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优质10篇)
个人简历是一个人求职过程中重要的宣传和推销工具，能够
让对方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评估岗位职责的有效与
否，需要结合员工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一

“我拿起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顾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在哪
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
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在
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

读完《挪威的森林》这最后一段，眼泪夺眶而出。

直子，玲子，绿子……我们的曾经！

即使青春老去，红颜不在，即使江河易道，岁月变换，那曾
经拂过额头的清风，那曾经照耀过的`明月，那曾经对视过的
眼睛也会漫卷记忆……合上书，耳边还有那一声呼喊：“请
你记住我，记住我这样存在过。

《挪威的森林》算是我看过的第二本日本文学作品，同《活
着，即修行》一样都是直白的，直白的都露骨，挪威的森林
深刻读后感。我读小说从来没有把里面的人物全部记住，这
本小说是我唯一的.一个记住了所有出现的人物的小说。

如同当年读《花季雨季》一样，我错过了这本作品风靡一时
的盛景。别人几年前读得心潮澎湃的作品，我到现在才想起
来或许该翻翻。

没想到高中时写为周记的那篇《花季雨季读后感》，竟可以
原搬过来给《挪威的森林》。当然，十几来我必然是有成长
的，至少不会再愤慨为什么这样的书有那么多人追，合上最



后一页，只是长舒一口气。

相较于欢快的记忆，人们总是对纠结阴郁的感觉更不能释怀。
得不到的，没抓紧的，尤其是痛苦辛酸中还能品到一丝甘甜
的，理由充分到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只是大多数人还是向往
阳光的。阴郁的思绪在心里悄悄找个角落藏起来，然后和看
来单纯快乐的人一起走接下去的路。至少这样，不会怀疑起
自己放声大笑的权力和勇气。

或许我真的错了，又晚了很多年去读一本原本会引起很多感
慨的好书。我也很想走那条路，大家都走的那条。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二

村上春树的书里警句不多，而且和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未必扯
得上直接的关系。不像《杀死一只知更鸟》，主角爸爸所说
的几乎每一段长的话，都是重点，都跟作者想要传达的价值
观有关。所以那本书被列在了中学生的书单里。

而村上春树的小说，相对于故事的情节，更倾向于人物背景
和环境的细节描写，给读者制造一个环境，一种氛围。他不
告诉你这个世界里有什么，你要顺着他的文字，放轻松，让
他描写的环境把你包住，裹进书里面。

从头到尾都只是感受。那个世界里可以什么都没有，也可以
什么都有，决定权在你的手上。但无论你读完之后是觉得莫
名其妙还是深有体会，你总归不能从那个世界里拿出一样形
状明确的东西来，说“读完这本书，我懂了这个。”

有些小说只能用来感受，不是用来懂的。只有当你闲闲散散
地，放松心情来翻看，才能享受书中的世界，对书中人物说
的话和心情感同身受。

就像《挪威的森林》里，直子提起的风和日丽的日子，绿油



油的草原上，有一口井。

要是掉进去，直接摔折脖颈，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
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
没人发现……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
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
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这明明是个这么美丽的世界，有蓝天白云，是个最好的天气，
最好的季节，但是在这完美之中，藏着一口绝望的井。她不
知道它在哪里，但知道有这么一口无法避免的浓缩着最黑的
黑暗的井。她知道自己迟早会踏进去。

如果不能感同身受直子对这口井的深深的惧怕，不能听到那
口井对她的召唤，《挪威的森林》就只是个有心理创伤的女
孩子的非常平凡的故事而已。

你问“那感同身受之后呢？这就不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了
吗？”也许故事依旧平凡，但如果你能进去，那就会变成你
自身的故事。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三

按照老师的要求，我拿起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并
在一天之内手不释卷地看完了。这是一本很精致的书，正如
书中所言：“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
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 翻开书，看见自己色彩斑驳
的青春。

谁没有过迷惘的青春?怀疑朋友的友情，无视父母的亲情，对
存在的意义和世界的真相提出质疑。混混噩噩不知前路在何
处，只得相信自己，一个人蜷缩得更紧。永泽说：“人生中
无需理想这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他



又说：“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而自己应
做的事。”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样的冷漠的人群中，徒有网络的温
暖，却不需要绅士，我们只需要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血有
肉有爱有恨的脱离了社会性那样的一个单一的人，如此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死亡的阴影才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
察觉到，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样的后悔着，也无事无补。于是直子死了，活着的渡边亲
身将挚爱的直子送进了坟墓，送到了木月的身边。 路渐渐的
远去了，心却还在开始的地方挣扎着，这种痛一如离开母腹
的婴儿，非要那么痛彻心菲的哭上几声才能证实自己真的存
在。

直子就这样无声的啜泣着，虽然她很想哭出声来，可是女性
的虚荣在阻止着她，不想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唯一所能做
的就是压抑。曾说过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
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

是的曾经的目标在今天如果一旦放松，那么往后的希望就将
不复存在，活着就是为了那一虚渺的幻想，尽管穷尽一生也
未必能够完成。

初读时，我看见了一种在世人眼中称之为颓废的生活和思想。
主角渡边无所谓明天如何，对大多数人漠不关心，按照自己
的步调行走人生，平时去大学上课，周末呆在宿舍洗衣服和
晾衣服，到了晚上去打工，如此反复。这种人生无所谓好不
好，谁都没有资格对别人的人生指指点点。只是我想，在一
味追求成功与荣耀的现在，能不受周围环境与世俗理念影响，
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与信念，实在难能可贵。这点给我感触颇
深。

我还看见了凄苦的爱恨纠缠。渡边的情感被往事和现实所缠



绕不得解脱。代表过去的直子，渡边对她的情感是十分复杂
的，不仅有少时便存在的憧憬，还有因自觉认为被友人所托
付而产生的责任感等等，真正称为爱的部分占的比例并不高。
在直子住院后，渡边遇见了代表现实的绿子，与直子不同，
绿子身上有蓬勃的生命力并对生活洋溢着热情，是个人见人
爱的角色。渡边同样深深地为她着迷并且感到为难，无法从
示爱的两人中选择，体现了他优柔寡断的一面。

再读时，我看见了自己。与渡边相反，我对生活充满了十分
的热情，努力搞好人际关系，就是这样，也平稳地走过了二
十年，并且将继续热情地生活下去。读完《挪威的森林》，
带给我的并不只有故事完结的悲戚惆怅，同样还有对未来无
限的希望。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四

早在高一时期就已拜读过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最近又不
由自主重拾此书，品读一番。每读一次，内心都感到现实世
界如此地虚无缥缈，恍然如梦。

主人公总是一副与外人无交集的状态，少有的朋友也是死亡、
失踪、不满，两位挚友皆以死亡告终，主人公却依旧平静生
活，虽然内心难受，却以平淡对人生，在孤独与应对中体验
生活。

“把过去的东西全都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过去已是过
去，未来尚需憧憬。我们坐在现实的长椅上，唯有望向那时
光的尽头，又怎有时间回望以往，正如你所说“不翻页，生
活如何继续？”只要不被页面的灰尘迷湿了眼，我们依旧前
行。

“不要同情自我，同情自我是卑鄙懦夫作的勾当。”自我无
需同情，无能就是无能，失败就是失败，没什么好说的，没



什么好推脱的，自我不够格那就用努力去弥补，没啥大不了，
拼搏自佳，我们不要做懦夫，人当顶天立地，存于宇宙。

“努力，指得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我们要明确自我需要
的是什么，如何获得，主动去营造机会，并且要有针对性，
这样的努力方能不白费，但要做到光而不耀。人，成功要更
加虚心，不能耀眼，老子言：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要对等的”不对等的关系都是不健康
的，只能是短暂的，只会让低微的人对处于关系优者产生厌
恶。没有人能永远守护另一个人因为那是不平等的，可惜直
到毕业前我们才领悟，可是至少还不算太迟，对等才能健康。

“朋友也是要记住的'，在记忆被冲淡以前，我们需要永铭记。
”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五

那是个雨天，雨不大，也不小，但万物噤声，跟生命初始的
寂静一样。脑海中，以渡边为线，以他青春时节的种种动人
心悸的经历为珠的情节仍历历在目。重又翻开卷首的那一页，
上面写着一行字：献给许多许多的祭日。

我把自己当作渡边，用心去感受种种变故中人内心的真实悸
动。我在这体验中，感悟到了些许哲理，这正如村上春树在
他的作品中写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
分永存”。没错，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世中的一介尘土，但由
于种种原因，命运把无数本不相关的人或事紧密连续在一起，
可是终有一天，你身边的种种，会携着遗憾走向那谁也不愿
触及而终有一天会被我们俘虏在手的那个东西死亡。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
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虽说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



也无以消除所爱的人的离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
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但永远记
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带着一颗
拥有强大张力的心，去搏击生活的风浪。

正如村上所说：“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
发生。”不错，大千世界，谁都有着自己的百年孤独，但岁
月的年轮仍一刻不停地转动，人生的末班车不会因为何事而
晚点延误，唯有向前，才能抓住自己的末班车，不至于错过
一切，孑然一身，晚景凄凉。

窗外，雨还在下。雨不大，也不小，但万物噤声，跟生命初
始的寂静一样。合上《挪威的森林》，闭上眼，眼前一片漆
黑，只觉心灯如豆。四周响起一片深邃空灵的梵音，似是有
人轻声耳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
人会再相逢。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六

按照老师的要求，我拿起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并
在一天之内手不释卷地看完了。这是一本很精致的书，正如
书中所言：“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
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翻开书，看见自己色彩斑驳
的青春。

谁没有过迷惘的青春?怀疑朋友的友情，无视父母的亲情，对
存在的意义和世界的真相提出质疑。混混噩噩不知前路在何
处，只得相信自己，一个人蜷缩得更紧。永泽说：“人生中
无需理想这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他
又说：“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而自己应
做的事。”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样的冷漠的人群中，徒有网络的温
暖，却不需要绅士，我们只需要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血有
肉有爱有恨的脱离了社会性那样的一个单一的`人，如此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死亡的阴影才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
察觉到，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样的后悔着，也无事无补。于是直子死了，活着的渡边亲
身将挚爱的直子送进了坟墓，送到了木月的身边。路渐渐的
远去了，心却还在开始的地方挣扎着，这种痛一如离开母腹
的婴儿，非要那么痛彻心菲的哭上几声才能证实自己真的存
在。

直子就这样无声的啜泣着，虽然她很想哭出声来，可是女性
的虚荣在阻止着她，不想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唯一所能做
的就是压抑。曾说过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
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

是的曾经的目标在今天如果一旦放松，那么往后的希望就将
不复存在，活着就是为了那一虚渺的幻想，尽管穷尽一生也
未必能够完成。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七

这本书是在一个雨天读完的，读来的感受是，真可谓“天衣
无缝”，无论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剧情的过渡，都只能叫人
拍手称赞或拍案叫绝，其中没有一个情节是令我读来感到不
和谐的，整部作品浑然天成般的被村上构筑。向村上老大致
敬！

接下来说故事（以我的'见解），我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作品，
此前也读过类似的，譬如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斜阳》
及他的一些短中篇小说，文中无不处处发散着一种莫名的沉
郁黯然感，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人性、纠葛、罪恶、性爱等
细节的逼真描写，这令一些对以上细节描写过于洁癖的读者



感到不舒适甚或作呕，而在我看来，正是这所谓被许多人用
中国俗语“不要脸”、“黄的可以”来形容来唾弃的情节，
才使得整部作品更加地道，更加生动，进而更加接地气，在
中国传统思想的把控禁制下，性爱这一话题俨然成了罪恶，
只要一提到就避免不了尴尬，似乎这就是罪恶的最好代名词，
可是现实生活中类似书中这样的种种情节是真的不存在吗，
当然，在当今我们这个无比纯洁的社会，这种事情已经很少
了，但这最初的人性本能还是掉不了的。就此部作品而言，
如果少了其中的“出格描写”，这部作品绝对是失败的！但
现在，毫无疑问，这部书真是太成功了！衷心的感谢村上老
大为我们带来了如此优秀的一部神作！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八

那是个雨天，雨不大，也不小，但万物噤声，跟生命初始的
寂静一样。脑海中，以渡边为线，以他青春时节的种种动人
心悸的经历为珠的情节仍历历在目。重又翻开卷首的那一页，
上面写着一行字：

献给许多许多的祭日。

我把自己当作渡边，用心去感受种种变故中人内心的真实悸
动。我在这体验中，感悟到了些许哲理，这正如村上春树在
他的作品中写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
分永存”。没错，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世中的一介尘土，但由
于种种原因，命运把无数本不相关的人或事紧密连续在一起，
可是终有一天，你身边的种种，会携着遗憾走向那谁也不愿
触及而终有一天会被我们俘虏在手的那个东西---死亡。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
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虽说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
也无以消除所爱的人的离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
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但永远记
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带着一颗



拥有强大张力的心，去搏击生活的风浪。

正如村上所说：“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
发生。”不错，大千世界，谁都有着自己的百年孤独，但岁
月的年轮仍一刻不停地转动，人生的末班车不会因为何事而
晚点延误，唯有向前，才能抓住自己的末班车，不至于错过
一切，孑然一身，晚景凄凉。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
人会再相逢。

挪威的森林读书笔记篇九

于我而言，感觉村上的书总是那么直接，认真的抒情描欲，
初看时会由于直接的描述误以为是小黄书，或是细致至极的
环境归类于写景文，而合上书本。《挪威的森林》还是由于
极大好奇心的驱使下，在长沙，在一个秋天日色挥洒的午后，
一气呵成。

这时于我而言，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但对我这个记
性可以说过目就忘的人，偶尔的夜晚会想起直子对渡边的依
赖中有没有爱，也时常的'闲暇会思考绿子会不会更适合渡边。
当然还有很多疑惑，比如永泽的随心所欲，初美的因爱生执，
以及渡边和玲子莫名其妙的一晚。

不久前刷新闻看到有篇文章中有写到：“现在一些低欲望的
年轻人会出现一种约素炮的行为。”让我无意识但越发清晰
的想起绿子让渡边抱着她睡的那天，以及似乎慢慢在从自己
的角度认识书中每个人的矛盾，虽然我更希望自己读完的感
想是：“好有意思的爱情故事啊”。正因为是人，他们会心
生孤独，他们会趋利避害，他们会想着驱散寒冷，会想着抓
住有温度的东西。借用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人最不可
理解之处在于他是可以被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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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渐渐的远去了，心却还在开始的地方挣扎着，这种痛一如
离开母腹的婴儿，非要那么痛彻心菲的'哭上几声才能证实自
己真的存在。

直子就这样无声的啜泣着，虽然她很想哭出声来，可是女性
的虚荣在阻止着她，不想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唯一所能做
的就是压抑。

曾说过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
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是的曾经的目标在今天如果一旦放
松，那么往后的希望就将不复存在，活着就是为了那一虚渺
的幻想，尽管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完成。

喜欢直子，喜欢渡边君，喜欢《挪威的森林》，这种喜欢让
我觉得迷失，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让我知道只要跟着
他就不会落入枯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爱直子的渡
边一样深爱着我的一切，包括思想，包括文字。于是就在那
样的地方，就在那个阴惨惨湿漉漉的枯井里一个人孤零零一
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而我的记忆，最终也将在记忆堆那个昏暗场所里化为一摊烂
泥。

一直喜欢描写死亡，那种生活终结时的无奈而又放松，那种
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在外，又不能将其深藏
于内。于是只能自己压抑着对死亡的恐惧及向住，把它化解
成我的文字，以此来证实我此生的目的。

爱是那样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字眼，可是无数的人却在亵渎着
它，我爱是因为我心崇拜，女人因崇拜而爱此时却是多么的
虚无，可许每个人都很平凡，平凡就是像一页书上的一张白
纸。图然有着忘却的失落，却也只是无力去挽回的空白着，



像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永泽说：“人生中无需理想这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
是行为规范。”他又说：“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
做的事，而自己应做的事。”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在这样的
冷漠的人群中，图有网络的温暖，却不需要绅士，我们只需
要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脱离了社会性
那样的一个单一的人，如此而一。

正是因为这样，死的阴影才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
觉到的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样的后悔着，也无事无
补。于是直子死了，活着的渡边亲身将挚爱的直子送进了坟
墓，送到了木月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