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模板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可是读
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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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一

文中的渡边君是一个万分纠结的人物，处于木月和直子的第
三者，是他们的好朋友。木月和直子则是青梅竹马。木月
在17岁的时候就自杀死了，木月的死对渡边君的打击实在是
太大了，同样直子也是。直子的确忘不了木月，可是对渡边
君也有好感，木月死后两年，直子和渡边在东京读大学相遇，
顺其自然的相恋，尔后直子20岁生日之时多年以来的种种经
历最终使直子承受不住，她回到了老家的疗养院。期间渡边
君又遇到了好多个女孩子，其中小林绿子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边是直子，一边是绿子，渡边君万分纠结。期间渡边君去
疗养院看过直子两次，认识了直子在疗养院的闺蜜玲子。

最终直子在自我21岁生日的时候结束了自我的生命，渡边君
在这个消息的打击下变得厌世，埋怨上天是如此的不公，绿
子也因为渡边君对直子念念不忘最终离开了直子。故事以渡
边君最终孑然一身告终。他的大学同学永泽因为梦想玩弄感
情，抛弃了他的女朋友初美(异常的气质，说不上漂亮，可是
总能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随着永泽当了外交官去了德
国，初美和别人结婚了(两年后割腕自杀于自我家的浴室)永
泽只是表示：自我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因如此渡边与
永泽就此绝交。永泽这个人是十分铁石心肠的，十分倔强的。

书中与渡边有交集的朋友大多不是悄无声息的离开，或者自
杀，或者找寻自我的梦想，抛弃一切，或者有着种种的不幸。
本书让我明白男女之间的的确确能够存在纯洁的友谊的，或



许两个人相互了解得很深，外界甚至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自我
对的人的时候，在确定关系的一瞬间少了一些感情的冲动，
这样的爱，爱不起来，也就谈不上爱了。

由_产生的爱是不完全的，也是不持久的，男人或许会为了对
女人的一句承诺而放弃自我的感情，可是女人仍旧不敢理解，
这样两个人一辈子就耗完了。其二是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
多多的人，或是过客，或是知己，或是伯乐，可是不能保证
某一天他或她不会悄无声息的离你而去，那里不是指空间上
的，也可能是时间上的。

可是这些人对自我的影响是十分的大，从习惯，到性格。人
总是在相互迁就中生活着。对生死来说，死亡必然需要勇气，
可是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气，也就有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而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活着的人需要替死了的人好好活
着。书中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故事，可是平常相处都表现得
十分正常，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我所称之为：心灵筑巢。每个
人都把自我用谎言或者别的什么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绝不会
对任何人吐露自我的真实情感，也就是所谓的每个人都有自
我的故事吧。

最终渡边君的结果让我想到了《成都感情故事》里面的方资
君，《我的桃花劫》里的莫斗，对小说里的人物我表示深深
的遗憾。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二

对于《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我只在扉页上写了两句
话：感伤，唯美，充溢着一种悲观主义情绪，近乎颓废。但
又不全等于颓废。

《挪》是很成功的作品。只是觉得他没必要那样渲染性，肆
无忌惮，也许是我们中国人观念不一样，但比起劳伦斯也就
不算过分。



好作品在我脑海中只剩下片段了。对《挪》我永远不会烦腻
的是第一章。那完全可以作为美文。

记忆犹新的是渡边与永泽的不羁生活，初美打桌球及我领悟
初美的优美（对初美的悲剧结局的叙述），绿子的自我放纵
和文章中的音乐，以及对生死哲学的参悟。一次是通过木月
的死发现，一次是在直子死后经历了消沉之后的觉悟。

《挪》是对时代的控诉，是社会强加于人的悲哀。不仅仅是
爱情，一些伟大的作品都不仅仅是爱情，爱情只是个背景而
已。

它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是悲剧性的。直子一开始就在
渡边眼中寻找木月的影子，“我”的爱是注定的一场悲剧，
永泽与初美同样是两个世界的爱人，渡边与绿子（玩世不恭）
是两个无奈、空虚的尸肉在相互抚爱，他们构不成爱情。

书中自杀的不少，社会问题也是有目共睹。

对学校升旗者和“敢死队”的描写，还有那个你怎么也不会
忘记的玲子，可见作者在人物刻画上的功底。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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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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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
有更澎湃的感受。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四

一直听人说起《挪威的森林》，但遗憾的是一直借不到，最
近只好下了狠心买了本。

以前是漓江版的，得二十多块钱，这对我来说算贵了。毕竟
是买一本小说看看，似乎没必要花这么多钱的。进入20xx年
后，不想该书版权由上译买走了，定价便宜了，译者也作了
修改，而且装帧也非常不错。最后打了八折以十五元的价格，
我终于买下了《挪威的森林》书的上译版。还没有看书，我
就有种感觉--很值!

该书花了五、六天时间看完的(咱是学生得上课、自习啦等
等)。总体觉得是不错，不仅村上写得不错，译者林少华也译
得不错，写的序更是不错!很唯美，很清新，很自我。而译者
说村上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把玩孤独，把玩无奈!因为，人，
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无奈的。所以需要与人交往，以
求相互理解。但是，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相互理解是
不可能的。于是，与其勉强通过与任教往来消灭孤独，化解
无奈，莫如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

小说是主人公渡边的回忆，回忆自己年轻时代读大学时发生
的事情。而时下，我们都在读大学，跟主人公很相似。但我
很羡慕渡边的自我、潇洒、随意。他生活中不会出现父母的
影子，周围没有认识的人，唯有的是一个死去的朋友的恋人、
一个住在同一幢宿舍楼的哥们，一个一起上过选修科的女孩
子。就这样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日子，却让我向往。每周空
闲时间打工以维持日常生活费用;抽空去各地走走，算是旅
游;周日与死去的朋友的恋人轧马路，等等。

我很喜欢旅游，可是口袋里没有钱。想找份工作，没有说的
过去的。何况中国地大物博，四处走的地方是多，可范围太
大，而且没有日本新干线之类便捷的交通网络。而最根本的
是，没有渡边的心情，一个人游历，是需要勇气与决心的，



也需要与众不同的心境。我想我没有，所以只能徒自叹息。

看完书后的一个明显的印象是，日本人性观念的开放。以至
于有人偏激地认为，村上是个性变态。我倒没有这种看法，
同为男人，同为青春期的男人，试问谁没有那种想法或行为?
除非你不是男人，或者自身有问题。

以前也耳闻过大和民族的这一有别于儒家思想的显著特点，
算是明治维新时期西化的产物了。但是看完本书后，算是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或许国内像这种纯文学中，涉及性的文字
不多或未可知。可是，想想时下，青年人中的同居热，甚至
在高校中也毫不逊色，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惊讶的。本人单
身，活了一大把，还没有经历过纯粹意义上的恋爱，更不用
说同居了。由于本人如此，交游圈也可想而知，所以对同居
现象一无所知。只是爱好读报，还知道高校中 不少校园内安
放了自动售安全套的机子。仅此而已!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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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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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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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却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分得很开。
所以渡边不止一次地把爱的程度描写成像在春天的绒绿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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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会小心翼翼地去提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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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太近，付出得太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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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到的完美又不可能，终于导致悲剧。而绿子则
很幸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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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六

《挪威的森林》已经看了很多遍，每次都会让自己有种淡淡
的感伤。我很喜欢村上春树的文字里透露的那种淡淡地感觉，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看到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即有死才有者生，这里并不以死为终结。虽然我们无奈的是
每个人都会死，但我们要有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以路人的眼光来看渡边，，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渡
边。因为年轻，所以忧愁。他对学校这个小社会内部虚假、
肮脏也是很厌恶的，但他却也没有去改变这一切的想法，甚
至有点逆来顺受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这是无法改变的，这
就是渡边的无奈了。他一直在寻找，对于他自己，对于直子
或者绿子，他的苦闷与孤独，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社会
的低迷状态自然使得人颓废，所以我能理解渡边那时的行为。
直到最后，渡边才知道了相对于已经失去的，更应该珍惜眼
前存在的，应该停止对生者的伤害，珍惜眼前人。

其实书到最后，对于渡边君爱不爱直子这一问题我还是搞不
明白。也许那样爱过。那么对于绿子，渡边是爱了？应该是
了吧，因为他对绿子说过他的世界不能没有她。也许那只是
一个轻轻的承诺，但对渡边那样一个沉默型的男人来讲应该
还是发自内心的。两份爱，一份对那已经消失去了另一颗行
星与木月相恋的直子；一份对现实生活中活脱脱的绿子。最
后，玲子走了，直子死了，只剩下绿子了。那么渡边是会和
绿子在一起的。

我以为这本书是可以拍成电影的，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个由
文字堆砌而成的画面，象流云一般从头顶缓缓而过，勾我叙
述这个弥漫着略微的悲伤的故事。闲下来的时候我问自己：
如果给我三个机会，我的愿望是什么？第一个念头是我要健
康要快乐，远离失意。细想一下，却发现这些愿望受亦舒张



爱玲小说影响太多以致过于苛求：我现在并非不健康，一口
气可打四个小时网球；也不乏快乐的时刻；没有失意的衬托，
我的得意和快乐岂不乏味？然后，我慢慢的地闭上眼睛。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七

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感伤的。小说主人
公渡边以第一人称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
第一次恋爱是高中时，他同女孩睡觉后把女孩甩了。直子原
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
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
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
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
肩行走不止。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
精神疗养院。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
年级的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
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
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
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
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落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
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强。这句话说得真对：完美不是
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的船，而是暴风雨过后洒在甲板上
眩目的阳光，完美不是来自由我们对它的执着追求，而是源
于勇于面对磨难的坚强的心。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八

一向听人说起《挪威的森林》，但遗憾的是一向借不到，最
近只好下了狠心买了本。

以前是漓江版的，得二十多块钱，这对我来说算贵了。毕竟
是买一本小说看看，似乎没必要花这么多钱的。进入20xx年



后，不想该书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世纪的钟声敲过以后，
人们失望地发现，身旁只是多了几件新奇的物什--那新奇随
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消失殆尽，但有期望总是好的，生活总是
不断地在给你机会。

《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九

这些日子一来都在看村上春树，慢慢的看准确的说是超慢的
一字一句的看他的经典之作《挪威的森林》。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挪威的森林》时实在高一，那时候完全
没有看明白这本书到底在讲些什么！仅仅朦胧的感觉这是在
写一段关于青春关于人生更关于爱情的小说！第二次阅读是
在大二的时候，那时候看了此书后发现作者所讲述的寻找心
中百分百女孩。人人都说大学是块净土，是一个诞生无数或
平平淡淡或轰轰烈烈爱情的摇篮。那时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
的室友们都在拼命追寻心中百分百女孩。这第三次看《挪威
的森林》，我看的是一种宿命论，一种追寻心中完美世界的
宿命论！

一直很喜欢伍佰那首经典老歌《挪威森林》，我总会哼着：
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不知道是看了村上春
树的《挪威的森林》喜欢上了这首歌呢还是因为这首歌而喜
欢上了几乎通明的小说！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都共同
阐述了一个观点或者说是在追寻着一中理想的生活的世界：
哪里才是自己的停靠站--心灵的停靠站！

我们一直都是在追寻着所谓的归宿，如同希腊悲剧人物不断
逆着山路向上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般乐此不彼周而复始！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集篇十

几乎全程揪着心、对爱情带着疑问、对校园时光充满缅怀之
情地第二次阅读这本小说。

十年前看挪威的森林，纯粹理解为是爱情小说，第一次感受
日本作家的文字，第一次领略这种堪称凄美的爱情故事，同
时也可以感受荷尔蒙的刺激，所以整体感受偏向于“很吸引
我”，很欣赏村上关于爱关于死关于性关于生命的论点。

而现在，揪心、疑问和缅怀，这三种感受在心头占据主导地
位。揪心，已然了解人物性格，已然了解人物命运，已然了
解人物关系，这种种交织起来构成的对爱情对生死对孤独的'
演绎，不得不让我揪心难受。疑问，渡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吗？知道直子想要什么吗？渡边知道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吗？
绿子为什么会喜欢渡边呢？渡边会一直会单身下去吗？当然，
还有很多疑问，这些疑问其实在知乎上我可以找到一些帮助。
缅怀，更准确的说成是祭奠会比较好，却满怀悲壮的意味。
因为大学时光的爱情，于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冒险。

我想，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我会给这本书五星的评价，因为
年轻。而这一次，我只能理性地给出四星，因为年长。至于
以后可能发生的第三次或更多次阅读后的评分，我不知道，
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年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