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实用17篇)
青春是热血沸腾的时代。青春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
阶段，我们应该如何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有没有一些关于
青春音乐的推荐？以下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热门曲目。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一

棱罗的一生是寂寞的，而他似乎又乐在这寂寞当中。棱罗曾
说：“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
侣。”1845年3月，他借了一把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
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在瓦尔登湖畔建造
了一个小屋，并在小木屋里居住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
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他笔下的《瓦
尔登湖》正如他一般，也是寂寞而享受寂寞的，自1854年出
世，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
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漠甚或讥评，它似乎永远不会引起
轰动和喧嚣，它始终默默地等待了一个世纪，它孤独依然不
倦息不紧不慢地对每一个读者说着一个男人在湖畔的光阴。

棱罗的一生是恬静的，他安然的沉思在瓦尔登湖春日盎然的
晨光中，漫步在夏季湖畔虫声嘤嘤的小道上，记录下秋日里
的落英缤纷，天高气爽，描绘出冬季雪花坠地的轨迹和冰晶
的形状。《瓦尔登湖》记载着他在小屋中度过的每一个恬淡、
安详而简单的日子，文字如美梦中的呼吸一般轻盈，淡淡的
问候让人心旷神怡，似乎是在安慰那些失神于世俗的人们：
我虽不富甲天下，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

对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棱罗并不排斥，只
是批判我们没有更好的运用它。“弄巧成拙”，他这样评价。
“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来询问阿德莱德王妃是否
得了哮喘，并未用它来交流人类的思想。”但是，棱罗对社



会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批评，更在于指导，对社会中存在的'
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揭露，同时也负责任地指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御这个纷繁复
杂的世界的引诱，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简朴。客观世界和人
类世界是复杂的，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
生活方式，而且有足够的勇气将其它多余的东西摒弃。

细细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深有体会，人们应该探求怎样
实实在在地生活，怎样体验与经验有意义的人生。棱罗短暂
的一生中，都试图鼓励人们简单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深入生
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
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为：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焦
虑来打扰内心的宁静。时至今日，在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中，
人们开始迷失和彷徨，棱罗精神变得更加珍贵和重要，一部
《瓦尔登湖》凝结的感悟与体会，值得用一生去参悟和实践。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二

当身心为世俗所累，我会一遍遍捧读《瓦尔登湖》这本书。

诚然，《瓦尔登湖》有很多的版本。此刻，我阅读的是湖南
人民出版社20xx年由王家新、李昕二位翻译的新版本。作者
是大家所熟知的美国作家、诗人亨利？戴维？梭罗。我在纸
上记录下这个名字，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向往。

向梭罗致敬，不光因为散文集《瓦尔登湖》记载的是他两年
零两个月又两天对生活意义的探索和沉思，也不光因为他当
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日益受到当今越来越多人的接受、悦
纳和推崇，更重要的是我无比欣赏梭罗对世俗虚荣的远离和
摈弃，他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理想和信念，这样的天赋良知让
我顶礼膜拜。



《瓦尔登湖》一书，如一泓清泉，汩汩濯灌着人们物质生活
丰厚但却贫瘠漠然的内心世界。在纷繁芜杂的纸醉金迷中，
回归自然，寻找本性，持有率真，梭罗教给我们和带给我们
的，是他身体力行中的生命哲学和熠熠光照，引领人们凭直
觉和本能一步一步认识、认清真理，凭借自身心灵力量提升
生活的深度、质量还有内涵，最终保证我们的生活向美、向
上、向光明、向崇高迈进。

简单，而又有智慧。

这，也必将成为人们的至上追求和生活目标。

书中，梭罗对湖水、树木变化的传神描述，对鸟儿、小动物
的绘色叙说，对地质考古的细腻渗透和入微诠释等，这些自
然财富翔实生动地展示，吸引着读者为之入迷为之痴狂。这
些观察、发现和体验，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力，也带给读者如
梦似幻的神话享受。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三

恰好，《瓦尔登湖》就是这本充满诗意般的著作，诠释了作
者退隐山林，却依旧积极入世的真实生活。起初对于国外的
名著，缺少一定的认识，他们的写作特点与我们的思维背道
而驰。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超高的思维，面对自己的选择都有
明确的态度，并为此坚持而不摒弃。

中国式的隐居生活，最的的莫属于归隐田居的五柳先生——
陶渊明了。相对于梭罗而言，陶渊明的隐居毋庸置疑属于出
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躬耕自资的生活。表
明了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决心和追求心灵的闲适优雅。他享受着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
田园乐趣。



梭罗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到过，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是为
了探索生活的真谛，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
显然他的态度的积极的，入世的。实际上，梭罗并不是茕茕
孑立的生活，他也会时常走访，回到康科德做学术演讲，同
时也会有不同的人登门拜访，前来座谈。相比之下，梭罗的
隐居生活，似乎是另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自然，自由，理
想。

书中我最喜欢的是普里人说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只用一
个词。用手指的方向表示三者的含义。手指向后表示昨天，
指向前面表示明天，指向头上表示今天。”人必须寻找自我
需求，信哉斯言，顺应自然的日子是平静的，但却是最真实
的。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我们未知的事，也没有足够
的精力再去走一遍曾经来时的路，唯有当下，才是我们应该
努力去做的。只有放下过去，坦然面对未来，现在的每一步
都是一种经历，都是一种享受。唯独那些操碎了心的人，活
的悲悲切切。

一杯美酒可以使人陶醉，读这本书，如欲饮玉液琼浆，乐此
不疲。人只有心灵的净化，处事淡然，才能感悟人生的快乐。
常常无穷无尽地紧张焦虑，就易换上几近不治的痼疾。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四

正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静
静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
智慧的书。”它只适合在“寂寞和恬静”时阅读，静静地读，
读得静静。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尔登湖》是属于
心灵的。读书中都会依稀闻到瓦尔登湖边那片树林的青涩气，
和那湖水潮湿的新鲜的水气。内心感觉有一种来自遥远时空
的愉悦，感觉自己的思想跟着梭罗在这本书里自由自在地跑
步呼吸。目光透过文字，我仿佛看见一个叫作梭罗的28岁的
年轻人，孤身一人来到距离康德镇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在



最短的时间里，花了不到28美元，用自己的双手在湖畔盖起
了一座实用的小木屋，并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
萝卜、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用收获的果实来填饱自己的
肚子和补贴家用买生活必需品，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
原始简朴的隐居生活。无论是晴天丽日，还是风雨雷电，都
可以看见梭罗独自穿行于郁郁葱葱的大自然中，就一个人，
十分简单，十分安静地面对着那片湖水和那片山林。生活犹
如春水般的不凉不热，又有如夏日中的黎明时分，充满神秘
和阳光的气息。其实梭罗并不是一位隐士，而是一个生命的
探险者，他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想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
去直面生活，走进生活的深处，为人们提供生命的真信息。

在《瓦尔登湖》的第一章中，梭罗就已经向读者说明，他在
瓦尔登湖的隐居生活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即人类真正的生
活必需品通过简单的劳动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在书中，他这
样说明自己来到瓦尔登湖的意图：“我隐居在林中，因为我
希望活得从容，只和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周旋，看我究竟能
否领略其中的奥秘。以免待我将死之时，才发现我原来听天
由命，我想深入生命，以摄取精华，我想藉此坚忍不拔与精
心简朴的方式，剔除生活中的一切累赘，以大刀阔斧的方法，
摘取生命之核，显其最根本之面目。

生命如无核之果，我也将此显露给世人，如能通过体验而获
正果，也可将其福音带给世人。”在书中，梭罗还从经济角
度详实地记录了他在隐居期间的所有经济记录，他用他记录
的数字证明了简朴的生活方式。—个人隐居生活的实际可操
作性，他试图鼓励人们要简化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来深入生
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
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
为：“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
么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而他短暂的一生也证实了这
一观点。梭罗，他的思想比我们走得深远，他超越了感官的



愉悦让思维的触觉深入生命和自然的内核，让灵魂找到了一
个依托的所在，同时将自己的内心对生命的种种感受，提纯
为一种精神一种智慧，让人们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和智慧。
会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
陶渊明，这位归隐田园的东方自然之子，他自耕自作，观照
自然和生命的本身，让生命和自然相融，同样也曾给我们以
最直接最真实的启示。

这是梭罗们的伟大之处，也是所有伟大心灵的非凡之处，他
们的光芒总是辐射人间，让许多在尘世漂泊的灵魂找到安宁
的家园，不至于在纷争的名利场中迷失自己，不致于被泛滥
的物质异化而丧失了人性的本真。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五

这是一个愉快的早晨，我还依稀记得昨晚的那个梦，仿佛一
个人漫步在瓦尔登湖畔，“沿着硬石的湖岸走”，“全身只
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润着喜悦。我在大自然里以
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

然而梭罗却说：“什么也不能正当地使单纯而勇敢的人产生
庸俗的伤感。”我愣了愣，却想到自己并不单纯，也不勇敢。
尽管自己并没有那般高尚，但只要浸润在大自然的恩泽下，
眼中心中全是美的享受，即使一个人，又怎样？寂寞也是种
幸福啊！想象同梭罗一样，自己的地平线全给森林包围起来，
专供自己享受，拥有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拥有一个完
全属于自我的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活在都市里的
我们，不正是日夜想着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田地吗？我们在
这充满是非的社会里摸爬滚打，不就是为了追寻那个心中的
理想世界吗？我羡慕梭罗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并且可以
那样地确信自己对这种生活的热爱。我向往他的这一份寂寞。
仿佛是人类中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人，从没有一个人在夜里
叩响他的门，难道这是可悲的吗，我不以为然，就好像这世



界的开端或终结，多么神圣啊，而我就仿佛正是这个幸运的
人，见证着这一切，这份寂寞对于我来说就是种幸福。而梭
罗，应当就是那个敢于选择生活的第一人，他的寂寞孤独，
我不能想象，但我想当他得知因为自己而有更多人敢于面对
自己的生活时，他应当是倍感幸福的吧！

其实，我们都知道太过优秀的人是寂寞的。例如塞缪尔·约
翰逊，《英文大字典》是他花了八年时间独自完成的，也就
是这个作品使得作者成为编纂英文词典的第一人。再比如
《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在没有人烟的荒岛上，他从
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到一个精明而饱经沧桑的成年人的经历，
赞颂了人类的力量及清教徒的毅力，正面塑造了英国文学中
第一个资产阶级开拓者和殖民者形象，试想那到底是怎样的
一种孤独和寂寞！每当我想到这些和梭罗一样与寂寞相伴的
高尚的人们时，便由衷地感到，这样的寂寞更是奢望的幸福，
不仅仅因为寂寞为他们带来的成就，更在于寂寞已成为他们
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听，寂寞在歌唱，啦啦啦……啦啦啦……瓦尔登湖旁的一抹
抹绿色染着她的影子深深地埋进我心底。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六

这本书，我从20××年看到了20××年，期间几度中断，但
又无法放弃。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让我看得昏昏欲睡，却又
爱不释手的书。昏昏欲睡，是因为自己这学期的生活和工作
节奏和梭罗先生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节奏相比，确实快得多，
也杂乱得多，每当有空闲翻书，已经是工作之后比较疲累之
时，看着他用那么多文字描写并无太多情节的大自然场景，
免不了犯困;爱不释手，是因为梭罗先生所追求的那种本真的
生活态度，又是自己一直比较认同并且向往的。后半部分，
我是听着龚一先生的古琴曲读完的，静下心来读，效率更高，
也明显更加享受。



梭罗先生说，常年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了。这么说来，我是算不上大自然的一部分的。作为从小
在小城市长大的人，作为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某零
后”，我冬天烤着暖气、夏天吹着空调，懒得做饭就叫外卖，
无聊的时候只会上网，我喝着经过几十道过滤工序的纯净水，
享受着从超市买来的蜂蜜，品味着带着精致包装的零食……
我从不考虑这些和大自然有什么关系。我害怕毛毛虫，讨厌
牛粪的味道，我不知道农作物的生长过程，我没有见过小麦
是如何变成面粉的，我没有砍过柴，没有挖过土豆，没有翻
过蚯蚓，没有放过羊，没有喂过猪，我见到蜜蜂就躲得远远
的，见到老鼠一定会尖叫，我是看了《爸爸去哪儿》才知道
火龙果原来是那样长的……我必然离不开大自然，却也好像
并没有和大自然有多亲近;我生在地球上，却好像并没有在地
球上独自生存的能力。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好像有很大一个缺
口。我们听了太多课，学了太多书本上的知识，而并没有从
真正的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
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
出来，然后他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
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
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一个月之后，哪一
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给折刀割破了手的
呢?”

西北大学李浩老师在讲到他对大学教育的思考时提到过“不
作不食”这个观点。他说“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80
后、90后的学生视‘张口吃饭，伸手穿衣’为天经地义，不
会明白不作不食这样浅显的道理，故对不劳而获的批评也没
有反思。从通过体力上的劳作以养活生命、强身健体、躬行
实践，到通过脑力上的劳作以开发心智、锤炼思维、缜密思
想。劳动的好处不言而喻，劳动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这些
本该是幼儿园就要知道的常识，现在则要以棒喝的方式向大
学生补课。”



面对新闻报道不太接地气儿的现象，中宣部、中央外宣办、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也曾在全国
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转改”活动，强调“一头汗两腿泥”
才能写出好新闻。

陈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美食、名誉、利益、地位、金钱……我们的生活似乎太复杂
了，梭罗说“甚至连吃饭也一般只不过是吃一顿饭的比喻”。
的确，是不是我们现在复杂的生活也已经是生活本来面目的
一种比喻了?我们如此卖力，如此拼搏，如此奋斗，似乎人生
路上有太多的追求，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
想想是不是在追求“人生目标”的路上有点走偏了?夜晚“在
森林中你只要闭上眼睛，转一次身，你就迷路了”，同样，
在人生的路上前行，也要经常提醒自己保持清醒，认清方向，
不要迷路。

梭罗先生告诉我们，要回归生活本真，不要形式主义——这
大概就是我放不下这本书的最大原因吧。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七

《瓦尔登湖》在阅读空间中占有两个起点和终点，那就是心
灵和现时代。

梭罗原是个要在人世有所作为而不是个出世的人，然而在两
年多的湖边生活后，他看破了红尘，感到人世扰扰，荣华富
贵，不过是一个人的贪婪，他要对之心平气和，一无所求。
当然，一个人从对人世有所求到无所求，这是一场艰难的心
路历程。今天，我们观照梭罗的这条起伏的心灵历程，不知
能否多一分理解和感悟。在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里，要一个
人对生活无所求，那是苛刻，但对所求多一些节制，则是理
性。我们无法也无需戒绝自己对生活的所求，但同时是否也
该有些出世的精神来面对这个不复简单的世界？在越来越考



究的生活中，心灵的罗盘仍固执地指向简单和质朴。因此，
斑斓的vcd节目和浓酽的咖啡之外，读一读《瓦尔登湖》，让
心沾染一点湖水的静谧清凉，多一分恬淡与洒脱，少一分浮
躁，其实不是时髦，而是必需。

现代生活给人类提供了几乎随心所欲的舒适，水泥建筑抒情
地摩天，水泥路面光洁少尘，而地下水却在不断地下沉，天
空出现臭氧空洞，酸雨腐蚀我们的视觉。我们在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的同时，又给自己埋下了生态陷阱，因而只能用回
归自然来安慰自己的无奈。我们的祖先在被自然奴役时，敬
畏自然，崇拜甚至神化自然，而作为子孙的我们，却颠倒过
来，蹂躏、奴役、称霸自然。

然而笑容还没来得及绽放，历史这块魔方已经从正面翻转到
反面：水土在流失，大地在沙漠化，物种在减少，人间变成
污染的烟尘世界，自然又在嘲弄企图称霸地球的人类了。

如果我们少一些贪婪，少一些索取，如果人间多一处瓦尔登
湖，人类就会多一条后路。这该是《瓦尔登湖》的一句隐语
吧。《瓦尔登湖》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绿色经典文库中的第一
本，这样的定位，也是编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吧。

梭罗在书中这样表述：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
理吧。我想，这真理该是：热爱自然，创造生活。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八

最近读了本书，《瓦尔登湖》，有感而发，写下这一篇看似和
“瓦尔登湖”没什么关联的读后感。

写在开头，首先要感谢原作者，用朴实的文字，阐述在瓦尔
登湖畔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让瓦尔登湖的轮廓浮现
在我们眼前。



其次要感谢译者，能将这本书转换成我所熟识的母语，生动
而不失原意。让只识得26个字母的我也能品味埋藏其中的盛
宴。

最后感谢读者，能陪伴我，听我将这感慨系之的文字，娓娓
道来。

此时已是20xx年年末，立冬明明已经过去，我所在的城市却
还下着小雨。清凉的风，丝柔的雨，不禁让人质疑这该是初
秋还是深秋？柔柔雨丝，淋湿了干燥城市的每个角落，也柔
和着每一个浮躁的心。虽然无法像梭罗先生一般，到林中去
贴近自然的痕迹，观察路过的旅人，调戏过往的动物，泛舟
湖上钓一蓑鱼，但幻想自己是只贪食的鸟儿，啄一口朗姆，
在雨中翱翔于楼宇间，享受都市天空的自然之美，也别有一
番风味。

城市的生活可能有些乏味。古人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复到底指“又”，还是“重复”？说是重复好像更贴近现在
的生活。不知你有没有过那么一个恍惚的瞬间，眼前发生的
一切似曾相识？似乎是在梦中，又或者只是昨天的复刻？本
以为好不容易“十一”假期可以去旅游一趟，远离人从众。
却发现就算走得够远，周边还是一样拥挤，还是觉得自己在
挤早班地铁，不曾离开。不一样的，也只是多了舟车劳顿。

生活又不是只有诗和远方，不要因为麻木，才觉得乏味。试
着发现一抹生活的新绿——真实地读一本书，养一盆没那么
多刺的仙人掌，不为食物而种一盆豆（香菜也好），收获属
于自己的果实，那是多么的新鲜。

“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
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生活在那个时
代的梭罗先生，早早就预知到这个时代的窘迫，或者说是每
个时代的窘迫。小时候抬头是为了找寻鸟儿，欣赏天空，低
头是为了观看用一块瘦肉引发的蚂蚁大战；现在抬头是为了



看路牌，看领导脸色，大多数人低头还是刷着手机。手机永
远保持开机、响铃状态，时时刻刻瞅着它，是怕错过某某人
的消息，还是怕自己看起来很孤独，没有人理会？谁知道呢。
谁还没试过在凌晨一点精神依旧抖擞。

愿今日朝九晚五的你，明日也能做个朝花夕拾的拾荒者，喂
马，劈柴。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
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我对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
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二人，他们曾听
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
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遗失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找，
有的人无动于衷。”

一辈子很长，明天和意外谁也不知道哪个先到，我丢失过50
元，丢过用了多年的诺基亚，也弄丢过一个白发老人，最终
都没有找回来。50元丢了，当作破财消灾；用了多年的诺基
亚找不到了，价值太低警察也不管，过年了希望捡到的人也
能幸福点；曾有个老人，每天都提着一桶水，从卫生间提到
卧室，七八米的距离，几步一歇，那时的我没有上去帮忙的
心，直到将那个老人弄丢，再也看不到找不回，心中才泛起
悔意，却也无能为力。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九

《瓦尔登湖》是一本书，瓦尔登湖就是瓦尔登湖。

去年这段时间，在美国的女儿那儿住了几个月，走马观花，
浮光掠影游览了凡到美国都应去的一些地方，当然都是女儿
女婿精心选择，周密安排，细致策划，亲自陪同。得以饱览
了自然风光，参观了历史遗迹，领略了先进科技。感受到了
一种不虚此行的满足，上千张拍摄的图片，7—8万字的日记，



现在拿出来欣赏和翻阅，恍如昨日。

然而我不想用这些来充塞我的空间，也不想耽搁别人的宝贵
时间，我下面说的是一本书和一个湖。

《瓦尔登湖》这本书我们不少人不知道，不少人没听说过，
不少人知道没读过，也有不少人知道读过没读进去。

瓦尔登湖我们多数人不知道，多数人没听说过，有的人知道，
也听说过，但多数人没去过，没见过。

《瓦尔登湖》我知道，我买过，我读过，但也没读进去。

瓦尔登湖我知道，当然是从那本书上看到的，但我以为150多
年前书上说的一个小湖，可能早已不复存在，然而这次在美
国却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清清楚楚看到了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

最近读了本书，《瓦尔登湖》，有感而发，写下这一篇看似和
“瓦尔登湖”没什么关联的.读后感。

写在开头，首先要感谢原作者，用朴实的文字，阐述在瓦尔
登湖畔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让瓦尔登湖的轮廓浮现
在我们眼前。

其次要感谢译者，能将这本书转换成我所熟识的母语，生动
而不失原意。让只识得26个字母的我也能品味埋藏其中的盛
宴。

最后感谢读者，能陪伴我，听我将这感慨系之的文字，娓娓
道来。

此时已是20xx年年末，立冬明明已经过去，我所在的城市却



还下着小雨。清凉的风，丝柔的雨，不禁让人质疑这该是初
秋还是深秋？柔柔雨丝，淋湿了干燥城市的每个角落，也柔
和着每一个浮躁的心。虽然无法像梭罗先生一般，到林中去
贴近自然的痕迹，观察路过的旅人，调戏过往的动物，泛舟
湖上钓一蓑鱼，但幻想自己是只贪食的鸟儿，啄一口朗姆，
在雨中翱翔于楼宇间，享受都市天空的自然之美，也别有一
番风味。

城市的生活可能有些乏味。古人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复到底指“又”，还是“重复”？说是重复好像更贴近现在
的生活。不知你有没有过那么一个恍惚的瞬间，眼前发生的
一切似曾相识？似乎是在梦中，又或者只是昨天的复刻？本
以为好不容易“十一”假期可以去旅游一趟，远离人从众。
却发现就算走得够远，周边还是一样拥挤，还是觉得自己在
挤早班地铁，不曾离开。不一样的，也只是多了舟车劳顿。

生活又不是只有诗和远方，不要因为麻木，才觉得乏味。试
着发现一抹生活的新绿——真实地读一本书，养一盆没那么
多刺的仙人掌，不为食物而种一盆豆（香菜也好），收获属
于自己的果实，那是多么的新鲜。

“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
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生活在那个时
代的梭罗先生，早早就预知到这个时代的窘迫，或者说是每
个时代的窘迫。小时候抬头是为了找寻鸟儿，欣赏天空，低
头是为了观看用一块瘦肉引发的蚂蚁大战；现在抬头是为了
看路牌，看领导脸色，大多数人低头还是刷着手机。手机永
远保持开机、响铃状态，时时刻刻瞅着它，是怕错过某某人
的消息，还是怕自己看起来很孤独，没有人理会？谁知道呢。
谁还没试过在凌晨一点精神依旧抖擞。

愿今日朝九晚五的你，明日也能做个朝花夕拾的拾荒者，喂
马，劈柴。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
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我对许多旅客描述它们的情况、踪迹
以及它们会响应怎样的叫唤。我曾遇到过一二人，他们曾听
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
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像是他们自己遗失了它们。每个人都会
有自己遗失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找，
有的人无动于衷。”

一辈子很长，明天和意外谁也不知道哪个先到，我丢失过50
元，丢过用了多年的诺基亚，也弄丢过一个白发老人，最终
都没有找回来。50元丢了，当作破财消灾；用了多年的诺基
亚找不到了，价值太低警察也不管，过年了希望捡到的人也
能幸福点；曾有个老人，每天都提着一桶水，从卫生间提到
卧室，七八米的距离，几步一歇，那时的我没有上去帮忙的
心，直到将那个老人弄丢，再也看不到找不回，心中才泛起
悔意，却也无能为力。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一

我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够感觉的那种
敬畏，就像古罗马人在一个圣林里间疏林木以使其透光的时
候所感觉到的敬畏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
神灵的。”

“有一千个人在伐着罪恶的枝桠，却只有一人在猛砍着罪恶
之根。”

“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暇的余地。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
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从红日
东升直到艳阳当头的正午，坐在这一片松林，山核桃树和漆
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

“所谓明天，即使时间终止也永不会来临。使我们视而不见
的光亮，对于我们就是黑暗。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会破晓。



来日方长，太阳只是颗启明星。”

当梭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瓦
尔登湖的爱，对于小屋的爱，对于山林的爱，对于林中小动
物的爱，以及对于大自然万物的爱，然而我更看到了梭罗心
中孤寂，一种超越了浮躁，超越了个人荣辱，超越了一切物
质的孤寂，其实与其说是孤寂，我到更倾向与说是安静。在
安静中梭罗看穿了生死，明白了自己需要的，然后静静的写
下他的思想，静静的在瓦尔登湖旁度过了三年。所以每次我
看到他的文字时，我都能产生一种震撼，然后静静的思考，
思考我的人生，我的理想，我的未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
在那时我才感觉活得真诚，没有了矫揉和造作。

其实什么是安静，可能我的理解会和很多的人不同，我觉得
安静更想一种禅，生活禅。虽然孤独但是充实，生活不是单
调，也不是无聊，因为在安静中总有一个信念在支撑，让我
们明白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

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追求一种感觉，一种能让自己安定的
感觉，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中，我渐渐明白我是一个喜
欢孤独的人，总是在午夜那种安静的气氛中表现我的思想，
也只有在安静中我才能找到自我。

一切总是缓慢的流走，不带有一点声音，流走的是我的童年，
带来的是我的更深的思考，不知道这种交易是不是公平的，
但是我还是走到了复读的门口，高考的失利象一个巨大的石
头压的我只能在凌晨四，五点睡觉，成绩无情的下滑，终于
到了下不去的地步：全班倒数第一。老师的劝退命令在我的
耳边一次又一次的响起。我似乎无路可退，象一个垂死的人
在悬崖边做苦苦挣扎。记得那天，在绝望中我安静的坐在书
桌前，突然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什么都可以不想，但是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生活。终于我明白了，
从此没有悲伤，只有安静，在安静中，我走到了大学门口。



上了大学后，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我们的生活太浮躁，有太多
的人只是在混混噩噩当中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曾经做了
一个调查，问大学生对于大学的目的，有太多的人说没有想
好，有太多的人说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而经历了那么
多我终于明白很多事是不需要强求的，重要的只是你心里的
一种感觉，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去做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做，
做了就不要后悔，后悔了那你做的就没有了意义。时时刻刻
保持一种安静的感觉，明白自己需要的，努力去完成你的任
务，走向自我。

其实什么是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我的解释是
在安静中走向自我。

最后还是让我们在仔细的聆听那发自梭罗心中的呐喊吧：

“我引以为容的是，有一来客用黄色胡桃叶当作名片，并在
上面写下了几首斯宾塞的诗，我把它当做我的陋室铭：

人们来到这里，充实了小屋，

不需要多余的款待；

休息就是盛宴，一切顺其自然，

最崇高的心灵，最能怡然自得。’”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二

《瓦尔登湖》这本书是由18篇散文组成，《经济篇》中，梭
罗记录了与农夫之间的交往，在交往中得知农民们艰辛的生
活，批评了不知农民艰辛而过着奢侈生活的富豪们。在《种
豆》中梭罗记录了他种豆的过程，通过自己的种植，得到了
收获，从这个过程中体验了劳动与收获带来的喜悦。



在这么多篇散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禽兽为邻》，
作者描述了自己在瓦尔登湖畔居住时所看到的一些动物。它
们在瓦尔登湖留下了生活的足迹，给空旷宁静的瓦尔登湖带
来了活力，也从中体会到人与自热中和谐相处的温馨。

《瓦尔登湖》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美丽，其实这本书所创
作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农业时代转向工业时代的阶段，美国
的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刺激着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为了金
钱而不顾一切手段去开发自然资源破坏大自然。各种环境问
题接踵而来，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梭罗想通过
他在瓦尔登湖中对大自然的赞叹来呼吁人们要保护大自然。

其实不光上个世纪，现在工业化发展仍然带来了许许多多的
环境污染，我们也知道一些工厂会偷偷排放污水和废气，让
清澈干净的河水变得臭气熏天，黑不见底。许多河流的河面
还会漂流着翻着白肚皮的鱼。虽然现在很多法律都禁止企业
随便排放废水污水，但是惩罚力度不足以让企业望而生畏，
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还有一些商家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欲望，捕捉国家保护的野生
动物来进行买卖，曾经何时穿山甲是多么常见的一种动物，
现在已经难以在山上发现它们的踪迹，它们大多都成了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现在的小朋友甚至都认为穿山甲只是存在书
中的动物。

人类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开发自然资源，森林的覆盖率面积
越来越小，河流的清澈程度也越来越低。不光对人类有影响，
也让许多以森林河水为生存条件的动物失去了生存的地方。
这然人类还怎么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呢，只有我们保护自然才
能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三

棱罗的一生是寂寞的，而他似乎又乐在这寂寞当中。棱罗曾



说:“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1845
年3月，他借了一把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
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树，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屋，
并在小木屋里居住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来到了瓦尔
登湖畔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完全靠自己
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他笔下的《瓦尔登湖》正
如他一般，也是寂寞而享受寂寞的，自1854年出世，它不仅
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
理解，对之冷漠甚或讥评，它似乎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
它始终默默地等待了一个世纪，它孤独依然不倦息不紧不慢
地对每一个读者说着一个男人在湖畔的光阴。

棱罗的.一生是恬静的，他安然的沉思在瓦尔登湖春日盎然的
晨光中，漫步在夏季湖畔虫声嘤嘤的'小道上，记录下秋日里
的落英缤纷，天高气爽，描绘出冬季雪花坠地的轨迹和冰晶
的形状。《瓦尔登湖》记载着他在小屋中度过的每一个恬淡、
安详而简单的日子，文字如美梦中的呼吸一般轻盈，淡淡的
问候让人心旷神怡，似乎是在安慰那些失神于世俗的人们:我
虽不富甲天下，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

对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棱罗并不排斥，只
是批判我们没有更好的运用它。“弄巧成拙”，他这样评价。
“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来询问阿德莱德王妃是否
得了哮喘，并未用它来交流人类的思想。”但是，棱罗对社
会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批评，更在于指导，对社会中存在的
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揭露，同时也负责任地指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御这个纷繁复
杂的世界的引诱，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简朴。客观世界和人
类世界是复杂的，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
生活方式，而且有足够的勇气将其它多余的东西摒弃。

细细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深有体会，人们应该探求怎样
实实在在地生活，怎样体验与经验有意义的人生。棱罗短暂
的一生中，都试图鼓励人们简单生活，将时间腾出来深入生



命，品味人生。他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
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认为:假
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焦虑
来打扰内心的宁静。时至今日，在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中，
人们开始迷失和彷徨，棱罗精神变得更加珍贵和重要，一部
《瓦尔登湖》凝结的感悟与体会，值得用一生去参悟和实践。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四

这才是真正的理解:读一本好书就像和同一个高尚的人说话。

走进瓦尔登湖，就像开始在你面前慢慢播放一部老电影。有
了缓慢而美丽的声音，你可以看到山、水、花、鸟、鱼和昆
虫。生活是多样的，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我对作者的生活态
度感到惊讶。我真的很羡慕这种悠闲有趣的'生活，就像走进
了一个美好的梦想，但从远处看却找不到。在路上，我看到
了很多人的观点和观点，就像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谈论
他们最喜欢的事情，体验你无法体验的美好，同时，我也感
叹这种肆意的生活。

瓦尔登湖是由黄磊推荐的。看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件奇妙的
事情。他出奇地符合大师参加的一个节目《向往的生活》，
是每个人理想中的美好生活。这种生活看似最简单，实则最
难实现。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资历，一定的经历和岁月的沉淀，
如果你有一颗年轻而骄傲的心，你怎么能真正体验到这种生
活的美好？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人说他们不理解作
者的意图，也不能继续阅读。这就是它的体现。如果你在家
庭教育方面不成功，在当今社会，你将如何抛弃家庭，不顾
亲朋好友独自过这样肆意的生活，如何安抚你展望未来、渴
望奋斗的心，因此，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情况！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五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



无以致远。

——题记

当一本书清新的空气渗透脑海，恰如月光下的倒影寂寞环绕，
那又是一种战斗，战斗在尘世中的寂寞自然里。

回归自然的纯洁，回归淡泊的境界。寂寞的书有寂寞的读法，
只有心真的静下来的时候，才能真正的领悟。细品《瓦尔登
湖》除去那躁动的灰尘，披上那自然的清新。

“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能心虚即我师。”这恰似这坐落在康
科德的小木屋，梭罗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的
独居生活。他记录从春到冬的这一轮的风景，他的超验主义
实践建立了一种与现代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对立的简朴方式，
还原生活的原始状态。他将自己放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
他拥有的只有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一张小小的床，一张普通
的书桌和一些零落的稿纸，仅仅只有简单的陈设，仅仅只是
他执着的信念，仅仅凭借着人对自然的欲望和热爱，他，完
成了这伟大的实践，完成了这对自然的追求，完成了这本杰
作，这不得不让后人称他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

在对世事的抵触中，在对大自然的满心欢喜时，作者笔下的
每个物体，都被赋于了生命的脉膊，就如《诗经》中的“霭
霭停云，蒙蒙时雨”一样，即使云雨也有了各自的喜怒哀乐，
作者自然沉醉其中。

淡泊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古往今来多少人去追求，但又有几
人能成功?梭罗就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

上帝没有赋予任何人任何权力，自然自有它的公道。你，生
来未带一草一木，死后又不带走一缕一线。奴隶的生涯终究
是由失望垒成的城堡，有的甚至是由绝望筑成的荒墓，与其
这样，为何不摒弃这些浮躁，还灵魂一份通透，回归自然的



宁静呢?设想一下，当你面对这博大的自然，它给予你的是新
鲜的空气，甜美的果实，突然间，你是否感觉自己成为了天
真浪漫的孩童，不知疲惫地奔逐在它的怀抱里。

梭罗用自己的一生去诠释什么是淡泊。他的思想如一个个亮
丽的水晶，感召着世人的`心，让人沉浸，心灵正被一点一点
洗涤，灵魂正被一点一点安静。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六

我的一个书友读《瓦尔登湖》已经20多年了。也许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们会在瓦尔登湖的故事中读到不同的味道。

这是我最近第四次读它。前两次读起来难，一知半解就放下
了。虽然它的自然原理和哲学思想是独一无二的，但却有一
些难以理解的晦涩，就像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
一样。

后来在我深爱的岛城，在宁静的乡间，我真的读完了它。那
是黄昏，乡村被黑夜笼罩，周围寂静，心渐渐安静。看完这
本书，我突然觉得很有味道。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甚至
觉得清澈迷人。有时候，我想知道白天的忙碌和浮躁是否让
我沉迷于这本孤独但平静的书。每一个用心的人，都能动心，
梭罗用他的沉静，在文字中表现出清新舒适。他的《瓦尔登
湖》物我相观，达到了述景文字的最高境界。

1845年3月，梭罗借了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
开始砍伐一些高耸入云的白松……那是一个快乐的春天，人
们感到悲伤的冬天像冻土一样溶解，休眠的生活开始舒展。
他的工具只有一把斧头，但他很快就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小木
屋，足以避风挡雨。在与湖为伴的日子里，清晨与朝露为伴，
白天与劳动融为一体，晚上与清澈的湖水交流。湖给了他水，
树给了他冬天生火的材料，土地给了他工作的乡村，鱼、昆
虫、鸟和动物给了他世界上最原始的视听体验。他已经与湖



融为一体，自然给了他最美丽的礼物。我住在瓦尔登湖，不
再离上帝和天堂更近了。我是它的石岸，是他经过湖中心的
微风。在我的手心里，是他的清水，是他的白沙，他最深的
泉水悬在我的哲学上。他坐在湖边，自由呼吸，观察，近距
离倾听，静静思考。透过瓦尔登清澈的湖面，我们可以像镜
子一样看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滋润了他的湖水，达到了他的
精神高度。

瓦尔登湖读后感高中篇十七

26个月的时间，不仅隔着文明与原始的距离，还横亘了平静
与喧嚣的对话。美国作家亨利·梭罗以沉思者的身份，隐居
在他自己亲手搭建的木屋中，在康桥德城的瓦尔登湖上，过
着与世隔绝般的闲适生活——建房、开阡陌、种豆，“一蓑
烟雨任平生”。

他说：“来到这片树林仅仅是因为自己想过一种静静省察的
生活，有时间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瓦尔登湖很美，
梭罗乐此不疲重复着单一的事情，钓鱼、烘焙蛋糕、接受访
客;一天虔诚劳动休憩、阅读。瓦尔登湖很美，晨昏下变幻的
树林，四季迥异的湖面，沼泽上低飞的鹰隼。那是青春女神
赫柏经过的伊甸园，即使经历凛冽、炎热，仍不变春天漫溯
的蹁跹。“若至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在纤尘不染的
美中，我们开始“省察”文明人需要铅色冰冷的物质世界。

“文明人走过的足迹，只留下一片荒凉。”原始与文明，隔
了时间，隔了人本质的迁途。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们
敬畏它，爱护它;但在这个日日笙歌的年代，人类挑衅它、剥
削它!这是一张在私欲中暴露的人类狰狞的面孔!“你侮辱着
大地，居然还敢议论天堂。”梭罗愤懑地说，但尽管如此，
瓦尔登湖仍在生长着，如同大自然宽恕了我们无节制的打击，
以强者的姿态，漠视了我们可笑的癫狂。



大自然的美是一种本返璞归真后的自由。李太白懂这个道理，
仕途失意流连祖国山河，一壶酒饮尽蜀道庐山白帝城;陶潜懂
这个道理，傲骨不为三斗米折腰，隐居“中无杂树，芳草鲜
美”的桃花源;周庄懂这个道理，论鱼梦蝶逍遥游，不争世俗
与天共生与物为一。

孟子曰：“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家中的长者
说“靠山吃山，吃山养山。”自然的馈赠，是古人珍惜的，
乃我们践踏的，我们视如草芥的，将来人们视如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