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尔登湖阅读感悟(模板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瓦尔登湖阅读感悟篇一

在这个人间四月天里，我在瓦尔登湖畔，遇见梭罗。《瓦尔
登湖》是本安静书，安静的能让人窒息。在通往湖边的小路
上徜徉之时，我总是不自禁的想到陶渊明，那个不为五斗米
折腰的东晋隐士——不羁的性情，洒脱的胸怀，一篇洋洋洒
洒的《归去来兮辞》折服了多少古今性情中人。他们的淡泊
隐逸，皈依山野，都是那么如出一辙的自然，毫不做作。

他真实。他不要金钱，不要名誉，不要爱，他只要真实，真
实到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孤独，却又乐于与孤独为伴，
享受其中；真实到可以从从容容的记下他的每一笔开销和收
成，丝毫不掩饰隐逸生活的拮据。他本身就像那沉静的瓦尔
登湖，溶溶的湖水，无意中却坦然地映出了所有天机。

他自由。他的灵魂就像一阵风，在广袤的原野上空翱翔，怎
么也抓不住。四时轮回，昼夜交替，在他心里，静悄悄的成
长已然了一种职业。故此他那静谧的时光深处，棱角分明。
我不止一次的随他那如风的思想沉浸在大自然的包容力里，
总想抓住点什么，却只有一点星辰，一段彩虹。

他淡泊。他不饮酒，不吸烟，深邃性子里永远都带着点可爱
的叛逆。不参加任何选举，不接受任何职业培训，甚至拒绝
向政府纳税。他只是每天在享受着清晨全身细胞的深呼吸，
他只喜欢去偷吃松鼠贮藏的干粮，他只是习惯让自己深深的



迷失，然后再彻底的剖析自己。他的生活，是个多幕剧，永
无结尾。

他简单。他一直觉得过分追求细节是在耗费生活，所以他便
成了一个献身于思想和大自然的单身汉，没有妻子，没有孩
子，没有工作，没有薪金，也从来不提及自己需要肩负什么
所谓的责任。他不忍让大自然独自欣欣向荣，他不愿亦步亦
趋地奢侈纵乐。从此，结庐在人境，再不念穹苍。

从他告诉我善良是永远不会失败的投资；

他告诉我爱就是试图去将梦想中的世界变为现实；

他告诉我如果不想走回去，就不要总回头看；

他告诉我人犹如一只浮标，任何风浪也无法使他沉没；

他告诉我必须要活在当下，乘着每一个波浪前行，在每一刻
找到我的永恒，除了这一生，我不再有别的生命。

瓦尔登湖阅读感悟篇二

梭罗说，人舍弃越多就越富有。居无定所，就会享受每一个
地方的好时光，让自己变成富人，思想中获得一片自然风景，
每年再看也就会都有此收获。就如诗人离开田庄，他享用了
其中的精髓，把田庄写进诗篇，只把空壳留给了农场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自然风景也是如此，不同的人就会
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喜爱的就会感觉到凄美，不喜爱的就
会感觉到寒冷。梭罗告诫人们，尽量远离约束，活得自如才
好，不要把自己囚禁在更多的土地上、房屋里。田地，少而
勤，呵护在心，自然会得到很多乐趣。

梭罗来到林间居住，像报晓的晨鸡，来唤醒邻人。生而为人，



应该追求什么才是的，希望人们多去亲近自然的、有思想的
东西，感受自然而然，享受自然而然的诗篇。梭罗居住在林
间湖边，享受到了开阔的世界，享受到了幸福的时刻。他对
此的描述，给人带来清新之感，世界是如此辽阔，思想是如
此深邃。大多数人却如井底之蛙，一生也没有去看一看，去
感受一下真实的世界，只顾随波逐流，任世俗的物欲横流过
自己的思想，把自己思想的一切淹没，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每日清晨是自我更新的时候，清晨最有价值，万物醒悟的时
辰。清晨，有清醒的头脑，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也是人精
神最纯洁的时刻，梭罗关于清晨的描写诗意又富有哲学意味。
梭罗提出觉醒便是生活，对清晨的觉醒，那是一种精神，要
心怀无限向往，那是生命升华的状态。梭罗提出，让时光升
华，才是境界的艺术，雕刻品味生活，让思想煜煜生辉。

瓦尔登湖阅读感悟篇三

听桃子提到这本书，便下载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听本，到今
天终于粗略的听玩了，大概花了二十天。听完发现这本书不
适合茶余饭后，适合在阳光下捧起细细品味。

梭罗是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的粉
丝。1817—1862，美国南北战争前。《瓦尔登湖》是一本哲
理散文，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湖畔自
给自足生活了两年，过着极简生活，远离城市和喧嚣，写下
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梭罗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梭罗一生都是废奴主
义者，对公民不服从的见解，代表作《公民不服从》影响了
托尔斯泰、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很多著作阐述了研
究环境史和生态学的发现和方法，对自然书写的影响甚远，
也奠定了现代环境保护主义。



一生未婚，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感觉与我们户外人有很多
相似之处。

尽管梭罗学识和能力甩了我几条街，但仍觉得本书并不难理
解，因为作者追求的人生也是我非常向往的人生——一种至
简至真、回归山林返璞归真的生活。因此作者所言所行也就
很能体会。

作者幽居在森林中，希望生活得从容淡定，找到真实的自己，
而不是像很多人等到弥留之际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生活过。
现在人们的生活太放荡不羁了，我们的生命消磨在琐碎之中。
他要求生活简单简单再简单，很多人不是被生活承载，而是
承载着生活。

人类之所以想要一个家，想要一个温暖的地方，首先是为了
获得身体的温暖，然后才是情感的温暖，他一生未婚，却写
出了如此温暖的语句。

不管你的生活多么的卑微，你还得面对它，继续生活，而不
要逃避，更不要诅咒他。生活未必像你想的那么坏。哪怕再
贫穷，你都要热爱生活。无论在贫民窟或是富人区，阳光在
窗户上的反射都同样闪亮，积雪同样在早春融化。我觉得内
心宁静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像在皇宫一样，心境开朗，
生活知足。

我爱独处，我从来没有发现比独处更好的伙伴了。在多数情
况下，我们外出，到人们中间去时，比呆在自己的屋子里更
为孤独。

灵魂所需要的东西都是用不着钱来买的!



瓦尔登湖阅读感悟篇四

拥有欢乐的生灵，

美丽的湖面，

还有一个如此爱她的人。

尽管我只是在这一寒假才真正的接触到梭罗这一伟大的作家，
可是他的文字令我第一眼就沉迷于其中。他从不屈服，他是
真理的代言人，他在勘测这一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还有
很多很多。

“他对于年轻人并不慈爱，而是高傲的、说教的”，可是，
他却将自我全部的热情、耐心献给了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他
所一向依傍的河流，“河床里，河岸上，或是河上的空气里
发生的每一件事”，他对于这所有一切全都熟悉。他爱这片
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灵，爱这孕育我们的大自然。

对于他的《瓦尔登湖》，我一开始并不完全看得懂，可是随
着你对这本书渐渐深入的了解，你会发现原先的一些困惑都
渐渐有了些眉目。梭罗的文字并不是那种慢慢慢慢渗透进你
的情感的，而是用一种温和却果断的方式，穿透你的骨骼，
直击你的灵魂深处。就如木头和琴一般，他能使你从心底里
产生共鸣。尤其是他的景物描述，他用简短却又华丽的文字
记录下他的家乡一年四季的变幻。他所有描述的自然风光，
都好似交响乐般雄伟地在你眼前重现。他怀着一种崇高的敬
意，用热情将一切生动的描绘，将所有他爱的事物都赋予生
命。在他的笔下，它们是圣洁的、可爱的，以及如他一样的
无畏、自由。

尽管我还未曾走入他的内心世界，可是在我眼里，他的文字
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的青草气息。对于当时的社会，他研究
的太多太多。而他崇尚的，不是金钱，而是真理。他的天性



就如野兽一般自由，而这种自由导致他常常陷入一种困难的
境地。但他并未所以而改变自我。

我不由得想到了我自我。我对平时的生活又有什么样不一样
的感觉呢？这种思考是不是深深地埋藏在我的'潜意识里而未
曾被我发掘出来？又或者，是我认为其实这是所谓“叛逆”
的想法而不愿意说出来？梭罗教会了我不要去太过于隐藏自
我的感受。甚至是在读到了他的文字后，我才发现，原先世
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比如我的家乡——一个由绿水青
山环绕着的小村庄。先不说山水有多美，光是我家那个不到5
平方米的小院子，在热浪滚滚的夏天，也别有一番趣味。

院子的一角，种了一棵桂树、一棵梨树。墙边还放着大大小
小的盆栽，一到夏天，虽然没有花香，可是绿油油的，颇为
好看。

我的外公喜欢书法。于是我也经常和外公一齐在院子里练字
（因为我们家其他地方练不了）。夏日的院子实在是热的令
人发颤，练不了字了。但外公确实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会
用一个大碗，盛一碗水，拿着毛笔，在院子的地上写起字来。
我也依葫芦画瓢，或用手沾水写字，或用笔，有时，还将脚
用水冲过一遍后，在地上踩来踩去。脚干了，就在冲一遍。
阳光如此猛烈，写过的“字”，画过的“画”一会儿就干了，
如此往复，玩一个午时也乐此不彼。

秋天，桂花开了。外公便会在树下铺上报纸，将桂花摇下来，
做糖桂花吃。伴随着“簌簌”的声音，一阵阵颤动的风拂过
面颊，其间融化了桂花的香甜。黑白的报纸上落下了一层又
一层金色。

我们是用木柴烧的饭。烧饭时，炊烟袅袅升起，好一幅“流
水人家”的画卷！有时，我甚至会和隔壁家的阿姊偷偷从我
们家的墙上抠瓷砖下来（因为瓷砖的大小就和一元硬币差不
多），然后把它当钱币玩。为这事，我可没少被说过。



一个小院，盛满了我童年所有的完美回忆。

他将冬日里的冰之中夹着的气泡比作小扁豆，将枯燥无味的
说明转换成贴近生活的、风趣可爱的事物，牢牢地捉住你的
眼球，使你对他的文字的热情丝毫不减。

他是孤独的，很少有人真正地走进过他的内心世界。能与他
在思想、心灵上有一种先天的契合的人，大概，就仅有爱默
生了吧。但他又是欢乐的。在他之后生活的地方，有数以万
计的生命环绕着他，他从来不会觉得孤独，他的每一天都是
欢乐的，幸福的，充实的，有意义的。

他说，“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三角形的顶点！在宇宙各
种各样的星宿中，有着多么遥远而又不一样的生命在同一个
时间里凝望着同一颗星星！”

可他们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的？答案绝对没有一个相同
的。并且关于星星是什么颜色的这一问题，又有谁真正了解
呢？天真烂漫的儿童用鲜亮的黄色画出四角星；忧郁的少女
则用与深夜颜色相近的灰蓝色晕染出大小不一的点；印象派
的画家用一个个色彩缤纷的漩涡，闪烁着布满整个天空！那
是生命，是梦，是无尽的时间当中的一个微小的停留！

他的好友爱默生曾在梭罗小传中谈到，“无论在什么地方，
只要有学问，有美德，有美，他会找到一个家”。

可是对于梭罗来说，这个家并不是由几个人组成的家，而是
这片土地。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自然的气息，他与这片土地有
着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尽管他并没有得到感情，可是，在他的家乡，始终有一片湖，
那颗康科德头顶皇冠上镶嵌着的宝石，将永远张开双臂，欢
迎他的到来。



瓦尔登湖阅读感悟篇五

梭罗用质朴的声音，欢快自信的语调告诫我们，一亿人当中
才能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

读过《瓦尔登湖》才懂得何谓深邃纯净无杂质，有时我觉得
它比蒙田的随笔，纪伯伦的先知更能使我感悟，领略智慧之
美。梭罗心中充满理想与激情，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信
念，相信人的天性纯洁，人可以返璞归真，达到完美境界，
坚信只有在简朴的生活中才能感觉上帝的存在，投身自然之
中才能寻找自我。

《瓦尔登湖》是真正伟大的作品，它能够直通你的心灵，深
入你的骨髓，熔铸到你的整个品性和人格，甚至成为你生命
的一部分，当然，你得用心去进入。梭罗在《湖》中这样写
到：“瓦尔登湖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并不是宏伟
的，不常去玩的人，不住在它岸边的人未必能被它吸引住;但
是这样一个湖以深邃和清澈著称，值得给予突出的描写。这
是一个明亮深绿色的湖，半英里长，周围约一英里又四分之
三，面积约61英亩半。”通脱自然再平常不过了，但它时刻
唤醒着我们记忆中的那份风景。“他说话语气很轻，带着几
分痴傻：‘我也没有像鸣禽一般地歌唱，我只静静地微笑，
笑我幸福无涯。’”

梭罗眼中的湖不仅仅是一个湖，而且是一个充满着性情的湖。
因为“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的，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
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侧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
湖边的树木就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
岸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多少次，我也这样欣赏风景，
我的心中的湖，然而我却常常是失望的。后来我明白了，世
界上只有一个瓦尔登湖，而且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其实，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瓦尔登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