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阅读庄子的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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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阅读庄子的读后感篇一

读于丹《庄子》心得之《境界有大小》，于丹在里面写
道：“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为此，她还专门列
举了《庄子——人世间》中的一个关于树的例子：

一个姓石的木匠到齐国去，路上看到有一棵栎树。这棵栎树
被这个地方的人奉为社神来祭祀。

这树有多大啊？庄子的形容很夸张。他说，这棵树的树阴可
以遮蔽几千头牛在这树底下乘凉，量一量树干可以达到百尺
粗，跟山一样高，很多丈高以上才生枝干。

这棵大树吸引了好多人来观赏，但石木匠看也不看一眼，就
离开了。他的徒弟问师傅：“这么好的木材为什么看都不看
呢？”

石木匠说：“这种树木是没有用的散木，木质不好。用它做
船，那船很快就沉；用它做棺材，这棺材很快就会腐烂；用
它做器物，这个器物很快就会折断；用它做门，这门就会流
污浆；用它做柱子，会被虫蛀。所以，这是‘不材之木’，
做什么都不行。”

晚上，石木匠梦见这棵栎树来跟他说话。

那棵散木说，你看那些果树和瓜果，那是大家所认为的有用
之材，每年硕果累累，大家对它赞不绝口，结果是大枝条全



被折断了，小枝条都被拉下来，那上面结的果实，年年一熟，
人们就来剥夺它。因为它们有用，所以伤害了自己，早早就
死了。我就是没用，所以才保全了自己。

庄子的故事讲得似乎有些超现实，但也提醒我们不必去羡慕
那些被世俗人所赞不绝口的人；因为他们的所谓有用背后，
不知对自己做出了多少伤害？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啊！

《庄子-——逍遥游》有一个最著名的故事：

北海有一种鱼，叫做鲲。鲲十分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长。
它能化成一种叫鹏的鸟，也有几千里。当它振翅而飞的时候，
翅膀像遮蔽天日的云彩。鹏会在海运来临的时候飞往南海。
南海，也就是天池。当它飞往南海的时候，会击起三千里高
的浪花，乘着风直上九万里的高空，而且这一飞就是六个月。

然而，蝉和斑鸠却嘲笑说：“我们快速飞起，冲上榆树和檀
树，但有时达不到目的地，就掉落到地面上，何必要飞到九
万里那么高呢？”麻雀也嘲笑说：“它究竟想要飞到哪儿去
呢？我使劲的往上飞，也不过飞几十丈那么高就得回来，在
蓬蒿之间翱翔，已经是飞翔的最高境界了。它究竟要飞到哪
儿去呢？”

在这个故事中，人们往往会羡慕大鹏鸟的视野宽阔，气魄宏
大，会嘲讽蝉、斑鸠和麻雀在大鹏面前如小丑般的无知、可
笑，它们鼠目寸光，即使尽力气地翻飞腾跃，也不过蓬蒿之
间，数丈而已，它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嘲笑翱翔于天际的大鹏
鸟呢！难怪连庄子也说“这几个小虫子又知道什么！”大
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觉。

然而，这只不过是从很世俗的、狭隘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
事实却并不如此！

我们知道，宇宙（或道）是无限的，到底无限到何种程度呢？



有一部电影描述得很好：在地球上，外星人与人类寻找一个
决定双方命运的宇宙，经过双方的生死较量，这个宇宙最终
被人类寻获并夺得，你知道这个宇宙在哪里吗？它在一只黑
猫的脖子上挂着，只有玻璃弹珠那么大，但当你从外向里望
时，里面却是繁星密布，浩瀚无边，的的确确的是一个宇宙。
宇宙就只有那么大吗？不是的！电影到结束时，镜头拉向远
方，我们伟大的地球慢慢地缩小，变成蓝色的球，再缩小，
在太阳系里变成一颗小星星发着微弱的光，再缩小，地球早
已看不清了，太阳系在银河系里缩成一小片，再缩小，银河
系已变成一小团雾，再缩小，银河系在我们的宇宙里已看不
见了，最后我们的宇宙变成一颗小小的弹珠在地上滚动，掉
到一个小坑里，与另外一颗弹珠撞在一起。这时，一个外星
人伸出一只长着柔软大手的瘦长胳膊，用手抓起两颗弹珠，
放到一个布袋里，布袋里已有满满的一袋子呢！

相反，麻雀、斑鸠和蝉倒是很幸福的，它们的幸福正在于它
们的无知和自我满足！

现实生活中不也如此吗。有一个朋友通过自己十来年的奋斗，
已经拥有上千万的家产，家中的住房已从乡下的农房换成了
小别墅，后来他觉得小别墅也不好看，又想买三十亩地造个
小园林，现在他已在付诸实践了。有人对他说，怎么这么不
知满足呢？等你有一小园林后，就有会想，似乎家中少了一
座山，你就又会不满足了。

是啊！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满足呢！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不是很痛苦吗。

所以，做一只无知、无用和自我满足的小麻雀又有什么不好
呢！

阅读庄子的读后感篇二

他具有苏格拉底般的智慧，却从不在市集中与世人孜孜不倦



的对话;他本可以配着相印登上权贵满座的殿堂，却甘愿寄身
于山野、市廛，“曳尾于涂中”。他把自己的抱负以及对理
想生活的想象记载下来，虽然几经散佚，仍有大部分流传至
今。

《庄子》这本书同先秦时代的大部分著作相同—受制于当时
的文字载体而呈现出短小精悍的特点。全书分为内、外、杂
三篇，除《内篇》已证实是庄子真迹外，外篇有小部分与杂
篇的大部分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但是这也难以阻碍书中所
散发的的思想光芒。

庄子上承老子的道家思想，同时又有所变化—他对“道”的
理解与老子大体相同。不过，他还主张抛弃礼义、毁坏机械
才能使人返璞归真、拾回本性。这与当时提倡维护礼义、积
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又与《人类简史》中作
者对农业革命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可以说这种
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对比性与相似性让人感到十分惊奇。

此外，庄子的文章极富有想象力与文采，同时善于用寓言的
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我们学过的《北冥有鱼》(选自
内篇中的《逍遥游》)便是极好的例子，通过瑰丽的描写、天
马行空的想象展现了鲲鹏迁徙的情形。

虽然他的学说带有神秘主义的味道，但他也有人文主义的关
怀。他深知百姓疾苦，讽刺当时政治的黑暗，这也可能是他
拒绝同儒家那样获得从政机会的原因吧。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能够提出一家之说，无论合适
与否，都是诚然可贵。正如驰骋的骏马，纵使不羁，也强于
被囿于马槽之中的驽马;正如大海中的鱼儿，纵使那里危机四
伏，也比井底之蛙更能体会大海的广阔。



阅读庄子的读后感篇三

在《庄子》当中，处处有在讲他所崇尚的“道”，但是都是
描述，没有定义。所以我们对于“道”的理解，不能通过精
确的概念，而是要通过心性的感悟。不过尽管如此，相信大
家对“道”的理解，也不会相差太远的。

庄子或者道家所谓的“道”，大概是一种一元的、形而上的、
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符合自然的、清静无为的存在。这样
一种“道”，贯穿于庄子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哲学、
人生哲学等方方面面。

纵观东周诸子，除了阴阳家之外，道家算是最关注形而上的
问题的了，老子就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代表。我在大学里
一位讲中国哲学的老师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说明，他是这样
说的，我们人、动物，会走会动会说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脑子在控制自己(古人就以为是心)，脑子一发令，我们的手
脚就会动，嘴巴就会说话了;那么老子就观察天地变化、山河
日月，他也在想，这大自然一切一切的变化，是不是也有一
个最高的“脑子”在发号施令呢?于是他就发现了“道”。道
家的“道”，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符合一切自然的本性的，
人只要获得了“道”，那就会走入最高的境界，与世间万物
融为一体。

那有一个问题来了，老子和庄子，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道”，
用文字语言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的“言
意之辩”。

首先来对比西方的哲学，西方古代思想家们的传统，一向注
重概念、语言的清晰。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他们已
经强调概念、定义的重要性，而且对此也有诸多开创;后来经
过中世纪经院哲学，再一直发展到康德、黑格尔，整个西方
哲学，仿佛就是一个庞大而精致的概念王国。西方的思想家
们，就是想要通过考察精确的语言概念来发展思维，从而认



识世界。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在
先秦早有根源。《易经》也有写：“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而道家则多次多方面地谈过这个问题。庄子认为，所谓
的“道”都是渊博的、宏大的，无所不包的;而语言本身是糟
粕，是狭窄的。如果“道”有了一个具体定义的框定，那么
它就只能“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但这是不符合“道”
的本质的。这里有体现庄子的辩证法，不过我之后再详细谈。

对于“言意之辩”，不仅中国古代哲学有关注，西方后现代
的思想家们也有具体深入的研究了。而我们哲学小组讨论的
结论大概是，一定的语言和概念本身，会利于我们表达意思
情感，加深对世界外物的思考与认识(比如你现在看我这篇文
章就是如此)，否则我们或许只能通过大笑来表示开心、拍桌
子来表示愤怒。但是语言和概念是相对静止的，思想和情感
是非常细腻、丰富的，某些时候，概念也会妨碍我们认识世
界，语言也会沦为“语言化石”。如果有心的朋友，应该对
此格外小心。

所以，最后重申，由于庄子他们对语言和概念的不信任，我
们读《庄子》，有时候不能通过精确的概念来理解，而是要
通过心性经验来感悟。

阅读庄子的读后感篇四

近来听于丹对《庄子》的诠释，更有一种赏心悦目，如沐春
风的感觉。

庄子，名周， 是殷商的保留地——宋国崛起的一位文学巨匠，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庄子的人生观是一种逍遥的人生观，似不食人间烟火，为人
们提供了一种宁静的灵魂家园，以一种“无”的深层内涵去



泯灭尘世的一切权利、功禄。

虽 然我也读过《论语》、《孟子》等古典名著，而《庄子》
给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听着于丹教授的讲解，别有一番感受。
她个“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
以人生诠释人性”，让古典文化进入千家万户，让经典人文
融入百姓的.生活，在社会竞争愈来愈列的今天无疑给每一个
人一剂提升自身修养，缓解社会压力的良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庄子的无为而治提供更深的思考：
人类应是大自然系统的子系统，服从于规律的安排，“人定
胜天”是人类理想的豪迈，其实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更需要
有一种淡定的生活态度， 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顺其自然、
无为而治、在不为中有为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天下大同，
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孔子、孟子、庄子等圣人留给后代的不可
磨灭的真谛。

欣赏“无欲则刚”的境界，向往一种精神的世外桃源，使自
己每天都处于一种淡泊宁静的幸福状态，真的很惬意！

阅读庄子的读后感篇五

《庄子》心得躺在我的书桌上，作者就是于丹，大家应该在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听过她讲解的《论语》心得和解读
《庄子》心得，这本书是本年4月份退团时公司给我的退团纪
念礼，同时还有电子万年历，小小的礼物却感觉格外有意义，
一个代表时间，一个代表一种精神。

《庄子》心得的扉页是作者题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字
迹很大气。平日里我也是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书或文章，把
哲理写实，易懂不乏味，使人在感悟人生的同时也得到诸多
处世之道。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因为计较太多，我们曾烦心劳
神，因为要实现某一目标，急功近利而不达。也曾因为生活
的种种困境，失去了希望和理想。于丹则用她现代视角很好



地讲述庄子的思想。

我和我的朋友常常在一起感慨生活的种种，我们有时也觉得
人的一生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并没有很年长，可为什么总要
经历很多不快乐和不顺心的事，这件事刚过没顺心几天另件
事又出现了，人一辈子那么长，酸甜苦辣还真要我们一一尝
尝遍才不为过呀。生活带给我们很多快乐的感觉，幸福的感
动，亲情的温暖，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难题，需要耐心
和毅力去磨练，去化解，去完成。无论处在何种状况下，我
都会勉励自己乐观面对。这本书则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总有
路可走。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如果我们遇到了高山或者大河，
真正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放低平常心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
“本书从十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第七章是“坚持与顺应”，
书中写道“庄子认为，在人的内心应该坚持自己秉性而不要
随波逐流，而面对外原世界，则应该通达和顺应。”自己也
经常有感慨，也听身边的朋友同事感慨过，现实生活的种种
已将我们磨得圆圆的，没梭没角，没个性。人们把个性冠名为
“张扬”，所以我们已不再张扬凡事随大流，说得难听点，
哪天入了哪流都不知道，平庸呀。

“坚持自己秉性而不要随波逐流”。我的理解是自已的想法
一定要说出来，但不与他人对立。不知你是否赞同。在这个
丰富的物质时代，三人成虎，那些语言攻击一般人都很难坚
持自我的。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比如今天你穿了件你自
己认为还不错的衣服，当然这只是个人认为，一出门，张三
看见说，哇你今天这什么衣服，不适合你吧。碰见李四，李
四更直接，这什么衣服，难看死了，快别穿了。就算你心里
够自信，我想你自我感觉也经降到底线了，第二天这衣服就
可能是压箱底的命运了。生活中还有很多的例子，我看很多
朋友第一次吸烟也是这样开始的，周边大多数朋友都会，什
么男人吸烟才有男人味的怪论，一冲动，不管是自愿的还是
被迫地吸了别人就不会说了的想法。事可大可小，但做为个
体来说，我们的内心一定要有自己的定力，有自己的原则，
当非主流成为个性的例子也很多，那时的目光是别人只能欣



赏，因为别人没法做到。

“面对外原世界，则应该通达和顺应”，外在与世界随遇而
安，尽可通畅通无阻，与内心的紧持，内心的清明互为表里。
我觉得这是种很高的境界，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让自己试
着这样做，内心坚持，外在要随和，才能够不动摇，因为你
内心的力量是坚强的。我们可能会把每一个当下活得好得更
好，会把人生整个的流光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安详地走过，少
了很多的纷争，少了很多的矛盾，而我们最后，会获得一个
圆融的、合乎自己的生命境界。外在要顺应，你的内在冲击
力可能就会减弱。

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一些启发，从别人的人生中得到可以共
享的经验，少走一些弯路，不要非要亲身试过才知这路不能
走。年轻的我们需要激情，让生活常常充满阳光，偶尔刮风
下雨也能知道凉爽的滋味，年轻的我们少些冲动，多些思量，
不要把固执当成坚持，因为我们年轻，所以在生活，情感，
和工作上都需积极，即坚持又通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