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庄子读后感悟(实用9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感悟对于我们是非
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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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读后感悟篇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提倡养生
之道，均衡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心理状态，都
是人们所追求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精神，关注
生命本身，希望合理的养生之道可以赋予他们健康的身体，
阳光的心态，让生活变得充满生机，生命变得充盈。

其实，早在20xx多年前，庄子就告诉了我们养生之道的精髓，
就是要遵循中正自然之路，顺应自然天性，安时处顺。他所
论及的养生超越了养生的一般养其形的层次，揭示了养生的
真性，即护养生之主精神。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是我们如今还经常听到的
名言，曾经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知识的无穷无尽，一
个人不应该满足于自己所掌握的，应当不断进取。现在我才
明白，这不是庄子的本意，他想说明的是，知识是无限的，
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以有涯随无涯已”，用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无穷的知识会使人陷入困顿，这是不符合养生之道，
在无涯的知识海洋中，我们应该放任心灵，不必追求在书中
得到什么，更不必在意自己所懂得的究竟能换来什么。我们
要做的，只是重视自己内心的感受，跟着心灵走，不受外界
事物的干扰。“缘督以为经”是养生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节讲的是庖丁解牛的故事，这是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故事，



然而这个故事里却蕴涵着很深刻的道理。以庖丁分解牛体来
比喻人之养生，说明处世、生活都要“因其自然”，“依乎
天理”。“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
未尝见全牛也。”庖丁解牛用的不是手中的刀，而是用他的
神。在他看来，解牛已经不是一种赖以生存的工作，而是能
让他感到心满意足，得到精神上的愉悦的事。“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
矣”，这句话很形象的写出了一种处世之道，这个社会，有
太多的法则和太多的潜规则，复杂得如同牛的筋骨，要在这
样复杂的社会中生存，要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就要懂得生存
之道，生活的艺术，处理世事顺着自然的纹理，面对纷繁的
世事就能泰然处之，游刃有余。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要
学会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锋芒毕露，什么时
候韬光养晦，这样才能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缠。这是极为明
智的处世哲学。

第三节讲了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公文轩看到只有一只脚的右
师，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想了想便很坦然了，右师只有
一只脚，其实是天意所造成的，而不是人为，即使是因祸而
断足，也是由于上天的处罚，既是天意，是自然之态就无需
在意，无论是健全还是残缺，自然即是美好，这样的心态实
在难得，若能拥有这样的意识，内心就能保持一种健康，平
淡的状态，那么离达到养生之旨也就不远了。另一个小故事
讲的是沼泽中的野鸡虽然饮食很艰难，但它却并不乞求被养
在笼子里，因为在笼子里精神虽然旺盛，但并不自由。人人
都向往自由，但精神的自由比肉体的自由更加可贵，被囚禁
的灵魂是没有什么色彩可言的，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却在
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束缚于无形之地，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追
求一些物质享受，反而置精神世界的丰富于不顾，“十步一
啄，百步一饮”虽然很艰苦，但是精神是自由的，是逍遥自
在的，在笼子里，虽然无须为食物所奔走，却失去了最重要
的东西，那就是心灵的自由。这样简单的道理，连动物都明
白，为什么我们人类却想不通呢？是因为金钱、利益、名利
的吸引让太多俗世的灰尘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在追求物欲的



过程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失去了自由的快乐，却始终不明白
是自己作茧自缚。庄子思想的中心，一是无所依凭，崇尚自
由自在；一是反对人为，主张顺其自然，这是一种淡然的生
活态度，但这并不能说庄子就没有追求，庄子所追求的，不
是俗世中的名与利，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却常常被我们遗忘
的东西，是精神的无羁无绊，是人类最初的与自然相和谐的
生活状态。

第三部分，写了老聃死了，秦矢前往吊唁，仅仅哭了三声就
出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与死都始于自然，终于自然，
并非人力所能改变，所以面对已经逝去的亲人，不必太过悲
痛，生与死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应运而生，顺势而死，
与四季变化，植物生长一样地自然。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面对亲人的离开，往往是悲痛欲绝的，这是人之常情，庄子
所要告诉我们的，只是一种思想，一种处变不惊的思想，人
的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的内容，只要经常状态处于一
种平和的心理状态，也就明白养生之道了。“指穷于为薪火，
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脂膏作为烛薪有燃尽
的时候，火种却流传下去，没有穷尽。人的生命也是这样，
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个个体都会消亡，但是人类却世世代代
繁衍下去，生生不息，物质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精神
却可以长存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文章虽是在谈论养生，却时时散发着庄子哲学思想的光芒，
庄子的哲学往往潜藏于自然之道中，无为，随性，平和，自
然，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养生，并不在于养护身体，过丰衣足食的生活，而是养护生
命，而生命的实质是人的精神，只有精神世界丰富了，养生
之道才有了意义。对于物质来说，精神重要得多，若想学得
养生之道的精髓，首先就要拥有自然、平和的心境。用怎样
的态度心态看待世界，就会有怎样的境界。



庄子读后感悟篇二

周庄是一只针尖上的蝴蝶，他有与世抗争的尖锐，也有“举
世混浊，惟我独清”桀骜纯净。你说他在憩息，你说他在逃
避，不，他其实在思考，他的双足站立在针尖之上，正小心
翼翼的展开双翅。

我不敢定论他是否在某些方面比秦初诸子更有造诣，但我却
能真切地感受到他身上的一抹清越不拘，像是他说他懂得鱼
的快乐，不然，他懂得的其实是自由之乐。

自由本是不存在的，自由意识以及所谓的灵魂不过是人自身
的慰藉之词，像是远古时代“天圆地方”这类阴阳学说的出
现，只能证明人总是需要信仰的。庄周也深知这一点，但更
多的时候他选择缄口不言。西方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也有阐述
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是通过意识来感知世界，世界万物都
是间接被感知的，因此外部世界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
是虚假的。换句话说，意识是人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器官
就是大脑。意识，就像一个信息系统的主程序，它能接受肢
体或器官的感觉信息，并进行处理。主程序，就是意识，也
就是灵魂。接受感觉信息，就是感觉；对感觉进行加工处理
的过程，就是思维。也就是说本质上不存在灵魂，也不存在
自由意识，都是人体内外部作用的必然结果。

但若是庄周早已看得如此清明，为何他还要如此乐观地去追
求自由的本质呢？或许正是因为他看得过分清明，他也才可
以持着一种“有待”的悲观态度去追求一种“无待”的人生。
即便在他最具自由精神的《逍遥游》中也不难看出庄子认为
生的痛苦卑微，但极具浪漫主义精神的他并不为此沉沦，他
是逆流的游鱼，立志要在感性的生活中超越悲剧的人生，把
握自身的本真，追求着自由的理想境界。

庄子是这么说的，自然也是这么做的。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
问他愿不愿意接管境内的国事，他却持杆不顾，望着清澈的



濮水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
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宁其生而曳尾涂中
乎？”两位大夫的身上似乎还遗留了些正常人的心智，便
答“宁生而曳尾涂中。”“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
曰。

庄子素而不俗，他清洁笃定，摒弃了荣华富贵，一心想像一
个山野间的凡夫俗子一般，与禽鸟为乐，思考人生。因此，
他比其他文人更为贫穷，甚时以编草鞋为生，也是因为贫穷，
使他更为珍惜生活中每一个美丽而卑微的细节，使他悟出了
生命的短暂脆弱，却又是无限延伸般的伟岸。

在看《齐物论》时我又不觉要发问：生命是什么，我们为什
么要活着呢？这个问题从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都会得到不
同的答案，但如果要从人体形式上来看待的话，我们很可能
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庄子在他的《齐物论》中写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
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
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
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
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其实人生如梦，现实与梦境不过代表了真实与虚假两种境界，
如果某一天你的梦境可以带给你比现实更真实的触感时，你
便可认定梦境便是现实，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实中你需要食
物，你需要摄取营养，因此你得以生存，而梦境却不会让你
的为传达给你诸如此类的信息。只是人生不过一场大梦，当
你可以切实的感知到这一切时，梦境与现实其实早已模糊了
界限。

至于人为什么而活，或许《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个典
故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示。无论是人或是蝴蝶，都不过是生
命的一种体现形式，根据守恒定律，生命中的某些力量是不



会消失的。在庄周看来，他们不过都是一种现象，是道运动
中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持久存
在的一种物质，我们在生命的各站停靠中选择或被选择了一
种身体形态，而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拓宽我们生命的
厚度，让她绽放出最大的光彩。

只是身体的形式不存在高低贵贱，那么是否有幸与不幸之分？

在清人张潮的《幽梦影》中评价“庄周梦蝶”道，“庄周梦
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的
确，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无需纷扰，轻舒的羽翼是他
所向往的自由；但若是蝴蝶变成了庄周，那是否不幸，应该
由蝴蝶说了算。

无论如何，庄周用一个个并不轻省却浪漫唯美的意象点开了
生与死的沉重主题，生是否死的对立面，我还无从而知。我
只能用我幼稚的笔触和心智阐述我对《齐物论》的点点感悟。

庄子读后感悟篇三

在晨读的时候老喜欢把《庄子》这本书拿着读，只是被里面
光怪陆离的故事吸引着，当成了志怪类型的书籍。觉得离开
我们生活的现实太远太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学过
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 ”那个时候自己的心境太小，不相信有这样大的境
界。

稍及年长些，随着个人阅历和见识的丰富。真正到达了黑格
尔所说的“正反合”三段式中反的阶段的时候，才发觉自己
心理深处真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我时常追问我自己：
我所追求的一切，我所放弃的无奈，是否都是随着我的本心
而没有违背？是否都值得？知识本身并不是智慧，智慧是通



过对问题本身的追问而通达到的一种境界。

读罢此书，我知道《庄子》还只读了个皮毛，或许连皮毛都
还没到达，以后的路还长些，还得长久的读下去。

读书笔记:

1.庄子其人

庄子其人不为名利所困，逍遥一生，无牵无挂。虽贫穷至极，
但不为困顿所累，庄子告诉我们：“读书人有道德理想而不
能实行，这才是困顿。”、“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
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对于物质上的富有庄子告诫
我们：“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中的分
量。”对于不能按照本心生活的人庄子说：“是别人给了我
这么多委屈呢？还是我自己看不破名和利呢？”

2.境界的大小

真正的大小不仅仅在于眼界中，而在于心智上。而境界的不
同，决定了人们思维的方式。如何获得大的境界呢？打破束
缚自己心智的常规思维。而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呢？问问自己，
终其一生，是否看到了自己的本心，看到了自己真正欢欣的
东西。而如何看到自己的本心呢？无忧是佛，活在当下。把
这个世间天大的事，都把它看下了，而把自己的灵魂放到无
限大。

3.如何超越

我们生活的现实无非名利二字，所谓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很
多时候我们置身茫然之处，无法看清自己的目的、方向和眼
前的权衡。乃是由于我们都已经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而
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超越，需要拥有的是一颗空灵的心境，
让自己的眼睛敏锐起来，才能在不经意之处发现人生的至极



大道。

不同价值观的人，在经历相同的事情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
人生感悟。

你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呢？第一是理性：人的心中要有一把尺
子做人的底线，不能超越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第二是感性：
每到一处，每见一个风景，心中便有一种悲悯之情自然发生，
一种欢欣之意自然流露。

不要以你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估这个世界,不要让我们的心中带
有成见。

4.怎样认识自己？

离我们最近的东西，往往是最难认知的。而只有我们自己，
离我们自己最近了。庄子在《人间世》中告诉了我们一种方
法：心斋。也就是养心。是让我们的眼睛，不仅仅看到外在
世界的广大，更应该留一份给自己的心灵，去发现自己本初
的愿望。第二种方法是：自知之明。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
宠辱不惊。

5.路在脚下

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我们可能
极其普通，当内心要有一种人格的力量，它不是彰显外放的
才华，它是一种和缓的凝聚力。

6.对于生命的态度

庄子乐生，不惧怕死亡，但也决不去找死。因为，生和死不
过是一场生命心态的变化。人的生命可以消耗掉，当人的思
想却可以流传下来，对于庄子来说，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
个生命。



7.外化而内不化

庄子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个人可以外表变得随和
融通和放下，但是他的内心要有真正不化的东西。

8.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志

一个人只有释放了自己的本性，顺服自然才能不被疑惑。所
谓利令智昏，当利能够令心智混掉，心中就不会再有洞明清
澈的智慧，一切迷惑将使得我们改变本初之性。

9.人生的心态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面对生命，我们要有一
种旷达的态度，就是达生。不要太看重外表的东西,因为那只
能让自己变得笨拙。人世间真正高明的人，向上可以看透苍
天，向下可以看清黄泉，世界万象了然于心，在任何时候都
可以神色不变，气定神闲。好的心态需要历经三个阶段：忘
记名、忘记利、忘记自己。

10.自然之道

人会遭遇太多太多的事情，一切机遇会来，一切风波会走，
在每一个机遇中把握自己，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合乎大道。

对于人生之规律：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

庄子读后感悟篇四

《庄子?秋水篇》以河神和海神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揭示了一
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认识和作为会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
因而很有限。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意义，一个人在任
何时候任何阶段都不可以不学习，或有学而自满的心态。我
们应深知学无止境切勿自满。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知识要学习，因而
我们要学无止境。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学会
走路说话，再就是学会建立对社会的信任感；当我们读小学
时，我们要学习语言汉字及其拼音，学习数学加减法。当我
们上初中时，我们要开始接触和学习英语，开始接触数学几
何、物理知识等等；当我们读高中时，我们要学习更深入的
各类科目的课程，以至于能让我达到拔高的境界；到了大学，
面向我们的是各类专业性学科，我们要开始深入学习这些以
后职业生涯高级工具；当我们工作了，要学习各种职场的行
为和方法技巧等。人生也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的学习和拓宽，
才有了进步和发展，也只有了进步和发展才会使自己的人生
更有价值。

时代在进步发展，知识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只有不断的
更新自己才会跟上时代步伐，不被社会所抛弃，因而不能固
步自封要学无止境。马克思说：“事物总处在变化发展
中。”如遗传变异，或水生发展到陆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
适应环境的就生存下来，不适应环境的就被自然淘汰。人生
活在社会中也是这样，一出生，慢慢学会走路、说话，在成
长的过程中慢慢接触到各种事物，要不断学习很多的东西，
如处理日常事物、人际关系等等。有的人善于了解、学习，
于是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有的人却固步
自封，懒于了解、学习，结果遇事时不知所措，被时代、社
会所抛弃。这样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数不胜数。孔子集群
贤之大成，振玉声金，却仍不断地学习，其“三人行，必有
我师”就是他行动的一个写照！若非如此，孔子能从百家中
脱颖而出成为儒家的创始人吗？跨栏飞人刘翔，虽有飞人之
称，但仍毫不怠懈训练，为了向更高的目标挺进，忍受着脚
踝疼痛而不畏，依然坚持艰苦的训练。也正如此，才会有新
的破纪录诞生。相反，我国古代一个叫江淹的人，年轻时才
思敏捷，文笔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为当时的人所称道。
然而，到了老年之后，他却很少写出好文章，后人戏称
为“江郎才尽”。他晚年写不出好的文章难道真是什么“才
尽”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他成名之后不再努力学习



有关罢了。

人生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所以要学无止境 切勿自满。
庄子曾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翻译成现代汉
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我觉
得庄子说得太对了。一个人从小开始学习，学吃饭，学走路，
学文化，可是他一直到死也还没有把很多东西学到，只好带
着遗憾离开人世。所以，知识对我们来说，是比宇宙还要大
的，是无边无涯、无穷无尽的，我们每个人在知识面前谁都
没有资格自满。

总之，学习是终身的事，是永远不能说停止的。任何一个人
对待学习，既不能半途而废，又不能如井底之蛙，骄傲自满，
夜郎自大，而是要牢记：学无止境的道理。学而不骄、学而
不弃，只有这样，才能每有所会，才能不断为社会和人民做
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庄子读后感悟篇五

《庄子》的《齐物论》我认为是很难啃的一篇文章。这篇文
章，哲学味道太浓，而且辩证的观点也是分分钟把我整迷糊
了。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无者者。

反正我的脑回路，已经无法再去想象那个更早更早的时候了。

《齐物论》里“既使我与若辩矣——”的这段，今天读着有
了一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首先，庄子提出辩论的胜败关乎对错吗?



其次，庄子提出辩论的对错由谁来判断?

而庄子的论点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与若不能相知也，
则人固受其黮暗”。

这一句我不认同译文的意思。我觉得这句的意思是“我和你
互不知道真实意思，所以两个人各受自己意识的限制”。

《金刚经》里有一句比喻: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如人有目，日
光明照，见种种色。

这两句比喻，我觉得可以解释“受其黮暗”，就是人无法看
见无法看清楚的意思。

所以我理解庄子得意思是，人和人不相知，所以互相不能正
确理解。

也正因为不能互相正确理解，所以才需要一个第三人去做判
断。

这让我想起来《三体2-黑暗森林》里的黑暗森林法则。

《三体》里，三体人是意识交流，所以他们没法隐瞒真实想
法。而地球人是语言交流，所以咱们可以隐瞒真实想法。

黑暗森林法则说的是，在猜疑链的基础上，黑暗森林里先暴
露的一方会成为另一方的猎物，或者说先暴露的一方会被消
灭。

《齐物论》辩论的这段，其实完美的阐释了人与人之间的猜
疑链:

——我和你观点不同，如果让和我观点相同的人则无法公平
判断、如果让和你观点相同的人也无法公平判断、如果让和
你我观点都不同的人或者和你我观点都相同的人均不能公平



判断。

所以到头来，两个观点相异的人，是无法从第三人处得到两
个人想要的判断的。因为第三人经受不住猜疑审查。

无论第三人持各种观点，他首先被辩论两方从上到下从里到
外进行了审查，而审查结果就是无论如何，第三人都没有判
断资格且无法做出公正判断。

而回到辩论最初，会发现，辩论判断的基础其实就是猜疑链，
因为我和你不相知。因为这个不相知，所以就进入到了猜疑
链。因为两个人进入到猜疑链，第三人也进入到猜疑链，而
后所有人都进入到了猜疑链。

又因为猜疑链，每个人失去了获得绝对公平的机会，因为没
有任何人有判断资格。

这一段让我想到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我想因为猜疑链的
存在，实际上实体正义无论如何会有一方不认可，因为终归
有一方甚至可能是双方都质疑第三方的判断资格，所以程序
正义显得尤为重要了。

《齐物论》关于辩论的这一段我读着似懂非懂，隐隐约约，
随感而发，越是想越觉得深奥，不得不感叹庄子的智慧，也
感叹庄子对人性的参透。

三体人虽然历经苦难，一心想寻一个稳定星系发展和延续他
们的文明，他们进化出了透明心智，不得不说，上帝给他们
关了一扇门却也打开了一扇窗。而地球人一直在一个稳定星
系安稳的发展，我们却受猜疑链的困扰，总是在互相猜疑争
斗，彼此消耗。

庄子虽然没有去想象地外文明的样态，但他对于人性也是看
的透透的了。所以他才无法给出一个解，只能留下一句



问“而待彼也邪?”

好像在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人心便是天然的鸿沟啊！

以上随感！

庄子读后感悟篇六

孔子被人们称为“圣人”，把庄子称为“神人”。一提到庄
子，我们就会想到他的《逍遥游》。

小时候，曾在语文书上读过简化版的《鹏程万里》，却从没
有真正感受过“乘物以游心”的逍遥，从没有真正感受过那种
“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的淡泊。

上个世纪末，有一首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来去天地
间，是少年人金色的憧憬，中年人的一声叹息，老年人不由
自主“想当年……”。逍遥的脚步总是来去无踪，沿着中国
千年的历史长河，顺流而上。有武陵桃园，遗世而独立，自
在悠闲。再往前，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有庄子，
也只有庄子。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
文章气势磅礴、纵横恣肆；他的思想深邃宏阔、笼盖至今；
他的寓言想象奇特，寓意深远；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
囿。

庄子一生贫而不穷，家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有时甚至无
米下锅，要向人借粮。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生
不逢时，如之奈何？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断然拒绝
了楚王送上门的相国之位。自称宁愿做一只在淤泥中拖着尾
巴、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意当供奉在庙堂上，受人尊敬
的龟甲。所以庄子选择了“无为”，敢于从容面对随之而来
的寂寞和贫困，在天地间随心所欲，逍遥自在，达到心灵所



追求的高度与境界。

《逍遥游》是全书的精髓，开门见山点出“逍遥”的境
界，“游”的状态。鹏程万里，扶摇直上，看似逍遥，其实
都是“有所待”，不自足。一旦时不我与，则无法成功。如
何才能超脱？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
穷”。也就是说，心灵顺应天地大道，跳出万物束缚，无物，
无我，无功，无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自在。

看庄子的《逍遥游》，首先就要看一个“大”字。“北冥有
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巨鲲大鹏，充盈于天地之间
的大气磅礴。“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大格局、大气
量、大胸怀是逍遥的第一步。

其实，生活都一样，只是每个人看待生活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每个人面前，生活都是不同的色彩，只在于你是如何去看
待、如何去面对。所以，胸怀博大是庄子、是《逍遥游》给
我们上的第一课。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再说如果水的积
聚不够深，那么则无力承载大船。同样的，在我们呱呱坠地
的那一刻，嘹亮的哭声就是人生鸣笛启航的标志。我们在书
海中、在困难中逐渐成长，小船历经风雨，变成了大船。倘
若没有在学习生活中的知识、能力、经验的积淀，水不够深，
人生的大船在未知的水域里航行，必然危机重重。当然，内
涵深度的积累无疑是一种漫长的过程，需要锲而不舍的坚持，
这也是一种逍遥游的前提与资格。

《逍遥游》中塑造的境界永远是没有边界的。天地大道，发
乎自然，庄子于虚静中挥洒他的放诞，于达观中流露出些许
狡黠，让我们用一生的体温去温暖这个智慧的名字，渐行渐
远，随着庄子去“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当感受到心灵的疲倦与束缚时，让我们静下心来，跟着庄子
一起展开一次心灵的逍遥游……

庄子读后感悟篇七

《秋水》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截然相对的艺术形象：见识浅陋、
自以为是的河伯与博学深邃、视野广阔的北海若。

河伯是黄河之神，到了涨水的季节。百川灌河，他看到径流
如此宽大，分不清两岸边牛马的形状，自以为天下之美尽在
于己。北海若是海神，大海浩瀚无边，无有穷尽，河流所谓
的涨水干旱，于他来讲，动静实在太小，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河伯一路趾高气扬走来，遇到大海，才突然发现自身竟是
那般渺小，好似井底之蛙，先前的志得意满毫无意义，徒然
贻笑大方。随后的一系列问答，相对于北海若气定神闲滔滔
不绝地阐明“大小之辨”，河伯的无知更是只有陪衬的份儿。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学说讲究“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自然”，遵从万物本身的规律，不勉力强求。而往往，
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已心如明镜，对世间万物的属
性了然于心。北海若就是这么一个大智者，他所展现出来的
是大家风范。

这样的艺术形象和情节无独有偶，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
里，也有着与河伯海神若雷同的角色。少林寺藏经阁的一位
扫地僧，头发花白，衣着邋遢，他只需眼睛一瞪，就能使武
功卓绝的萧远山和慕容博口喷鲜血昏死过去，武功推为天下
第一，当无异议。可这位扫地僧叮咛告诫的是，武功的高低
都只是细微末节，佛法宏大才是正道，如走上邪道，武功越
强，反而伤及自身。与之相比，顶着“天下第一恶人”名头
的段延庆，强练易筋经以求天下第一的鸠摩智，无一不成为
小丑，在尘埃中湮灭。

道家和佛家的哲学思想自然有诸多的差异，不可混为一谈；把



《秋水》和《天龙八部》举出来，不是要读者盲目效仿海神
若的外在风范或深入道家以至得出不可知论，更不是鼓励学
习内功心法。我们要找出的是其中的联系，中国古代哲学一
脉相承的一种东西，那就是道。

道与术相对立。术是技巧，是人事，是大多数人凭着指导、
借着经验就能轻易习得，并且付与实践能迅速生效的法门。
道，是需要经过长年积累、感悟的，从心底生出的原则。大
多数人本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极易偏重于术，而不重道。这
样的人，或许能一时逞盛，但由于缺乏人文底蕴，素养不高，
终归要见笑于大方之家，譬如《秋水》中的河伯与《天龙八
部》里鸠摩智一类角色。相比而言，如海神若者，讲究清静
无为，效法自然，天人合一，如扫地僧者，佛法精深，心地
明镜，在习术之前，已明白要遵循的道，自然能够有所大成，
而免于耻辱。

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道家和佛家是相似的。

与现实来讲，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日益繁忙的工作，
日趋激烈的竞争，让我们大多数人晕头转向，有心研究的，
不少只在于术——投机专营。希望可以抽离出来，问一问道，
找到人生正途该遵循的原则，不求成为哲学家，但要不贻笑
大方。

庄子读后感悟篇八

大家都会知道一本叫《庄子》的书。可是看完这本书都会发
出许多赞叹。于丹就把她的慷慨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庄子心得》。

在百家讲坛节目中也谈论过这个话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领
悟于丹心语。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窗某学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
任。20xx年春节期间在《百家讲坛》栏目解读《庄子》心得，
受到观众热烈。

《庄子》心得也讲述了许多深奥的论语，里面讲的都是庄子
何许人、境界有大小、感悟与超越认识你自己，总邮路可走，
谈笑论生死，坚持与顺应，本性与物性，心态与状态，和大
道与自然。

下面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庄子这个人，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
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气势磅礴，纵横恣肆；他的思
想深邃宏阔，笼盖古今；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囿。他
上穷碧落下黄泉，嬉笑怒骂，说尽天下英雄，其实他的内心
并不激烈。他曾经做过漆园小吏，相当于现在的保管员。他
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战国纷争、战乱频仍，而到处求贤若渴
的时代里。他隐居不仕，终老天年，没有什么社会名分。庄
子的生活一直是相当贫困的，经济抗面也很差。所谓“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人生在世，从古至今
很难看破的就是“名”与“利”两个字。应该说，大家首先
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和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
会面临着经济问题，生存的困窘。庄子也不例外。

看到《种子心得》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于丹可以把每一句话，
和每一个字分析的十分透彻。椰油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人活在当下，在当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不惧生死，那么
我们的心灵将拥有一个多大的空间、一份多大的境界啊！是
啊，每个人的境界都不同，有的人高过云端却有些人低于云
端。可是每个人只要穿透名和利，那么你个人的空间就会有
许多色彩斑斓的花朵和温暖的太阳。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
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
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
（她）的思维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
判断事物的价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
价值。



往往一个人是不能轻易的认识一个事物的真正价值。每一个
人都希望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只有真正清醒地认
识了事物的价值，才可能获得人生的目标。而认识一个事物
自身的价值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读了《庄子心得》这本书，我的心境与梦境就立刻变得有声
有色了。不仿你也可以去文中了解庄子，从中受到感悟。

孔子被人们称为“圣人”，把庄子称为“神人”。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气势磅礴、
纵横恣肆；他的思想深邃宏阔、笼盖至今；他的寓言想象奇
特，寓意深远；他的风格嬉笑怒骂、了无拘囿。

庄子一生贫而不穷，家住陋巷，以织草鞋为生，有时甚至无
米下锅，要向人借粮。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生
不逢时，如之奈何？就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断然拒绝
了楚王送上门的相国之位。自称宁愿做一只在淤泥中拖着尾
巴、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意当供奉在庙堂上，受人尊敬
的龟甲。所以庄子选择了“无为”，敢于从容面对随之而来
的寂寞和贫困，在天地间随心所欲，逍遥自在，达到心灵所
追求的高度与境界。

《逍遥游》是全书的精髓，开门见山点出“逍遥”的境
界，“游”的状态。鹏程万里，扶摇直上，看似逍遥，其实
都是“有所待”，不自足。一旦时不我与，则无法成功。如
何才能超脱？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
穷”。也就是说，心灵顺应天地大道，跳出万物束缚，无物，
无我，无功，无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逍遥自在。

看庄子的《逍遥游》，首先就要看一个“大”字。“北冥有
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巨鲲大鹏，充盈于天地之间
的大气磅礴。“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大格局、大气



量、大胸怀是逍遥的第一步。

其实，生活都一样，只是每个人看待生活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每个人面前，生活都是不同的色彩，只在于你是如何去看
待、如何去面对。所以，胸怀博大是庄子、是《逍遥游》给
我们上的第一课。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再说如果水的积
聚不够深，那么则无力承载大船。同样的，在我们呱呱坠地
的那一刻，嘹亮的哭声就是人生鸣笛启航的标志。我们在书
海中、在困难中逐渐成长，小船历经风雨，变成了大船。倘
若没有在学习生活中的知识、能力、经验的积淀，水不够深，
人生的大船在未知的水域里航行，必然危机重重。当然，内
涵深度的积累无疑是一种漫长的过程，需要锲而不舍的坚持，
这也是一种逍遥游的前提与资格。

《逍遥游》中塑造的境界永远是没有边界的。天地大道，发
乎自然，庄子于虚静中挥洒他的放诞，于达观中流露出些许
狡黠，让我们用一生的体温去温暖这个智慧的名字，渐行渐
远，随着庄子去“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当感受到心灵的疲倦与束缚时，让我们静下心来，跟着庄子
一起展开一次心灵的逍遥游……

庄子读后感悟篇九

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很生动
逼真的一只蝴蝶，他感到愉快而惬意！不知道自己原本是人。
突然间醒过来，他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他自己。不知是
自己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人呢？人与蝴
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作“物化”——“物我界限
消解，万物融化为一”。

这个人是庄周，这个故事叫“庄周梦蝶”。它的寓意是“人



们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无往而不快乐。”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庄子》。

这个年龄的我们早已经认识到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宇宙
起源、人类起源这一类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神学问题，难免
会感到困惑、纠结，更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这一问题探求的
渴望。庄子不仅能让你轻松下来，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伴侣。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庄子那里有所收获。正如叶
适所说：“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
奸邪者济其欲。”喜好文学艺术的人，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
一些好词句和写作的技巧；寻找真理的人，可以在庄子这里
体验得道的美妙和对人生的透脱理解；被世俗的忙碌搞得太
累的人，可以在庄子这里得到精神上的休息；而想做坏事的
人，也可以在庄子这里找到做坏事的理由。

刚刚进入高中的我们，振翅欲搏，庄子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水汇集不深厚，她就无力负载大船；
风的强度不够大，她就无力承负起巨大的翅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若非厚海积之
水，非阔天积之风，则鹏亦无知于众人矣！

1942年金岳霖先生用英文所写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这样评
价庄子说：“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个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
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
相上下。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
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
” “这种怀疑主义里，可以说希腊的明朗渗入了希伯来的美
妙，希伯来的美妙软化了希腊的明朗，有幸接近这种理想的
人会妙趣横生。怀疑主义并不使他尖酸刻薄，美妙也不使他



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

所以，情感充沛而又不失理智的同学们，不妨读一下《庄
子》。其中确实有太多的属于中国的最伟大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