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水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秋水读后感篇一

《秋水》中，“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至于北海……望洋向若叹曰：闻道百，
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尚书》曰：“满招损，谦得益”人们无论身处何种状态，
面对人或事，都应该本着谦逊的态度。狂妄自大，骄傲自满，
是人性劣根的体现，不宜提倡。

文章开始，河伯骄傲自满的情绪达到了极至。一个“尽”字
充分体现了此时的河伯片面的、绝对的、主观的看问题、看
这繁复的大千世界！孰不知，此时的河伯只是身处无数江河
之一的黄河……河伯在有限的空间里，以为“天下之美尽在
己”。使河伯过于自负，这是一种见识的浅陋。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无论观察人或物都要用全面的、
客观的，发展的观点。只站在个人主观的、狭隘的立场上看
问题，就会犯河伯那样的错误。我们更不能骄傲自满。为自
己取得点滴成绩而得意忘形。要跳出自身主观的狭隘圈子，
开阔视野。骄傲的人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河伯至北海，面对无垠的大海，在现实面前惭愧自责。这种
勇于纠正自己错误，谦虚的态度是可贵的。今天更应提倡。
画家齐白石，当看到明代徐渭的画作时，佩服得五体投地，
遂刻了一方印章“甘为青藤门下走狗”其虔诚、谦虚的态度



令人敬仰。通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前无古人的一代国
画宗师。如果河伯没有改变骄傲的心态，那么，他将永远看
不到大海，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渺小，那将是更加悲哀的！

宇宙之大，人是渺小的，人生是有限的。但是，人类讨论价
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既人类应该如何认识外部事物的认知
行为是无限的。这也是庄子《秋水》留给后人的中心课题。
我们应该怀着膜拜的心，谦虚的向大自然求教，去探讨发现
真理。

我们只有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态度，人生之旅才能受益
无穷，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虚心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
术，才能巩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才能建设好真正的和
谐社会。

秋水读后感篇二

《秋水》是《庄子》中篇幅较长的一篇，全文从河伯与海神
若之间的对话开始，以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上的故事结尾，
中间又杂以孔子和公孙龙的故事，貌似没有支点的和主题，
延续了庄子一贯的风格。但是，看完全文后却不会产生错乱
的感觉，因为庄子在其中埋藏了一条隐秘而连绵的线索――
那就是庄子希望告诉我们的处世态度。

近来，学业开始繁忙起来，难免由心底升起些许急躁，其实
静下心来，回头看看却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免有些沮
丧，于此就倍添了对于庄周的羡慕。在他看来，世间万物或
大或小，都因为命运的限制而不能看清自己，就像河伯一样。
人属毫末，只需安于自然天“道”就好。譬如海神说“夫自
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又说“井|不可以语于海
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
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澹观于大海，乃知尔，
尔将可与语大理矣。”有时人生的迷雾“只缘身在此山中”，
参悟了大道，就不再迷惘了，孔子在匡的游历正是这样一个



例子。

最后，庄子与惠施的故事放在这里也就不显得突兀了。对于
庄周来说，河流比之沧海、人比之万物、天下比之天地，都
是毫末，对于天下的争夺和名望的博取更是嗤之以鼻，因为
他们是在以有限的智慧去追求对他们本身来说过于大的东西。
如此，我也了解了我的繁忙与疲敝，只是我追求的窥度了而
已，要适度，要控制膨胀的欲望才行啊。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庄子所说容易让人想起“一切都是
命运，一切都是烟云”，看来也只能是浅尝辄止了。

[秋水读后感作文]

秋水读后感篇三

庄子是道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章写得出色，善
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个道理，《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
我读了《庄子·外篇》中的《秋水》，深有感触。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秋雨应时而来，百川流入黄河，黄河
主流加宽，两岸和河中沙洲之间，辨不清对岸是牛是马，于
是河伯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壮美尽在于此了。河伯顺流东
行，到达北海，向东望去，看不见水的尽头。于是河伯改变
了沾沾自喜的面容，对海神感叹道：“俗语有这样的说
法，‘听到过上百种道理，便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话，
说的正是我啊。而且我曾听说有人认为孔子学问少，还看轻
伯夷的义行，起初我不信，如今我目睹了这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若不来，那可就危险了，我将贻笑大方啊。”

河伯少见多怪，知识浅薄。后来，看到了烟波浩淼，水天相
接的大海，才自知不足，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知识浅陋。

河伯是仙，都会因为小有成就而沾沾自喜，何况我们是普普



通通的人呢？宇宙无穷，而我们只懂得了很少的知识，知道
了极其有限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探索，去发现，
去了解。世界如此之大，我们却如此渺小。因此，我们不能
坐井观天，不能因其环境所困，不能因其所受教育束缚。河
伯从河岸边出来，看到了海，才望洋兴叹，而我们则要向远
处看，走更长的路，长更多的见识，千万不可以满足于现状。

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因小失大。

比如说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起义军杀敌勇猛，于公元1644年
农历三月十八日攻进北京城。明朝灭亡了，但是李自成和起
义军被这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士们不再像以前那么守纪了，
整天吃喝玩乐，听歌赏舞，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的对手——
一直想打进山海关的清军。后来，吴三桂联合清军向起义军
发起进攻，竟没有一位将士肯应战，李自成只好亲自出马，
仓促应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前前后后，李自成只在北京住
了四十二天。短短的时间内，就使这支强大的队伍失去了战
斗力，原因在于起义军和李自成自以为已经胜利，有了荣华
富贵，不用再担心什么，只管享乐，放松了警惕，最终败在
清军手里。

从古至今，骄傲的人是永远不能成功的，这是真理。山外有
山，人外有人。所以，我们在做成功一件事后，应该记住如
何成功的经验，不可以轻视比你差的人，也许有一天他会跟
上你，甚至超过你。还要向比你更优秀的人学习，在他们眼
中，你的成功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我们要学无止境。做到了
这些，那么你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才能成为一个知识渊博、
懂得大道理的人。

秋水读后感篇四

《秋水》中“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
之所劳”的，在庄子看来不过是“犹小石小木在大山也。”
尘世间功名利禄变得可笑，诸公衮衮像红尘的丑态嘴脸成为



社会的主体，叫庄周如何不幽愤?但他将对现实的失望化为木
简上嘲讽激昂的文字和思想中案例剖析的材料，让文以载道，
从社会的泥滓中飞出悠然的蝴蝶，于是濮水曳尾，漆园傲吏，
终成了南华如诗的篇章。

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庄子《秋水》中河伯很符合当
下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的形象，自负狂妄，目中无人;而海若虚
怀若谷，有容乃大的精神是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化身。对比之
下不仅感慨，当时离我们是多么远，又是多么近啊。受现代
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濮水边拒绝楚王的庄子很容易被看
做不思进取消极怠慢的自由主义者——可我们是多么需要自
由的心灵世界啊，现实的实用是一缸水泥，凝固了，就会永
远冷下去。几千年前，庄子拜见惠施却反被搜捕，几千年后，
有人证明嫉妒者的本质是恐惧失去;然而庄子早就用鹓鶵栖梧
的寓言告诉世人什么是真正的高贵，不是富贵名利，而是保
持自我。濠梁之鱼的故事充满了喜剧的辩证色彩，虽然照唯
物论的观点谁也不能窥探心灵。如果撇开哲学，从诗意一点
的角度看，庄周看到鱼儿高兴，仅仅是因为天朗气清，游目
骋怀，河面碧波粼粼，河岸郁郁芊芊，庄子的心境替外物涂
了一层明丽的光辉——鱼儿乐不乐不是我能指认的，但我看
着它就觉得它很快乐。若干年有个叫王国维的替这种把感情
加给生物的意境起名叫“有我之境”，是耶，非耶，化为蝴
蝶。

《秋水》是庄子哲学思想方面的一篇论述，包括了他寻求个
人自由“全性保真”的处世态度，和他辩证的宇宙观两个方
面。

“濮水钓鱼”是庄子自由精神的直接体现，面对浩瀚的人世，
是寂寂漫漫，还是庸庸碌碌。选择精神的欢乐颂就意味着一
种和凡尘的剥离，只因为战国是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即使如
此，庄子依然要选择剥离。拒绝小吏，就是关闭了通向红尘
的大门，红尘中不止有虚左以待的楚相之位，也有集体的认
同，时代价值的体现，然而他关上了通向那些的大门，打开



了另一扇名位“性灵”的窗，窗外，白鹭在湍流中戏水。

秋水读后感篇五

庄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大师,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
家、哲学家、政治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老子的哲
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不过，
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因此后世将他与
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说明一些道理，由
他所著的《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

《秋水》一文，出自《庄子·外篇》，《秋水》一文，洋洋
三千余字。在那个刀雕竹刻的时代可算是非常长篇的东西。
他用寓言的方式，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引申出《齐物
论》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非的无限相对性和人
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之
一，所以，本文旨在要人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追
求名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

庄子把事理的`无穷性与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宇宙的无限性与
具体失误的局限性对照起来分析，显示出他对于绝对与相对、
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有着高度的灵活性，这对于人
们突破认识上的局限性，从而临武到天地宇宙的无限广大性，
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庄子流畅的文字下，所显露出的不朽
思想，显然是只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学习和思考的。

他用寓言这种活灵活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中的许多道理，
譬如其中的《秋水》，从“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到“不
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就是以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话，来
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沾沾自喜，不能以偏概全，因为我们要
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河神，会因为小成而沾沾自喜，
河神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凡人呢？可是，许多人因不明白这
个道理而因小失大。



从古至今，骄傲永远都是成功的最大敌人，这是永恒不变的
真理。只有谦虚谨慎，虚心求教，才是成功的最佳路径。千
万不可以自满于现状。

接下来，他们又开始谈论事物间的虚实关系，夏虫不可以语
冰，是因为冰雪对于它们来说太虚妄了。井中的青蛙也不要
和它谈论天地，对于井蛙而言，天大也太过于虚妄了。确实
如此，举例来说，比如说教育，在有些时候，这些的虚妄的
东西在我们身边还真是太多了。于是，就要怪，学生会说一
套做一套了。就要怪，学生不遵守包括交通规则在内的许多
规则了。但是反过头来，看一看，似乎身边的许多事情确实
都是如此。

下面，他们又讨论到关于事物间的大小关系，天地算是大的，
然后比起宇宙来真是沧海一粟。江河算是大的，但是在大海
面前却又显得渺小。

庄子用我们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体，用河神与海神之间的对
话，引申出《齐物论》中的观点，极力论证万物的大小、是
非的无限相对性和人生贵贱、荣辱的极端无常性，又以易懂
的文笔，告诉我们，做人要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不要为了
追求名位、富贵等等，而伤害天然的本性。也告诉我们做人
要虚极静笃，谦虚谨慎，不可骄傲自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