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梭罗作品读后感 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
(精选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梭罗作品读后感篇一

翻开瓦尔登湖，便能看见“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
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
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
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瓦尔登湖》开篇第一句话，而正是这句话，注定了《瓦
尔登湖》的不凡与特殊。

阳光透过细密的树叶，被剪成细碎的鎏金洒落地面。树上，
松鼠吱吱叫着，捧着一粒松果，睁着天真的小眼睛好奇地望
着这个世界。树下，鹧鸪领着它的孩子在悠闲地散步。地面
上，有一只褐色的蚂蚁，就好像是一个强盗，正拽着一只长
有透明绿翅的、仿佛是一个公主的昆虫，在艰难的行走。不
知在安徒生的眼里，这又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童话。

林边，湖水荡漾。风陡然向东拂过它不透光的表面，直到吹
皱那远处鲜活的水面。光辉灿烂、缎带似的水在阳光底下闪
耀，光溜溜的湖面上洋溢着欢乐和青春。

没错，这就是梭罗独居的地方，被称为“世界上最修心的地
方”——瓦尔登湖。

在瓦尔登湖的湖畔，梭罗的小屋中，茂密的树林间，我品味
到了精神上的宁静与优雅。记得歌德说过：“只有把自然当



人一样看待，当我们的精神状态、喜怒哀乐与自然完全一致，
我们所爱的那双明眸中的亮光与早晨清新的空气浑然一体时，
我们对往事的沉思与森林有节奏的喧声浑然一体时，大自然
才会以其全部力量作用于我们!”相信远离喧嚣的梭罗，正是
有了大自然的力量，才写出了这部100多年经久不衰的奇书吧。

在物质横行的年代里，能读到《瓦尔登湖》这本书真是幸运，
我的内心，如瓦尔登湖，平静、安宁、优雅、超然。

梭罗作品读后感篇二

《瓦尔登湖》曾被誉为“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美国国
会图书馆评选出的“塑造读者的25本书”之一。买这本书许
久了，因缺少安逸的心境，总担心一时很难进入那个洁若琉
璃的心灵圣地。

应对瓦尔登澄净的湖水，梭罗好像懂得孤寂的所有好处，像
失明的盲人一下子见到了阳光，贪婪而又不知所措。他用那
些素描般的字句搭建了一所橡木小屋，风从缝隙灌进来，坐
在门后，却又像似根本不存在门的阻隔。鼻尖有泥土和花香
的纠缠，嘴角含着青草与树根的苦涩。而仅有心灵，越发清
澈。

苍苍群山，葱葱草木，曲曲幽径，腾腾紫雾，或许一种幸福
正来自一次心不在焉的眺望。结束了喧嚣而忙碌的一天，简
单吃过晚饭，夜色中会有一丝寂寞涌上心头，适可而止的惆
怅里，心境转至平和与宁静，这便是读书的时机。夜读《瓦
尔登湖》，那些温润的字句散发着对大自然真情描述，娓娓
道来，语句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诱人深思。字里行
间丝毫看不到作为哲学家的梭罗的晦涩与难懂，反而感到的
是清澄见底和优美细致，吟诵之下，让人不禁神往，直到夜
深人静，万籁无声。

深夜，当抛弃了一切繁琐与杂念之后，时间就流淌成了我们



用来垂钓生活的的那汪湖水。《瓦尔登湖》让我明白，在这
个世界上除了追求物质外，还有另外一种让人无比欢乐的简
朴生活，这就是内心的超越。梭罗在书中这样表述：“不必
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大自然带给了我们
无尽的纯洁和恩惠，也给了我们热爱自然、创造生活的勇气
与智慧。尽管生活得像蚂蚁一样简单卑微，我们都必须勇于
坚强地应对生活，不要逃避谁，不要谩骂谁，因为没有贫富
贵贱之分，阳光会同时落在大家的窗子上，同样灿烂，所有
人面前的积雪，也都一样会在春天融化。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瓦尔登湖》好似一泓秋水，不染纤
尘，与其说是在呈现工业礼貌背后的“世外桃源，倒不如认
为梭罗是在讲述一种实现简单生活的可能。虽然通篇流露着
作者个人的谦卑、节制与理性，但无论如何，生活的本质都
应当是简单的。尽管人在很随意的情景下就能够变成疯狂生
长的藤蔓和放肆绽放的野花，可我对《瓦尔登湖》还是坚信
的：我们的欲 望越简单，我们才能更容易感受并得到更多的
幸福。更进一步讲，哪怕获得幸福的环境再恶劣，我们也
要“在围绕着我们的黑暗、无知的深渊上”，建造一座通向
自然救赎的圆拱桥。

《瓦尔登湖》离世而不弃世，孤独却不悲愤，它充满了诗意
的恬静、生命的智慧以及恰到好处的寂寥。“在下一个夏季
里，我不需要那么多的苦力来播种豆子和玉米，我要匀出精
力，用来播种——如真诚、真理、朴实、信心、纯真等等，
假如这样的种子还没有丧失的话。”开荒种地，回归人类
的“粗野”本性，生活在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里，作者应对
的是人生最本质的问题。

正如金钱不能换取健康一样，优裕的物质始终替代不了心灵
的贫乏。简单、纯净永远是一种人生智慧。我们匆促的脚步
所追逐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内心的安顿，灵魂的解脱，而这些
仿佛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忏悔的勇气和钟爱的情怀里，那
些看似简单的澄静、平和与安详，却能够使人生脱俗，使生



活更具有方向。这些在梭罗崇尚实践的精神内核里，永远闪
烁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或许《瓦尔登湖》才是我们反观自身的镜鉴。在盲目改造自
然环境之前，如果我们少一些贪婪和欲求，少一些索取，又
怎会遭受沙尘暴和禽流感们戏剧性的嘲弄与惩罚呢？在越来
越考究的工业礼貌生活中，我们心灵的罗盘依然固执地指向
了最初的简单和质朴。可我们应当以何种路径成为大自然中
与生灵万物和谐共生的一部分，究竟该怎样应对这个不再简
单的世界，以及凌乱的生活和丑陋的习俗呢？经历了一次
次“内心的探险”，我们就有了一种武装精神的渴望——那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我的清澈的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是梭罗的作品。

梭罗竭力描述了瓦尔登湖不同于世俗的美丽，歌颂那一种与
世隔绝的安宁。他试图让大家相信，瓦尔登湖正是他想要的
宁静和温暖。

然而，我作为一个读者，却明显地感觉到文字背面的另一种
真实，那就是：他的心灵并没有真正安放在这片深邃的蓝色
里。这儿不是他的家，而是一个躲风避雨的凉亭。瓦尔登湖
的水融化了洁白的雪花和金色的阳光，却并没有化开这颗对
现实世界充满了愤怒和失望的心。

而梭罗则数着第一块冰下面的气泡，一个，两个……

虽然瓦尔登湖的每一滴水，都被梭罗细细地研究过了。但，
我看见的，却依然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他试图尽自己的全
力皈依瓦尔登湖。

只有瓦尔登湖的儿子，才能融入瓦尔登湖的心。无论什么，
都比不上生命的起源，生长的乐土。那宁静、欢畅和自在的
水，一滴滴，如同流淌在自己身体里的血液。



发自内心的爱，是大自然的音乐。

这是一个好地方，去的次数越多，就越喜欢它。再次翻读
《瓦尔登湖》时窗外的绿叶已经淡淡泛出一点秋意，近段时
间突然疯狂地喜欢上了大卫·梭罗，那距离康科德两公里的
瓦尔登湖畔，那独自在自己建造的小木屋里渔猎，耕耘，沉
思，写作的简朴生活。

与我再次如期邂逅的文字此刻正静静地躺在电脑桌旁，因了
翻译家林志豪先生的生花妙笔，这本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
版社共同出品的著作方深深地吸引着我。也许当生活简单到
一日三餐，简单到最后的财产是明亮的湖水和日月星辰，充
满了智慧的文字才能像潺潺流水清澈流淌，这些属于作者自
己的经历，一段从生活必需品如何获取作为起点，然后才开
始启程前往梦中胜境的旅程。而当这求索着的灵魂将故乡的
牌位轻轻供奉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真正的精彩才幻化为迎
风铺展的画布，一点一滴圆润丰满，最终造就了这部包括结
束语在内分为二十个篇章的自然随笔被后人赞誉为“能够塑
造读者的书籍”。

一本适合在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细心品味的好书是难得
的，《瓦尔登湖》这样的经典更是不会例外，当我在舒缓而
纯净的文字中慢慢行走，总会有一些花朵般绚烂的灵光突现
迫使我停下来，如果说一篇优美的文字是我们风沙苍茫的旅
程上一处小小的绿洲，那么《瓦尔登湖》赐予我们的是一片
辽阔的草原，我们既可以让自然和人的心灵探索野马般狂野
地奔腾，又能让个人体会到自力更生过简单生活的那些经验
和感悟，是如何在清晨闪动着露珠的光芒。当然，一个经历
足够丰富的读者，还会从这本宁静的经典中品读出对现代生
活的揶揄和讽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本简明的书，因为她
不晦涩，文字和文字间串联成水晶珠链一样的风铃，使得思
想不得不化为清晨刮起的阵阵微风，她时刻在直面我们的经
历，我们的阅读和思索。晨昏照耀下的树林和季节变幻间的
乡村和田野，水天一色下翩飞的欧鸟和树丛里惊恐逃走的小



兽，其实它们不仅属于作家，在我们看似沉闷平淡的生活里，
何尝不是处处可以一窥它们的背影，而前提是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正拥有一个比晨起时更早，更神圣的黎明！

努力去做一个自由的人既幸福又卓绝，因为选择和放弃从来
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歌德巴赫猜想。当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
他的名作《林中路》中深入探讨了这个命题，其实他没有给
出我们答案；然而大卫·梭罗却在他描述瓦尔登湖的美丽文
字中，宁静又雄辩地给出了自己的一种回答。

月光一样的隐居也许是我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最大的收获，当
我们也能在心中勾勒出自己的“瓦尔登湖”，我们就会在自
己的人生里获得这样恬然的生活姿态，月光般明亮却内敛，
月光般平静却非凡，隐居只是一种选择，是否选择其实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日夜风尘仆仆的路途上，心内心外都要
撒满一路月光。

一个人，一片湖，一个人，一间屋，畅享了生活之美。

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
了。”走进《瓦尔登湖》，我得到了答案。当第一次听见
《瓦尔登湖》时，我感觉很美。确实，它很美，很静。

书的作者出生于一个商业时代，却没有被当时的商业精神左
右，他选择了“寒酸”，选择了思想。“1845年的春天，我
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
子的地方，开始砍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
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
天正跟冻土一样的消融，而是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从
此，他就跨出了勇敢的第一步，开始了自己的独居之旅、灵
魂之旅。

在瓦尔登湖旁，他过起了自耕自食的生活，他锄草种豆，观
湖，以禽兽为邻；他阅读写作，写如诗的生活，如诗的自然，



那阳光雨露、冬虫、夏草、森林、石头……在他笔下跳动；
他思考，想他生活的地方，想他为何生活，想更高的精神境
界。而人们常常对他说：“我想你在那儿住着，一定很寂寞，
总是想要与人们接近一下吧，特别在下雨下雪的日子和夜晚。
”

而作者在想：“我们居住的整个地球，在宇宙之中不过是一
个小点。天边的一颗星星，我们的天文仪器还无法测量出它
有多大呢，你想想它上面的两个距离相距最远的居民又能有
多远呢？我怎么会寂寞？我们的地球难道不在银河之中？”
接连的三个问，使我不禁思考。对啊，有什么空间能把人与
人群间隔出寂寞呢？应该是没有的。

面对现下的繁华世界，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迷失，是似有似
无的“因为寂寞才想你”关系。因为我们都习惯了群居，习
惯了一群人的生活，不敢想也不愿想成为一个“寂寞的人”。
当好不容易放下工作、放下学习，走出热烘烘的交际圈，人
们也会立刻钻回去的。谁会放下手机，放下别人，独自地吹
吹凉风、感受感受宁静的大自然呢？但我也总觉得，并不是
所有人都喜欢会场的。只是在我们心中，瓦尔登湖、桃花源
都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仅仅只是理想。在经验认知中，落英
缤纷、习习杨柳、清流缓溪是不属于我们的，就是存在也只
能是心外之物。所以，还是安于习惯，好好过完这热闹而虚
华的日子吧。

而《瓦尔登湖》却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触。

人生很短，你我只是沧海一粟的存在。所谓“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里，一个人究竟要经历过些什么才会成为一个
人，一个人怎样才能回归内心，回归自然，成为一个聪明的
人。聪明的人不应该被奢华的生活所累，过的都是比较简单
朴素的生活，精神上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在这里，我
又想谈谈书中给我触动比较大的一个介绍：



这是个怎样的故事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有点莫名
的凄凉，或许这也是他独居的一个因素吧。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真是微妙难言。

人生而不同，性格需求会让我们处于不一样的状态，给自己
一个静美的世界并没有错。大部分时间里，寂寞是有益于健
康的，即使是一个人，但还有思想与你为伴，有了思想，我
们就不会真正寂寞。

愿我们不被热闹所累，寻一清凉地，可以吹风，可以感受自
然，可以静静地思考，可以支起我们不寂寞的心灵，去接近
那个心中的瓦尔登湖。

看，傍晚时分，梭罗漫步于湖岸边，牛蛙鸣叫，夜莺歌唱，
杨树摇曳，湖水荡漾，晚风轻抚全身，每个毛孔都浸润着喜
悦。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记录，描绘
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该书崇尚简朴生活，
热爱大自然的'风光，资料丰厚，意义深远，语言生动。

1845年，亨利·戴维·梭罗拿了一柄斧头，一个人走到瓦尔
登湖畔，砍树伐木，盖起了一间小木屋。在自我亲手建造的
小天地重，他默默地聆听、感受、思索着一切，以自然为师
而又非遗世独立，现实、向上的人生烈焰也时时在他心头交
织升腾。两年的独居时光给了他很多，付诸文字，便有了我
案头的这本静静的书——《瓦尔登湖》。

瑞士的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
《瓦尔登湖》正是一个纤尘不染的心灵境界。它静，太静了。
仅有在红日斜坠的黄昏以后，平静躁动，心清神澈。

看着这本绿色封皮的《瓦尔登湖》，眼晴似乎透过这层绿的
书皮，已经看到了湖畔翠绿的森林和那碧波荡漾的湖水。湖



边有一间精致的小屋。一切都安静极了。心灵似乎被那清澈
的湖洗涤了一遍，也变得安静，恬淡了。而到万赖俱静之时，
心便为之神往了。正如徐迟先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
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境渐渐寂
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泌人肺腑。动我
衷肠而到夜深万赖俱静之时，我更为之神往了。的确，在读
这本书时心灵会逐渐寂静不来，在慢慢的嚼读中，你逐渐找
回了生命最本真的意义。

“梭罗这人有脑子像鱼有水鸟有翅云彩有天空，”海子的一
首长诗这样写道。恐怕海子去世之前，全中国几乎没有人明
白梭罗。随着海子的死而名声大振的是他死前随身携带的四
本书——《新旧约全书》、《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
和《瓦尔登湖》。

我一向思考着海子随身带着的四本书的重要意义。我想一个
人想要带一点东西去天堂陪伴自我一辈子，那他应当在生前
做出怎样一番深思熟虑。在第一次读完《瓦尔登湖》时，我
不禁莞尔，海子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便是对梭罗湖
畔生活的最经典概括，只可是一个是大海，一个是湖而已。

对于《瓦尔登湖》，许多人可能没耐心翻上十页就撒手抱怨：
“这就是《瓦尔登湖》？无聊至极！”当然他们必定是“活
在平静的绝望里”的那些人了。诚然我在读这本近代影响了
几代中国人的名著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我还是坚持的读
了下来，并且津津有味地愈读愈爱，甚至对梭罗的林中生活
产生无比向往。

很难探寻梭罗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有人说梭罗是拿自我
做了个实验。书中有一个思想贯穿始终，这就是人生目的与
到达目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梭罗所认为的大多数人
在拼命地追求着各种生活方式而失去了生活的真实目的很适
合此刻的人们。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每个哲学家都在思
考这个问题并且给出各自的答案。很显然，只去追求各种各



样的生活方式，即衣食住这些物质财富而忽略精神慰藉是愚
蠢的，这样的人或许和低等动物没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追求精神自由抑或是思想上的高度呢？
如何合理地利用时间呢？梭罗认为，闲暇不一样与懒散，闲
暇只是自由的一种表现。梭罗来到森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
一种自然关系。用老庄哲学来解释，就是“物我两
忘”、“无为而治”。我一向感觉梭罗和老子及古代的其他
哲学家之间一向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就如同书中有人说瓦尔
登湖能通到地球另一边一样神秘莫测。这是海子向往那
种“瓦尔登湖”式生活的原因之一。

读罢此书，我的感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梭罗所在的时
代远未结束，我敢说世界上任何国度的人们都在受心灵空虚
与精神匮乏的牵绊，仅有少数智者和原始部落人除外。梭罗
在书中很认真仔细地介绍了他的生活，独立盖木屋、与林中
动植物为邻、简单而高尚的社交活动、自力更生养活自我构
成了瓦尔登湖畔的一年四季。春日降临的万物复苏、盛夏狩
猎与禽兽同乐、初秋湖水的湛蓝如镜、隆冬时节湖天一色，
白雪纷飞，仿佛梭罗纷飞的思绪，随风到达了云端最深处的
地方，直达梭罗所深爱的太阳。“什么人生宗旨，何为真正
的生活必需品和生存手段，当我们用教义的语言进行思考时，
仿佛人类有意识地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不喜欢
别的。然而，他们也真诚地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可
是清醒和健康的人还记得，太阳升起，万物明亮。”

《瓦尔登湖》中灿烂的思想火花给我很大启迪，至少让我想
明白不少问题而在最简单的生活中有所改变。我开始追求一
种更高级的原则，放弃那低级的欲 望。我们需要深爱自然，
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产物——“你们连大地都在侮辱，居然敢
谈论天堂。”我们需要平静下来，因为贫穷和富有并无差别，
晨光拥有会公平地照耀每一个角落，何况有些人并不是真正
富有，只是徒有其表罢了——“一个安心的人，在那里也像
在皇宫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快的思想。”



读这本书是一个困难的事，如果不静下心与梭罗通行，是无
法与他进行心灵对话的。此外，梭罗渊博的学识令我叹服，
他随口引用的《荷马史诗》、《圣经》以及古印度、古希腊
和罗马、中国诸子百家的名言我必须先做足功课。总之，
《瓦尔登湖》不能只读一遍，日后需要读上百遍。随着年龄
和阅历的增长，对梭罗思想的理解也必定越深刻。

哈丁说，这本书有五种读法：1、作为一部自然的书籍；2、
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3、作为批评现代生活
的一部讽刺作品；4、作为一部文学名著；5、作为一本神圣
的书。我真的钟爱这《瓦尔登湖》，期望人能在此书中找到
属于自我的那一份真理，让自我真正为自由而自由，为生活
而生活。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
吧。”梭罗这人真的有脑子，他手里的棒木，“狠狠揍了我，
像春天揍了我。”（海子语）

梭罗，请在瓦尔登湖畔等我，没错儿，就在你的小木屋里等
我。总有一天，我也会用繁华和飞鸟的标准丈量自我，做一
个有脑子的，有灵魂的人。

梭罗作品读后感篇三

久闻《瓦尔登湖》大名，家人还购置了一本，屡有翻看的冲
动，却又屡屡搁置作罢。直到这次收到《梭罗传》，方才打
破原有浅见，《梭罗传》不仅写得好，是梭罗的权威传记，
更燃起我静下心来一亲《瓦尔登湖》芳泽的阅读欲望。梭罗
为什么会成为极简生活的先驱？《瓦尔登湖》这本书究竟魅
力何在？一切从梭罗成长的心路历程说起。

梭罗出生于1817年，1833—1837年就读哈佛，1845年瓦尔登
湖边盖了一所房子，住了两年多，1862年病逝，在中国相当



于清朝时期。四十多年的生涯，紧凑而潇洒。自然主义在中
国并不陌生，从老子到庄子，天人合一的理念已经融入中国
人的骨子里，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在中国是再平常不过的
了。那中国人为什么要读《瓦尔登湖》，现代人读《瓦尔登
湖》的意义又何在？这个还要从现代人面临的处境与梭罗写
作背景的共通性说起。所谓反者道之动。

梭罗回到家乡康科德生活的年代，正是美国政治独立后工业
迅猛发展、移民大量涌入、西部开发高歌猛进的时代，在历
史车轮的推动下，由农业化向工业化、商业化迅速发展，多
元文化迅速涌入，但社会也到处都充斥着经济发展后物欲横
流、金钱至上问题。

如何破题？梭罗继承了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的自然观，又
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他是生活在自然中的思
索者、实践者，其所发现的自然是清晰、实在、具体的，本
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理由，梭罗呼吁人们过简单自足的
生活，不必追求奢侈复杂的生活。返朴归真不啻是浮躁时代
的一剂良药，这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何其相似，放在当
下社会，坚持物质极简，通过行走和思考，徜徉在知识的海
洋中，丰富自己的世界，享受精神盛宴，不亦乐乎？！

是为推荐《梭罗传》及爱屋及乌的《瓦尔登湖》。

梭罗作品读后感篇四

一提起梭罗这个名字，很容易把梭罗当成美版王维或是陶渊
明。但其实梭罗是美式自然文学的里程碑人物，从他开始，
自然文学真正走向了荒野深处。

亨利梭罗于1837年大学毕业，在1862年与世长辞。在这段时
期内，他由一名普通的阅读爱好者成长为一名作家与博物学
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段经历已经
成为了美国一道永久的知识景观。这名栖身于湖畔的伟大作



家从来不应被误读为消极避世的典型，正是他发现了人类社
会与大自然真正的纽带，并使之成为自身社会生活的稳固支
撑。在这本传记中，作者重新梳理了梭罗的大量私人日记与
创作手稿，勾勒了梭罗的思想历程及成长经历，还考察了他
与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友好往
来与思想交流，以及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的关切与贡献，
从而在19世纪的语境中对其一生的心灵轨迹进行综合审视。
我在本书中，了解梭罗的真实形象，包括他鲜为人知的情感
生活，以及一些被《瓦尔登湖》的盛名所遮蔽的诗作，甚至
可以从他的私人日志和摘录笔记中感受到梭罗独特的个人魅
力。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冷知识，比如梭罗发明了鞋带的'系
法——这一点应该极少有人知道。

整本书的切入点恰好也是梭罗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应该做
一个怎样的人。答案的关键词：完整、法则、自由、勇气。
我们要过完整而不恐惧的人生，则必须通过求知而知宇宙自
然和人类精神的法则，求知的前提在于人身与灵魂的自由，
欲获得自由则要培养争取自由的勇气。因而梭罗反对避世而
主张积极入世，他是身在瓦尔登湖而志在四方，他厌恶奴隶
制，甚至主张以暴力来反对秉持暴力的政府。他强调修养的
顺序是先改造自我进而改造世界，所以他同情社会主义的经
济主张而绝不向往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改造。关于康科德之于
美国就如魏玛之于德国，古希腊罗马印度思想、超验主义、
达尔文、拉斯金等现代思想，作为外部和内部因素对梭罗的
影响，也是很有意思的看点。

梭罗作品读后感篇五

生命之道，大道至简，大智无声，方自成博大，自现精华。

人，匆忙而过，有谁读得懂自然空然无求的境界?也许，梭罗
读懂了，读懂了那远离喧哗的恬静。距系探求紧实实在在既
生活。



人应该学会摈弃复杂，学会简单。在最平凡无实的生活方式
中寻求新奇，让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渐成长。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湖泊，一个能洗
净自己心灵的湖泊，一个能让你变得平静、自在、坦然、简
单的湖泊。可是茫茫人海中，到底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像梭
罗一样回归本真。摈弃所有的世俗眼光，只求做最真的自己。
如果我们少一些贪婪，少一些索取，如果人间多一处瓦尔登
湖，人类就会多一条后路。这该是《瓦尔登湖》的一句隐语
吧。

梭罗在书中这样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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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生活。反观
现在我们富足的生活，虽然不能像梭罗那样幽居山林，虽然
当年的瓦尔登湖已时过境迁，虽然如今自然在一点一点被人
类吞噬，但他们都不妨碍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心里保留一片纯
净、安逸的瓦尔登湖。正如梭罗所言，我们即将在自己的内
心畅游!

《瓦尔登湖》依本书以春天开始，经历了夏天，秋天和冬天，
又以春天结束。正表现左一个生命既轮回。

希望通过依本书，读出清淡、读出真谛。当我们也能在心中
勾勒出自己的“瓦尔登湖”，我们就会在自己的人生里获得
这样恬然的生活姿态，月光般明亮却内敛，月光般平静却非
凡，隐居只是一种选择，是否选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们日夜风尘仆仆的路途上，心内心外都要撒满一路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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