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庄子读后感(模板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庄子读后感篇一

因为闲着无聊，家里刚放了一本《庄子》，就拿起来看了好
几天。平时不喜欢看这些古文书，但那天真的静下心来看了
一下，有了一些感受。

在这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人们理想的社会应该就是这一
刻。然而，这是一个精神境界极度缺乏的时代。此时此刻的
大多数人都容易极度焦虑。物质满足并不意味着精神财富。
庄子——贫穷不累。贫穷并不意味着不快乐。与物质生活的
丰富相比，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精神生活的自由。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习惯于高效率，拒绝放弃一点时
间。从长远来看，他们会感到身心疲惫。世界的喧嚣都是为
了过去。我们不能说这句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这只是一个道
理。然而，在庄子看来，正是因为名利，他才有了终身服役
而不见其成功，茶然服役而不知其归。这一天提倡的应该是
物质和精神的共同丰满。在《庄子》中，他渴望乘天地之正，
御天气之辨，游无穷。我们不必要求这么高。只要我们学会
冷静下来，放松混乱的自己和忙碌的自己，我们的个性就是
在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这会让
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如果我们能达到这句话所包含的境界，
它不仅可以释放疲惫的身体，而且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有益。

庄子强调自由这个词。庄子渴望自由、自由、无拘无束，身
心不受束缚。虽然这个时代不可能像它说的那样，但它也可



以要求我们的自由。有了自由，人们可以更全心全意地释放，
在工作或学习中需要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
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必须被束缚的自由。在许多情况下，
束缚并不妨碍自由。相反，它是为了让我们在一个世界上做
得更好，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当今社会，有许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疾病，无论是生理上
还是心理上。为什么？原因是人们把物质与身心融为一体，
抛弃精神是绝对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学会关注自己的精神世
界。正如庄子所倡导的，思想精神应该优于物质，因为精神
世界带来的幸福远远大于物质。

庄子读后感篇二

庄子是讨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论点。我认为庄子想
解释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不要总是从一边看问题。
自以为是也是一种极端，以一技之长为荣也是一种极端。世
界是和谐的。人也应该和谐。

所谓“坚白论”，山人认为讨论的两派不再讨论同一个问题:
讨论某物的属性是什么〖即白与坚〗，另一派是关于某一特
征的〖即白与坚〗无论是物体的独特个性还是许多物质都有
一些共性。

事实上，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非
常现实的。回避“万物起源”、“谁创造人”等不清道不白
的问题。对自然采取接受和兼容的态度。不追求绝对，不走
极端，只追求中庸。山人认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思
想是受西方影响的。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是征服自然、改造
自然的一个例子。中医、气功、养生等都是顺其自然、接受
自然、融入自然的例子，典型的说法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许多人把庄子和道家放在一起，与儒家相对。山人认为儒家
注重社会和社会体系；老子强调人与自然；墨家注重对象及



其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庄子就是这些融合。只是墨家的论
点少了一点。儒家和老子过多地相容。强调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是和谐共存的，没有主次之分。这也是儒家最大的区别。
儒家要有等级，要有自我克制(这和“无我”差不多)。

自然，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有利于朝廷。但庄子
的思想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社会
的主要思想，并得到了政治家的大力提倡。但与此同时，庄
子的思想作为主要的分支存在，没有受到异常的抑制。法家
没有地方生存，因为它强调对象，鄙视主要由人类主观形成
的社会制度和结构。

庄子读后感篇三

王夫之有语曰：“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
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可见儒家入世之说与道家出世
之学对后世影响之深远。二者几乎概括了社会人生的全部际
遇与境界而平分秋色。儒学之举足轻重不必缀述，相对而言，
庄子哲学向来被视为失意者的良方，对更多的人可能较为陌
生。初读之时，“庄生梦蝶”、“道法自然”也并不显得那
么艰深，但再读之时便会发现，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辞之后，
隐含了太多的玄妙，非用心探求不可得。本文试从其中《齐
物论》一篇的部分内容入手，浅谈一二感想。

历来对《齐物论》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在此仅选取其中个
别角度观之。

首先，庄子提出“我”与“成心”乃人世纷扰之源。在他生
活的时代，诸侯混战、百家争鸣，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人民
生活朝不保夕，这让庄子十分苦恼而专注于寻求解脱之道，
其悲天悯人之心可见一斑。与当时众家关注社会政治相异，
他更关心个体的生命与幸福。正因为从小处着眼，他发现
了“我”这一存在。依照相对论的观点，万物相对相生，互
为彼此。每一个“我”在己方是此，在别方则为彼。但是人



们往往只见其一，“自彼则不见”，即总是从“我”的角度
出发看待问题，却不知应当站在对立面来思考。由于过多地
强调“我”的存在，便产生了各自的“成心”，对外物都存
有偏见，时而以私心忖度他人，时而将外物主观化；妄断他
人则会导致意见不合而无法相互理解，妄断外物则会让主观
映像掩盖现实而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于是由彼此之分产生
是非之争。而人们又往往固执己见，妄图用辩论来证明自己
正确而别人错误。这在当时很可能是讽刺百家争鸣却置万民
于水深火热的不合理现象；也可能只是嘲笑世人执着于小是
小非却不见大道的浅薄。

庄子接下来阐述了他认为理想的解决途径：“丧我”而
达“天籁”之境。天籁是“道”的一种表现，而“道”是解
题的方法和目的所在。庄子认为万物初生于道本是浑然一体
的，即“道通为一”，是由于人的“成心”将事物割裂、对
立起来。必须回到“道”的高度，使之“复通为一”。在这
里，物与我“生”与“归”的地方都是“道”，它是起点亦
是终点。这种“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的存在，寄寓了
庄子的全部希望。那么从迷失“道”到复归的过程中又该如
何做呢？庄子认为“莫若以明”，就是让达到指引个体超脱
烦恼：全面看待问题就可以突破“成心”的束缚；以“道”
为立场，则所见既无彼此亦无是非；只有跳出局限，方知前
之所知实为不知……就是具体的方法。

道的立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遥不可及，但也不妨作为一种
信仰。我们也许很难真正达到形而上的高度来看问题，但至
少可以学习那种超拔的态度。也许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将道
与自身的高低差异转化为大小、前后的不同来理解。从时代
特点来说，我们应当具备世界乃至宇宙眼光，即使生活中的
小事也不必将自己围困于小小一点——将问题放到一个更大
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情况就可能有很大转变。比如遭遇挫折
而沮丧时，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个人是如此渺小，幸与不
幸就如命运之神手中的色子一般反复无常。而太阳照常升起，
实在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同样地，当时间不同，感受也会



改变。曾经在悲喜在回首之时总已沉淀为宁静的记忆，一切
仿佛都带了甜味的温暖，又似乎都浸染了酸涩的凄凉。时间
始终在流逝，人所能做的只有珍惜当下。

最后，辩证地来看庄子的这些思想。首先他的探索精神与人
道主义值得肯定。此外，他极具代表性的超然和逍遥也别有
特色。

然而也应当看到其思想中的缺陷。最主要是为追求精神解脱
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宿命论，采取过于消极的态度对待问题，
导致许多严重的弊病，如否认区分是非的重要以及知识本身
的必要性。这种不求明白、宁可“忘言”的心态，对社会和
个人的发展无疑都是有害的。个人认为像庄子所说的“成
心”所造成的片面性问题，也可寻求其他解决之法，比如儒
家倡导的仁爱，“推己及人”，未必不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
果。一味强调超脱显得太过不实。当然，结合当时特殊的乱
世时代背景来理解，庄子的思想境界已经十分可贵。而后人
的解读难免都是带了各自的“成心”的，正如我们今天或多
或少会怀着“有用”的目的去看前人的思想。这是一种无奈。
但仍然希望在这个严重物化的.年代能有更多的人学习并运用
庄子的逍遥，至少为自己创造一份心灵的逸乐与安宁。

庄子读后感篇四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
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
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
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庄子、徐无鬼》

世间有这样一种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面红耳赤地争论，可
是交情很笃厚。庄子和惠子的关系就是如此。



庄子过惠子墓的时候，他给随从的人讲了个奇怪而不可思议
的故事：楚地有个人，鼻子给弄了点白色垩土。这是很平常
的事情，擦掉就是。怪就怪在这人没去擦，而是跑到一个木
匠那去，叫那木匠给他拿砍掉那块大小厚薄象苍蝇翅膀的垩
土。更奇怪的是那个木匠，没象常人那样叫他擦掉垩土，却
真的随手拿起斧头砍去，那斧头虎虎生风，从那人的鼻尖擦
过，垩土被砍掉了。他站在当地儿，脸不变色心不跳，鼻子
完好无损。

这是怎样的一种奇景？！这是怎样的一种际遇啊！人世间难
得有这么个胆子大的，难得有这么个技术高的。没有那斧子
当前不眨眼的气度，谁敢砍？怕是斧子还没砍下，人已战栗
觳觫了吧？没有那高水平的技艺，谁敢站在那等着人家砍?只
怕是你站得再稳，也会给那没水平的家伙砍掉了鼻子吧?或许
脑袋都岌岌可危了吧？可这俩人竟然就搭档配合得这么高妙。
所以，当郢人死后，宋元君叫匠石表演一下砍去鼻子上的垩
土时，他再也发挥不出如此高的技艺了。

庄子为什么要讲这么个故事呢？他自己给我们点破了其中的
寓意，他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
矣！”意思是说，从惠子死后，自己没有谈话的对手了，没
有谁可以说话了。真的是没有说话的人了吗？他这不是正在
给人家讲故事么？其实，他是在哀叹，自己失去了如此高妙
的对手，心中万分悲凉罢了。

虽然庄子和惠子对事物的看法大多截然不同，两人在一起时
喜欢互相批评和争辩，但是这相争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庄子的哲思常常由之激发。即使在论争，那也争得是不亦乐
乎啊！

站在濠水桥上的惠子和庄子，又开始争辩了。庄子说：“鲦
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读后感《庄子读后感》。”惠子
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鱼之乐？”惠子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



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说：“请循其本。子曰‘汝
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秋水》）

能一起出游，非好友者何？那庄子出游从容，看鱼儿从容欢
快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心有所感，大发感慨。惠子是个不可
知论者，所以，他反问庄子，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
快乐呢？庄子以惠子之矛攻惠子之盾，他说，你惠子又不是
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到此，我们觉得惠子
该闭嘴了。可那惠子还是没服气，辩论水平是高高的，他继
续着自己的辩论事业：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鱼的快乐，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大家全都
不知道了！这是何等的论辩才能啊！叫我们怎么听怎么觉得
象绕口令了。这大约已到了论辩的高峰，可庄子仍能在这高
峰上在拔高一筹，他告诉惠子，你先前问我怎么知道鱼的快
乐等等等等，就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还问我。我在濠水
上知道鱼的快乐了。

这次论争，庄子和惠子各逞口舌之利，没有惠子的高论，又
哪来庄子的妙论啊！难怪张之纯在《评注诸子菁华录》里说：
“庄子、惠子意见虽不同，然惠子犹是解人也。寥寥数语，
写出低徊踯躅无限凄凉。”

另一次的论争，更是叫庄子发了一通关于生死的妙论。

说来庄子可真是个奇人，老婆死了，他老人家大大咧咧坐地
上，姿势不雅观也就罢了，他竟然敲着个盆儿唱了起来。这
情景给前来吊唁的惠子看到了，就狠狠地批评他：“你跟人
家过了这么久，她给你养大了孩子，现在老了，死了，你不
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这通责
备有理有节，却没难住庄子，正象明代陈深辑在《诸子品节》
里说的那样“庄子遇惠子，便出奇句，便有奇思奇笔，乃知
奇文待人而见也。”



庄子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
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
杂乎恍惚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
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
而我噍噍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
子、至乐》）

庄子读后感篇五

经典书籍需要慢慢阅读，以便真正深入理解。当我第一次读
《庄子》时，我不能有一个好的态度。我总是想一口吃成一
个大胖子。结果，我一无所获，让我的心态陷入了一个更加
焦虑的沼泽。我决定冷静下来，不求速度，只求质量。每天
只读两三页，三十三章，共400多页，分配几个月。在此期间，
多写阅读笔记，加深理解和记忆。

这两天只看了第一篇《逍遥游》，收获很大。了解庄子思想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无忧无虑地逃避名利的束缚，
在宇宙和天地之间自由游荡，没有任何外力。庄子和老子一
样，都是追求自由的人，比老子更热衷于无拘无束的自由。
他可以忽略所有的世俗偏见或只是意见，世界声誉而不是建
议，世界而不是沮丧，无论世界如何赞扬或诽谤自己，都不
会改变他。这真的很难得。当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
他必须坚持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能转移别人的意志，否则
他可能只是一个傀儡。俗话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
名，一个人不能受制于任何外在的东西，如功业、名利等，
要洒脱、坦荡、自由。

在某些人眼里，庄子逍遥的人生价值观可能有些消极，不值
得赞同。但我们要承认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庄子
和老子一样，不是一个积极追求成就和成就的人。他只是追
求君子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观。在战争频繁的时代，个人力
量极其微薄。只有做好自己，才能超越苦难的生活。庄子的
人生年龄是庄子思想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庄子睿智、



豁达、有远见、有远见的个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庄
子思想之所以千年如新，是因为它能引起广大人的共鸣。事
实上，每个人都有热爱自由、毫无顾忌的性格，但由于各种
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些人被社会规范、生活标准、对名利的
忠诚等东西所掩盖。老庄思想代表着人类最原始、最无华的
价值观，能够触动每个人内心的软肋。

当我们走在生活的困境中，或者感到生活的疲惫时，我们不
妨从庄子无忧无虑的思想中学习，让心灵保持难得的安静和
凉爽，以迎接更大的挑战。当然，你可以更多地依赖庄子，
练习体验他无忧无虑的思想，自由驰骋，获得轻松愉快、无
忧无虑的生活体验。

在我看来，庄子的自由旅行思想没有缺陷，被所谓的正统思
想所拒绝是不可思议的。道教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没有明确
的界限。思想的天空，应该是百家争鸣，丰富多彩，后代可
以吸收丰富而不单一的意识形态营养。生活、国家和社会需
要学习优势，才能实现高质量，否则就会朝着不健全的方向
发展。在孔子和庄子的同时，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庄子读后感篇六

以庄子的逍遥，他对发财也不会拒绝的，庄子只是比别人更
清醒地看到机会背后的风险。

有一天，庄子外出访友，走路疲劳，便倚靠路边一棵大树睡
着了。

因为他们要么长得直，要么长得粗，木匠一看都是有用的木
材，便都给砍伐了；

只有我，长得歪歪扭扭，还有很多疤结，就没人惦记我了。

庄子醒来，便把这件事和同行的弟子说了。



继续向前走，到了朋友家，朋友很高兴，下令童子杀鹅宴客。

童子问，咱家有两只鹅，一只会叫的，一只不会叫的，杀哪
只呢？

主人说，会叫的还能看家啊，怎么能杀呢？

于是下令――去，把那只不会叫的杀了。

庄子回答得似乎模棱两可，他表示自己将处在有用无用之间，
不拘泥于成规，随机应变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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