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的读后感(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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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庄子的读后感篇一

蝶在飞，承载的是一种逍遥。

丹青挥毫的满纸荒唐，是一种对道追寻的喧嚣？是一种对尘
俗的浮躁。

百年孤独，孑然一身，总是带着透彻的目光，和柔婉的`心灵，
却不曾孤独百年。

庄周梦蝶，梦到的是一个只有飞翔的境界，美丽的像水，平
凡的貌不惊人。

《庄子》是一片远离更远的世界，不曾老去，不曾彷徨，美
的像桃花园般不知所措。

如垂钓，在濮水上，不是功名，而是的宁静，即使空手而还
也淡不经心，它此时在九天外御风飘游呢。即使有时无意间
捞上几分功名，他也会掷之于江湖，相位的诱惑也不住他一
心，无心挥洒不羁的心。

如午寝。一般人不及庄子。看着美景心向往之，自然而然地
化蝶而腾空了，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么凄怨，只是为挽起
几缕青色，无思无暇，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飘
有此“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却不管他，纷纷繁繁的翅
膀是他不羁不怯的天堂。



梦醒了，也不慌不忙，心里也会开着花，在路上，一朵一朵
地绽放。

如送丧，在山野之中，鼓盆而歌，只为送，相濡以沫多年的
妻子。归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人逝，是一种太过残
酷的现实。

庄子却却笑着，像婴儿一样，纯洁，无瑕发自内心，死亡是
一种安详，回归自然，自然就回归宁静的世界了。不必哀伤，
不必失望，有一种东西叫做道，有一种人生叫顺其自然。

庄子的读后感篇二

庄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有自己的自由栖息地，他就不应
该被拘留在外面的东西上。外面的东西总是短暂的，容易腐
烂，生命的灵魂是永恒的。不要成为财富的奴隶，要成为财
富的主人，这样，人们才能真正自由。否则，你可能会失去
方向，失去自己，失去生活的享受。

自由栖息地可以让疲惫的心休息，释放压抑的`心。自由栖息
地需要放下繁荣，忍受孤独，达到物而不物的境界。如果你
热爱浮华，不愿意放弃喧嚣，你最终不会安定下来。

事实上，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放下，我们很难达到这样的状态，
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生活不需要有太多的弯曲，
太多的弯曲会让你的情绪沉重，影响你的情绪，导致不好的
结果。事实上，只要你足够纯洁，掌握生活中最重要的真正
意义，你就会感到广阔的前景。

有些人对生活要求太高，让自己生活在疲惫中，从不欣赏幸
福和快乐的味道，生活匆忙，忧虑和恐惧经常伴随，生活非
常糟糕，知道满月损失是固定的，人力可以改变吗？最好停
下来，有选择地放下坚持，给生活一种平静，给自己一种平
静。



生活中，谁总是一帆风顺？物而不物会有另一种收获。对物
欲的追求和执着是生活中所有痛苦的根源。

《庄子·田子方有句话:夫悲不大于心死，人死也是其次之一。
意思是:最可悲的如死灰，死是次之。这说明人的心是最重要
的。如果一个人总是担心一些事情，放不下，他的心就会闭
塞，仿佛被绳子牢牢困住，他的心就会死，他无法恢复活力。
他们就像蚕蛹，用厚厚的茧把自己绑起来！

很难放下，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损失和心痛，但真正放手后会
发现所有的纠缠和烦恼都会变成一片广阔的天空，放下是一
种感觉，一种情绪，是一种选择外部事物，优先级，把握距
离，放下你应该放手，你会有一个幸福的生活！为什么不每
天生活在清新的阳光下，洗练一种善良干净的心态，无怨无
悔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抛弃世界上所有的烦恼，给心灵留下
一片开阔的天空。

庄子的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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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读后感篇四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处在这样
的一个时代，物质极大丰富，信息量极多，更新极快。各种
东西用苟日新，日日新形容都不为过。因此若如忙不颠儿的
急着学习、存储、改变，想是会累个半死，就这样也不一定
跟的上脚步。所以，保持自己的根本，就是那个不变的稳定
的自己，之后再随形式稍微加减。保持自己的节奏，慢慢的，
妥妥的，以最少得消耗投入达到最大的能量输出，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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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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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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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读后感篇五

《庄子》是庄周所着的道家经典。它向人们阐释了“无为而
治”的逍遥境界——道。其中的深刻哲理，特别是两则故
事“轮扁斫轮”与“佝偻者承蜩”给了我很大启发。

“轮扁斫轮”讲述的是，有一次齐桓公在读书时，做车轮的
轮扁问他读的是什么。齐桓公回答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他
又问圣人何在。齐桓公解释圣人已死。轮扁就说：“那书不
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就像做车轮，砍木材太快太慢都
会失败，而其中的规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明确
告诉我儿子，他也不能理解。古人和他们不能言传的东西都
死去了，这些书不过是糟粕罢了。”

轮扁的话虽然太过绝对，但却道出我们大多数人学习时的弊
病。我们学习的过程常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机械地背诵，记
忆和模仿从课本和老师所学，而不能领会其深意，盲目而抓
不住根本的东西。比如写作，我们平时跟随老师学到许多描
写方法、表现手法，写作时尽可能多地使用，殊不知写作的



第一要义是表达观点，抒发感情，其余都是衍生。于是产生
一篇矫揉造作的“假大空”的文章。若专注于表达清楚自己
的观点，那么即使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会令读者叹服。韩愈的
《师说》即是很好的例子。

又如数学，我们的知识只是简单罗列，它们带来的只有它们
本身，没有更多。我们学数学的方式是记公式——做题——
记题型。诚然这是正确的，但遇到没见过的题型时，成功的
几率就不高了。就我的'经验，学会一个题型后，要问一
个“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在哪一步出问题了？由
此，你寻找方法将越来越有针对性。渐渐地，当大多数人还
在运用题型解题时，你已能够运用知识解题型了。

正发挥作用，不仅要提高解题能力，更要注意破解题型的能
力。最终回归到知识本身。方法在上面都提到了。

“佝偻者承蜩”则记述了一天，孔子看到一个驼背老人，捕
蝉如同拾取一般熟练，便问缘由。老人回答说：“技艺练到
五六个月时，在竿上累两个小丸，可以持竿而不使坠地，这
时捕蝉失误率锱铢；累三丸不坠时，失误率只有十分之一；
累五丸而不坠时，再捕蝉就像拾取一般了。”(.)

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熟能生巧”。这是我们都深信不疑的真
理，但平时却常常忽略它。我反思，在文科需要背诵的，我
经常不重视，背一遍甚至看一遍就过去；而理科需要大量练
习，我却常借口没时间而偷懒。当然，不练习就会生疏，知
识不扎实。然而我们很多人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少做点题
也没关系。但就像上面说过的，很多能力都是练习培养的，
这也许很漫长，见效慢，不过一定要耐心，记住“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切忌急功近利。

以上两个故事，从学习角度，分别给了我关于勤奋和技巧的
启示。《庄子》正是这样一本书，无论你在什么位置，总能
从这里得到启迪。我向你推荐这本书，希望你读后能收获良



多。

庄子的读后感篇六

蝶在飞，承载的是一种逍遥。

丹青挥毫的满纸荒唐，是一种对道追寻的喧嚣？是一种对尘
俗的'浮躁。

百年孤独，孑然一身，总是带着透彻的目光，和柔婉的心灵，
却不曾孤独百年。

庄周梦蝶，梦到的是一个只有飞翔的境界，美丽的像水，平
凡的貌不惊人。

《庄子》是一片远离更远的世界，不曾老去，不曾彷徨，美
的像桃花园般不知所措。

如垂钓，在濮水上，不是功名，而是的宁静，即使空手而还
也淡不经心，它此时在九天外御风飘游呢。即使有时无意间
捞上几分功名，他也会掷之于江湖，相位的诱惑也不住他一
心，无心挥洒不羁的心。

如午寝。一般人不及庄子。看着美景心向往之，自然而然地
化蝶而腾空了，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么凄怨，只是为挽起
几缕青色，无思无暇，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自由自在地飘
有此“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却不管他，纷纷繁繁的翅
膀是他不羁不怯的天堂。

梦醒了，也不慌不忙，心里也会开着花，在路上，一朵一朵
地绽放。

如送丧，在山野之中，鼓盆而歌，只为送，相濡以沫多年的
妻子。归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人逝，是一种太过残



酷的现实。

庄子却却笑着，像婴儿一样，纯洁，无瑕发自内心，死亡是
一种安详，回归自然，自然就回归宁静的世界了。不必哀伤，
不必失望，有一种东西叫做道，有一种人生叫顺其自然。

庄子的读后感篇七

周庄是一只针尖上的蝴蝶，他有与世抗争的尖锐，也有“举
世混浊，惟我独清”桀骜纯净。你说他在憩息，你说他在逃
避，不，他其实在思考，他的双足站立在针尖之上，正小心
翼翼的展开双翅。

我不敢定论他是否在某些方面比秦初诸子更有造诣，但我却
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身上的一抹清越不拘，像是他说他懂得鱼
的快乐，不然，他懂得的其实是自由之乐。

自由本是不存在的，自由意识以及所谓的灵魂不过是人自身
的慰藉之词，像是远古时代“天圆地方”这类阴阳学说的出
现，只能证明人总是需要信仰的。庄周也深知这一点，但更
多的时候他选择缄口不言。西方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也有阐述
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是通过意识来感知世界，世界万物都
是间接被感知的，因此外部世界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
是虚假的。换句话说，意识是人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器官
就是大脑。意识，就像一个信息系统的主程序，它能接受肢
体或器官的感觉信息，并进行处理。主程序，就是意识，也
就是灵魂。接受感觉信息，就是感觉；对感觉进行加工处理
的过程，就是思维。也就是说本质上不存在灵魂，也不存在
自由意识，都是人体内外部作用的必然结果。

但若是庄周早已看得如此清明，为何他还要如此乐观地去追
求自由的本质呢？或许正是因为他看得过分清明，他也才可
以持着一种“有待”的悲观态度去追求一种“无待”的人生。
即便在他最具自由精神的《逍遥游》中也不难看出庄子认为



生的痛苦卑微，但极具浪漫主义精神的他并不为此沉沦，他
是逆流的游鱼，立志要在感性的生活中超越悲剧的人生，把
握自身的本真，追求着自由的理想境界。

庄子是这么说的，自然也是这么做的。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
问他愿不愿意接管境内的国事，他却持杆不顾，望着清澈的
濮水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
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
乎？”两位大夫的身上似乎还遗留了些正常人的心智，便
答“宁生而曳尾涂中。”“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
曰。

庄子素而不俗，他清洁笃定，摒弃了荣华富贵，一心想像一
个山野间的凡夫俗子一般，与禽鸟为乐，思考人生。因此，
他比其他文人更为贫穷，甚时以编草鞋为生，也是因为贫穷，
使他更为珍惜生活中每一个美丽而卑微的细节，使他悟出了
生命的短暂脆弱，却又是无限延伸般的伟岸。

在看《齐物论》时我又不觉要发问：生命是什么，我们为什
么要活着呢？这个问题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都会得到不
同的答案，但如果要从人体形式上来看待的话，我们很可能
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庄子在他的《齐物论》中写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
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
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
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
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其实人生如梦，现实与梦境不过代表了真实与虚假两种境界，
如果某一天你的梦境可以带给你比现实更真实的触感时，你
便可认定梦境便是现实，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实中你需要食
物，你需要摄取营养，因此你得以生存，而梦境却不会让你
的为传达给你诸如此类的信息。只是人生不过一场大梦，当



你可以切实的感知到这一切时，梦境与现实其实早已模糊了
界限。

至于人为什么而活，或许《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个典
故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示。无论是人或是蝴蝶，都不过是生
命的一种体现形式，根据守恒定律，生命中的某些力量是不
会消失的。在庄周看来，他们不过都是一种现象，是道运动
中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持久存
在的一种物质，我们在生命的各站停靠中选择或被选择了一
种身体形态，而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拓宽我们生命的
厚度，让她绽放出最大的光彩。

只是身体的形式不存在高低贵贱，那么是否有幸与不幸之分？

在清人张潮的《幽梦影》中评价“庄周梦蝶”道，“庄周梦
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的
确，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无需纷扰，轻舒的羽翼是他
所向往的自由；但若是蝴蝶变成了庄周，那是否不幸，应该
由蝴蝶说了算。

无论如何，庄周用一个个并不轻省却浪漫唯美的意象点开了
生与死的沉重主题，生是否死的对立面，我还无从而知。我
只能用我幼稚的笔触和心智阐述我对《齐物论》的点点感悟。

庄子的读后感篇八

在晨读的时候老喜欢把《庄子》这本书拿着读，只是被里面
光怪陆离的故事吸引着，当成了志怪类型的书籍。觉得离开
我们生活的现实太远太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学过
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 ”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境太小，不相信有这样大的境
界。



稍及年长些，随着个人阅历和见识的丰富。真正到达了黑格
尔所说的“正反合”三段式中反的阶段的时候，才发觉自己
心理深处真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我时常追问我自己：
我所追求的一切，我所放弃的无奈，是否都是随着我的本心
而没有违背？是否都值得？知识本身并不是智慧，智慧是通
过对问题本身的追问而通达到的一种境界。

读罢此书，我知道《庄子》还只读了个皮毛，或许连皮毛都
还没到达，以后的路还长些，还得长久的读下去。

读书笔记:

1.庄子其人

庄子其人不为名利所困，逍遥一生，无牵无挂。虽贫穷至极，
但不为困顿所累，庄子告诉我们：“读书人有道德理想而不
能实行，这才是困顿。”、“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
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对于物质上的富有庄子告诫
我们：“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中的分
量。”对于不能按照本心生活的人庄子说：“是别人给了我
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自己看不破名和利呢？”

2.境界的大小

真正的大小不仅仅在于眼界中，而在于心智上。而境界的不
同，决定了人们思维的方式。如何获得大的境界呢？打破束
缚自己心智的常规思维。而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呢？问问自己，
终其一生，是否看到了自己的本心，看到了自己真正欢欣的
东西。而如何看到自己的本心呢？无忧是佛，活在当下。把
这个世间天大的事，都把它看下了，而把自己的灵魂放到无
限大。

3.如何超越



我们生活的现实无非名利二字，所谓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很
多时候我们置身茫然之处，无法看清自己的目的、方向和眼
前的权衡。乃是由于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而
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超越，需要拥有的是一颗空灵的心境，
让自己的眼睛敏锐起来，才能在不经意之处发现人生的至极
大道。

不同价值观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情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
人生感悟。

你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呢？第一是理性：人的心中要有一把尺
子做人的底线，不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第二是感性：
每到一处，每见一个风景，心中便有一种悲悯之情自然发生，
一种欢欣之意自然流露。

不要以你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的心中带
有成见。

4.怎样认识自己？

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往往是最难认知的。而只有我们自己，
离我们自己最近了。庄子在《人间世》中告诉了我们一种方
法：心斋。也就是养心。是让我们的眼睛，不仅仅看到外在
世界的广大，更应该留一份给自己的心灵，去发现自己本初
的愿望。第二种方法是：自知之明。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
宠辱不惊。

5.路在脚下

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我们可能
极其普通，当内心要有一种人格的力量，它不是彰显外放的
才华，它是一种和缓的凝聚力。

6.对于生命的态度



庄子乐生，不惧怕死亡，但也决不去找死。因为，生和死不
过是一场生命心态的变化。人的生命可以消耗掉，当人的思
想却可以流传下来，对于庄子来说，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
个生命。

7.外化而内不化

庄子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外表变得随和
融通和放下，但是他的内心要有真正不化的东西。

8.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志

一个人只有释放了自己的本性，顺服自然才能不被疑惑。所
谓利令智昏，当利能够令心智混掉，心中就不会再有洞明清
澈的智慧，一切迷惑将使得我们改变本初之性。

9.人生的心态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面对生命，我们要有一
种旷达的态度，就是达生。不要太看重外表的东西,因为那只
能让自己变得笨拙。人世间真正高明的人，向上可以看透苍
天，向下可以看清黄泉，世界万象了然于心，在任何时候都
可以神色不变，气定神闲。好的心态需要历经三个阶段：忘
记名、忘记利、忘记自己。

10.自然之道

人会遭遇太多太多的事情，一切机遇会来，一切风波会走，
在每一个机遇中把握自己，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合乎大道。

对于人生之规律：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



庄子的读后感篇九

《庄子?秋水篇》以河神和海神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揭示了一
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认识和作为会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
因而很有限。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意义，一个人在任
何时候任何阶段都不可以不学习，或有学而自满的心态。我
们应深知学无止境切勿自满。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知识要学习，因而
我们要学无止境。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学会
走路说话，再就是学会建立对社会的信任感；当我们读小学
时，我们要学习语言汉字及其拼音，学习数学加减法。当我
们上初中时，我们要开始接触和学习英语，开始接触数学几
何、物理知识等等；当我们读高中时，我们要学习更深入的
各类科目的课程，以至于能让我达到拔高的境界；到了大学，
面向我们的是各类专业性学科，我们要开始深入学习这些以
后职业生涯高级工具；当我们工作了，要学习各种职场的行
为和方法技巧等。人生也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的学习和拓宽，
才有了进步和发展，也只有了进步和发展才会使自己的人生
更有价值。

时代在进步发展，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只有不断的
更新自己才会跟上时代步伐，不被社会所抛弃，因而不能固
步自封要学无止境。马克思说：“事物总处在变化发展
中。”如遗传变异，或水生发展到陆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
适应环境的就生存下来，不适应环境的就被自然淘汰。人生
活在社会中也是这样，一出生，慢慢学会走路、说话，在成
长的过程中慢慢接触到各种事物，要不断学习很多的东西，
如处理日常事物、人际关系等等。有的人善于了解、学习，
于是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有的人却固步
自封，懒于了解、学习，结果遇事时不知所措，被时代、社
会所抛弃。这样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数不胜数。孔子集群
贤之大成，振玉声金，却仍不断地学习，其“三人行，必有
我师”就是他行动的一个写照！若非如此，孔子能从百家中



脱颖而出成为儒家的创始人吗？跨栏飞人刘翔，虽有飞人之
称，但仍毫不怠懈训练，为了向更高的目标挺进，忍受着脚
踝疼痛而不畏，依然坚持艰苦的训练。也正如此，才会有新
的破纪录诞生。相反，我国古代一个叫江淹的人，年轻时才
思敏捷，文笔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为当时的人所称道。
然而，到了老年之后，他却很少写出好文章，后人戏称
为“江郎才尽”。他晚年写不出好的文章难道真是什么“才
尽”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他成名之后不再努力学习
有关罢了。

人生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所以要学无止境 切勿自满。
庄子曾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翻译成现代汉
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我觉
得庄子说得太对了。一个人从小开始学习，学吃饭，学走路，
学文化，可是他一直到死也还没有把很多东西学到，只好带
着遗憾离开人世。所以，知识对我们来说，是比宇宙还要大
的，是无边无涯、无穷无尽的，我们每个人在知识面前谁都
没有资格自满。

总之，学习是终身的事，是永远不能说停止的。任何一个人
对待学习，既不能半途而废，又不能如井底之蛙，骄傲自满，
夜郎自大，而是要牢记：学无止境的道理。学而不骄、学而
不弃，只有这样，才能每有所会，才能不断为社会和人民做
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庄子的读后感篇十

《庄子》的《齐物论》我认为是很难啃的一篇文章。这篇文
章，哲学味道太浓，而且辩证的观点也是分分钟把我整迷糊
了。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无者者。



反正我的脑回路，已经无法再去想象那个更早更早的时候了。

《齐物论》里“既使我与若辩矣——”的这段，今天读着有
了一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首先，庄子提出辩论的胜败关乎对错吗?

其次，庄子提出辩论的对错由谁来判断?

而庄子的论点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受其黮暗”。

这一句我不认同译文的意思。我觉得这句的意思是“我和你
互不知道真实意思，所以两个人各受自己意识的限制”。

《金刚经》里有一句比喻: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如人有目，日
光明照，见种种色。

这两句比喻，我觉得可以解释“受其黮暗”，就是人无法看
见无法看清楚的意思。

所以我理解庄子得意思是，人和人不相知，所以互相不能正
确理解。

也正因为不能互相正确理解，所以才需要一个第三人去做判
断。

这让我想起来《三体2-黑暗森林》里的黑暗森林法则。

《三体》里，三体人是意识交流，所以他们没法隐瞒真实想
法。而地球人是语言交流，所以咱们可以隐瞒真实想法。

黑暗森林法则说的是，在猜疑链的基础上，黑暗森林里先暴
露的一方会成为另一方的猎物，或者说先暴露的一方会被消
灭。



《齐物论》辩论的这段，其实完美的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猜
疑链:

——我和你观点不同，如果让和我观点相同的人则无法公平
判断、如果让和你观点相同的人也无法公平判断、如果让和
你我观点都不同的人或者和你我观点都相同的人均不能公平
判断。

所以到头来，两个观点相异的人，是无法从第三人处得到两
个人想要的判断的。因为第三人经受不住猜疑审查。

无论第三人持各种观点，他首先被辩论两方从上到下从里到
外进行了审查，而审查结果就是无论如何，第三人都没有判
断资格且无法做出公正判断。

而回到辩论最初，会发现，辩论判断的基础其实就是猜疑链，
因为我和你不相知。因为这个不相知，所以就进入到了猜疑
链。因为两个人进入到猜疑链，第三人也进入到猜疑链，而
后所有人都进入到了猜疑链。

又因为猜疑链，每个人失去了获得绝对公平的机会，因为没
有任何人有判断资格。

这一段让我想到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我想因为猜疑链的
存在，实际上实体正义无论如何会有一方不认可，因为终归
有一方甚至可能是双方都质疑第三方的判断资格，所以程序
正义显得尤为重要了。

《齐物论》关于辩论的这一段我读着似懂非懂，隐隐约约，
随感而发，越是想越觉得深奥，不得不感叹庄子的智慧，也
感叹庄子对人性的参透。

三体人虽然历经苦难，一心想寻一个稳定星系发展和延续他
们的文明，他们进化出了透明心智，不得不说，上帝给他们



关了一扇门却也打开了一扇窗。而地球人一直在一个稳定星
系安稳的发展，我们却受猜疑链的困扰，总是在互相猜疑争
斗，彼此消耗。

庄子虽然没有去想象地外文明的样态，但他对于人性也是看
的透透的了。所以他才无法给出一个解，只能留下一句
问“而待彼也邪?”

好像在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人心便是天然的鸿沟啊！

以上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