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瓦尔登湖读书心得(汇总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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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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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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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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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五

卡夫卡的《变形记》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噩梦还是人类
无法抗争的现实呢?这些都引起了我的思考。

《变形记》是卡夫卡笔下以“变异”为题材写的小说，这部
小说是在1920xx年写的，发表于1920xx年。是卡夫卡生前发
表的少数作品之一。这篇作品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天清
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甲虫。他本来可以用他
的收入来养活全家，现在却要全家来养活他。起先，他的爸
妈和妹妹对他突然变成一只甲虫表示怜惜，都充满了同情和
关怀，妹妹每天都帮他送饭，打扫房间。但是时间一天一天
的过去了，大家都把他当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包袱了，大
家都怀着鄙视的眼光，希望他早点死去吧，这样大家都轻松。
终于有一天，他在全家的长期冷落中，孤独的离开了人世间。



全家为此庆幸。父亲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一家三口为
了庆祝格里高尔的死去，决定乘车去城外郊游。小说的大概
内容就是这样的。

卡夫卡曾经说过：为每天的面包而忧虑会摧毁一个人的性格，
生活就是如此。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卡夫卡就死在写他自己，因为我在网络
上查询了一下卡夫卡这个人，发现网络上的介绍和这本书上
所讲述的内容有所相同之处。在作者的一生中，他活得也就
像一只虫子。卡夫卡喜欢文学，很想成为一名作家，但现实
没能如他所愿。用为他和家人要生活，他就不得不成为一名
保险公司的小职员，整天奔波忙碌，忙得不可开交。他害怕
孤独，渴望爱情。曾经三次与女友订婚，但都没有结婚。不
知道为什么他的内心总是充满这样的矛盾：“没有‘她’，
我不能活。和‘她’在一起，我也没办法生活。”这样的顾
虑下，使他始终没有迈出那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他有勇气的话，
他就能够收获他的幸福，所以他(卡夫卡)的性格不得不说有
些怪癖。

相信我们在读过这本小说后，心灵上能够得到足够的宣泄然
后平静下来，清理思绪，让我们的路越走越平坦吧!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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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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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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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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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