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逍遥游读后感(模板8篇)
心系安全，关爱每一个人。安全标语的语言要简洁明了，通
过简短的文字传递出有力的警示和提醒。下面是一些成功的
安全标语案例，大家可以参考！

逍遥游读后感篇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鹍，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
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天池也。

语出庄子《逍遥游》。何为逍遥？

庄子说，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旋向上直冲九万星高空，
背负青天，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斥鷃却因此讥笑他。此则
小大之辩矣。

是啊，鹏鸟之志，斥鷃又岂知哉？因此那此可以胜任一官之
职行为可以顺应一方群众才能可以取信一国的.人，追逐到了
功名利禄他们自己很得意，其事如斥鷃一样所见甚小。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周说：“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他的妻子死了，他竟还能“鼓盁而歌，送
妻升遐”可见他参透了生死，只是剩的逍遥了。

仿佛和那庄周相比，你我的人生真是太可笑，追求高分，追
求容貌姣好，追求事业的成功，比起至人，神人，圣人如何？
我们都是斥鷃罢了。可即使如此，和庄周一般无为，又对了
吗？宿命论强加在我们身上，只有庄周才能看的开吧？因此，
大小之辩也无法言对错。

如是命运早有安排，谁还会击打破既定的命运？小知不如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比起庄周，我无法理解他的超然却渴望



宋荣子般的不屑，我不向往无为，却追求鲲鹏般的高飞，我
尚未参透生死，却追求庄周般的逍遥。

逍遥游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完了《童话庄子.逍遥游》，这是一本既有趣又有
知识的'书，我很喜欢。

为什么说有趣呢?因为在书中，作者用“抓蝴蝶”作为线索，
让本书主角施小惠找到了那个庄子的童话世界，这本书也非
常奇怪，里面的许多人物，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
如，施小惠是惠施，小梁是梁山伯，小祝是祝英台......

除了这个有趣，还有后面施小惠坐上“箭头”与小人“阿
倍”一起去见黑暗魔王的故事。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原本
去见那么恐怖的黑暗魔王，施小惠去，却像去一个童话世界
一样。这个故事也体现了施小惠的勇敢、冷静的品质。

除此之外我还学到了许多知识，像北冥有鱼，其名为
鲲......庄周梦蝶等知识，这本书也让我知道了庄周是一个
童话人，从庄周的各各方面来看，他也应该是一个慈祥和蔼
的老爷爷。

看完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做人一定要勇于创新，要尝试各种
不同的东西，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时光。

这本书很好看，我要推荐给更多人，让他们也体会体会这本
书为我们带来的快乐!

逍遥游读后感篇三

真的有人能做到吗？回答是肯定的。

比如，菜根谭作者洪应明，“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王阳明的“心即道，道即
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苏轼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
吟啸且徐行。”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还有嵇康、阮籍、陶渊明、曹雪芹等。从古至今，真正能
做到“无己无功无名”的人，可谓不可胜数。

“无己”，就是无我。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无功”，就是
不追求建功立业，顺应自然。“无名”，就是不追求名誉地
位。这是精神层面的'逍遥自在，是精神层面的大智慧。

《逍遥游》哲学思想对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
圣人层层递进，按照这种说法，真正的圣人可能都归于平凡
了吧。

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可能才是《逍遥游》的真意吧！

自律，使我自由。

逍遥游读后感篇四

庄周笔下的《逍遥游》，阐述的是自己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有所待，无论是上古神兽还是蜉蝣生物，
都不能达到绝对自由的生命境界。但他自己却向往这种“逍
遥”，无奈的是，这只能成为一场幻想。

说到追求自由，我脑海中最先浮现“文艺复兴”、“五四运
动”等字眼。在人类普遍的认知观里，自由并不等同于《逍
遥游》中的自由，它是指灵魂的独立，精神的无束缚。首先，
我要指出的是，我所说的灵魂并不是指控制肉体的灵魂，而
是指思想、涵养、尊严等一系列生命本质浇铸而成的“人”
的模型。直至今日，我们所说的崇尚自由也是一个概念。

人的思想是一个人的核心，思想可以操控行为，有时行为服



从了，思想却不会妥协。这样看来，思想应是凌驾于行为之
上的`更深刻的东西，这一点就与庄子的想法相悖。也就是说，
如果思想足够“逍遥”，行为即使受限，也能有超脱世俗的
感觉。数不清的古人为追逐精神自由而选择隐居山林，虽困
于柴米油盐，但不也是逍遥自在的吗？只不过不是绝对的罢
了。

绝对自由包括行为上的绝对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由法律和
伦理缔结的行为准绳下，这种“自由”更加不可能达到。我
们不能随意纵火、杀人。因为这是违法行为，但我们能去热
爱自己热爱的东西，踏遍自己向往的土壤，这是法律给予的
安居乐业的生活。庄子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春秋前期，自身性
命难保，何谈生活自由？没有道德礼法的约束，社会处于大
动乱中，生灵涂炭。而现代人生活在看似与自由最相悖的法
律下，却能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虽然自由不是绝对的，因为
“绝对”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是庄子思想深处向往的一部分。

世间万物都有所待，庄子也明白这个道理。两千多年过去了，
或许只有他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实
现“天地任我行”吧！

逍遥游读后感篇五

逍遥游与齐物论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庄子》一
书具有观点上的统摄作用。而且《逍遥游》作为《庄子》一
书的第一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准确地理解逍遥游
对于把握庄子的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本次作业，我就对于我对于逍遥游的看法观点加以叙述。

什么是逍遥游，在我看来，逍遥就是优游自得的样子，游就
是运动活动，逍遥游就是没有任何束缚地、自由自在地活动。
这里的逍遥游是与无为想通的，即逍遥游也是一种顺应自然
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运动状态。



关于本篇的结构，一般有这样的观点：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至“圣人无名”，是本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
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
“无己”、“无功”、“无名”。第二部分至“窅然丧其天
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
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
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
界最高的人。

余下为第三部分，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
为物所滞，要把无用当作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
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但是我一直好奇于两点，第一点是文章至“圣人无名”已经
基本写出了庄子的核心观点，甚至已有总结之意，而后面两
部分有种添加、补充之意；第二点是在第一部分中文章两次
提到鲲鹏的例子，感觉有种重复的嫌疑。或许这样的不够严
谨的结构，恰恰显示出庄子的逍遥不羁。但是真要解释这两
点疑问的话：第一点或许就是如前所述，是逍遥游本篇的添
加与补充，尤其是第三部分“无用”的补充；第二点的疑问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前一次提到鲲鹏的故事是为了直接通过
它来论证“无己”、“无功”、“无名”，而后一次加上
了“汤之问棘也是已”则表明儒家所提倡的商代也这么认为
来进一步论证。

从内容上看，逍遥游的主旨便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人无名”，也就是“人格达到顶峰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
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
和事业，思想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
位。”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写蜩与学鸠、斥鴳与鲲鹏的对比，
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与宋荣子与列
子与至人、神人、圣人的对比，说到鲲鹏“其视下也，亦若
是则已矣”，宋荣子“虽然，犹有未树也”，列子“此虽免
乎行，犹有所待者也”。通过写朝菌、蟪蛄、众人与冥灵、
大椿、彭祖的对比，说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然也”。从这些语句上看，庄子是认为无论他们代
表的对立面的两方面，都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而按照庄子
的说法，最高的境界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也就是一种物我两忘的“无
己”的无所待（凭借、依靠）的境界。

文章第二部分与其说是为了论述“无名”，不如说是为了论述
“无功”。因为三段内容都是讲有权力的或者将有权力的人
放下或忘记自己的权力，尤其是第二段通过写姑射之山的神人
“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来间接论证之。第三部分是写“无
用”的观点则众所皆知了。那么“无名”的观点从何而来，
其实在我看来“名”不仅是名誉和地位，更是与“实”相对
应的概念的范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就是说的这个。也就是说，庄子的“无名”类似于“无
己”，只不过一个是“名”、一个是“实”。实际上，这三
无的核心无非就是一个“无”字，也就是“道”。道的特性
是无，人要做到逍遥游也要符合无的要求。

当我们再看逍遥游，庄子是要强调弱化自我、无所凭借，那
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境界吗，在我看来，自由是属于
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一个人如果连“自
由”的“自”都不存在了，那也无所谓自由了。也许庄子的
逍遥游不是要强调自由，更是一种作为在那个黑暗的战国时
代的对于自我的超越，一种超脱世俗的、从个人出发的、为
了个人的“无为”的社会理想。

逍遥游读后感篇六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第一句一出，读起来就朗朗上口，
别有一番韵味。文章描述的都是虚无缥缈，并非真实存在的。
但在脑海中，却能意外浮现出深海中一条大鱼的情景。深黑
的海，衬托着大鱼更加的醒目。

“而化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



云。”那名为鲲的大鱼游着游着就飞起了，从深黑的海洋到
湛蓝的天空，他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彩，是那样的轻巧。闭
起双眼，就仿佛我坐在他的脊背上，吹着微风，领略着河山
的美，就突然冒出奇特的想法，像诗仙李白那样，斟一杯小
酒，那可真是逍遥自在了。

逍遥游，至始至终，语言简洁，读起来却让人深陷其中的意
境，无法自拔。从文章的第一句开始，就陷入了章子创造的，
只有在梦境李才会出现的画面。就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
界里，无欲无求，逍遥自在的在自己的世界里驰骋。

《逍遥游》全文想象丰富，构思新颖，雄奇怪诞，汪洋肆意，
却又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此文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
人生观，一篇文章读下来，哪怕并不了解这篇文章到底写了
些什么，但也能被它所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和自由逍遥的气
息所感染。

其实，文中不论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还是可
以御风而行的列子，它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这篇
文章借此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
说明不为世所用才能成为真正的“逍遥”。里面的大道理，
对于我来说或许很难一时去理解，但我能体会到，文章中每
一词，每一句所散发出来的自由和逍遥的感觉。

庄子认为，只有忘却物我的境界，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
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能是真正的“逍遥者”。

我很向往那种忘我的境界，想去更深入的理解到底什么是逍
遥、什么是忘我。在如今这个诱惑极多、十分嘈杂的世界里，
有谁能够进入忘我的境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呢?我想做
一个现代的“逍遥者”，做到“至人、神人、圣人”，在自
己的精神世界里畅游。

我对追求逍遥的理解就是减少对物质上的需求，我们需要提



高在精神上的享受，做真正逍遥的人。

逍遥游读后感篇七

庄子是一位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这几天，我津津有味、如饥似渴地读了庄子写的《逍遥游》。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逍遥游》中的这样一段话：“且夫水之
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
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
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
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是：再说，积存的.水不够深，它就无力承载大船。倒一杯水
在低洼之处，只有小草可以当船；放上杯子，它就着地不动
了，这是水少但是船大的缘故。积存的风不够大，就没有力
气承载巨翅。所以，大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才能算抵达风
的上方，这样才可以乘着风力，背靠着青天，完全没有任何
阻碍，然后，才可以开始飞向南方。从中，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做事情之前，都要打好充分的提前量。

《庄子逍遥游》是一本好书，里面的奥妙无穷无尽，让我如
醉如痴、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些奥妙，等着你去探索和发
现呢！

逍遥游读后感篇八

偶然间读到庄子的'《逍遥游》：北海有一种鱼，他的名字叫
鲲，鲲身躯庞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变成鸟后，他的名字
叫鹏，鹏的背脊，不知道它有几千里，展翅奋飞，它的翅膀
像悬挂在天空的云，这种鸟海水运动时就将迁移，借助风力
飞往南海，南海是天然形成的水池。大鹏向南海迁移的时候
拍打水面，激起的水浪达三千里，乘着旋风盘旋飞至九万里
的高空，凭借着六月的大风离开。而山野中的雾气，空气中



的尘埃，都是生物用气息吹拂的结果，天色亦蓝是它真正的
颜色吗?还是因为天空高远而看不到尽头呢，大鹏从天空往下
看，也不过像人在地面上看天一样罢了。

人亦是如此，觉得自己可以鹏程万里，却不好好行动起来，
到头来本以为自己与大鹏和鲲一样高高在上，最后，却是白
日做梦，徒劳无功。

还有一些人，不觉得自己鹏程万里，却比一般人都要用功，
笨鸟先飞，最终扶摇直上，成为受人尊敬的伟人。

看海天一色，是否也该想一想自己的行为举止，做的每一件
事是否满意，过的每一天是否充实，只有全力以赴做好一件
事，才能做好一切;只有认认真真的对待自己，才能真正地扶
摇直上九万里。

所以，同学们你们是否憧憬学霸那样的鹏程万里，是否希望
像伟人那样扶摇直上，那你是否真正的做好了每一件事呢，
如果没有，那就请从现在开始，做好每一件事吧。千万不要
让懒惰拖了你的后腿，不要让各种借口成为你的绊脚石，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鲲鹏一样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