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读后感(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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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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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遇到这篇文章是在高三语文课选修本中，那时它本不
在考试范围之内，但兴趣使然，我便深入地去接触和了解这
篇盛誉千古的文章。老实说，在看了庄周梦蝶，鹏徙南冥、
曳尾于涂的典故之后，我非常震惊与于他讲的这些不是故事的
“故事”，它们让我感觉如沐春风，已然置身事外，乘浮云
一览众生。

许是经历的大大小的挫折多了，压力大了才能感到点庄子所
营造的那种超然轻脱的意境，多么令人向往和痴迷。庄子的
著作有时是人类灵性的睿智与才情的发挥，有时是扎根于无
可奈何之乡，强梁霸道之世的奇葩，有时又像是服用了可以
升天的`仙药奇符。服了此药，你是麻木不仁、冬烘结石，是
抱月凌风，羽化登仙，是鹤发童颜，尽数了然，还是痴迷错
乱与精神分裂。很想向庄子的汪洋怒肆、纵横驰骋、尴尬无
奈，深者世事却飘然转身，智高三等、不拘一格，气象万千，
文才倾泻的人格特色接近再接近，很想像庄子一样，在面对
名利权势诱惑的时候，不囿于外界规则大声说“不”!这样遵
从内心的生活好生自在！

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中，绝对自在的生活要么不能实
现，要么就是代价太大。当然理论上每个人都有这样选择的
权利，但问题是你的内心是否经得住现实社会的各种考验选。
选择本身很容易，但要作出负责任的快择却很难，这一点我



曾深刻体会。你总得为自己所谓的前途，得在乎父母的愿受，
你还得克服对外界的物欲。我很羡慕庄子那种超越常人的勇
气，不惧自己今后生活孤独潦倒。我觉得这种能够选择则自
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源于对自
身实力的底气和对目身需求的了然。要超脱先得看透，要看
透先得明白！只有自己内心极度认可和笃定这种想法，才会
不顾层层阻碍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抉择。

除了庄子的勇气和大气之外，思想的深度度也是他人格魅力
的一个重要侧面。老子与庄子对于道的想象与论述，与数学
家对于无穷大和无穷小的论证发挥极为相似,激动，超越，甚
至悖论，无不令人耳目一新，拍手称快。令愚者疑惑茫然，
令智者的觉悟大大提升。无穷与永恒是现实的存在,你我都生
活在其中。因为我们不能给自己的空间向外延伸划出局限，
正像不能为过往划出局限，同样不能为未来划出面限，即我
们都生活在个溯前无边，预后无穷的天地，我们的敬畏与崇
拜，同时万事万物，都是有限有穷的，从而亲切用确、摸得
着抓得住，可以感知的具体。与无穷比，它们都是趋向于零，
与零比，它们都是趋向于无穷，而局限与具体的总和与发展
是无穷的。

我们本来可以收到，既能从思辨精神上达到无穷大的宏远，
又能珍惜实物的有形有情有体有用，无穷与零，这是两个激
动人心的概念，但也是会让一部分人摸不到头脑的概念，用
心掌握好这两个概念，我想我们会活得更明白。

庄子读后感篇二

今天总算看完了庄子的智慧，得到很多感悟，人生两大关口，
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也；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
非君也，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也。我们的父母是一种无法割裂
的亲情，臣是自己与他人，君是自己与他人，人与人的关系
也是不可逃避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
们在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安之若命，我们必须



要好好想想。庖丁解牛告诉我们，人为刀，刀为心，社会为
牛，你怎么样对待社会，社会怎么样对你。以无厚入有间，
无厚是无我，有厚是太自我，我就是太过自我了。有间就是
空隙，就像人体的穴位，刺之而不伤其身，社会的.有间在哪？
我们找到社会的有间，才能如鱼得水。但这需要我们自己寻
找，观山为山，观山不为山，观山还是山，人生境界啊。我
很早就读过庄子，我只看到了逍遥，所以我是轻浮的，只看
到无奈是沉重的，看不到无奈是肤浅的，只看到逍遥是轻浮
的，看不到逍遥是庸俗的。我是肤浅而轻浮的，但还好我不
是庸俗而沉重的。()应该改变下，那就需要行动了啊！我行
动力又不怎么好。散木樗材是我曾经用过的昵称，表示无用
之用，无为而无畏，今天再看，更多的是管理学的感悟，万
物皆有其用，无用之用，物尽其用和用物之大用。无用就是
换位思考。

最后是哲学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明白，存在不是存在者，
存在者是存在者是因为存在，存在是存在本身，存在为无：
道不是物，道生万物，道是道本身，道即为无。无中生有，
无就是最本源。我感觉：道生一，一就是存在者，一生二，
二即为相对者，二生三，三就是旁观者，无尽的三是万物。
还有一句现象背后无一物，现象就是本质，存在就是存在，
道就是道，爱就是爱。我好像明白我为什么爱我女朋友了！

庄子读后感篇三

读完《庄子这一班》，书中的每一则故事趣味盎然，以及倾
诉不尽的奇闻妙事。让我了解庄子是一位心无挂爱、洒脱安
闲的人。

故事内容中有说到鲁国有一位名叫单豹的人，住溶洞饮泉流，
少私寡欲，七十岁了还有婴儿的容色，却不幸遇饿虎，被虎
吃掉躯身了；还有一位叫张毅的古人，住在闹市，日子繁忙
热络，却遭病毒腐蚀身体内部而过世了。人无法挑选出世，
更无法挑选命运，但是不幸仅仅一个进程，只需咱们好好看



待自己的`人生，从失败或是不如意的事情中，对自己充满信
心，人生就是宽广的路途。例如：创造大王爱迪生通过无数
次失利才创造照亮漆黑的电灯；他们就像一个不倒翁，推倒
了仍是会自己站起来，只需不畏艰难、尽力爬起来的人，最
终必定能成功。

咱们日子在实际的社会中，贫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提示
人们莫忘照料贫穷的人，多多尽自己的力气，去协助需求捐
助的人，才能够到达最高的境地。书中说到海龟有海龟的高
兴；井蛙也有它的快活，但是把自己拘谨在狭小的日子空间
里，就无法了解国际，看看国际是多么之大、多么广阔呀！

只需咱们踏出胸怀的一大步，多探究这国际，打开胸怀去承
受的人、事、物，信任会有更夸姣的未来。

庄子读后感篇四

本书采取一书一人物的形式，以活泼、轻松的笔调，让读者
看这些高居云端的先人们走入凡间，走入我们的生活里，和
我们一起探讨这样一些深层的问题：我们所遗失的智慧在哪
里？我们是否太粗心，以至于让智慧擦肩而过？我们的生活
是否因为充塞了没有生命的'资讯而失去了生机？我们的人生
是否应该做某种程度的调整．以和古圣先贤取得精神上的联
系？《庄子，你在说什么？》一书，是以故事为表现形式，
并且在每篇的文末都附有小小的生活智慧，供读者借鉴。

最初知道庄子，是从一首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
杜鹃”。书中每个故事深入浅出，短小精干,确实引人入胜。
庄子所代表的思想，在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对于浮躁而
又忙乱的我们仿佛是注入一股清泉，也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
庄子说过,一个人能不能达到彻悟,是与他的阅历及悟性是分
不开的,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无法像庄子般成为神人，
所以只能望其项背。小人为利，士为名，大夫为势，圣人为
天下。只不过目标不同而已，每个人的人生信条不一样而已。



但小人也好、圣人也罢，最终逃不了一死，还是在有限的生
命中追求自己的想得到的生活吧，不要被世俗而左右。懂得
享受人生的人是最快乐的。先人的智慧有如流水，有的人看
见水奔流不息，就想到应该学习它，不舍昼夜地奔赴理想；
有的人看见水滋润万物，就想到应该效法它。源源不断地养
护生命。先人的智慧，因为有你的思考，不再是死的资讯；
先人的智慧，因为有你的学习和效法，活在你人生的每分每
秒中。

庄子读后感篇五

记得有这样一句歌词：“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纷扰看个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也许是当今置身于纷
扰错杂时代的现代人的共同心声。可现代人究竟怎样才能借
来一双慧眼呢？明确的回答是：“嘘英吐华气韵勃然的《庄
子》之智慧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当我看到这一段前言后，满
怀好奇之心买下了这本《栩栩然胡蝶——庄子一日一语》。

回到家中后，我翻了翻这本书，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知道
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秋水》”我对这句话感到不解，心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呢？它又有一个怎样的典故呢？之后我便在网上查了查资料，
从资料上，我得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认识“道”的人必定
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必定明了应变，明了应变的人不会
让外物伤害自己。在网上我还看到了有关这句话的一个相关
典故：相传，汉文帝执政时，有一次他问起中央政府的税收
情况，右相周勃答不出来，急得汗流浃背。这时左相陈平上
前代为答道：“此事各有主者。”意思是让汉文帝去问专司
其职之人。汉文帝当时很不高兴，便问陈平：“各事都各有
司职之人，那要你这宰相干什么？”陈平从容的答道：“宰
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
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从这个
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平是真正的`知“道”者，所以才能
从容应变。在日常我们的考试中，也要学习陈平的这种从容



应变，不能遇到什么事就发牢骚，向后退，向困难低头，这
样只会一事无成。

闻一多曾经说过：《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
了和煦的、郁蒸的各种温度的情绪。是啊，《庄子》这本书
不仅语言挥洒自如，使人陶醉；而且思想恢宏博大，与世同
俗，让人受益匪浅，就是因为如此，它也才能深受读者们的
喜爱。

庄子读后感篇六

有人说学习老庄是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那些积极入仕一路
顺风的人往往更推崇儒家。连鲍鹏山都说“庄子，在我们无
路可走的时候”，可见老庄的思想确实是可以消人忧愁，减
人烦恼的。也许因为此，老庄的思想便被赋予了淡淡的消极。
不顺，心烦乏时，老庄便是良药；顺意之时，又哪管道家是
什么呢！

可是事物都是两面的啊。假使用佛家的机锋来解释，消极就
是积极，积极便是消极。老庄也一样，淡泊名利、不求功名、
不念生死、顺乎自然似乎是一种不追求，无追求，一种消极
之心隐于其中；追求逍遥、释放本性、心随性至、坚守本心
似乎又是千百年来文人志向的追求，又是积极的。只不过积
极入仕的文人追求功名，这便是儒家；消极避世、追求本心
的文人回归自然，这便是道家。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儒
道两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有追求，只不过追求的对象
不同罢了。

可无论归隐之人如何说其此行为旨在追求本心，他们归隐的
根源往往都是因为不得志吧。若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拥“颜如玉”、住“黄金屋”，又有几人仍会追求本心而放
弃这些呢？所以老庄便常常在文人失意落魄无路可走之时，
闯入他们的世界，以追求本心来掩饰官场不得志的`落魄，这
么说来，老庄真的又是消极的了。



说来说去，似乎什么都没有说，可事物的真与假、善与恶、
美与丑、积极与消极不都源于内心么？内心是怎么看的，事
物便怎样存在。只要内心是积极的，采百家之长，必也是一
种积极的思想了。

庄子读后感篇七

《逍遥游》是庄子的代表作，在《内部》中排名第一。逍遥
游意味着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漫游永恒的精神世界。他追
求自由的心在幻想的世界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
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一首《逍遥游》，一首追
求抑郁灵魂的歌。全文若即若离，疏而难分。

权利分为三段，便于分析。从第一段到圣人无名。作者采用
了先讨论后立的写作顺序。首先，他描述了一系列具体的事
情，生动地解释：无论是摇晃的乘天大鹏，还是起飞的蓬松
小雀，无论是晦涩难懂的短命朝菌，还是春秋八千的长寿大
椿，虽然它们之间有不同的大小和长度，但它们是相同的依
赖和期望。他们不能自由旅行，也不能进入绝对自由的境界。
然后通过三个层次的人物反复申报绝对自由的罕见。

第二段从姚让世界在许由到失去世界，主要着力塑造神人形
象，使逍遥游的至人形象具体化。作者首先通过渲染姚让世
界的事情，表明你的思想观点不够贵，权力不够珍惜，然后
通过许由之口提出自己的政治态度：给世界无用！然后，通
过肩武与连叔的对话，创造了皮肤如冰雪，绰约若处，不吃
谷物，吸风喝露，乘云，御飞龙，游遍世界的神人形象。这
个神人就是上面提到的至人，是庄子逍遥理想的完美体现，
所以庄子给了她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

庄子不能忘记这个世界，所以他写了姚让世界和其他世界；
我不能忘记我，所以我写了我和惠子辩论的是非。这是全文
的最后一段，庄子和惠子的.辩论非常生动幽默，有用无用，
小用大用。庄子认为小用不如大用，无用就是大用。只有无



用，才能物无害（之），永远在无家可归，广莫之野中自由
游泳。其实也指出了无为是通往逍遥游的途径，从而结束了
整篇文章。

简而言之，在一系列虚构的故事和形象的帮助下，庄子的
《自由之旅》否认了自由，提出了绝对自由的领域，创造了
一个神的形象来具体化它，并指出无为是实现这一领域的一
种方式。虽然阅读这部古代作品需要很长时间，但最终有如
此大的收获真的很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