说过：“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庄子在混乱中甘守
清贫，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并告诉人们如何在
混乱中保持内心的宁静。

今天的现实，众生在物欲横流中贪婪、焦躁、迷惘、沦丧，
更需要庄子为我们指点迷津，寻回早已迷失的自我。也许有
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现在的世界比2xxx多年前更需要庄子
为我们守住心中的最后一片宁静。

庄子读后感篇二

心晴时，雨也晴；心雨时，晴也是雨。

巴尔扎克曾说过：不幸的是，天才晋升的阶梯，信徒的洗礼
之水，弱者无底的深渊。

当我们沉迷于一片绿荫的悲伤情绪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
一片绿荫，还有一片森林。

山上的仁慈不仅包含了天空中的古树，而且还包含了野生的



草，不仅孕育了豺狼的咆哮，而且还滋养了弱小的悲伤的咆
哮。或者环抱你的手，把水变成湖，或者裂开你的身体，让
瀑布倒挂在前四川。山谦卑地站着忍受时间的痛苦和折磨，
仍然保持沉默，山的仁慈，在于它安静而冷漠的态度，有时
山也可以成为人们的榜样。

我们不是庄周的鱼。我不知道鱼在水里遭受了什么，它们是
否真的快乐，但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心情的舵手。创造一些意
想不到的、合理的幸福。

像庄子一样，做一个天上的泉水，做一只夜夜鸣叫的鸟，做
一棵月光下宁静超然的精神古树。

"举世名而不劝，举世非而不抑。"当你冷静下来读庄子的.时
候，问问自己，我们能否平静地面对别人的各种评论；没有
别人，没有我，当我读庄子的时候，我不妨问问自己，在物
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自己；在与庄子交谈
时，我问自己是否把一切都包括在胸前，默默地理解；我的
生命也是有限的，我知道无限是有限的，无限的，危险的。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否敢如此真实地生活，如此诚实地面对
学习。庄子活出了智者的风范。活着的意义，活着的价值，
活着的态度，精神的源泉不在于他。

活着，我们追求什么？我们可以区分事物和我之间的界限，
知道荣誉和耻辱，区分是非。活着，我们想要什么？有追求，
但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有评论，但没有争议。活着，我们追
求什么？看到黑暗，但仍然坚持追求光明。轻松地生活，轻
松地生活在自己身上，生活在生活的色彩中。今生没有遗憾。

走自己想走的路，唱自己喜欢的歌，一路唱歌，冷暖自知，
只想走满格桑花，像朝圣的信徒一样，保持信仰。

至人无己，神无功，圣人无名。庄周做到了，所以他很高兴。
如果我们也想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应该经常思考自己的生



活，经常问自己是否能在宁静的月光下站成一棵精神古树。
虽然充满了斑驳的岁月痕迹，但它可以根深100米，不谦虚或
傲慢，让树枝在风中，站起一个安静的姿势。

我们快乐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不必与世隔绝，忘记世界的温
暖和温暖，不要看到凡人的世界，不要尝到世界的痛苦。相
反，它应该是看到世界上的一切，品尝世界的凉爽，在世界
的沧桑之后，仍然可以闲置的云野鹤，微笑，保持安静和超
然。

庄子读后感篇三

如今的我，最喜欢在深夜，燃一盏孤灯，品一杯香茗，握一卷
《庄子》，反复揣摩“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那么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那么必有分矣。
此之谓物化。”庄子不是一部书，而是一个世界。掩卷而沉
思，庄子的思想，仿佛是注入一股清泉，对心灵进展着一次
次洗礼。

不是吗？庄周化为蝴蝶，从喧嚣的人生走向逍遥之境，是庄
周的大幸；而蝴蝶梦为庄周，从逍遥之境步入喧嚣的人生，
恐怕就是蝴蝶的悲哀了。但是庄周梦蝴蝶是他渴望的境界，
渴望的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向往逍遥之境。蝴蝶梦庄周，
这是蝴蝶的选择，蝴蝶的向往，不能一概而论。

庄子一直在讥讽颠倒的世界，嘲笑那些为功名利禄，蝇营狗
苟之徒，挖苦那些为眼前蝇头小利，毁坏天人和谐的小人。
庄子一生贫而不穷，科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断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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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飘逸和洒脱，正是他卓尔不群、傲慢不羁
的性格魅力托起的自由天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
万物。”庄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已经跳出三界，站在



云端，鸟瞰人间沧桑。

然而，看过之后也有几分惆怅，也许我很向往这种生活，也
许我能淡泊名利，但放弃一切名和利，我做不到。更何况，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每天勤奋地工作，
可怜的一点薪水要孝顺父母、养孩子，一不小心成了房奴，
又得养房子，还务必要养好身子，病了，昂贵的医药费让你
吃不了兜着走。然而，过多的奢求和索取，会让我们的心像
无底的深渊，以至于都忘了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快乐，心灵
的快乐，心灵的闲适放松。这些离我们太遥远！

庄子说过，一个人能不能到达彻悟，是与他的阅历及悟性是
分不开的，而我只是凡人，我无法像庄子般成为神人，所以
只能望其项背。生命有限，流光苦短。当年梦中化蝶的庄周
墓上也已是秋草凋零。

庄子读后感篇四

今日偶读庄子之文不禁心有所动，仅书一文。

庄子曰：“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
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蕲生乎？”这四句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寿命长短，
是勉强不来的。我哪里知道，贪生并不是迷误？我哪里知道，
人之怕死，并不是像幼年流落在外面不知回归故乡呢？我哪
里知道，死了的人不会懊悔他从前求生呢？”庄子是在阐明，
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死其实没甚么分别，一个人活着，
不过是“做大梦”，死了，那是“醒大觉”，说不定死了之
后，会觉得从前活着的时候多蠢，为甚么不早点死了？正如
做了一个悲伤恐怖的恶梦之后，一觉醒来，懊恼这恶梦实在
做得太长了。

生与死只记于一线，你不能选择你的出生，但你可以选择你
的死亡，真正让自己活的'有意义，活的有价值，生未必乐，



死未必苦，但要死的有价值，否则我们不配享受死亡。

庄子读后感篇五

人生在世，光怪陆离的东西实在太多，纷杂繁多的诱惑也实
在太多，如何摆脱贪念，如何抵制诱惑，如何实现理想往往
成为人们思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理解
《庄子》来回答这些问题。

《人间世》中有这样一句话：“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
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意为：人为了求名，
不择手段，相互倾轧，而人类用于提升自我、改善生活的知
识技巧在此时就成了斗争的工具，人自身最终为名所困。古
人说，普通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常常为欲望吵架，欲望满
足了，就不吵了；知识分子则不单单是为欲望，欲望满足了
也要吵。但是在争吵时，知识分子看似是在争是非，争对错，
实际上争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是为了自己的面
子和名声。在现实生活里，人们难免犯“德荡乎名，知出乎
争”的毛病，这便是“名心”在作祟。人若想要从名利场中
抽身出来，就应该把“名心”抹平。

如何把“名心”抹平，这就要提到《大宗师》里的一句
话：“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也。然而夜半有力者
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南怀瑾先生认为这里的“藏”可
以理解为执着，即抓得很牢。但是人生又不可能完全被掌控，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命中总有些难以预料的
事情，也总有些难以被抓牢的事物，因此有时不必太执着。
正如感情，感情是一捧细沙，握得越紧，越容易流失；也正
如名利，名利是一根向上攀岩的绳索，握得越紧，越容易在
原地停留，拽得越紧，越容易绳断身落。诚如庄子所言，只
有昧者才会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一切藏得严严实实。其实，
呱呱坠地时，我们浑身赤裸；撒手人寰时，我们两手空空，
既然如此，又何必偏执于某一点，某一事，某一物呢？想要
跨越生命中的障碍，达到某种程度的突破，有时必须放



下“执着”。当把“执着”放下，“名心”自然会离我们而
去。

但是这里的“执着”并非是指理想追求，而是指人们容易贪
求的东西。举个例子，钱固然不可缺少，但我们没有必要去
执着于追求花不完的财富。量需而行，量力而行，切不可贪
多求全。《大宗师》中“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
雄成，不谟士。”就恰好指出了这一点。古时的真人都是一
切不贪求，一切不计谋，一切顺其自然。虽然这样的境界我
们难以企及，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承担起我
们自身的'责任，不要麻烦任何人为我们代劳，也不要抢着为
任何人代劳，即“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第二，看
淡成败得失，看淡他人评价，注重于“养中”即可。过分顾
忌别人，把自己弄得像个四处卖笑的戏子，实在是一件出力
不讨好的事情。第三，正视自我，不自欺欺人；量力而行，
不要制定高到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

放下不必要的“执着”，有利于我们在超越自我，追求理想
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不迷失方向。《逍遥游》中提到“适莽
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
三月聚粮”，有志气的青年往往像鲲鹏一样拥有远大的理想，
但是理想的实现需要由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的成功累积而成，
因此我们要有远大的计划。有这样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三种
人：第一种人只会回忆过去，在回忆的过程中体验感伤；第
二种人只会空想未来，在空想的过程中不务正事；只有第三
种人将现实与理想完美结合，高瞻远瞩，脚踏实地。只有将
昨天、今天、明天的事情都打理妥当，才能走好漫漫人生路。
但是生活中，常常有人被眼前利益的绚烂外貌蒙住了双眼，
宁愿一直低头享受那片刻的短暂欢愉，也不肯抬起头望望远
方，去寻找更大的空间。然而事实往往证明，只为眼前利益
的人，会受人性所限，只会陷入庸人自扰的无边烦恼；唯有
立足长远的人，才能突破人性的瓶颈，活出精彩人生，享受
智慧人生。



简而言之，我们要正视自我，踏踏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要注重自身的内心情感，重视“养中”；放下不必要的“执
着”，抹平“名心”，坚定前行在超越自我的道路上，通过
远大的计划将一个个小目标连接汇聚，使之最终化身为理想
的实现。

庄子读后感篇六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消极怠工，就去吊儿郎当的.混日子呢？
我想庄子是不会答应的。每个人的青少年阶段的成长和积累
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因为这和我们的出身、家庭、成长环境、
教育资源等息息相关。但成年以后，在我们有能力去构建一
个独特的多维度的自我时，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让自己的版本
在可允许的范围内达到最好效能，达到相对稳定状态。之后
再因其固然，再依其天然。我想，这样才会可能达到庖丁的
游刃有余的踌躇满志的状态。

如何安然自在，应该就是积极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改
变的，并有智慧去区分二者。自在是一种心中有数，自在是
一种经历过之后达到的满足，自在是世事通明，达练人生。

接触过一位很资深的民办大学校长，70多岁的年纪，但看上
去像是50多岁，问其保养心得，校长说，不过是该处理事情
时集中精力处理事情，到了休息的时候绝不拖延，每天晚
上10点左右一定就寝，每日再忙要保持散步1万步以上……听
起来没有什么高深的手段，不过是规律作息，劳逸结合。但
其实，你看到她本人，你会感觉到那种自在、内心平和的状
态，身为大校长，也没有让人感觉很繁忙，感觉就是一种为
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自信。并且教书育人，薪火相传。

因此，我想接纳自己，安然自在就是在经过人生磨炼之后的
一种智慧和慈悲共存的悲智双蕴状态。

文中，作者讲养生过程比喻成手机的使用过程，感觉很形象



贴切。

庄子读后感篇七

如果没有学这篇文章之前，我也就知道俞伯牙与钟子期是一
对好朋友，或许还会以为只有兴趣相投的朋友，但我的想法
有点错误。

如果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钟子期是令我们所期望的，那么
我们不如说庄子与惠子更是一对好朋友。老师说庄子经常黑
惠子，从网上查资料，我得知庄子与惠子其实本不是一对好
朋友，因为他们俩爱辩论，从而以辩论展开话题，继而越聊
越熟了。

总体来说，知音之间过招有趣，朋友之间常常互怼也是挺有
趣的。

庄子读后感篇八

我推荐于丹庄子心得，最很久就有朋友向近抽时间读了一遍，
果然受益匪浅。于丹教授不愧为北师大知名学者，一本博大
精深的庄子，被于教授以平实浅显的语言展示在我们普通人
的面前。于教授在这本庄子心得中，对人的思想境界的描述
以及庄子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是
很深刻的。看完之后深有感触，但是我们普通人若想做到庄
子那种逍遥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生活在这个竞争而更新飞速的现实社会，每个人都有自
己追求的目标，说在追名逐利似乎更实际，每天一睁开眼，
就不得不为了生存的目标而打拼，正所谓世人皆被名利累，
人间多少温情存。虽然庄子说人可以有高尚的追求，要有大
的境界，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大境界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生
存方式更富有成就感。



我现在读庄子心得还真正是时候，因为自己正处于心情浮躁
时期，看完这本书心情沉淀了许多。尽管自己平时自认为很
淡泊，但是一旦有小风声草动当头时，也难免心浮气躁，以
至于搞的自己心神不宁。后来静下心来想想，有些东西根本
不必太在意的。当然不在意并不是放弃，而是如何正确理解。
比如亲情和爱情，虽然不能时时誓言以对，不能时刻环绕身
边，但是，只要知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就可
以了，并且彼此都在对方的心中，还强求什么呢？对于理想
和事业更应当如此，人既然生活在现实社会，就要学会适应
社会环境，而不是要环境来适应你。人是这个社会的主体，
能够去研究人体，或许有一种从外到里的神秘揭开，所以，
我选择了冷冰冰的医学。生性多愁善感的我，活泼好动感的'
我，每天却要面对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乃至复杂的解剖图
普，还有那血淋淋的尸体标本，毫不顾忌地挖掘着一种自我
认可的潜力，面对那些病患苦痛的表情，甚至生离死别的哀
伤，也是对自己心志的折磨和考验。

当一切都适应了以后，生活又出现了新的转折点，面对自己
的新身份感到无所适从。经过内心水火相搏，我忽然之间领
悟了一些东西：我们都是凡人，思想上有对名利的渴望也是
正常的。问题是怎么样正确的看待它，我不会刻意的追逐，
只会让它顺其自然的发展。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可能
做的面面俱到，我只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最好的自己就行
了。正象庄子所说的，我虽然不能做装水的瓢，但我却可以
做成船，也就是说人总会有自己的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