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挪威的森林读后感 挪威的森林读书
心得体会(模板8篇)

民族团结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深厚民族感情和民
族意识。如何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是我们面临的重要
工作。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民族团结经典案例，供大家
学习借鉴。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一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这是我
在看《挪威的森林》时，颇有感触的一句话。花了一个礼拜
左右的时间读完了这部小说，这也应当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较
为正式的小说了。《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著
作，我之前也有听说过他，不过对于他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
面暂且不论，就谈谈对这部小说的感想吧。可能是我第一次
阅读这样的小说的缘故，我对这部小说感触很深，除了有些
语句，整个故事情节也很有吸引力。

这部小说可能有点含有作者青春时代的一些切身经历，给人
感觉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很真实，虽然行文中也有许
多世俗的片段，但就总体而言，以及作者所要传递、表达的
主题很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小说的基本基调应当是悲伤的，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我觉得灰色非常合适。看完整部小
说，没有对某一个篇章有特别深的印象，整部小说是连贯的，
一环接一环，非常自然，天衣无缝，围绕“我”——渡边君
的记忆，采用回忆的方式来描写青春时期的爱情、友情，就
像观看电影似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我挺喜欢渡边君这个人
物角色，他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不
喜欢失望罢了”，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地对渡边君进行了描述，
他有一些特立独行，但又普普通通，是一个稳定真诚的人。
就像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他也不喜欢孤独，但是他的希望随
着朋友、爱人的去世，逐渐沦为失望，留给自己的最终只有



孤独了。可是，事实上，他又不孤独，有红颜知己；也不空
虚，时常打工兼职，生活也相当充实。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中
可以得出，他的确又是孤独的，与外物格格不入，除了身边
的少之甚少的几个人，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他的世界中，但
他依旧在走自己的路，有个性地过着自己追求的平静的、甚
至是与外界隔绝的自我生活。当然，我不是说像他那样的生
活好，如果真如此，每个人的心理可能就不怎么正常了，我
推崇的是他的那种生活态度，那种坚强，那种自信，无论外
界是否忽略他，但他始终没有忽略自己，“不要同情自己，
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有自尊地活着。

听说，《挪威的森林》电影版也快出来了，有些许小小的期
待，想看看演员如何饰演这个角色，也想品味一下真实人物
版的渡边君。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二

用了将近八个小时粗略读完这本书，带着一种愧疚的心
情——因为最近面临一场极其重要的考试。我本应该专心复
习。可，就像渡边彻说《了不起的盖茨》那样，“信手翻开
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
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

几年前看过影片《挪威的森林》，印象模糊。只记得一贯的
日系风格，安静，哀伤。随着阅读的深入，记忆便像泉水一
样叠涌而来。想起了秋风徐徐，渡边和直子在没有边际的原
野漫步的画面。我特别喜欢看完一本书，然后再看由书拍摄
的而成的影片，或者是先看完影片再把原著看一遍。比如，
看过文字版的《致青春》后，就会看电影版的，或者是先看
了电影版的《情书》，然后迫不及待的阅读文字版的。明白
吗？就是这个意思。

一口气读完《挪威的森林》，着实有点压抑。



在书中，木月永远留在了17岁，直子永远留在了20岁。文字
里充斥着自杀，迷茫，孤独，无奈，以及性。我总觉得，日
本的天空都被灰色的云雾遮住了，有一种阴冷，严肃的气氛，
好像永远都没有晴天。主人公都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很古
怪，活在自己的世界，别人进不去，他也不出来。

这是孤独，不是孤单。

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与人交往以求相互的理解。然而完全
相互的理解似乎不是可能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
是宿命，是心灵的独一性。孤单却是可以解决的，有人陪着
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样就不至于一个人孤零零。

孤独是心，孤单是形。

草草读过一遍，许多地方都没能好好品味。只觉得自己被书
影响到心情压抑，所以匆匆扫了一眼后记便赶紧出门。一路
步行到空旷的地方，好让脑袋里的阴霾散去。夜暮时分，天
边出现了像草莓果汁一样红的晚霞，心情渐渐平复了些。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三

我翻开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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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于世，无非迷惘于未来，纠缠于情感，徘徊于成败，超
脱于生死，这些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的。而在现在这个
社会，十八岁这个年纪，我们已接触到了全部，并深深陷入
其中。

我苦于这些事情无人诉说，形单影只地走在成长的道路上，



邂逅了《挪威的森林》。

从书中我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跨越时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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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渡边相似，我对生活也没有十分
的热情，提倡顺其自然，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导致朋友寥
寥无几。但就是这样的自己，也平稳地走过了十八年，并且
将继续淡然地生活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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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悟到，所谓青春，是横贯古今中外共同的命题。青春的
迷惘、无奈、惆怅无论是村上写下《挪威的森林》的八十年
代日本，还是现在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未曾变过。这一
命题还将继续困扰数以百万的年轻人，并且谱写出一幕幕可
歌可泣的生命之歌。



我合上书，侧头看见湛蓝的天空，和远在天际的未来。

后记：于昨晚我真正意义上读完了《挪威的森林》，暑假也
即将结束。虽然现在我把书暂且搁置一旁了，但我的思绪并
没有完全从中剥离。写的这篇读后感，权当是一种情感的宣
泄。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读欧美的作品，我的
感受是在看电影，那就是一个故事，一个遥不可及的憧憬。

而看村上的《挪威的森林》则是在看电视剧，我这么说不是
指，村上的作品质量不高，而是想说，他的作品更加贴近生
活。

渡边的故事就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令我们无法分清
现实与虚幻。这个作品在我看来及其真实，是作者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记忆。

看《包法利夫人》、看《简爱》、看《安娜》我都有一个明
确的喜恶，谈及作品，我可以明确的说我喜欢那个人物，喜
欢那种做法。可是对于《挪威的森林》。

我却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对直子、对木月、对
敢死队、对永泽、对绿子、对玲子，我都没有明确的喜恶。
好像无论他们做什么，说什么，都就是应该那样的。

没有很喜爱，也没有很厌恶。那就是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
都是自自然然发生的。村上，其实自己在文章中并没有那么
多话，没有那么多故事描述。

可是整个作品又都在讲述他，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感觉，
无需刻意描述，他就那样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故事展现在



读者眼前。对于作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甚至
是出色的倾听者。否则在没有永泽那样的魅力之下，还可以
令直子，绿子，玲子都愿意对他袒露心声，更甚于爱上他。
村上，就是村上，令渡边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那么简
简单单，无需任何花招，就那么轻而易举的打开直子，木月，
玲子，绿子的心扉，也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

说回作品本身，所有的人物好像都有点精神问题，可是好像
也不是，我觉得不仅是直子玲子这样进了精神病院的人、木
月这个已经自杀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点问题。
可是好像每个人也都没有，他们就应该是那样的，他们只能
那样。看这部作品令我很纠结。《挪威的森林》他不只是一
个故事、一个回忆，你可以到处看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这样的哲学问题、哲学思考。作品
中有很多这个样令人深思的哲理。看着被自己折的那么多的
书角。

我只想说读一读吧！个中滋味，只有读过的人，才可以体会。
日本的性格，同样也可以从文章中太现。对于真相、对于真
理的执着，这要放在中国，一定会被大家说死脑经，较真，
伤人伤己。可这种执着在每个日本人身上都可以看见，整个
社会都被这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包围。这样的民族精神，值
得我们学习。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五

故事的开端是渡边君在机场降落，回忆起了他的童年，他的
儿时玩伴木月与直子。木月自杀给故事的开始蒙上了灰暗的
色彩。后来，渡边陷入了患了精神疾病的直子与活泼开朗的
小林绿子之间两难的境地。

青梅竹马的恋人直子因有共同不可触碰的记忆而越走越远，
活泼的绿子的出现无疑是渡边君的救赎，但是另一方面，渡
边又不能完全地投向绿子的怀抱，他心里永远都保留着直子



的位置。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伤感的小
说。你会迷失会思考，但是思考以后也许会更加容易迷失，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完全读懂，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思考与
认识，就像陷入了一个漩涡。

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冲动、不顾一切。时间过去，有些东
西却随着时间的洗刷而越加清晰，你想要逃避想要忘记，它
越是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向你靠近，让你不得不睁开你的
双眼去看清、张开你的双臂去拥抱接纳它。

村上春树写下《挪威》的时候，也许就是被这样不可触摸的
力量所桎梏，不得不面对内心最真实的记忆与想法，提笔写
下这一故事。通过情节聚拢、刻画内心，直视自我，平静地
叙述了这个青春中参杂着痛苦的关于成长的故事。

它仿佛有一股力量，从你翻开这本书开始，这股力量就从你
的身体里拉扯出一根细线，你每看一个情节、一个段落、甚
至一个文字，这根线就拉扯得越长，直到你的身体逐渐被拉
扯抽离，倘若中途想停下来，这根细线会时不时抽动一下你
的内心。推荐大家看一看《挪威》，年轻的时候看不懂，也
许在往后的时间里，带着作者创作的情深与情怀去读，又能
读懂多几分。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六

时隔许久，我又从抽屉翻出来这本让我难以忘怀的书籍，
《挪威的森林》。我觉得，“孤独”一词，《挪威的森林》
中贯穿始终。主人公以及出场的各色人物：直子、木月、绿
子、永泽、敢死队……无一不是孤独的俘虏，他们是现代社
会中将自我封闭起来的孤儿，是都市中并不合群的精神流浪
儿，他们的孤独才更显得致命而无奈。绿子、渡边在孤独中
苦苦挣扎；敢死队、永泽在孤独中自我炫耀；而木月与直子
在孤独中自我完结。



“害羞的时候往往摸一下发卡”的直子像蝴蝶一般优美的出
现，像蝴蝶一般轻盈地隐去，最终像无法度过冬天的蝴蝶一
般命中注定的消失了。她的心没有人能真正读懂，木月没有，
渡边没有，玲子没有，甚至直子自己也没有。她在喧嚣的尘
世中寂寞地煽动翅膀，陪伴她的始终只有寂寞。

“死的人就一直死了，可我们以后还要活下去”，只是对于
孤独者来说，失去了参照的生命无所适从，一切都只能在迷
失中挣扎，从而导致了一切都只能听任命运浪潮席卷的结局。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即
使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无法将他们从孤独中救赎。

重读《挪威的森林》，相比于数年前的自己，对作者所要表
达的意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本区别于以往的、模糊
的、思想深邃的书。我相信，若再经过十几年的生活历练，
再次重新翻看此书的时候，一定会有更澎湃的感受。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七

村上的书应该不是这么写的，像电影——《挪威的森林》一
样，虽然我没有读过。

看到最后，直子死了，因为爱无能，在她想爱的时候。此刻，
木月走了已有七个年头，她爱的是渡边，那个曾经陪同她和
木月一起走过的人。

第一次她和渡边相遇时，她已经爱上他了，在木月离开以后，
是的。只是她仍无法让一个活着的人代替那个已长在她心头
十七个岁月的木月。似乎最令人痛苦的该是这个吧，逝世的
人获得了解脱，却永远地折磨着爱他的依旧活着的人。因为，
直子至死依旧活在对木月的幻听中。她自裁了。也许，她爱
木月，从精神上；她爱渡边，从肉体上。只是，不管对谁，
她都爱无能。无论是七年前还是七年后。于是她选择了，逃
避。逃避渡边的爱，逃避面对自己的爱无能，逃避对两个男



人的幻听。我想，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幸福的
微笑的，她解脱了。

木月是爱直子的，深深的爱着。只是他无法忍受肉体上她的
缺席，他选择了去天堂来结束爱无能。相比之下，渡边是勇
敢的。同样的情况下，最起码他选择了活着。

渡边爱上直子，从木月走后七个光景的那次跟直子的偶遇。
他对直子的爱深入了骨髓，这份爱成了一份抹不去的责任。
他等她，等着直子的身体来接受他。可是，他等到的却是她
的自缢，在他为两个人一起生活刚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的时
候！因为爱直子，因为对直子的责任，他拒绝了绿，一个爱
他而且比直子完整的女孩子。直子的不完整，让他备受煎熬，
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但他对绿却只是远观，远远的
观望着。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爱绿的。他用对直子的责任
来拒绝绿的爱时，绿只是愿意守候，她只是饱含泪水地说了
一句话：我等你。

是的，绿在精神上守望着他，而她等到的却是渡边带着直子
的死讯的归来，在他对渡边承诺的不久。对于直子的逝世，
渡边仰天恸苦，哭天抢地地绝望，死心裂肺。

丧失至爱的哀伤，是无法治愈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真理，什
么样的诚实。怎样坚强，怎样温柔，也无法抚平这哀伤。我
们只能够从哀伤挣脱出来，从中领悟点什么，不管从哪方面。
但无论领悟到什么，下次哀伤袭来时，还是派不上用场。渡
边就是载着这样的哀伤颓废地回来了，和绿一起走进了他本
为自己和直子搭建的房子。他接受了绿，带着对直子的爱，
那一晚上。第二天绿走了，只是她终于不会成为第二个直子。

绿走了，渡边一个人在那间不知道该属于谁的房子里，他拨
通了绿的电话。倚墙而语的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
伫立在这茫茫的人流之中，他，迷失了。



渡边会不会是下一个“直子”。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八

有一本小说叫挪威的森林，有一种语言叫村上春树。

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就看挪威的森林，当你想不开的时候看挪
威的森林，当你失去生的希望的时候你更要看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作者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曾获得日本国内
外多项著作大奖，本书自发行以来销量千万册，一时风靡日
本。

很多人看到这本书是因为名字叫挪威的森林，奇怪既然讲的
是人生的孤独和享受孤独的过程为何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其实他要表明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
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样一个概念。也是因为
坐飞机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才在旅行中写的这样一个故事。

本书讲述了渡边直子和绿子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最终直子
因为心理疾病自杀后，渡边找回了绿子最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终是映称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这个主旨。

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不多，也不复杂，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特点。会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病态，后来我发现这8个人当中，
只有绿子是一个正常人。

《挪威的森林》整本书中弥漫着孤独的感觉。人是不容易被
理解的，正因此，渡边和永泽都觉得被不被人理解都无所谓。

其实，人与人之间确实是很难相互理解的，因此孤独也是常
态。我们要习惯与孤独相伴。

蒋勋说：人跟人之间只有好奇，没有了解。即使亲如丈夫、



妻子、母女，一个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当你仔细观察
时，你也会觉得陌生。你会发现原来有一些地方，是你完全
不了解的。我想，人跟人的相处是不能相互理解的，每个人
都是在了解与陌生之间游离，不可能有绝对的看破。

无论是村上还是蒋勋，他们都习惯与孤独相伴，他们也享受
孤独的生活。人有很多的矛盾和伤心，是由于固执地认为对
方应该理解自己，而对方却没有理解，因此而心生怨气和裂
痕。其实，只要心中明白彼此是很难互相理解的，也就容易
释怀，不容易产生困扰。

其实村上作品中最能让我动心或引起自己共鸣的，是一种生
活模式，一种人生态度，即把玩孤独，把玩无奈。大凡读者
都读出村上文学的基调就是孤独与无奈。但较之孤独与无奈
本身，他更着重诉求的是对待孤独与无奈的态度。

人与人生在本质上是孤独的，无奈的。所以需要与人交往，
以求相互理解。然而，相互理解真的可能吗？不，不可能，
宿命式的不可能，我们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

那么，何苦非要努力呢？既然再怎么努力争取理解都枉费心
机，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这样或许会活的更好。换言之，与
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不如退回来把
玩孤独，把玩无奈。

村上的小说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但凡读者打开任何一页都可
快速沉迷其中，没有一页让人觉得索然无味。他的小说就像
一座没有围墙的大观园，从任意一角即可进入，或小桥流水
曲径通幽，或茂林修竹，庭院深深。无处不是亮点，任何一
处即是出口亦是入口。

为何会有这种写法与读法呢，或许这就是村上小说的出彩之
处。他的小说是对情调，韵味，和气氛的一种出神入化的经
营。他不擅天衣无缝的情节设计，更不是深刻重大的主题发



掘。他的作品既沾染了欧洲文学的腔调，又诠释东方文学的
内涵与古老的禅意。

村上在小说中体现出他有非常出众的演绎，发挥和引申的才
能。也因此他写出的场景充满诗情画意和象征性。笔法具有
欧学痕迹，但其中蕴含的情绪十分古典和浪漫。

对这本书我总结出如下几个结论：

1、孤独和自恋是书中所有人物所具有的性格特点。

开始看的时候我只感觉到永泽是一个很自恋的人，因为不赞
同，所以一开始就戴着有色眼镜看，后来觉得他似乎只是在
用他的方式生活，虽然孤独，对现实满是失望，却用一种游
戏人生的方式在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一种现实的写照。
我觉得这也是整本书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关于性的描述的原因
之一，大家都在寻求温暖，不再孤独。

2、当你无条件的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他离开之后，你的信念
会崩塌，需要温暖。

这个是全书中围绕死亡给我感受最深刻的。直子姐姐的死，
木月的死，这些都让直子信念崩塌。绿子是给予直子温暖的
人，也是全书最正常的人。

3、人不能被某种东西所束缚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却迟迟不能改变，
这种现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束缚，也来源于内心的矛盾，
不想安于现状，却很难跨出改变的那一步。

4、过于优秀的人很难存活下去？

很多人发现那些过于优秀的人郁郁寡欢，多愁善感，有心理



疾病，越到事情，也更容易想不开，甚至选择死亡，比如直
子的死。

其实，有一种语言，叫村上春树。有一本小说，叫《挪威的
森林》。我们应该趁我们还在爱，还想多爱的时候，去读掉
它。在我们爱完，回忆的爱情时候，偶尔想起它。

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最真的感受。去读它吧，会让你发现
孤独是一场享受，一场相遇，一场邂逅。你会发现世界是美
好的，孤独是常有的。享受孤独，把玩孤独，才是我们该有
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