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体会(精选9
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我记得有人说过，疯子和作家的区别，就在于疯子把他所见
所思都说了出来，而作家则是写了下来。《人间失格》里的
叶藏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似乎也正验证了这一点。

确实是疯狂的境界。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叶藏玩反义词游戏的那一段。黑色
的反义词是白色，白色的反义词是红色，红色的反义词又是
黑色，花的反义词是蜜蜂，恶的反义词是善，光明的反义词
是黑暗，那么，罪的反义词是什么?叶藏说，是罚，罪与罚，
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

不可思议，却又完全能够接受，觉得好像一瞬间打开了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然而我又感到恐惧，如果太过认同他，也许
有一天我会走上和他一样的道路。

偏偏情不自禁为叶藏的种.种反应而赞叹。

对于叶藏此人，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穷凶极
恶的大凶之人，看完之后却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极端麻木与极
端敏感并存之人，没有想象中的凶恶，只是对世人期望过高，
自卑而又厌世，弱不禁风的人。如同太宰治的笔名，自
称dasai，自认“差劲”。



文字里有种压抑的呼吸，仿佛黑夜中看见白骨铺路，鲜红血
液流淌如引路明灯，灰白雾气缭绕四野，雾气里鬼语啾啾。
我不敢说话，问身在何处，亦不敢反抗，只静看人世如炼狱
生烟。业火烧到了脚下，我认命。如果那青面獠牙的是人，
那我不配为人，但那是我的错吗?是我的错吗?是吧。虽无青
面獠牙，我也罪孽深重，若果然无解，那我便自堕阿鼻。

于是，果然无解。叶藏进了疯人院，而太宰治投水而死。

此处却生出异样的美感。一种问道极致的悲哀。都说太宰治
是看了太多人世丑恶，终于不堪忍受。恐怕不仅是丑恶，即
使是美好，知道得太多，也会让人悲哀吧。知识越多越恐惧，
我是这么想的。

刚出生时，人在一个没有知识的世界里。这里没有光，尽是
黑暗。但是这个时候，人看不见黑暗，因为他不懂何为光明。
所以他不会为黑暗的无边无际而恐慌。

通过学习，人获取了知识。便如同人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最
初他很兴奋，他会尽量想要把光的范围扩大一点，让光强烈
一点。这个时候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感到生命里有光了，就
很满足了。

可是很快，他就会觉得有问题了。光出现了，让他意识到了
黑暗。黑暗是无限的，正如我们的无知是无限的，而光是有
限的，正如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此刻人就会感到不安。

继而光束扩大，人会发现，随着光明的范围扩大，他所能看
见的黑暗的范围也增加了——可以类比为圆，圆面积越大，
圆周长越大。

如此不停继续下去，他将会被那永无止尽的黑暗所震慑，继
而颤栗，继而咆哮，继而歇斯底里。



那该如何是好?

即使是为了美好而去，也必将看见黑暗，这就是人间。面向
阳光，背生骷髅，这就是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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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一个进入一位平凡少年的梦的女孩、一根从远方飘来
的布条，到最后那个男孩伏在百花丛中号啕大哭，到最后终
于见证梦中情景的喜悦。这些无一不触动我的心灵，这些都
来自于一本书——《根鸟》。

《根鸟》让我懂得离合悲欢，让我看到世间善恶，虽然只有
一点点的似懂非懂，但也让我获得不少感悟。但是——它带
给我最多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其中梦想的力量!

曾记得有一个人，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极多极困难的目标，
诸如：攀登珠穆朗玛峰、导演一部电影、去沙漠探险……这
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给自己列的目标是如此的艰巨!可是他
长大后确实去做，而且完成大部分，完成得很出色。

我为这件事，这个人曾震惊过很久，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去
做，细想后，终于明白，是梦想的力量!梦想使人超越一切，
梦想使人不畏艰辛，梦想的力量是无尽的，只要你敢去追梦，
梦想就会给你无尽的力量!

当追梦成功的时候，我们会喜悦，会自豪，追梦是个艰辛的
过程，但追梦的结果也令人喜极而泣，正如根鸟最后的泪，
那是成功的泪，那是喜悦的泪。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梦，切于实际也好，不切
实际也罢，只要为它去努力，那么，有梦想就有动力，纵使
地老天荒、纵使海枯石烂、纵使沧海桑田，只要有梦想，人
就获得希望!



我们需要梦，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都栽下一棵梦的树，并
给它营养，让它成长，最后开花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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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大了，心却变小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把生活塑造
得越来越完美，却把心雕刻得越来越粗鄙，把社会变得越来
越繁华，而心却在这种繁华中渐渐落寞。

《挪威的森林》中展现的就是一群人在冷酷的现实社会面前
的困惑与苦恼，他们孤独，寂寞，却无法排遣，于是便开始
把玩孤独，把玩寂寞，把玩无奈……《挪威的森林》是日本
作家村上春树的佳作之一，他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孤独，
腐化，堕落的世界。作家借此来表达现代人在机械化、科技
化的现实社会中生存的悲哀与生存的困惑。

“我真的太寂寞了，非常非常的寂寞……”阿绿总是像一头
黑夜被遗弃在荒漠中的狼向世界发出最沉痛的哀鸣。他们都
很寂寞，所以需要被在乎的感觉，而这种在乎不一定是喜欢
和爱，在乎只是寂寞中的人急切需要、时刻需要的镇痛剂，
仅此而已。在他们的世界里，爱情不再是爱情，爱情是被亵
渎被蹂躏的对象，他们只是打着爱情的幌子获取上的满足与
快感来融化寂寞，腐蚀孤独。他们只靠啃食那点可怜的低级
的肉体的快感在世上苟延残喘。

像永泽与初美，初美从来不管他多么滥情，她只需要他在她
身边，陪伴她，哪怕他是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而她相信这
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事情到最后只能变好!
所以她在脑海中独自编织美妙的梦想，梦总是美的，而悲哀
的是一个人在把梦编织好之后要被现实压迫得不得不万念俱
灰地亲手撕碎自己的梦，然后恶狠狠地告诉自己这永远只能
是梦。明知道在扭曲变形的世界里，爱情只是一个人寂寞时
的玩物，而她却要冒险。很长时间之后，当初美发现她与永
泽之间的爱情除了肉体上的占有外，其他的全是一片令人绝



望的惨白时，她呆滞的眼神向永泽发出绝望的质问：难道有
了我，你还不能满足?他冷冷地说：“并非不能满足，在我的
心里面有某种东西渴求那样做。但我只能活在那种饥渴感之
中。这就是我，有什么法子?”他无法把爱情当爱情，他只有
把玩孤独把玩无奈，他才能活。

直子，是因为适应不了这种扭曲的社会，所以她到疗养院来，
把自己扔进和她一样需要宁静与安然的人群里，而疗养院的
主治医生告诉她们：“你们之所以不能在外界生活，是因为
你适应不了那种扭曲，既然不能改变，你们就应该让自己有
一个适度的心理空间去接受那种扭曲……。”直子，她在努
力啊，她想活着，简单地活着。可事与愿违，她适应不了那
种扭曲，所以她越是强迫越是更糟，后来出现严重的幻听。
她没有片刻的安宁，她崩溃了。在一个寂寞的深夜，她走向
了茫茫的森林，用一根寂寞的布带让自己告别了世界，一个
人孤苦地咀嚼着死亡……是的，对她来说，死亡才是最轻易
的割舍。

《挪威的森林》的旋律开始在浩渺的黑夜中哀鸣，久久没有
散去。而当渡边君知道直子死了之后，他深知，他与直子彻
底地永别了。茫然苦楚之时，他想起了阿绿，他拨通了阿绿
的电话，阿绿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好久，可最后还是低沉
却平静的声音：现在你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渡边君自
问道，如今他在什么地方?他猜不着，到底这里是哪里?映入
他眼帘的只是不知何处去的人蔓，神色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
去，而他只能站在那个不知名的地方，不停地呼唤阿绿的名
字……也许他已经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只知道或许从
阿绿那里可以获得某种让他排遣寂寞、无奈的镇痛剂，继续
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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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将近八个小时粗略读完这本书，带着一种愧疚的心情，
因为最近面临一场极其重要的考试。我本应该专心复习。可
就像渡边彻说《了不起的盖茨》那样，“信手翻开一页，读
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
等妙不可言的杰作!”

几年前看过影片《挪威的森林》，印象模糊。只记得一贯的
日系风格，安静，哀伤。随着阅读的深入，记忆便像泉水一
样叠涌而来。想起了秋风徐徐，渡边和直子在没有边际的原
野漫步的画面。我特别喜欢看完一本书，然后再看由书拍摄
的而成的影片，或者是先看完影片再把原着看一遍。比如，
看过文字版的《致青春》后，就会看电影版的，或者是先看
了电影版的《情书》，然后迫不及待的阅读文字版的。明白
吗?就是这个意思。

在书中，木月永远留在了17岁，直子永远留在了20岁。文字
里充斥着自杀，迷茫，孤独，无奈，以及性。我总觉得，日
本的天空都被灰色的云雾遮住了，有一种阴冷，严肃的气氛，
好像永远都没有晴天。主人公都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很古
怪，活在自己的世界，别人进不去，他也不出来。

这是孤独，不是孤单。

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与人交往以求相互的理解。然而完全
相互的理解似乎不是可能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
是宿命，是心灵的独一性。孤单却是可以解决的，有人陪着
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样就不至于一个人孤零零。

孤独是心，孤单是形。

草草读过一遍，许多地方都没能好好品味。只觉得自己被书
影响到心情压抑，所以匆匆扫了一眼后记便赶紧出门。一路



步行到空旷的地方，好让脑袋里的阴霾散去。夜暮时分，天
边出现了像草莓果汁一样红的晚霞，心情渐渐平复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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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不过两个字，寥寥十六笔画，却道尽了世间众多虚化
事物的本质。不指我们现在正在被挥霍的青春年华，是指从
青春蓬勃的少女蜕变成成熟稳重的母亲，从懵懂无知的底层
人民升华成手握大权的大臣，从刻苦勤劳的擦汗农工转变成
坐拥亿万钱财的繁荣世家。

民国，世事纷乱。时代王朝的更替，大牌世家没落的院邸，
垮掉的招牌，参天大树下的枯草，长霉的木床角，污秽的碗
盆，不复亮丽的心。

文中众多人物的穿插出现，有些甚至仅仅昙花一现，充分体
现了世事无常，人心险恶。纵然有赵辛楣这样掏心掏肺的兄
弟，但我们也不可忘了前因后果。人和人的交心，概是一同
经历了一件事，令人猜不到结局的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
者清。莫不如此，方鸿渐从未想过卷入这场“红颜错爱”的
戏中。人生如戏，他恋着局外人，偏生这戏中红颜对他产生
了惺惺相惜的情愫。

方鸿渐是个不擅长拒绝的人，苏小姐概是没想过他不恋她这
外国留学博士。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直到终曲。戏中人
没有猜到结局，戏外人也都认定结局，不过两败俱伤，分离
两地罢了。苏小姐，嫁给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婚礼上，
笑得灿烂。赵辛楣，在婚礼上，笑着，看着心上人，挽着那
男人的手臂，步入婚姻的围城，步出自己的心。



有些事尝试了才后悔，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食。一
颗心被伤了后，再怎么愈合完好，也会在雨天隐隐作痛，那
块疤，一旦被揭开，便露出了里面血肉模糊的真相。

方鸿渐，孙柔嘉，这对夫妇，算不得有情人，就好像被人乱
凑了对，被姻缘神牵错了红线。最后走到一起，只能算世事
的安排。

说到孙柔嘉，倒也要说说那个偏远的学校。方鸿渐第一份像
样的职业，倒也算搭了赵辛楣一把手。虽说学院不大，校长
也是个满脑油水的人，但好歹是得到了教师这个蛮崇高的职
业，也算歪打正着。

战争，买来的学位，这一切都让方鸿渐惶恐不安，也就顺理
成章的，成了个副教授。那个年代，学生对教授很是尊敬爱
戴，但是对于教授以下的职位，有丝不尊师重道的滋味。虽
说最后潇洒地离开，还带了个小媳妇，但他是否安于眼前，
未看到未来的光景。概是的。

文章，总体来说应该写的是世俗小事，写出了浓浓的乡火味。
婚姻中不可避免的小事被挖了出来。很多人讲究家丑不可外
扬，作者以局外人，第三者的角度，个个角度的解剖，令人
理解到生活的残酷，不经意间生出一丝心悸。

很多人看到的只是光彩一幕，看到的是一对又一对新人婚姻
的喜气烟火，那不过是过眼云烟，人是会变的，谁能将家务
事了断的彻彻底底。有些事，终会影响人的一生。

女人妒心是很大的，方鸿渐一直在友情亲情爱情间权衡，偶
尔还要跟官场扯上点关系，人生如戏，最终，他算是输了罢。

很多事情要尝试过才有发言权，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却抵
挡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坚信自己可以做到的自尊心而后悔，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单指婚姻，不知道有多少红颜



日日为夫垂泪，夜夜为夫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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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在平常的生活中习惯了网课的存在。尽
管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的别扭，对老师的授课也很难听进去。
但是有句话说的好：“不是老师来适应我们，而是我们去适
应老师!”面对网课的问题，老师也在不断的进步。而我们这
些学生，也开始渐渐的找回了学习的状态。

在近期的这段学习中，我们已经基本上完全适应了网课的学
习，一切学习都在顺利的进行。现在，我对这段时间的学习
感受记录如下：

一、对网课的个人感受

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将网课当做是不能开学的应急之举。
以为仅仅只是老师布置一些新任务的工具而已。但是，随着
网课的展开，我对这个新平台的看法也在开始改变。通过视
频，老师没有了黑板和粉笔，但是她却有了众多的电脑软件。
而且老师们学习能力惊人，对于前一天还不能运用熟练的工
具，在几天的授课之后就能运用自如!

看着老师们不断的进步，看着同学们也一个个进入状态，我
的学习热情也随之被激励了起来。回想起自己作为高中生的
责任感，我们的课堂就这样顺利的展开了。

二、网课优势

尽管只是一些个人的感受，但是我确实的感受到网课中有不
少的东西激励了我。就拿最明显的一件事来说，我们能偶尔
通过视频看到各位同学的学习状况。看着大家认真的记笔记
或是写作业，这不仅激励了我们的好胜心，也给我们带来了
一些压力。但这不仅没有拖累我们，反而让我们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积极!

三、不足的方面

网课对于我们最大的影响，首先是环境。因为身处家中，身
边干扰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为此，我也感受到困扰。尽管
在后来适应了一些，但却是不如在教室中更为投入。

其次，是气氛。如果在课堂上同学们没有积极的发言，整堂
课就非常的安静。因为只有老师的声音从麦克风中传来，这
让人感到很压抑，也没有课堂的感觉。如果是非常热闹的时
候，确实很有趣，但是如果一旦冷清下来，课堂也会变的很
无趣。

四、总结

总的来说，无论怎样，这次的情况对我们的学习确实造成了
影响，我要努力的去克服这样的影响，学好知识，突破高考!
只有这个目标，是绝对不会被其他情况所影响的!无论前路如
何困难，我都会努力前进!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挪威的森林》已经看了不下3遍，每次都会让自己很感伤。

用作者的话，《挪威的森林》是根据自己的短篇《萤火虫》
为底本写的，那么，很多问题和情节必定在村上春树的大脑
里萦绕了很久，此为其一。

作者言，这是一部及其私人的小说，所谓原因，大概是因为
很多自己的生活或者经历（生活与经历，大概没有什么区别
的？）影子的原因。对于很多人，也许都有很多需要倾诉的
往事，大概如是而已。此为其二。



至于情节，或者主人公，很遥远，又有些熟悉，因为书中弥
漫的情绪是大多数人年轻时都经历过的迷茫和无奈。以及成
长的烦恼，如翻译本前言所言。此为其三。

关于译本，个人认为，赖明珠译本要比林少华译本好很多，
两种译本网上都可以找到，可以个人对比比较。对于文学，
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文字的东西很好把握，难的是文字中的
味道、情绪之类的东西。

对于文学创作，对比网络中的很多作品，大概可以分出几个
类别，例如《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欲望的城市》之类
的，例如《我不是聪明女生》之类的，以及夹杂着一些搞笑
的清华bbs风格之类的，那么，自己的东西在哪里？文学快餐，
大概如是而已。

甲壳虫的“挪威的森林”自己没有很多印象，所以无法说什
么。如果很多年后，书中的主人公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着
各自的家庭，那么我们可以为此点一首《爱的代价》，结局
于是中国化，不再那么感伤，或者有一点好莱坞的轻松。

对于书中的女孩，绿子这种类型，应该是很好的伴侣；而玲
子这样的，虽然是另一种类型，但也很好；对于直子，象渡
边这样的人，都无法放弃责任，爱，在这种角度，没有人会
讲明白到底是什么。

在疗养院，玲子说，他们和外边的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知道自
己不正常，听起来象一种反讽。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是阴冷的。本月的死，直子
的姐姐的死，初美的死，这样的密集的自杀，却没有让人觉
得一丝一毫的不自然。死亡带来对生更加深入的探知，同时
也让生命断裂开一个出口，督促着幸存着的人们去探寻。



然而对人生自始至终没有把我的感觉，对诸多人事的无能为
力，以及深深地孤独，却是一直深深存在于渡边和我们各自
的内心，慢慢的，我却也渐渐能够明白其间一些温情。很大
一部分，是来自哪个叫绿子的女孩子。这个直率的女孩子，
深知世间的诸多规律和困苦，却始终像个孩子一样任性。她
有俏皮的短发，穿着短裙走在渡边身边，会往下拉一拉裙摆。
有时候想象她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清脆甜美的。

这样的女孩子始终是叫人喜欢的。在书中的诸多出场的人物
中，唯有绿子的人生是坚忍和完整的，其他人，不论是冷漠
的永泽、高贵天真的初美、挣扎的直子、还是落魄飘离的玲
子，甚至是哪个被当做笑料来讲述的敢死队，都只会让我想
起来被撕裂的布匹，他们的生命是残缺的。

我不知道要通过怎么样的语言将那些感觉诉说出来。就如文
章最开初，渡边最开始回想起直子时，所讲到的那口井。那
口井就在草地不知道何处，我们小心翼翼的行走，但总免不
了有一个不小心，掉落其中，从此暗无天日，独自挣扎。然
而绿子她没心没肺，一份假装盲目的天真。这个女孩子，是
真正经历过生活琐碎的困难的，从小得不到许多的疼爱，学
校生活也并不如意，末了还要面对双亲逐个病逝。然而即便
如此，她的内心却有着不可多得的笃定，对生本身有一股不
顾一切的热切感情。想法单纯到只想要一个疼爱自己的男人，
两个人在下雨天躲在被窝里天南地北的聊天。

不记得是在哪处的段落里，渡边说，只有见到绿子，才终于
觉得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绿子是他和外面世界的一处
关联，否则他大概也只能像直子那般，在没有光亮的井底拼
命抗衡，最终却只能选择死亡。而我是直到后来成长一点，
才渐渐学会欣赏像直子这样的女孩。干净温婉，黑色直发垂
散直下，有美好温润的身体和脸庞，看起来是弱不禁风的模
样，叫人怜惜。她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更加轻的，没有绿子那
般有重量，但自有她的平缓坚定。



她倾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年少时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便自杀
的恋人和亲生姐姐，她掉落在自己生命深处的那口井里面，
浑身破损，即便用尽许多力气，拼凑在一起，却终究是费力
和徒劳。

很多叙述都是寻常的，轻描淡写，从不过分执着于情绪，却
像细细的针，没有声音的刺入内心。这或许就是村上最为打
动我的地方。

从文字的最开始，他在飞机上，看见周遭陌生的人群，突然
回想起来年少时候的恋人，那种感受，或许是需要一定的年
岁来理解的。他说他渐渐难以想起直子的脸庞的时候，言语
之间并没有太多着墨，却叫人内心跟随着他斗转星移。自己
的身躯已经老去，记忆也早已经在时光和日常生活的琐碎时
间里被磨损和拼接，而故人也不再。即便当初再过深切的爱
恋，也终究是枉然。

还有阿美寮里面，同玲子在仓库里面吃葡萄，听她说起往事，
期间有一些细节，也是真实的，而我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
时常翻出小说的第八章的开初，渡边的手被玻璃划破。一些
微小的地方，看起来似乎没有逻辑可循，然而读起来，却是
叫人觉得自然而然，事情本该是这般发生。可能自己还太年
轻，还不能完全明白和理解作者的一些东西，但是还是无法
掩饰我对这本书的喜爱。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2

这次读书，在自己的读书群里邀了三人一起读，当我读到很
想分享讨论的地方，才知道他们两个没有读，有时间读书真
是一种幸福。

主人公喜欢徒步旅行、游泳、看书，喜欢一个人做事，这点
很像自己。原来主人公喜欢读书，也是因为农活累人和自己
比较懒的关系。小时候我给爸爸说，我不爱干活，爸爸说没



有一个人爱干活。

绿子一直说主人公说话意思，有一次还说像亨弗莱?鲍嘉说话，
自己周围要是有一个说话有意思的人，那该多好!每个人的话
都是汉字组成的，只是每个人的组合方式不一样，效果也不
一样，这个组合方式怕是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有关，那就其
实是喜欢一个思维奇特的人，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人。书里角
色的思维方式能学习么?曾经看过一篇关于读书作用的文章，
讲得就是书里人物的思维方式会潜移默化的传给你。

书里直子住的疗养所里精神不正常的人，我倒觉得是正常的
人，而疗养所外面的人才是不正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
人都是某一种精神病患者，只是我们不肯承认罢了。疗养所
里的生活就像一个部落一样，每个人没有坏心眼，都很真诚!
真诚有生存的土壤。主人公很真诚，我在想在我们的环境中
他能否存在?我觉得他会被扭曲的只剩下尸体!现在把老实和
笨划等号，说你老实其实是委婉说你笨，所以大家都不希望
别人说自己老实，努力学的聪明，聪明后真诚越来越少了。

19__年日本繁华而冷漠的都市，仿佛我们身边的城市现在在
演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把生活塑造得越来越完美，却把
心雕刻得越来越粗鄙，把社会变得越来越繁华，而心却在这
种繁华中渐渐落寞。直子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生存，只有绿
子这种亦正亦邪的才能存在。直子就是一种理想，读着的时
候给人希望，指引生活的方向;绿子才是生活榜样，值得每个
人学习。

我看见了自己。与渡边相似，我对生活也没有十分的热情，
提倡顺其自然，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导致朋友寥寥无几。
但就是这样的自己，也平稳地走过了三十年，并且将继续淡
然地生活下去。读完《挪威的森林》，带给我的并不只有故
事完结的悲戚惆怅，同样还有对未来无限的希望。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3



都说二十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青葱岁月里的惊涛骇浪，
还带着些许甜蜜和感伤，我试图说的来龙去脉，却在一番挣
扎后发现，当一切都过于清晰详尽，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挪威的森林》好像早就在我计划的读书列表中;最近偶然听
别人提起，才恍然翻开这本创造日本畅销书历史记录的书籍。
我想，读罢此书，以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很难理解上个世纪日
本开放的社会，我也是读了第二遍才稍有体会。

那些舒雅的文字之后，涌动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伤感与抒情，
正如川端康成一句“凌晨四点，海棠花未眠”感动所有读者
一样，村上说出那些我们一直想说的那些纯真年代的爱的物
语。书里不断出现一句话“死并不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
的一部分永存”，就如同木月的死，直子的死;在村上平缓的
文字下，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死亡的阴霾，可能对于现在
的我们很难体会到死亡的存在，可是刚好读完此书的当日，
一好友来信说，其父脑溢血故去;那一刻，我豁然想起这本书，
突然体会到死亡的真实存在。

十七岁，是木月离开的时间，直子近乎逃避般的不想承认十
七岁的离去，可是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是，永远有人十七
岁。

我是永远都无法理解直子的，这个精致却病态的女孩，或许
她因木月的死而沉浸在一个幻灭世界无法自拔，渡边的爱却
浸满她的一颦一笑，然而就在渡边彷徨时，直子自杀。这样
混乱的局面被村上用一个又一个画面组合起来。我偏爱绿子，
偏爱她的乐观阳光，偏爱她的快乐，偏爱她的敢爱敢恨。如
果说直子是雨中安静的百合，那么绿子就是阳光下的葵花，
宛如红与黑，经典的搭配却又对比鲜明。于是，直子死了，
活着的渡边亲手将他的挚爱直子送进了坟墓，送到了木月的
身边。生活好似戏剧，到底如花美眷，终不过似水流年。

就这样，《挪威的森林》带着对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从我



的生命中来来去去，仔细想来，木月死前最后见到的人是渡
边，他把直子交给渡边，而直子死前最后见到的人是玲子，
她把渡边交给玲子……死于生，完美的交接与契合。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4

这是一部动人心弦，平缓舒雅，略带伤感的恋爱小说，通过
朴实的文字把语句修饰得恰到好处，以至于我花了一个晚上
和几天的休闲时间才把它看完。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村的一部杰作，据说今年
的诺贝尔奖差点被他拿走了，遗憾的是这一至高的荣誉最终
还是与他擦肩而过被我国的著名作家莫言捧走。我也得以知
道这世上还有两位著名人物，要知道之前我可是听都没听过。
实感惭愧。偶尔在朋友的空间里看到了这部作品使我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决定抽个时间享受一下大师级的作品所带来的
快感。

书中描写的虽然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但情节却总让人感
觉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边周围一样，那么的切身。说得不好
听这部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爱与性的结合，作者能把男女之间
的那点事摆上台面来供人们去认知去感受，其胆识着实让我
佩服，看完最后一个字再回过头来回味里面的情节时，让我
领悟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他想告诉世人的是一条恒古不变
的男女间的爱情法则，那就是:有性不一定有爱，有爱就必然
得有性。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小说中的木月跟直子的爱情，
可谓是情深意重，但不知何原因直子给不了木月那个，尝试
了很多次也不行。这也许是木月自杀的最大原因吧，然而一
个偶然的机会直子却成功地将自己的初次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渡边，致使她内心感到无比的内疚和痛苦:为什么自己深爱的
人，自己却给不了给他?就这样痛苦一直折磨着她，最终因承
受不了精神的压力而自杀，彻底解脱了自己。有爱无性的爱
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折磨。



而小说中的另外两个人物永泽与初美却截然不同，虽然初美
对永泽的爱是真心的，但爱在永泽的眼里就像一场游戏，性
对他来说就像吃饭那样，饿了就要吃，完全是一种生理上的
需要，这种有性无爱的爱是没结果的，最后受伤的就是那个
动真心的人。在说到主人公渡边时，爱对他来说更多的是责
任，一不小心就喜欢上了两个人绿子和直子，这样的结果让
他左右为难，一直处在苦闷和彷徨之中，因为他对她们承诺
过所以他要对她们负责。直到直子选择离开后，在经过悲痛
和绝望交织的那段时间后，以及在玲子的鼓励下，他才开始
寻找此后的人生，他仍然还记得永泽给他的忠告:不要同情自
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事。

记得文章中直子与渡边最后一次见面时问他的一句话：假如
我以后不能给你性，你还会爱我吗?渡边没有回答选择了沉默，
是呀，这是一个多么艰难地毫无预见的问题，谁能保证这种
无性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呢，相信没有人敢保证。

终于从《挪威的森林》里走了出来，感触颇深。晃了晃差不
多僵硬的脖子，拍了拍快木讷的脑袋，发现自己还正常，没
迷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活着才是最重要，才能去爱
你喜欢的人，去享受别人的爱。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是阴冷的。本月的死，直子
的姐姐的死，初美的死，这样的密集的自杀，却没有让人觉
得一丝一毫的不自然。死亡带来对生更加深入的探知，同时
也让生命断裂开一个出口，督促着幸存着的人们去探寻。

然而对人生自始至终没有把我的感觉，对诸多人事的无能为
力，以及深深地孤独，却是一直深深存在于渡边和我们各自
的内心，慢慢的，我却也渐渐能够明白其间一些温情。很大
一部分，是来自哪个叫绿子的女孩子。这个直率的女孩子，
深知世间的诸多规律和困苦，却始终像个孩子一样任性。她



有俏皮的短发，穿着短裙走在渡边身边，会往下拉一拉裙摆。
有时候想象她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清脆甜美的。

这样的女孩子始终是叫人喜欢的。在书中的诸多出场的人物
中，唯有绿子的人生是坚忍和完整的，其他人，不论是冷漠
的永泽、高贵天真的初美、挣扎的直子、还是落魄飘离的玲
子，甚至是哪个被当做笑料来讲述的敢死队，都只会让我想
起来被撕裂的布匹，他们的生命是残缺的。

我不知道要通过怎么样的语言将那些感觉诉说出来。就如文
章最开初，渡边最开始回想起直子时，所讲到的那口井。那
口井就在草地不知道何处，我们小心翼翼的行走，但总免不
了有一个不小心，掉落其中，从此暗无天日，独自挣扎。然
而绿子她没心没肺，一份假装盲目的天真。这个女孩子，是
真正经历过生活琐碎的困难的，从小得不到许多的疼爱，学
校生活也并不如意，末了还要面对双亲逐个病逝。然而即便
如此，她的内心却有着不可多得的笃定，对生本身有一股不
顾一切的热切感情。想法单纯到只想要一个疼爱自己的男人，
两个人在下雨天躲在被窝里天南地北的聊天。

不记得是在哪处的段落里，渡边说，只有见到绿子，才终于
觉得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绿子是他和外面世界的一处
关联，否则他大概也只能像直子那般，在没有光亮的井底拼
命抗衡，最终却只能选择死亡。而我是直到后来成长一点，
才渐渐学会欣赏像直子这样的女孩。干净温婉，黑色直发垂
散直下，有美好温润的身体和脸庞，看起来是弱不禁风的模
样，叫人怜惜。她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更加轻的，没有绿子那
般有重量，但自有她的平缓坚定。

她倾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年少时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便自杀
的恋人和亲生姐姐，她掉落在自己生命深处的那口井里面，
浑身破损，即便用尽许多力气，拼凑在一起，却终究是费力
和徒劳。



很多叙述都是寻常的，轻描淡写，从不过分执着于情绪，却
像细细的针，没有声音的刺入内心。这或许就是村上最为打
动我的地方。

从文字的最开始，他在飞机上，看见周遭陌生的人群，突然
回想起来年少时候的恋人，那种感受，或许是需要一定的年
岁来理解的。他说他渐渐难以想起直子的脸庞的时候，言语
之间并没有太多着墨，却叫人内心跟随着他斗转星移。自己
的身躯已经老去，记忆也早已经在时光和日常生活的琐碎时
间里被磨损和拼接，而故人也不再。即便当初再过深切的爱
恋，也终究是枉然。

还有阿美寮里面，同玲子在仓库里面吃葡萄，听她说起往事，
期间有一些细节，也是真实的，而我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
时常翻出小说的第八章的开初，渡边的手被玻璃划破。一些
微小的地方，看起来似乎没有逻辑可循，然而读起来，却是
叫人觉得自然而然，事情本该是这般发生。可能自己还太年
轻，还不能完全明白和理解作者的一些东西，但是还是无法
掩饰我对这本书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