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威森林读后感(汇总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实际上我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听说过了，但是看着前面
的铺垫却是觉得平淡无味（可能是受到以前看的国产爽文太
多变得不懂得欣赏），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沉淀我也不再是
以前那种心浮气躁的人了，所以我沉下心去看了这本，顺便
把其他的也下下来了，可能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不用实体书，
其实我以前也是挺喜欢的纸书的味道和手感，只是太难拿，
而且我买过的书也不会再重温，毕竟书这种东西重温还不如
在记忆中回味的滋味更深。

还有我发现这书里面很喜欢用“国家+物品”的形式来描写事
物，这样好像看的很有品格对作者来说，对部分喜欢这个风
格的人，喜欢这样的人还很多。

书中目前我之了解到几个重要人物，主角大概就是男主，直子
（其实我很难记住小说人名字，但是主角在剧中常常提起，
而且直子这个名字也很好记），还有绿子。配角大概就男主
的基友，还有一个富二代，他们我不太记得名字。他们之间
的关系很混乱，直子原本是基友的女友，但是基友以外去世
后直子就像失了魂，很长时间后才和男主联系，可能女主和
男主之间没有感觉到情侣之间的感情，但是却一直在一起，
我感觉女主其实没有爱了，只是将男主当作替代品暂作消遣，
而男主确实带有感情爱直子，即便如此直子也没有这样说，
两人总是在闲逛，在咖啡店自看自的书，说实话这样的情侣
是否存在我也无从得知，能否称得上是情侣也无法说明。然



而在一次直子生日的晚上两人关系发生进展之后，直子就忽
然失踪。在之后的联系上，直子自称自己不正常，在疗养院，
之后男主在长久的写信等待后去了疗养院寻找直子。我只读
到这个地方。

在直子失踪的过程中，男主在餐厅认识了绿子，两人同在一
个戏剧课中的的同堂同学但是两人毫无联系，大概是男主上
课独特的行为导致绿子自己前来搭话，绿子自身也是开放活
泼的女孩充满活力，但是她家里却不像她的性格，没人做饭
她只能自学并且拿零花钱去买厨具，从小在贵族女子学校，
身边的同学身家富贵，和她有天壤之别。但她还是能极力掩
盖到毕业。母亲去世时还被父亲说不如让两个女儿来代替这
样让人伤心。父亲自己也不顾家庭自己出国，全家就她一个
人，能烧一手正宗的关西风味菜但是却都是在书上自学学来
的。不惧死亡，独立自行，乐观的女孩，才认识不久就让男
主去家里陪她，看着附近的邻居着火，还一起喝酒唱歌。怎
么说呢?难以言喻。

还有一个已故的能在好友前能说会道，在外人面前沉默寡言，
维持与直子还有男主三人关系的中心，最后分离，即使他依
然在世我也认为这种关系难以维持。

原本有个奇葩的舍友，喜欢一些非主流（不是杀马特）的东
西，每天准时起床做早操，但是他喜欢干净的风格影响了男
主，使得他们宿舍和其他宿舍产生不一样的干净的景色。同
时男主也很喜欢和女孩们谈论他，称他为敢死队，每个人都
会为之而笑，但是我觉得略显嘲讽，因为每次被男主拿出来
谈论时都会惹人大笑，实在让人感觉不真实。

后面又认识一个因书结缘的富二代精英，有着完美女友却依
旧过着花天酒绿的生活，男主也跟随他，夜不归宿。

怎么说呢，这本书的人物塑造的很立体，很有特点，即使是
配角我也能清楚记得是怎样的人。故事的细节也是很多，也



不是无意义的描写。我看了一半认为是佳作，但是网上却喜
欢吹捧这是个神作，虽然很好看但这样说也是很过分。一个
作品，应该拥有应得的评价，高了是过誉，低了是诋毁。

同时我也很喜欢绿子，比起直子，她没有直子的阴郁感，直
子总是有种病怏怏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看直子那段我也总
感觉天气很阴森即使实际上是大太阳又很晴朗，绿子让人又
爱又心疼，但却不敢去担心，坚强的不像女孩，现在来说描
写的绿子让我甚是喜爱。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二

《挪威的森林》算是我看过的第二本日本文学作品，同《活
着，即修行》一样都是直白的，直白的都露骨。我读小说从
来没有把里面的人物全部记住，这本小说是我唯一的一个记
住了所有出现的人物的小说。

先说下吧，看这本小说如果你是个性不开放的人我建议你别
看了，因为露骨，所以连性的方面也有描写，所以不要以为
这个是黄书直流的，因为价值观的问题，在日本性是神圣的，
也是开放的。

其实这里面给我最多的触动，就是爱情观还有友情观这些，
或许在日本人的眼里面，爱情是和性分不开的，也许性就是
爱情的附赠品，但是同样性可以单独的独立出来，去发泄去
放荡，不管是男是女，而爱是不可以独立的，有了性才叫做*。
其实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吧。

渡边，直子，木月，敢死队，玲子，绿子，永泽，初美，这
些人每个人都是病态的，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世界上的所有
人都有心理病，只是表现的轻重不一样罢了，三个人的恋情，
三个人的友谊，两个人的恋情，两个人的友谊，一个人的孤
独，一个人的漂泊，一个人的放荡。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想要
去逃避什么，只是出于那种社会，我们能选择的只有那种选



择，是没有其他的选项的。

其实我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许多和我类似的病，孤独，喜欢把
事情去理想化，但是最后似乎只能默默的去做那些自己也不
知道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或许这种迷茫感，是最容易让人迷
失的吧。当迷失之后遇见能拯救你的或许可以让自己脱离，
但是越陷越深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人都有一种将事情深入想
象的根性，或许这就是作为人的一种不必要的思考，但是如
果没有这种思考，人就不会有更好的想象力，所以谁也说不
清楚什么。

疲倦感孤独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因为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
是活在别人的眼中，当自己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得不到别人
的关心，那么自然而然的空虚感孤独感就会出现，那时候就
会认为，世界上没有人理解我吧，或许我自己一个人也能生
存吧。慢慢的等待的就是终结。因为总是做一件事，所以日
积月累就会疲倦，心里面就会想，或许我除了做这个什么也
不会，我真是一事无成啊，对自己放弃了，同时别人也对你
产生了放弃，久而久之就是孤独的，最后还是终结。

其实我总结出来的好的方面，我想是一种对生活的随性，以
及一中一视同仁的交友准则，把爱情和友情无差别化，这样
才不会让自己感到特别的孤独，即使失去了什么，也不会太
过于追究，因为还存在着很多一样的。或许，因为受伤多了
才会这么想吧。

其实本质上说这些没有任何用处，中国人的根性是改不了的，
已经习惯于生活，然后就一直这样，没有创造力，没有任何
想法，每天按部就班，呵呵，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三

按照事情发展的某种秩序，我拿起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
林》，并在一天之内手不释卷地看完了。肯定是一本很精致



的书，正如书中所言：“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
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这本书是一卷薄薄
的剪纸，精致极了，简直是晶莹剔透。那些青年男女，一个
个位于记忆的远处，如同站在远端的舞台，因为时空的距离，
个个恍如仙人，除了“性”，除了“爱”，一个个不食人间
烟火。“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
置，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

还有那谜一般的直子，“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
歪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
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啊，梦中的`江南女
孩。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四

《挪威的森林》是本好书。好在哪里却说不清楚，只不过记
得读时带来的震撼。与一般网络小说不同，名著的作者们最
不缺的就是格局，那以小见大，跳脱于生活内外的哲理，是
引起共鸣的基础。

比如，这本书大概讲的是渡边与一群人的故事吧，而这群人
可以从某个维度上划分为三类，一种将渡边扯向生活的边缘，
比如木月和直子;一种尽力让渡边重回生活的轨道，比如小林
绿子;而最后一种，则是主人公在这世界两级徘徊的“引渡
人”——玲子。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前两种人，但第三种引渡人却是可
遇不可求的。这是幸或是不幸，谁都无法定义。至少我没有
遇到过这种人。

让我印象最深的也就是玲子了，她曾在渡边迷茫负罪之时一
度开导他，众多震撼人心的话语，我听了就如同启发我自己
一般。比如，她曾告诉渡边爱上两个人并不是什么罪过，就
像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



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

不过，虽然没有遇到玲子这样的人，但还是希望能早些听到
那句“不要用不自然来磨损自己的青春”。也许，这才是我
读完本书又久久不能释怀的基础。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五

用了连天的时间读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挪威的
森林》，有一些不得不记下的感受，又担心记下的东西过于
肤浅，然而怕又没有耐心，更多是怕没有时间继续读完第二
遍，所以索性还是把自己可能尚未成熟的种种感受写落纸上。
可能是习惯使然吧。

这是一本很封闭的书，没有过多的去叙写那个时代的背景，
而且，我对于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又知之甚少，这就是我担心
不能深入理解作品的一个原因。我所说的封闭只是一个外界
环境的封闭，而决非作品中典型人物心理上的封闭，相反，
对人物的刻画上，它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力，不仅仅是身体上
的震撼力，因为曾有人对我描述说这本书很黄，我感觉这失
之偏颇，它更多的给我了心理上的震撼。这震撼很强烈，而
且是全方位的强烈。

爱情、友情和性交织在一起，融洽、冲突、此起彼伏。从诞
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充斥着忧郁、痛苦的挣扎和无所畏惧
的解脱，畸形的性接触和近于病态的心理。抽象而出的一个
个不正常的人，不正常的心理，把活的部分拖进死亡，又把
死亡拖进活的部分，终于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你爱不爱我?这不再是可以简单作答的问题。女人往往会把爱
和性搅和在一块儿，男人却会毫不犹豫的把他们分得很开。
所以渡边不止一次的把爱的程度描写成象在春天的绒绿里和
可爱的小熊打滚，很纯真浪漫的情愫。男人对于性的态度和



女人往往大相径庭，永泽可以借以消遣，甚至近于病态的追
求，渡边也一样，只不过他把性分的细化了，有爱的性和无
爱的性，有性的爱和无性的爱，甚至更加可以细化到友情。

所以在文章开始处的伏笔更有意思，直子讲的那草皮掩过的
让人毛骨悚然的井，男人会小心翼翼的去提防，而女人，包
括直子，因为不怕，或者那怕只是潜意识的怕，所以终于掉
进去，是偶然之中的必然。爱，走的太近，付出的`太全部，
就可能变成相互的伤害。这些与性无关。玲子拥有的仅仅是
友情和性，所以有一份不完整的幸福。另外，玲子又是超凡
脱俗的女性，她可以把性从爱中解脱出来，坦然面对美好的
生活，这区别于一般，显得很不容易。

谈及作品中悲剧性的人物，直子和初美，虽然通往悲剧的路
途，一个激腾一个平坦，但其根蒂都在于对性和爱有太完美
的憧憬，想得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又不可能，终于导致悲剧。
而绿子则很幸运的拥有确实的性和允诺的爱，更加坚强和果
敢的性格给她带来了看似较完美的结局。有更多的时候，幸
福要依靠自己去争取。

总的看来，这是一本区别于以往的更模糊，其实包含更加深
邃思想的书。现在是一定不能完全体会作者思想的，因为年
轻，或许，再经过十几年的生活炼励，重读到这本书，重见
到这篇文稿的时候，我会有更澎湃的感受。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六

时隔许久，我又从抽屉翻出来这本让我难以忘怀的书籍，
《挪威的森林》。我觉得，“孤独”一词，《挪威的森林》
中贯穿始终。主人公以及出场的各色人物：直子、木月、绿
子、永泽、敢死队……无一不是孤独的俘虏，他们是现代社
会中将自我封闭起来的孤儿，是都市中并不合群的精神流浪
儿，他们的孤独才更显得致命而无奈。绿子、渡边在孤独中



苦苦挣扎;敢死队、永泽在孤独中自我炫耀;而木月与直子在
孤独中自我完结。

“害羞的时候往往摸一下发卡”的直子像蝴蝶一般优美的出
现，像蝴蝶一般轻盈地隐去，最终像无法度过冬天的蝴蝶一
般命中注定的消失了。她的心没有人能真正读懂，木月没有，
渡边没有，玲子没有，甚至直子自己也没有。她在喧嚣的尘
世中寂寞地煽动翅膀，陪伴她的始终只有寂寞。

“死的人就一直死了，可我们以后还要活下去”，只是对于
孤独者来说，失去了参照的生命无所适从，一切都只能在迷
失中挣扎，从而导致了一切都只能听任命运浪潮席卷的结局。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
使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无法将他们从孤独中救赎。

重读《挪威的森林》，相比于数年前的自己，对作者所要表
达的意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本区别于以往的、模糊
的、思想深邃的书。我相信，若再经过十几年的生活历练，
再次重新翻看此书的时候，一定会有更澎湃的感受。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七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村上春树的作品，一本描写“小清新”
的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挪威的森林读后感，欢迎阅
读!

几年前拿到这本作为生日礼物的书，怀着对送书者轻描淡写
描述的“小清新”的好奇翻开扉页--轻快而不失格调的文笔，
令人感同身受的心情，情与欲、生与死的隐晦阐述，读来甚
是感慨。

故事以主人公渡边回忆青春往事为开端，初入大学的渡边在
电车里偶遇直子，直子是渡边死去的好友木月的恋人。



渡边与直子开始漫无目的地行走在东京街头，逐渐相恋。

不料两人同床之后，直子因无法摆脱愧疚的心魔而休学。

与此同时，学潮迭起，独善其身的渡边在东京孤独度日。

然而，绿子的出现令渡边重获生机，一段新的恋情产生。

在两段感情的纠葛与失去所爱的痛苦中，渡边逐渐摸索出了
生活的本真……

每每读起这本书，1969年日本繁华而冷漠的都市，盲目前行
而自鸣得意的路人，气氛压抑而畸形可笑的大学，仿佛为我
所经历一般，一一于脑海中呈现，人物所感仿佛也是我自己
刻意掩饰的潜意识。

这部被誉为“纯爱”的长篇小说，完完全全称得上是一
部“心灵巨史”。

初次读罢，有太多共鸣，阴暗面的共鸣，合页只觉无奈。

书中人物的心境与我不谋而合，“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
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
福。

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
了。

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
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
寂，觉得唯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如此捕捉入微的
心理细节描写，读来不禁怦然心动。

作者一向不将阴暗面视为羞耻而避而不谈，相反，这样不遗
余力的揭露正是他努力寻求心灵出口的必经之路。



共鸣催促着我将此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甚是感慨。

几年过去，我的心境风云变幻，一次次落空，又重拾幸运，
痛苦与平淡让我更加懂得了坚守，渐渐地，那个心灵出口也
浮现出愈加清晰的形状:

在繁杂荒凉的世间，请承认自己的孤独，与自我和解。

越是逃避孤独，越不能看清真正的自己，想用随波逐流使自
己忘记孤独的人终将沦为碎片。

孤独的价值在于反思，反思之人对自己不再持有自尊，看清
自己，才有资格对症下药，与自己和解。

绿子作为书中最离经叛道的人物，留一头短发，“为什么男
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俗不
可耐的女孩，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鄙视空洞无聊的
贵族学校，“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
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
了!”看透了虚伪的口舌，“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
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

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
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
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
事地大发脾气。

那情形，你能信?”……这个家境平凡，父母双亡，看似卑微
的女孩却实实在在持有一份拒绝受人摆布、拒绝社会同化、
待人真诚坦荡的执着。

她言语粗俗、行为乖张，该认真的时候却不吝于任何人，在
一定程度上，她的确找到了社会与个人的平衡，接受了自己。



正是绿子这种亦正亦邪的存在带给了渡边慰藉。

与绿子相似，渡边自知与环境格格不入，而若没有遇到绿子，
或许他将一如既往地堕落下去，不断为空虚折磨。

渡边与绿子的相互吸引来源于一份共性，即他们天生懂得尊
重自己的感觉，内心古怪、肮脏、自私的感觉并不为他们所
刻意压抑，而是用于抗拒虚伪片面的现世道德。

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怪人，他们内心强大。

恰恰相反的是，直子从未接受独特的自我。

加在她身上的重重枷锁--社会道德、社交法则--每当她稍有
违背便内疚自责不已，无可解脱，“我们不能不把欠世上的
帐偿还回去，偿还成长的艰辛……”直子的悲剧与绿子形成
鲜明对比，令人惋惜而深受警醒。

就是这么一本小说，1987年在日本出版后长居销售榜首，并
介译到各个国家。

其作品的魅力如葡萄酒一般，越读越觉得余韵无穷。

其主题不关乎政治，不关乎励志，直抵人心。

村上说:“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喜欢的自是喜欢，
讨厌的也大有人在。”

其语言明快而优雅，正如译者林少华所说，“一种优雅的饶
舌，一种有节制的故弄玄虚”。

这一点也要归功于同为村上迷的林少华，他中日融合的笔法
浑然天成，让人不得不一读为快。

其取材源于村上的真实生活，据其散文集流露，渡边原型乃



村上本人，绿子则是村上的夫人村上阳子。

小说中大多数场景是村上的真实经历。

渡边喜欢反反复复地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喜欢爵士与古
典乐，喜欢猫，村上亦如此。

如此一来，情节的栩栩如生便不难得到解释。

对这本书的情有独钟，在于很多方面，语言，作者，人物，
情节，环境，主题，缺一不可。

对我而言，它不仅是一本书的定义，它仿若成为了我自己的
一部分。

在最难熬的时光，所幸与之邂逅。

多年以后，再捧起这本书，也许会嘲笑此时的自己--区区皮
毛。

那时候，我大概将越来越多世事看明白，也与自己和解了吧。

世界变大了，心却变小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把生活塑造
得越来越完美，却把心雕刻得越来越粗鄙，把社会变得越来
越繁华，而心却在这种繁华中渐渐落寞。

《挪威的森林》中展现的就是一群人在冷酷的现实社会面前
的困惑与苦恼，他们孤独，寂寞，却无法排遣，于是便开始
把玩孤独，把玩寂寞，把玩无奈……《挪威的森林》是日本
作家村上春树的佳作之一，他给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孤独，
腐化，堕落的世界。

作家借此来表达现代人在机械化、科技化的现实社会中生存
的悲哀与生存的困惑。



“我真的太寂寞了，非常非常的寂寞……”阿绿总是像一头
黑夜被遗弃在荒漠中的狼向世界发出最沉痛的哀鸣。

他们都很寂寞，所以需要被在乎的感觉，而这种在乎不一定
是喜欢和爱，在乎只是寂寞中的人急切需要、时刻需要的镇
痛剂，仅此而已。

在他们的世界里，爱情不再是爱情，爱情是被亵渎被蹂躏的
对象，他们只是打着爱情的幌子获取欲望上的满足与快感来
融化寂寞，腐蚀孤独。

他们只靠啃食那点可怜的低级的肉体的快感在世上苟延残喘。

像永泽与初美，初美从来不管他多么滥情，她只需要他在她
身边，陪伴她，哪怕他是一具行尸走肉的躯壳，而她相信这
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事情到最后只能变好!
所以她在脑海中独自编织美妙的梦想，梦总是美的，而悲哀
的是一个人在把梦编织好之后要被现实压迫得不得不万念俱
灰地亲手撕碎自己的梦，然后恶狠狠地告诉自己这永远只能
是梦。

明知道在扭曲变形的世界里，爱情只是一个人寂寞时的玩物，
而她却要冒险。

很长时间之后，当初美发现她与永泽之间的爱情除了肉体上
的占有外，其他的全是一片令人绝望的惨白时，她呆滞的眼
神向永泽发出绝望的质问：难道有了我，你还不能满足?他冷
冷地说：“并非不能满足，在我的心里面有某种东西渴求那
样做。

但我只能活在那种饥渴感之中。

这就是我，有什么法子?”他无法把爱情当爱情，他只有把玩
孤独把玩无奈，他才能活。



而女人天性的善良与软弱终究决定了她们没有勇气与毅力去
陪男人玩这种游戏，所以初美选择走向死亡，用死来诠释生
的另一种方式。

初美选择了死，永泽选择了生，人不论是生还是死，都会有
一种信仰，一个人之所以死，是因为她(他)相信死比生更好，
而一个人之所以选择生，哪怕是痛不欲绝地生，是因为
他(她)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对于渡边君、直子来说，生活的信仰就是那些最低级的肉
体性行为所拼凑起来的碎片，他们饥饿的时候啃“寂寞”，
独孤的时候玩“寂寞”。

渡边君一直放不下直子，可在放不下的同时却又玩弄阿绿，
两个女人便是他的世界。

直子在疗养院那段时间，他在和阿绿玩“寂寞”的同时又在
心里想像直子回来之后生活会有多么多么的美好，而支撑着
这些信念的只不过是那些碎片拼凑的庸俗。

这，也是爱情吗?

直子，是因为适应不了这种扭曲的社会，所以她到疗养院来，
把自己扔进和她一样需要宁静与安然的人群里，而疗养院的
主治医生告诉她们：“你们之所以不能在外界生活，是因为
你适应不了那种扭曲，既然不能改变，你们就应该让自己有
一个适度的心理空间去接受那种扭曲……。”直子，她在努
力啊，她想活着，简单地活着。

可事与愿违，她适应不了那种扭曲，所以她越是强迫越是更
糟，后来出现严重的幻听。

她没有片刻的安宁，她崩溃了。



在一个寂寞的深夜，她走向了茫茫的森林，用一根寂寞的布
带让自己告别了世界，一个人孤苦地咀嚼着死亡……是的，
对她来说，死亡才是最轻易的割舍。

《挪威的森林》的旋律开始在浩渺的黑夜中哀鸣，久久没有
散去。

而当渡边君知道直子死了之后，他深知，他与直子彻底地永
别了。

茫然苦楚之时，他想起了阿绿，他拨通了阿绿的电话，阿绿
在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好久，可最后还是低沉却平静的声音：
现在你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渡边君自问道，如今他在
什么地方?他猜不着，到底这里是哪里?映入他眼帘的只是不
知何处去的.人蔓，神色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去，而他只能站
在那个不知名的地方，不停地呼唤阿绿的名字……也许他已
经不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只知道或许从阿绿那里可以获
得某种让他排遣寂寞、无奈的镇痛剂，继续活下去。

20世纪60年代日本处于“崛起时代”，经济增长的最盛期。

村上春树用一个作家特殊的嗅觉闻到了令国民沮丧不已的精
神危机，即都市中年轻一代在都市空间愈狭小却愈疏离，人
们之间逐渐失去了接触的欲望。

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1987年他创作了不朽的《挪威
的森林》，这本青春恋爱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仍广为传阅。

书中讲述了渡边在好友木月自杀后，与其女友直子走到一起，
直子20岁生日，两人产生关系后，直子转入疗养院，渡边要
求对她负责，结果得知直子自杀。

在直子室友玲子的引导下，与同校小林绿子走到一起的故事。



初读这本书内心很压抑，我居然对渡边彻的印象如此模糊，
剧中各人物都出奇的吸引人，也许是被那种特殊的文化和制
度所震撼，也为他们的各中不幸惋惜。

看了陈英雄改编的电影后，越发觉得书总比电影描写的更加
丰富，值得再看。

第二次再细读咀嚼，感触颇深，正如书中所言:文章这种不完
整容器所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

也更能读懂在木月死后那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
的一部分永存。

它本来就包含在个体的存在中。

人物的命运相继转接，都是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我们一边把死当作微尘，吸入肺里，一边活着”。

也许谙熟的真理如何也不了排解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伤，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
某种哲理。

从理想的角度，我们看到永泽就是个典型。

他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可以站在众人之上审时度势，春
风得意，同时又是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背负着十字架在人
生的征途上匍匐。

在臃肿庞大官僚机构中，摩拳擦掌，想要知道自己能爬多远，
有多大本事。

他曾生吞蛞蝓，众人的挑衅下永远越发坚强，内心认为人永
远不要同情自己。



但就是这样的精英，谈及理想，却说人生无需那种东西，需
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他想做绅士:所做的不是自己
想要做的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在竞争中他漠视所有人的才智，认为人们都在劳动并非努力，
着实是一位成功的男士。

在爱情上，初美对他种种行为容忍，却也最终没能有个结局，
他选择了成为精英，也同时放弃了这位有着不易被发现却又
能深深打动人的魅力的女子，他不爱自己，内心的空洞饥饿
感促使他厮混，那句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
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语中的的说出了他病态的挣扎。

在交友方面，渡边君的描述贯穿小说。

他能体会到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才不
愿勉强去交朋友。

他怀念木月在世待自己和直子的坦诚，不像永泽把他超出众
长的才华花儿戏般的随意张扬。

与永泽的相遇是因为他们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喜欢。

两个人曾用同一种方式排遣孤独，但其后带来的只有空
虚……渡边这样的凡夫俗子，喜欢看书独自听音乐，在大学
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因斯坦，但这些书他也
不喜欢，只喜欢阿珀达依库，菲茨杰拉德，莱蒙特。

钱勒德……再不喜欢的课也会去上，只为了练就忍耐力。

对于学生崛起的文化大革命，他本应是有青年学生的天然反
叛意识，最终也因为学生们的怯懦，对此事态变得麻木不仁，



直到绿子的出现，生活才好像刚刚开始。

对于亲情，主要是绿子一家，在了解日本文化背景下，能体
会到绿子对父亲的怀念，而对于父亲在母亲去世时说的宁可
拿她和姐姐的命去换母亲的命时，她也表现出了十几年对于
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沟通，缺少爱护的抱怨，及对于一份真挚
而热烈的感情很自然的向往。

父亲胆小怕事，在生活上循规蹈矩，活的也很苦闷。

压抑导致对子女关爱欠佳，同时绿子自立的一面也是作为一
种鲜亮的色彩为《挪威的森林》增添了一抹绿光，从书中走
到每位读者的心里去。

关于爱情，木月和直子，直子与渡边彻，永泽与初美，渡边
与小林绿子，他们错综复杂的故事仿佛色彩过于鲜明，把这
本书的风格通过人物润色的很好看。

木月与直子年幼相识，在感情和性上没有约束，青春期过的
比常人更轻松，自从木月自杀后，直子心里甚是怀念，最后
去疗养院，把渡边当成精神寄托。

渡边也知道直子从未爱过他，每每想起直子告诉他，希望能
记住我，记住我曾经存在过。

渡边君就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过都没爱过他。

看到这感慨，耳畔想起了甲克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想
象他坐在飞机上怀想起过往，时间以秒的速度回放脑海里库
存的记忆，伴着不快的吉他伴奏，想起玲子这个人对他和直
子在疗养院的表演和倾诉，一想起本想为直子守候一生，却
只能回想而再也无法付诸的愧疚，翻江倒海…。

遇到绿子算是把这死亡接转灰暗色基调一扫而光——她全身



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
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

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

纵令那时我们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有些人就是
因为相遇而相遇。

要容忍她百般任性，她才会把爱情交付给一个人。

村上写到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
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

前两天看了由岩井俊二拍的老电影《情书》改编自《挪威的
森林》，基调是大雪的纯白色，把书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纯美
刻画的很到位。

在提到至亲的离去，联想到这句致静好岁月的话——“我曾
经把所有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等明白过来时却已
两手空空，谁也不再鼓掌，谁也不再娇宠，从死中学到一个
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
”

这多种情感，在成长中定会有所思发，在此对我身边的人衷
心地说声，且行且珍惜!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八

《挪》即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铭。以纪实的手
法和诗意的语言，注重表现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
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追求，超出了一般爱情的俗套，而具
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



那是渡边20岁左右的青春，是渡边经历了无尽的失落与再生
的故事。在20岁左右，渡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热情
纯真的木月，温柔漂亮的直子，娴静理智幽默善良近乎完美
的初美，，品学兼优的直子姐姐，不无迂腐的敢死队，聪明
圆滑放荡不羁的永泽，美丽洒脱真实的绿子，善解人意的玲
子，以及坦诚、向往纯真的“我”。

小说以“献给许许多多的忌日”为主题，出场的人物一个个
死去，写出了死给生者留下的只有通过死才能够学到和体会
的东西。通过木月的死得出“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
的一部分永存”；通过直子的死明白了“无论熟知怎样的哲
理，也无法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扎出来，并从中领悟某些哲理”。正如
村上所说“所谓的成长恰恰就是怎么回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无论熟知怎样的
哲理，也无法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

连带与孤独，开朗与感伤，追求与失落，坚定与彷徨，充实
与寂寞，纯情与放荡，无奈与救赎，忏悔与迷惘，这些青春
的元素贯穿其中，从而构成了刻骨铭心的成长。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九

心里有一份牵挂，那是心灵的支撑，你永远不知道失去后会
是什么模样，倘若你有一颗积极的心灵，那么我祝愿你成功。

就像该书的名字——《挪威的森林》。每一人都活在自己的
森林之中，有的人静听鸟鸣婉转的啼叫，近看骨朵婀娜的争
芳，沐浴在人性的阳光，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
不失一丝惬意;也有人一头扎进浑浊的泥淖，一边慨叹人世的
不公，一边在无尽的孤独里把酒做苦。无论如何，愿世人倾
听自己的心灵，自得一份萧然。



失去并不可怕，但就怕有一天只剩你自己的时候你忘记了生
活，忘记了如何跟他人交往，甚至忘记了你自己，是的，你
要面对很多：现实，欲望，梦想。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人尽可
以被欲望打败，但不能躲避现实，可以享受孤独只要别让自
己失望，总要拿出自己的骨气，自行料理悲伤却又不会失去
前行的渴望。

我不知道，高洁灵魂是否真的胜过欲望，你尽可以忍受孤独，
但你终究敌不过溃败的想往。那是悲悯的人心，更是残败的
灵魂。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为逝去人痛哭
流涕，最终仍要记得，你还活着，你仍然要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爱你。

总之，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
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的相信爱情，这是一种
勇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挪威森林读后感篇十

用了将近八个小时粗略读完这本书，带着一种愧疚的心
情——因为最近面临一场极其重要的考试。我本应该专心复
习。可就好像渡边彻说《了不起的盖茨》那样，“信手翻开
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
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

几年前看过影片《挪威的森林》，印象模糊。只记得一贯的
日系风格，安静，哀伤。随着阅读的深入，记忆便好像泉水
一样叠涌而来。想起了秋风徐徐，渡边和直子在没有边际的
原野漫步的画面。我特别喜欢看完一本书，然后再看由书拍



摄的而成的影片，或者是先看完影片再把原着看一遍。比如，
看过文字版的《致青春》后，就会看电影版的，或者是先看
了电影版的《情书》，然后迫不及待的阅读文字版的。明白
吗？就是这个意思。

在书中，木月永远留在了17岁，直子永远留在了20岁。文字
里充斥着自杀，迷茫，孤独，无奈，以及性。我总觉得，日
本的天空都被灰色的云雾遮住了，有一种阴冷，严肃的气氛，
像永远都没有晴天。主人公都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很古怪，
活在自己的世界，别人进不去，他也不出来。

这是孤独，不是孤单。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与人交往以求
相互的理解。然而完全相互的理解似乎不是可能的，所以，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是宿命，是心灵的独一性。孤单却是
可以解决的，有人陪着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样就不至于
一个人孤零零。

孤独是心，孤单是形。

草草读过一遍，许多地方都没能好好品味。只觉得自己被书
影响到心情压抑，所以匆匆扫了一眼后记便赶紧出门。一路
步行到空旷的地方，好让脑袋里的阴霾散去。夜暮时分，天
边出现了好像草莓果汁一样红的'晚霞，心情渐渐平复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