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汇总8篇)
军训心得是我们对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意识进行总结和概括
的一种书面材料，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军队的作用和
职责。接下来是一些成功人士的工作心得分享，让我们一起
来感受他们的智慧和经验。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一

早在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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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独与面对中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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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作的勾当。”自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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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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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明确自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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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还不算太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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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二

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
得还亮的智慧、是我们到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读名著，
发感想。自古至今名著一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不同时期的
大家都对名著有所解读。然而我们写的读后感可能达不到那
么高的境界，但是可以从名著中吸取到一些自己受用的东西
就好了，这也是名著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提笔之际，《挪威的森林》还置于我桌子的左边，那一口寻
不着的井。最初趋使我去阅读它，是它的不可忽视般的知名
度。名著名作，大多都得经过时间的洗礼，沉淀下来的，十
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里，仍能被人所称颂所推崇
的作品必定有它的过人之处。

花开了四次，落了四次，树叶绿了四次，又黄了四次。当我
重新翻开这本书至后记时，脑子里勾画出人与人之间若即若
离的又欲罢不能彼此依偎的不完全的人性的善与恶，并且忍
不住拿来对照自己。按照正常的思路，下一步应该把我生命
里的每一个女孩以回忆录的格式写下来。可我不会那样做，
因为我不是在写言情小说，况且我还没有缺心眼到那个地步。
每一个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我生命的女孩，也不管咱们
是不欢而散还是逐渐平淡还是你只是路过或者说是现在还持
续着持续着。我都要深深的感谢你，感谢你能陪伴着我的生



活不寂寞这感谢是真心的且不矫情，好了，煽情到此为止，
本文的正题是《挪威的森林》读后感。马克思说，世界的本
质是物质的。在物质的世界里，你是遵循现世的规则还是尊
重自己的选择？是追求外部的认同还是直面内心的感觉？是
迷茫在人群的道德还是清醒于内心的呼唤？内心的感觉经常
会和规则，外部，道德相冲突。徘徊之间，几乎会丧失对自
己感觉的认同—不知道那到底是感觉还是欲望？不清楚自己
到底该守还是该退？甚至会认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觉与人群
格格不入，为社会所不容。

木月以为放弃自己就可以赢得世界，于是他把管子一头接到
了汽车排气筒上，另一头接入汽车，然后发动汽车，以忽略
自己感觉的方式换来世界的一小块位置。渡边尊重自己的感
觉爱上了直子，他遵循等待直子的诺言，而直子却自杀
了。“如果木月还在人世，我想我们一定仍在一起，相亲相
爱，并且一步步陷入不幸。”渡边只是木月的影子。所以这
句话可以换成“如果渡边君仍在等我，我想我们一定会走到
一起，相亲相爱，并且一步步陷入不幸。”直子的幸与不幸
在于她敢不敢，能不能尊重自己的感觉，而不在于有没有人
爱她。那些不尊重自己感觉的人，经常会戴着面具和另一群
戴着面具的人交换污秽混浊的脏空气。尊不尊重自己的感觉
事关生命和轮回。《挪威的森林》里，人物可以分为两类：
死者和生者。村上春树让不尊重自己感觉的人都选择了自杀。
可能他认为不尊重自己感觉—失去自我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说失去自我的人虽生犹死。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没有
客观，只有主观，因为只有自己才能让客观世界存在有意义，
除却自己，世界再怎么精彩怎么无聊都与你无关。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三

阳光强烈，空气明晃晃炫目耀眼，天空清澄得仿佛失底，犹
如音乐的通奏低音，轻柔又宿命地笼罩着所有的声音，所有
的时间。在高大的无边的树林里，阳光被割成分离的碎片，
投在泥沼地和枯草堆上，形成了斑驳的光影。于是，关于成



长，关于生命，关于渡边，从这里开始。

小说是以“渡边”的口吻展开描述的。主要讲述了渡边与直
子、绿子的成长故事，提出了令人深思的主题——生死。可
以说，《挪威的森林》既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
铭。在小说中，无数次提到了“死”。渡边与直子共同的少
年好友木月的死，直子姐姐、直子叔叔的死。还有最令渡边
震撼也最令我震撼读者的直子的死。那么美丽，那么纯洁，
拥有那么干净的灵魂的直子，是受到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
才平静地决定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村上春树说，这本书是“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我想这话
没错。这里许多人的死，令人感到揪心不已。究竟是什么原
因，让他们选择孤独、凄凉地放弃生命？我们如何去面对亲
爱的人离世？我曾经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对待死
亡？我以前同渡边一样很害怕死亡，更害怕亲人离世，害怕
死亡将亲爱的人永远分离，我无法接受，陷于死胡同之中，
越想越难过。但是，读《挪威的森林》时村上给出的答案，
令我心头一震。他借渡边之口说：“死非生的对立面，死潜
伏在人们的生之中。”既然无论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
爱之人死的悲哀。无论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
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那么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
中领悟到某种哲理。然后继续背上行囊，踏上原定的路线不
断前行，前行。既然无论怎样悲哀都要来，那么就趁现在，
努力去爱。

每天我们都在面对生老病死，我们不需要太纠结这些，有个
人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曾经爱过谁，为谁哭过笑过……这些
都是他们存在的证据，而我们只要记住他们对我们的好，记
得那些爱，那些关系，他们总会感知到这份存在，在另一个
世界活得多彩幸福。

死亡并不可怕，那个人留下的一切，都还温热着。



当我完全地领悟到“死并非生的对立面”后，就释然了。我
和渡边一样，穿越了那片无边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开始了
新的旅程。

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人们孤独地抗争，受伤，失落，
失去却又会在阳光强烈、天空清澄的某一天，坚强地继续活
下去。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四

读完了挪威的森林，心情很复杂阅读，这本书的时间跨度非
常大，并且很不认真。

作为20xx年我读完的第一本书，我对其的感情很复杂，一方
面这是她在我生日时送的书之一，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内容我
很触动。

这本书我读来很真实，我想真正的青春就是这样的了。也许
有些人不是，但大部分人一定是。

欲望，沉沦，性爱，焦虑，折磨，纯情。

书中的渡边君在我看来如果隐去他的经历，只看他的才华和
人品，无论是谁，都会迷上他这样的好品质。理所当然的，
也会认为他一定是个好人。

实际上，人是复杂的，书本上的好人坏人只存在书本上。我
们每个人必然是有好有坏的。

木月选择自杀，直子选择死亡，玲子离开了阿美寮，渡边选
择绿子。就像知乎上说的，他们也许都在自我救赎吧。

但我怀疑我有对号入座的嫌疑了，起码由经历来看，我很想
做出对号入座的行为。这本书很深奥，我现在还不能理解全



部，我始终认为经历过后我才能理解。

想了想，没什么可写的。村上先生的文笔很好，值得学习。
我也希望我能守住本心度过自己的青春，我相信我也意识到
了，人是很复杂的。人性经不起试探，但人心又出奇的脆弱。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五

我从来没有读过日本作家写的书，总觉得那个东方岛国的文
化和西方甚至中国的文化内涵相比总有点相形见绌。

可今年暑假当我合上《挪威的森林》的时候，这种带点民族
感的偏见终归少了一些。

这本书在日本的地位和评价极高，还被被翻拍成了电影作品，
但触摸着书本的感觉却是另一种感动。读村上春树的书总让
人觉得实在解读自己，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声，这很容易就会
让我们产生共鸣。

成长是永远咀嚼不尽的话题。这之中对恋爱中的喜悦、甜蜜、
忧伤和迷乱，对一切装模作样的言行举止的不满和嘲笑，对
难以和外面世界沟通而感到茫然无措。而这部小说围绕的就
是一种年轻时期的恋爱经历，这种经历寂寞孤独的时候却不
乏一丝平缓舒雅的心有灵犀。主人公渡边所经历的与两个女
孩子的感情纠葛，在恋爱时期的男女心里都会产生共鸣，而
除去恋爱的苦恼与甜蜜，年轻的离经叛道、年轻的奇异哲理、
甚至在成长过程中的反思与联想，这些都是村上春树通过男
主人公向我诉说的。我甚至能看到渡边面对直子时的迷惘与
痛苦，和绿子在一起时难以抵制的她的直白和直率时的苦闷。

对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部恋爱小说，它所向我表述的青春
的一起一举一动都是引导式的飓风。

除去书中的故事情节，它很多语句段落都让我动容。《挪威



的森林》中有很多对情调、韵味和气氛的出神入化的描写，
例如“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的不可思
议的话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经有些深了。”
只是写风而已，却把这一丝丝的夏风都写得带了轨迹，似乎
我就站在渡边君的身边，同他一起感受渐深的夏夜里萤火虫
御风飞舞过后的一点小氛围，这种细腻的描写就是这本书的
大基调，到处都是对美感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

书采用的是倒叙的叙事方式，当渡边37岁坐在风机上听到
《挪威的森林》这首歌的时候，往事真的像潮水一样涌回来，
它把这个男人的心浸在苦涩的潮水里，那些年轻时候被埋在
心底的迷惘与刻意忘记都像冗杂却易碎的泡沫一样浮上水面，
这就是成长和青春要付出的代价——哪怕过了再久再绵长的
岁月，只要一幅画、一棵树、哪怕是一粒沙子都会掀起记忆
的'惊涛骇浪。

总想着，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再成长一些的时候，再读一遍
这本书，总会有更多的收获。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六

《挪威的森林》，一书的译者导语部分写到村上的作品大多
都是与寂寞，孤独有关的，他不是注重描写寂寞，不注重营
造寂寞的氛围，更多的是一种把玩，体味寂寞，以一种亲身
体会的方式让读者有一种对人生，对爱情的寂寞。而我自己
在一书中除了体会到人生的无奈与生命中生与死的传递，男
与女的关系等一些新的体会。

文中的渡边君是一个万分纠结的人物，处于木月和直子的第
三者，是他们的好朋友。木月和直子则是青梅竹马。木月
在17岁的时候就自杀死了，木月的死对渡边君的打击实在是
太大了，同样直子也是。直子的确忘不了木月，但是对渡边
君也有好感，木月死后两年，直子和渡边在东京读大学相遇，
顺其自然的相恋，尔后直子20岁生日之时多年以来的种种经



历终于使直子承受不住，她回到了老家的疗养院。期间渡边
君又遇到了好多个女孩子，其中小林绿子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边是直子，一边是绿子，渡边君万分纠结。期间渡边君去
疗养院看过直子两次，认识了直子在疗养院的闺蜜玲子。

最终直子在自己21岁生日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渡边君
在这个消息的打击下变得厌世，埋怨上天是如此的不公，绿
子也因为渡边君对直子念念不忘最终离开了直子。故事以渡
边君最终孑然一身告终。他的大学同学永泽因为理想玩弄感
情，抛弃了他的女朋友初美(特别的气质，说不上漂亮，但是
总能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随着永泽当了外交官去了德
国，初美和别人结婚了(两年后割腕自杀于自己家的浴室)永
泽只是表示：自己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因如此渡边与
永泽就此绝交。永泽这个人是非常铁石心肠的，非常倔强的。

书中与渡边有交集的朋友大多不是悄无声息的离开，或者自
杀，或者找寻自己的理想，抛弃一切，或者有着种种的不幸。
本书让我知道男女之间的的确确可以存在纯洁的友谊的，或
许两个人相互了解得很深，外界甚至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自己
对的人的时候，在确定关系的一瞬间少了一些爱情的冲动，
这样的爱，爱不起来，也就谈不上爱了。由性产生的爱是不
完全的，也是不持久的，男人或许会为了对女人的一句承诺
而放弃自己的爱情，但是女人仍旧不敢接受，这样两个人一
辈子就耗完了。其二是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或
是过客，或是知己，或是伯乐，但是不能保证某一天他或她
不会悄无声息的离你而去，这里不是指空间上的，也可能是
时间上的。但是这些人对自己的影响是十分的大，从习惯，
到性格。人总是在相互迁就中生活着。对生死来说，死亡必
然需要勇气，但是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气，也就有了：死亡不
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活着的人需要替
死了的人好好活着。书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平
常相处都表现得十分正常，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我所称之为：
心灵筑巢。每个人都把自己用谎言或者别的什么包裹的严严
实实的，绝不会对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情感，也就是所谓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吧。

最后渡边君的结果让我想到了《成都爱情故事》里面的方资
君，《我的桃花劫》里的莫斗，对小说里的人物我表示深深
的遗憾。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七

《挪威的森林》已经看了不下3遍，每次都会让自己很感伤。

用作者的话，《挪威的森林》是根据自己的短篇《萤火虫》
为底本写的，那么，很多问题和情节必定在村上春树的大脑
里萦绕了很久，此为其一。

作者言，这是一部及其私人的小说，所谓原因，大概是因为
很多自己的生活或者经历（生活与经历，大概没有什么区别
的？）影子的原因。对于很多人，也许都有很多需要倾诉的
往事，大概如是而已。此为其二。

至于情节，或者主人公，很遥远，又有些熟悉，因为书中弥
漫的情绪是大多数人年轻时都经历过的迷茫和无奈。以及成
长的烦恼，如翻译本前言所言。此为其三。

关于译本，个人认为，赖明珠译本要比林少华译本好很多，
两种译本网上都可以找到，可以个人对比比较。对于文学，
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文字的东西很好把握，难的是文字中的
味道、情绪之类的东西。

对于文学创作，对比网络中的很多作品，大概可以分出几个
类别，例如《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欲望的城市》之类
的，例如《我不是聪明女生》之类的，以及夹杂着一些搞笑
的清华bbs风格之类的，那么，自己的东西在哪里？文学快餐，
大概如是而已。



甲壳虫的“挪威的森林”自己没有很多印象，所以无法说什
么。如果很多年后，书中的主人公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着
各自的家庭，那么我们可以为此点一首《爱的代价》，结局
于是中国化，不再那么感伤，或者有一点好莱坞的轻松。

对于书中的女孩，绿子这种类型，应该是很好的伴侣；而玲
子这样的，虽然是另一种类型，但也很好；对于直子，象渡
边这样的人，都无法放弃责任，爱，在这种角度，没有人会
讲明白到底是什么。

在疗养院，玲子说，他们和外边的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知道自
己不正常，听起来象一种反讽。

挪威的森林读书心得篇八

《挪威的森林》，一书的译者导语部分写到村上的作品大多
都是与寂寞，孤独有关的，他不是注重描述寂寞，不注重营
造寂寞的氛围，更多的是一种把玩，体味寂寞，以一种亲身
体会的方式让读者有一种对人生，对感情的寂寞。而我自我
在一书中除了体会到人生的无奈与生命中生与死的传递，男
与女的关系等一些新的体会。

文中的渡边君是一个万分纠结的人物，处于木月和直子的第
三者，是他们的好朋友。木月和直子则是青梅竹马。木月
在17岁的时候就自杀死了，木月的死对渡边君的打击实在是
太大了，同样直子也是。直子的确忘不了木月，可是对渡边
君也有好感，木月死后两年，直子和渡边在东京读大学相遇，
顺其自然的相恋，尔后直子20岁生日之时多年以来的种种经
历最终使直子承受不住，她回到了老家的疗养院。期间渡边
君又遇到了好多个女孩子，其中小林绿子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边是直子，一边是绿子，渡边君万分纠结。期间渡边君去
疗养院看过直子两次，认识了直子在疗养院的闺蜜玲子。

最终直子在自我21岁生日的时候结束了自我的生命，渡边君



在这个消息的打击下变得厌世，埋怨上天是如此的不公，绿
子也因为渡边君对直子念念不忘最终离开了直子。故事以渡
边君最终孑然一身告终。他的大学同学永泽因为梦想玩弄感
情，抛弃了他的女朋友初美（异常的气质，说不上漂亮，可
是总能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随着永泽当了外交官去
了德国，初美和别人结婚了（两年后割腕自杀于自我家的浴
室）永泽只是表示：自我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因如此
渡边与永泽就此绝交。永泽这个人是十分铁石心肠的，十分
倔强的。

书中与渡边有交集的朋友大多不是悄无声息的离开，或者自
杀，或者找寻自我的梦想，抛弃一切，或者有着种种的.不幸。
本书让我明白男女之间的的确确能够存在纯洁的友谊的，或
许两个人相互了解得很深，外界甚至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自我
对的人的时候，在确定关系的一瞬间少了一些感情的冲动，
这样的爱，爱不起来，也就谈不上爱了。由性产生的爱是不
完全的，也是不持久的，男人或许会为了对女人的一句承诺
而放弃自我的感情，可是女人仍旧不敢理解，这样两个人一
辈子就耗完了。其二是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或
是过客，或是知己，或是伯乐，可是不能保证某一天他或她
不会悄无声息的离你而去，那里不是指空间上的，也可能是
时间上的。可是这些人对自我的影响是十分的大，从习惯，
到性格。人总是在相互迁就中生活着。对生死来说，死亡必
然需要勇气，可是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气，也就有了：死亡不
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活着的人需要替
死了的人好好活着。书中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故事，可是平
常相处都表现得十分正常，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我所称之为：
心灵筑巢。每个人都把自我用谎言或者别的什么包裹的严严
实实的，绝不会对任何人吐露自我的真实情感，也就是所谓
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故事吧。

最终渡边君的结果让我想到了《成都感情故事》里面的方资
君，《我的桃花劫》里的莫斗，对小说里的人物我表示深深
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