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瓦尔登湖读书笔记(通用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一

当夜幕降临，我眺望远方闪烁的灯火，心灵随着晚风飘散在
喧嚣的世间，与外界的喧嚣相比，我的心灵是截然不同的沉
寂。世事难料，繁琐复杂，但这些终将会沉在瓦尔登湖的湖
底，每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天地。

《瓦尔登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宁静祥和的心境，还有质朴
自然的思考方式。书中的文字是质朴的，给人的感受是美好
而轻松的，这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一本智慧的
书。在某种意义上，《瓦尔登湖》是属于心灵的。

《瓦尔登湖》这本书简单朴实的记录了作者梭罗在瓦尔登湖
旁隐居的一段美好时光。在瓦尔登湖畔，他回归自然，简简
单单的生活着。他崇尚自由，这也是当下大多数人追求的。
他勇敢面对生活与一切他正视的东西，在世人看来，那些卑
微粗俗的人是访客，但这些方可在梭罗看来是博学的、智慧
的。

梭罗虽然与孤独为伴，但他并没有消沉，他拥有孩子般的纯
真，用独特的思维，积极探索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坚定不移
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他关怀着人类的同时也蔑视着人类。
他担忧自己所维护的一切会在世人的功名利禄下消逝，瓦尔
登湖终将会成为记忆，但记忆也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

一年四季，春去秋来，不同的事物带来的感觉总是不一样的。



在瓦尔登湖隐居的日子，梭罗都记录了下来，他熟悉这里，
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瓦尔登湖随着四季变化，梭罗随
着瓦尔登湖变化，当春天的暖风吹过瓦尔登湖的冰面，当湖
水再次流动起来，梭罗的行程也就结束了。“让我们目盲的
光线，就是我们的黑暗”，只有我们清醒过来，找回自己，
才能更好的体会生活的乐趣。

梭罗笔下的事物再生动，我也只能同大多数人一样称赞一句：
“写得真好！”我虽向往自由，但也只能带着满腔悲愤听着
别人的“不问世俗”，现实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许在
将来有那么一天，我得到了所谓的“自由”，不再被束缚，。
也可能我带着这个梦，过完了平淡的一生，被规则囚禁着。

借用老师的话来说，路还很长，而我们就像是在酿酒，不能
急，不能慢，酒会越来越香醇，人会越来越长远。或许我们
对于犯下的错误无力回天，可总会弥补，人生或许就是这么
一口酒，醉不至于，至少能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值。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二

合上《瓦尔登湖》墨绿色的封面，一股清凉的湖水已然汇入
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一泓秋水，不染纤尘。正
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静静
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
智慧的书。”它只适合在“寂寞和恬静”时阅读，静静地读，
读得静静。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尔登湖》是属于
心灵的。

白居易曾说：“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能心虚即我师。”这恰
似这坐落在康科德的小木屋，梭罗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两年两
个月又两天的独居生活。他记录从春到冬的这一轮的风景，
他的超验主义实践建立了一种与现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立
的简朴方式，还原生活的原始状态。



真的很难想象，梭罗是如何生活下去，他将自己放在一个杳
无人烟的地方，他拥有的只有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一张小小
的床，一张普通的书桌和一些零落的稿纸，仅仅只有简单的
陈设，仅仅只是他执着的信念，仅仅凭借着人对自然的欲望
和热爱，他，完成了这伟大的实践，完成了这对自然的追求，
完成了这本杰作，这不得不让后人称他为“自然随笔的创始
者”。

这些如水晶般的思想，梭罗还记录了很多很多，终点就是起
点，四季的轮回正是生命的苏醒沉睡，这些文字就像是一杯
温水，让人沉浸，心灵正被一点一点洗涤，灵魂正被一点一
点安静。

现代生活给人类提供了几乎随心所欲的舒适，水泥建筑抒情
地摩天，水泥路面光洁少尘，而地下水却在不断地下沉，天
空出现臭氧空洞，酸雨腐蚀我们的视觉。我们在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的同时，又给自己埋下了生态陷阱，因而只能用回
归自然来安慰自己的无奈。我们的祖先在被自然奴役时，敬
畏自然，崇拜甚至神化自然，而作为子孙的我们，却颠倒过
来，蹂躏、奴役、称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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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读过最难读的一本书，正如徐迟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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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
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梭罗是一棵树，超脱人世，却在瓦尔登湖的夕阳下找到自己
的位置。

希望通过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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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三

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
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
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
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
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
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我一点，很好吃。
”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
做‘雨’。”“雨？”他一呆。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
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
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札好了背到
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
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
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
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
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
点悲伤。

这是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中的一个语段。简简单单一道
菜，在三毛口中成了千金难得异常珍贵的宝贝，在三毛手中
变成了他处难寻的人间美味。以三毛惯用的对话，使我能依
稀想象到那时情景，疲惫归家大大咧咧的男子，奔向期待已
久的晚餐，女主人内心不满逗弄不熟悉中国文化的丈夫，丈
夫看穿了妻子美丽的谎言，讪讪的但仍然支持她，且不再刨
根问底。有自嘲，有无奈，有搞怪，有喜爱，一幕简简单单
的画面，只属于两个人的异国生活，对于三毛来说再苦再累
也没有关系，只要身边有他，他和自己有个家。

文章中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他们一起筑造属于自己的小窝，
一起去公证结婚，一起去荒山采集化石，一起去海边打渔，



一起做过很多很多事情。语言的对白，三毛的情感变化，周
边环境的刻画，三毛她一直有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看着这个
世界，记录自己的生活。发自于内心的文字就这么深深的打
动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我们大多数无法拥有如三毛
般的又单调又丰富的生活，但当我们走进书中，奇特的感觉
已让人满足。

二、有感而发，发人省醒

撒哈拉沙漠相比大多数城市，居住的人并不多，但是有人居
住的地方就有故事，也有事故。那个年纪轻轻就结婚的十岁
女孩姑卡，被人粗暴地拉上车却被当地居民看做是好样的，
在结婚初夜被公然暴力地夺去贞操却让屋外的男人欢呼，这
是封建落后的传统习俗，以致姑卡宁愿服用避孕药来暂时逃
避过早的婚姻生活。这是三毛无法去改变的，而我们也同样
只有无尽的唏嘘。怜惜弱者命运的同时，也感慨于自己现在
较为民主自由和谐的生活。人，要懂得珍惜啊。

但是很有才干的父亲，一个哑奴，老实巴交有点痴傻的母亲，
一个普通女人。生性善良的三毛给予了那一家子一些物质上
的帮助，精神上的慰藉，礼尚往来，哑奴也为三毛家里的装
修助一臂之力。可恨的是，奴隶交易在撒哈拉是合法的，奴
隶被财主派出去打工挣钱，奴隶得到的只有一点点。因着当
地的法律，哑奴一家无法成为自由人，而哑奴因他过人的种
植才能被财主卖给另一个奴隶主去绿洲发展农业。最后的最
后，哑奴得到了三毛赠与的毯子和钱，挣扎的狂奔回家，跌
跌撞撞扑向他的太太和孩子，留给这个家他所能留下的唯一，
茫然地被拖着拽着走向未知的未来。而这同样是让人感到悲
哀的，一家人被迫分离，弱小的妻儿，有才干的男主人，无
法脱离的禁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哑奴他的心是自由的是温
暖的，不知他们是否已被拯救。三毛以她的视角，一个“外
地人”的视角，无声抨击封建落后的沙漠社会，并不犀利讽
刺的文字透露出的意味更为深长。世界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可地区发展的进程是不同的，从小的地方看大的世界，世界



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并不是很
多，但在情况允许之下，施以援手，留给这个世界不幸的人
们一点点温暖，我相信，终究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三、粗知初识，人性魅力

通过一期电视节目粗知三毛，通过一本书初识三毛，三毛与
众不同的很重要一点是她独特的人性魅力。在三毛的故事中，
三毛作为各种事件的亲历者或是旁观者，是较为感性的。她
可以默默接受邻居们的索取不求太大的回报，她可以尽可能
帮助需要的人，她会为了生计和丈夫奔赴遥远的海边打渔，
她会劝导陷入无果虚假的爱情的杂货店店主的弟弟，她还会
在那动荡的社会默默支持站起来可力量薄弱的撒哈拉威人。
她不排斥并不公平的社会，而是尽力的去融入它，她无法改
变很多很多，但也不会因此抛弃自己的本心。当爱情转变成
为亲情，热烈变为平淡，她还是坚持下来了。些许的有钱任
性，即使入不敷出也坚持对荷西不动用父亲寄来的钱财的承
诺。她感受着这个世界，而我们跟随着她，感受着另一边的
世界，不同于我们身处的地方。

拙劣的文字难以表达我的内心，唯一能肯定的事，我为自己
阅读了这本书而感到幸运。三毛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本本去品读去体会，我相信我还能看到
悟到很多很多。

20xx.12.5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四

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
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它被称为“塑造
读者人生的25部首选经典”。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人生哲理书。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学知识，
还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知识。阅读它，我们能



在平凡与简单中真切感受生活的意义与趣味，也更能感受寂
静之美。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五

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
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它被称为“塑造
读者人生的`25部首选经典”。是一本极为优秀的人生哲理书。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学知识，
还能了解到更多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知识。阅读它，我们能
在平凡与简单中真切感受生活的意义与趣味，也更能感受寂
静之美。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六

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隔阂了文明与原始的距离，横亘了喧
嚣与平静的对话。亨利。梭罗以沉思者的身份，独自隐居在
他双手搭建的木屋里，在康桥德城的瓦尔登湖上，过着与世
隔绝的清贫生活。建房、开阡陌、种豆，“一蓑烟雨任平
生”。

他说：“来到这片树林是因为想过一种经过省察的生活，去
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瓦尔登湖很美，梭罗乐此不疲重
复着单一的事情，钓鱼、烘焙蛋糕、接受访客；一天虔诚劳
动休憩、阅读。瓦尔登湖很美，晨昏下变幻的树林，四季迥
异的湖面，沼泽上低飞的鹰隼。那是青春女神赫柏经过的伊
甸园，即使经历凛冽、炎热，仍不变春天漫溯的蹁跹。“若
至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
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在纤尘不染的美中，我
们开始“省察”文明人需要铅色冰冷的物质世界。

“文明人走过的足迹，只留下一片荒凉。”原始与文明，隔
了时间，隔了人本质的迁途。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
敬畏它，爱护它；但在这个日日笙歌的年代，人类挑衅它、



剥削它！这是一张在私欲中暴露的人类狰狞的面孔！“你侮
辱着大地，居然还敢议论天堂。”梭罗愤懑地说，但尽管如
此，瓦尔登湖仍在生长着，如同大自然宽恕了我们无节制的
打击，以强者的姿态，漠视了我们可笑的癫狂。

大自然的美是一种本返璞归真后的自由。李太白懂这个道理，
仕途失意流连祖国山河，一壶酒饮尽蜀道庐山白帝城；陶潜
懂这个道理，傲骨不为三斗米折腰，隐居“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的桃花源；周庄懂这个道理，论鱼梦蝶逍遥游，不争
世俗与天共生与物为一。

孟子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家中的长者
说“靠山吃山，吃山养山。”自然的馈赠，是古人珍惜的，
乃我们践踏的，我们视如草芥的，将来人们视如珍宝。

大自然是贫匮而风雅的智者，安之若素走过颠沛流离的岁月，
被战火、硝烟泯灭了模样，却依旧笑傲人间。而我们，要做
仁者，仁慈宽厚对待环境，才能永存。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七

《瓦尔登湖》里有一句话：“假如可以证明生活的卑微，那
么就要把生活中所有卑微的地方弄明白，昭示一切人；假如
生活是崇高的，那么去体验、了解它，这样在下一次远游时，
把它如实记录下来。”

我觉得生活是矛盾的，它的确很卑微，但我却不知道哪些地
方卑微。小时侯，生活的卑微就是困苦的家庭还有父母劳累
的双肩，但这种日复一日的卑微却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儿女
长成、又添了新房，这是一种崇高吧！

体验、了解崇高的生活，就必须以卑微的方式去进行，也就
是说，没有卑微就没有崇高。



《瓦尔登湖》里有一句话：“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决定
了他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指明了他最终的归宿。”

生活中有这么一部分人，可悲的是对自己没有什么看法，就
象一片树叶，任凭风将它吹向哪里，一度的我也是这样的一
片树叶，孤零零随风飘落，有时我想回到温暖坚实的大地，
但风却不止。越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越被伤害的严重。
我想做一棵树，这就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宁可做树而不愿做
树叶。

做为女人我如此悲伤，生活对于我是卑微的。做为妻子我是
卑微的，做为母亲我也是卑微的。在家庭里、在工作单位，
我就如一只卑微的蚂蚁，忙忙碌碌毫不引人注意，这就是我
的生活，但蚂蚁的崇高在于，它在不停地思想、不停地做事。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八

旁观着别人的经历和思想，作为自己闲时的消遣

缺少耐心，长篇的书很少看，长篇的电视剧常用快进来解决

曾经有个朋友用“浮躁”来形容这种状态，我很认同

梭罗的《瓦尔登湖》，几年前买来以后就一直躺在书橱的角
落

因为它从来也不是一本在浮躁的心态下用来打发无聊的书

在这个下午，很难得的，没开空调，没开电脑，没看电视，
只是看书

很喜欢其中对于瓦尔登湖各个季节的景观和周围的生态描写

有一种自然的力量，让人安静



在山顶眺望湖水，有银色小鱼时不时跃出水面，荡起阵阵涟
漪

或有雾时在湖面泛舟，到湖心时渐渐睡去，直到小舟撞上沙
滩才醒

正如梭罗所说，这样的景色，如果看上一眼，就足以洗刷掉
街道和引擎上的所有油烟

因为对被种种欲求充斥的物质社会的不满，梭罗独自走入人
烟稀少的瓦尔登湖

用自己的生命，知识和信念做了一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
自然人活着到底需要些什么

在瓦尔登湖阅读，耕种，垂钓，写作，买卖，独自生活

有一章叫做孤独，但从里面读到的不是寂寞，而是享受

我想，在瓦尔登湖的寂寞，已经是一种清淡的乐趣了吧

梭罗毕竟是勇敢的，在哈佛毕业后走入森林，在瓦尔登湖畔
生活了2年后，又重新回归城市

理由是还需要尝试一些别的生活方式

瓦尔登湖不同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它不是一个隐士的理想世
界

而是一个抛弃物欲，用自己的力量，劳作和精神来生存的所
在

我从不曾想过要避世而居

只希望在纷争的俗世尘嚣中，内心能存有一面瓦尔登湖



那里有简单质朴的生活，永远平静冲虚

瓦尔登湖读书笔记篇九

一直以为《瓦尔登湖》是一本单纯描写湖畔风景的书，打开
来澄澈的湖水便会铺面而来，有早晨的鸟鸣、花香、有参天
的巨树，林间的松树，树叶间细碎、斑驳的阳光。

终于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它，欣然借出，看封面郁郁的森
林，静谧的湖水，深蓝色的月夜——咦？阳光和花香呢？怎
么会用这么深沉的色调？这样安静的氛围，仿若一个哲人静
夜无人时的沉思。

一本薄薄的书，看了两个多月，终于体味到一位诗人所说的
《瓦尔登湖》只能在心灵沉静时阅读的真谛。其中的思想包
罗万象，不仅描述了梭罗在高港山上鲁宾逊式的自我隔离生
活，亦曲折的表达了对当局的抨击，及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
特别看法。

作者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中，以最朴素，甚至可以说是简
陋的生活方式，在粗糙的环境中，却有着最高雅、精致的思
想。他远离人群，远离俗世纷扰，自己筑屋、种豆、捕鱼。
曾经因为逃离纷扰太过彻底，拒绝作为联邦纳税人的光荣而
被捕入狱，这也算是梭罗和政治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体味梭罗书中的哲学市场思想是一种辛苦而有益的心灵体操，
初始时有疲累、乏味的感觉，看多了却如饮甘露，芬芳而清
冽。他反对频繁的商业活动，乐于徜徉于古代诗人荷马的世
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