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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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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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有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张琴，一壶酒，一溪
云。梭罗在《瓦尔登湖》写道：我想饮更深的水，想去繁星
铺底的天河垂钓。《瓦尔登湖》以思想的斧凿打穿现实的铜
墙铁壁，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扇窗，他无心劝导他人，只真
诚地给我们读者抛出一个凭窗遥望的。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压缩了地理和疆域，喧哗浮躁的风沙早已
弥盖了心灵的沉静。梭罗挣脱时空的藩篱，将身心远离尘嚣，
追求在自然的安谧中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找寻一种更诗意
的生活方式。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
修篱种菊。在长达两年的里，他以自然为友，在小木屋旁开
荒种地，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他崇尚自然，乐于湖水、
和飞鸟，闲来或在船上吹笛，或在湖边垂钓。

《瓦尔登湖》已出版一百六十多年，而今时代巨变，社会发
展迅速，人类世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繁华发达无所不在。
然而，瓦尔登湖在仍未被人们所遗忘。初读时不知其中诗意
的添补，正如徐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读它，有时会将信将
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渐渐和恬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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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人世，
却在瓦尔登湖的夕阳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都要去找寻并坚守内心深处所热爱的生活，终有一天，
你历遍的山河会全然化作尘埃，当尘埃已铺满你的目光之外，
再也看不见海，愿你也停不下来，心里那泓湖水还在，那里
风清月朗，湖光十色，那里日暮温柔。

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篇二

当我读完《瓦尔登湖》这篇文章时，我的心犹如大海般不能
平静。

这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那时正是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时期，
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追逐利益，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使自己，
获得更高的权利和更多的金钱。工业文明、喧嚣社会挤压着
人类、侵蚀着人性。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毕业于哈佛的这位
智着，他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无人居住的瓦尔登
湖边的山林中。他特立独行，怀着一颗向往自然的心，宁静
地踏上了这段心灵的路基。而在这个被成为“神的一滴”的
瓦尔登湖的土地上，他坦然在空间里，孤独在思想中!

“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暇的余地。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
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从红日
东升直到艳阳当头的正午，坐在这一片松林，山核桃树和漆
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

他静静的卸载城市的喧嚣，用心写下孤独。每次看他的书都
是一种震撼，他思考人生，让我的心如净水般澄澈。他让我
感到敬畏，原来一个人的生活这里是这样的，他的一生是如
此的简单而又芳香扑鼻，虽然短暂而又意蕴深远。他的精神
世界绚烂多彩，而且是精妙绝伦，世上这样的智者怕是中有
些许吧。



梭罗短暂的一生中，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
出来来深入生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
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和意义。做生命的舵手，扬帆远航。他认为：假如人们能过
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的焦虑来扰乱内心
的宁静。所谓明天，即使时间终止也永不会来临。使我们视
而不见的光亮，对于我们就是黑暗。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
会破晓。来日方长，太阳只是颗启明星。

他提倡俭朴生活，并不是让我们要粗茶淡饭或是节衣缩食，
而是想要让我们多听听新的节奏，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只是孤独，恬静，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

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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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年3月，梭罗来到瓦尔登湖，动手搭建一座十英尺宽、十
五英尺长的小木屋；7月4日，也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终
于如愿以偿地开始了那段在后世成为传奇的独居生活。两年
后，他带着在湖边生活时完成的书稿，永远地离开了那座亲
手所建的木屋。之后七年间七易其稿，直到1854年8月9日才
正式出版。

这部著作区别于先前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征，是其对自然巨细
靡遗的描摹和引申。大至四季交替造成的景色变化，小到两
只蚂蚁的争斗，无不栩栩如生地再现于梭罗的生花妙笔之下，
并且描写也不流于表浅，而是有着博物学家的精确。

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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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梭罗的湖。――题记

《瓦尔登湖》写于美国的十九世纪。那时美国继政治独立之
后，精神、文化从欧洲大陆的母体脱离而真正实现独立，可
那也是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大部分人过着沉默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即是根深蒂
固的绝望。但其他清醒的人都懂得――没有什么能阻止太阳
升起。与此同时，瓦尔登湖也迎来了一位急流勇退的朋友，
他就是――梭罗。

他纯粹而自由。两年又两月的独处生活，难道不会感到寂寞
吗？梭罗不会，因为他早已和自己成了挚友。用文字描绘自
然美的趣味，用心热爱自然，他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卸载城
市的喧嚣，安装原始的快乐――天作棋盘星为子，地作琵琶
路为弦。独处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来修炼自己，以真正的精
神读生活的智慧。

“我仿佛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一个只属于自己
的小小世界。”

他勇敢而豪迈。当人们竭力铸造着自己金钱的桎梏时，梭罗
却在竭力丢弃物质。他反叛大胆地提出，一个人能够放下的
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这不是要让我们粗茶淡饭、缩衣
节食，而是试图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告诫我们――简化物质的
欲望，重视精神的空乏，减少对同类温暖的追求，腾出时间
和精神来深入生命。

这是他别具一格的“节俭”之道，“我宁可总是保持清醒，
而沉醉的方式是无穷的。”

这些如水晶一般通透的思想，梭罗还记录了许多。终点即起
点，四季轮回正是生命的苏醒沉睡......



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浮躁不安的时代。物质高速发展，欲望
空前繁杂。多少人成了生活的奴隶，一生是由失望垒成的城
堡，甚至是由绝望筑成的城墙。与其这样，为何不摒弃这些
无价值的浮躁，还灵魂一份澄澈。尽管无法像梭罗一般选择
隐居，也给自己更多时间回归自然吧，它是令人宁静、安心
的。

我不得不将梭罗比作一棵树，我们可以从树的全部意义上来
理解这句话――它不断迸发的枝条，它的蓬勃向上，它努力
扎进土壤深处的根须和承受阳光雨露的绿叶，尤其是它的独
立性。他可以仿若一棵树般独立自由，生长壮大，最终枝繁
叶茂，纯粹强大。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吧，我们应该成为我
们自己，成为自己的梭罗。

合上封面，夜已深沉。我仿佛自那遥远的湖中引来了一泓清
泉，它悄然汇入我的胸膛，我的心中也有了一个小小的“神
赐之滴”，它时刻让我的心灵得到淘涤，让心灵单纯。

正如何怀宏先生在代序中所言，“世界上有多少个窗口，就
有多少种生活。”我阅读得还很浅薄，我还在塑造我的生活。

梭罗瓦尔登湖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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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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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渐渐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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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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