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 挪威的森林读
书心得文章(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一

《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书，它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故
事的发展更令人费解。但当我们读完它，却可以感受到作者
的思想及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小说汇聚了不可思议的
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诞
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物描
写，都像新闻报导一样准确地再现出来。使读者也随之情不
自禁的沉浸其中。孤独是人性中最瑰丽的色彩，星索是夜空
中永恒的诗;《百年孤独》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艺术而有力地
展现了贯穿于整个人类心灵史的深刻而瑰丽的孤独感。

作者是通过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来
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要求读
者思考造成马贡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括
弄的正确途径。他把读者引入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
粹的现实交错的生活之中，不仅让你感受许多血淋淋的现实
和荒诞不经的传说，也让你体会到最深刻的人性和最令人震
惊的情感。

小说所展示的，是一个建立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重复循环的
象征框架中的现代神话。时间的轮回重复，使小说隐含了无
数大大小小的循环怪圈，所有的人与事都镶嵌于这些怪圈中，
小说也就成了一个魔幻的世界。



一提到魔幻境界，即使所谈及的是一部现代小说，人们也会
很自然地联想到精灵、月光和光滑的山脉。除了矮人和仙女
外，人们还会联想到神奇的业绩等，但不会联想到太多的幽
默，几乎绝不会联想到性。这种观念看来似乎是要完全忘却
世俗生活。至少，这就是关于魔幻境界的一个设想。马尔克
斯显然持不同的看法。

在《百年孤独》中，他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魔幻世界。这
个世界充满了谎言与说谎者，然而同时又非常现实。在这部
小说中，恋人们可以将彼此理想化为脱离肉体的灵魂，可以
在吊床里愉快地嚎叫，或者，浑身涂满了梨酱，赤裸着滚到
前廊上去。主人公可以穿越丛林，作堂吉诃德式的历险，尽
管他永远也无法达到他的目标，然而描绘其惊险经历的语言
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远征的人们脑海里充满了对于原罪
以前的潮湿而寂静的天堂的最古老的回忆。

他们的靴子陷进沼泽，他们用大刀砍烂血色的百合和金色的
蝾螈。”“一周过去了，他们几乎没讲一句话，像梦游人似
地穿过一个悲哀的世界，只能见到发光的昆虫微弱的光亮，
他们的肺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血腥的味道。”

这就是一个了解世俗生活的诗人的语言，他不认为尘世生活
是幻想家的敌人，他对它毫无畏惧。

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连续统一体，一张相互关联的关系网。
不管一些细节如何奇特与怪诞，小说更为重要的效果是表现
热烈的兴致、健康的幽默感，乃至理性与同情。然而，小说
的一切悲惨结局皆源于马孔多居民的落后、愚昧。他们不是
面向过去，追怀昔日的宁静与淡薄，就是关在小屋里，沉湎
于毫无意义的“制小金鱼”、“织裹尸布”“修破门
窗”“洗澡”等等。因此，他们只能等待着“猪尾巴”的重
现。所以，人呢，应不断的去“文明”自己!

在人类走向深渊的那一天，我们最后的子孙在最后一刻会明



白：

一切会随风而逝，无影无踪，而我们只是“没有意义”的代
名词。也许有人看不懂这本书，因为这不仅需要文学素养，
还需要对拉丁美洲历史的了解。看似荒诞的一个家族其实正
折射出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这一个家族的孤独与苦难也正是
拉丁美洲人民的病苦与血泪。当你真正了解那一段历史，你
会发现《百年孤独》是一本透过哈哈镜的折射的南美洲史诗，
他所揭出的不是单纯的生活，而是表层下面一些更深刻的东
西，不被理解的人，无法联合的力量。这种孤僻贯穿了这本
书。正如书中最后所说，“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
大地上出现第二次了。”这正是作者对自己的出生地的希望
或应说是绝望。

这也是一部极具现实批判意义的小说。我不知道作者描写布
恩地亚家族的时候有没有一丝同情。我看这一切的时候只替
他们感到可悲。他们七代人没有一个人懂得爱，最后好不容
易有了一个爱的结晶，却是整个家族的毁灭。这些带有真实
性的夸张，读来不免让人陷入深思。也就觉得作品充满了无
限的凄凉。

孤独成了这个家族的微记，如同他们血液中固有的险，冲动，
勇敢和不屈，深吸一口气，拍拍胸脯为自己的庆幸感到喜悦，
百年孤独注定一辈子的孤单，虽然现实生活有许多不如人意
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坦然面对，想想伟大的哲学家，想想那
些功成名就的人，或想想身边比我们更艰难的人，我们那些
小孤独就随时即逝吧!

一部《百年孤独》是一本人类心灵孤独的苦难史。人类从清
澈透明的原始状态，在可见的最表层得到进化和发展，但是，
在心灵的深处，人们永远处于苦难状态。这正如马贡多的历
史一样，无论他们从多么原始的透明或者多么神秘的鸿荒，
经过无数的战乱争纷，步履沉重地推动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
但是，马贡多的面纱依然神秘，布雷地亚家族也依然孤独。



有了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守着孤独不肯放手，一直孤独也
就真的成了百年孤独。坦然的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一切总会
过去，相信自己，阳光总在风雨后!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二

村上的书应该不是这么写的，像电影——《挪威的森林》一
样，虽然我没有读过。

看到最后，直子死了，因为爱无能，在她想爱的时候。此刻，
木月走了已有七个年头，她爱的是渡边，那个曾经陪同她和
木月一起走过的人。

第一次她和渡边相遇时，她已经爱上他了，在木月离开以后，
是的。只是她仍无法让一个活着的人代替那个已长在她心头
十七个岁月的木月。似乎最令人痛苦的该是这个吧，逝世的
人获得了解脱，却永远地折磨着爱他的依旧活着的人。因为，
直子至死依旧活在对木月的幻听中。她自裁了。也许，她爱
木月，从精神上；她爱渡边，从肉体上。只是，不管对谁，
她都爱无能。无论是七年前还是七年后。于是她选择了，逃
避。逃避渡边的爱，逃避面对自己的爱无能，逃避对两个男
人的幻听。我想，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幸福的
微笑的，她解脱了。

木月是爱直子的，深深的爱着。只是他无法忍受肉体上她的
缺席，他选择了去天堂来结束爱无能。相比之下，渡边是勇
敢的。同样的情况下，最起码他选择了活着。

渡边爱上直子，从木月走后七个光景的那次跟直子的偶遇。
他对直子的爱深入了骨髓，这份爱成了一份抹不去的责任。
他等她，等着直子的身体来接受他。可是，他等到的却是她
的自缢，在他为两个人一起生活刚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的时
候！因为爱直子，因为对直子的责任，他拒绝了绿，一个爱
他而且比直子完整的女孩子。直子的不完整，让他备受煎熬，



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但他对绿却只是远观，远远的
观望着。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爱绿的。他用对直子的责任
来拒绝绿的爱时，绿只是愿意守候，她只是饱含泪水地说了
一句话：我等你。

是的，绿在精神上守望着他，而她等到的却是渡边带着直子
的死讯的归来，在他对渡边承诺的不久。对于直子的逝世，
渡边仰天恸苦，哭天抢地地绝望，死心裂肺。

丧失至爱的哀伤，是无法治愈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真理，什
么样的诚实。怎样坚强，怎样温柔，也无法抚平这哀伤。我
们只能够从哀伤挣脱出来，从中领悟点什么，不管从哪方面。
但无论领悟到什么，下次哀伤袭来时，还是派不上用场。渡
边就是载着这样的哀伤颓废地回来了，和绿一起走进了他本
为自己和直子搭建的房子。他接受了绿，带着对直子的爱，
那一晚上。第二天绿走了，只是她终于不会成为第二个直子。

绿走了，渡边一个人在那间不知道该属于谁的房子里，他拨
通了绿的电话。倚墙而语的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
伫立在这茫茫的人流之中，他，迷失了。

渡边会不会是下一个“直子”。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三

我从来没有读过日本作家写的书，总觉得那个东方岛国的文
化和西方甚至中国的文化内涵相比总有点相形见绌。

可今年暑假当我合上《挪威的森林》的时候，这种带点民族
感的偏见终归少了一些。

这本书在日本的地位和评价极高，还被被翻拍成了电影作品，
但触摸着书本的感觉却是另一种感动。读村上春树的书总让



人觉得实在解读自己，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声，这很容易就会
让我们产生共鸣。

成长是永远咀嚼不尽的话题。这之中对恋爱中的喜悦、甜蜜、
忧伤和迷乱，对一切装模作样的言行举止的不满和嘲笑，对
难以和外面世界沟通而感到茫然无措。而这部小说围绕的就
是一种年轻时期的恋爱经历，这种经历寂寞孤独的时候却不
乏一丝平缓舒雅的心有灵犀。主人公渡边所经历的与两个女
孩子的感情纠葛，在恋爱时期的男女心里都会产生共鸣，而
除去恋爱的苦恼与甜蜜，年轻的离经叛道、年轻的奇异哲理、
甚至在成长过程中的反思与联想，这些都是村上春树通过男
主人公向我诉说的。我甚至能看到渡边面对直子时的迷惘与
痛苦，和绿子在一起时难以抵制的她的直白和直率时的苦闷。

对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部恋爱小说，它所向我表述的青春
的一起一举一动都是引导式的飓风。

除去书中的故事情节，它很多语句段落都让我动容。《挪威
的森林》中有很多对情调、韵味和气氛的出神入化的描写，
例如“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的不可思
议的话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经有些深了。”
只是写风而已，却把这一丝丝的夏风都写得带了轨迹，似乎
我就站在渡边君的身边，同他一起感受渐深的夏夜里萤火虫
御风飞舞过后的一点小氛围，这种细腻的描写就是这本书的
大基调，到处都是对美感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

书采用的是倒叙的叙事方式，当渡边37岁坐在风机上听到
《挪威的森林》这首歌的时候，往事真的像潮水一样涌回来，
它把这个男人的心浸在苦涩的潮水里，那些年轻时候被埋在
心底的迷惘与刻意忘记都像冗杂却易碎的泡沫一样浮上水面，
这就是成长和青春要付出的代价——哪怕过了再久再绵长的
岁月，只要一幅画、一棵树、哪怕是一粒沙子都会掀起记忆
的惊涛骇浪。



总想着，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再成长一些的时候，再读一遍
这本书，总会有更多的收获。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四

想着假期百无聊赖，舍友便介绍了所谓经典必读的《挪威的
森林》，果如其然，捧上一读便爱不释手，其间常废寝忘食。
给我的感觉，全书笼罩着一层幽婉凄凉的冷调，其中穿插一
些不少的逗乐情节让读者从阴沉的气氛中捧腹大笑。读罢，
心里不禁喟然长叹，那句话——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
生的一部分永存。我不禁醒悟，死并非永远消逝,它时刻影响
着生者，存在于生者的生之中，并引导生者一步步成熟，成
人。木月在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不是他最爱的直子而是渡边，
意味着木月把直子托赋给了渡边，而渡边似乎也从木月的死
悟到了一种对直子的责任。而直子选择了死亡，也让渡边领
悟到他应该所追求的幸福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可以冲破黑暗
享受到阳光的绿子，而不是过于追求完美，虚无飘渺的直子。
这两次挚友的死亡也让渡边慢慢走向成熟。

故事中出现的那口井，我认为那是孤独的源泉，而掉入那口
井的人被孤独折磨，必死无疑。而痛快的结束方式，也就是
书中所描述的种种陷入孤独深渊的人为了拯救自我而选择了
自杀，这也反映了战后的日本，一个有一点良心和追求就要
疯掉的时代，经济虽然复苏，但整个社会像一条巨大的冰凉
的铁链将人们紧紧缠绕、扭曲，制造悲剧的根源是社会的丑
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造成了那口井的存在，导致每个人都
在走向毁灭，而彼此在灵魂上互相排斥，仿佛解除痛苦方法
只有变成精神病人然后再自杀。悲乎哀哉！

相反，小说中出现了令每个人都憧憬的疗养院——一个人人
互相帮助，靠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来治疗精神病的机构。但
这种地方不可久居，一旦沉溺其中便不想融入真实的现实社
会中。我开始有点理解林少华先生在译序所说的渡边把玩孤



独把玩无奈，也就印证了直子所说的“对你我从不担心，你
绝不会掉入那口井里。”，渡边在各种孤独无奈面前平静对
待，逆来顺受，似乎任何人都不能影响他的生活轨迹，这也
和绿子相似，或许这才不至于他们选择自杀吧。

文中也有不少情节令我扼腕叹息的，其中就有直子选择了自
杀，个人真为那段感到伤感惆怅。村上将直子的死突然安排
在第十一章的第一句话,令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泼了一盆
冷水，我反复翻看，简直不敢相信，恍若我精心构筑的空中
楼阁，被一段话付之一炬，顷刻间幻化残垣断壁，内心凄凉
到仿佛失去直子的是我而不是渡边。村上，你还我直子啊！！
可是转而细想，直子的死或许更能警醒人们思考社会现状。
可是一想到可爱的直子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内心的悲凉反复
惊起波澜，久久不能平静的痛。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五

《挪威的森林》看了些许时日了，总想写点什么，昨天一个
以为我对村上的作品理解颇深的朋友就书中几个精彩片段向
我发问，我的回答让她大失所望，于是答应她重拾秃笔把我
的理解写给她看，于是又有翻开此书的机会。

在我看来，永泽是代表一类“没心没肺”的人，他的一套关
于人生的理论以及自己所谓的成为“绅士”的行为规范带有
太多让人触之心凉如冰的冷色，不消说是亲身历练，只是多
注目一眼也会让你迅即染上某种病症——刚强者一杯温水即
能恢复如初，柔弱者则久久地囿于其中不能自拔。

我不愿面对这本书的原因有二：一是直子，渡边两人所构建
起来的让人忧郁的关联让我决绝地认为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
指引着实黯淡无光，死亡倒不失为一种精神释放的绝佳去处；
二是永泽这个太“硬”又带点灰色调“炫”了一点的角色，
委实让我阅之如梗在喉，虽然他的话有时对人性的嘲讽往往
一语中的-——“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



之事。”——入木三分！

村上用八十年代的笔触去缅怀六十年代的动荡，无聊，压抑，
彷徨，消沉，以及对爱情的无望，时空的更迭便生出高于事
件本身的幻象。在二十世纪的时空对于我们来说还只是将来
时时，人们总想着到了二十一世纪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世纪的钟声敲过以后，人们失望地发现，身旁只是多了几
件新奇的物什——那新奇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消失殆尽，但
有希望总是好的，生活总是不断地在给你机会。一则笑话云：
一对穷人夫妇，一日得到神仙帮助，可满足他们三个愿望。
饥饿的农夫立即说要是有根香肠吃就好了，话音刚落，香肠
出现了。他的妻子见他就这么浪费了一个愿望，都快气疯了，
遂诅咒他，让这根香肠长到他鼻子上去。她的愿望也实现了。
故事的结局也就是第三个愿望自然是取下那根该死的香肠。
这个笑话在我看来是如此残忍：你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你未必就能抓住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