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读后感(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庄子读后感篇一

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濮水一别，濠梁倾覆，终是庄生
晓梦，浮世今生。

——题记

一

蝴蝶，耀目的蝴蝶。

栖在岩壁上的，腾舞于空中的，凤凰于飞，流光溢彩，蝶落
蝶生，生生不灭。

那些唯美纤细的精灵，那些绚烂至极的永恒，是本该就如此
明艳的张扬，还是理智与幻想边缘的沉沦？我分不清，只知
彼时花落花飞花满天，烟火灼鬓，流萤成眠。蝶的幻影，美
丽的坠落，反倒把蝶中央男子眉目的清冷，衬得越发清晰。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他淡淡开口，“化而为鸟，其名
为鹏，往生天地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是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多年前的道理，
你可还懂得？”神色平淡如他，待我，却如邻家老友。

“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人事贵在无为，莫以
心为形役即可。那年相见，你问我何谓自由，今日我便告诉
你，自由，便是精神上的超脱。”



我急忙打断了他；“老先生，这片蝴蝶谷一经打造一定是有
名的风景区，咱们一块商量个价吧，你要多少都成，我给您
算算啊………”我沉浸在“黄金梦”里，完全没有注意到那
片蝴蝶的绚丽，在金钱的叮当声中向更深的黑暗褪去。

男子叹了口气，神色无悲无喜，“名利缚汝身，我当何作为？
你不再是那年探求自由的孩童了。”

“老先生，价钱还可以商量……”

我赶了两步，想抓住他的衣襟，却只触到一片温凉如水，清
皎如月，熟悉的感觉……仿若宿命里的轮回。

身上一个小本子掉落。我捡起，是儿时一个老人送的涂鸦画
本，翻到首页，上面赫然写着——《南华经》。

二

孩子很小，却不再乐意和同龄的伙伴一起玩耍，他想追寻一种
“道”，一种让人无限放空的绝对自由，濠水的桥上留下他
的呐喊，桥下的鱼儿也记住他的找寻。

终于有一天，一个清淡的声音叫住了他，“子安知鱼之乐
乎？”

孩子回头，男子坐在河边悠然垂钓，眉目间的清冷，极为清
晰。

“我不知，那你知道吗？”孩子不服气。

“无忧无虑的自由，便是鱼的快乐。”

自由！孩子精神一震，停下了继续找寻的脚步。

言谈中，孩子渐渐了解了他。涸辙之鲋，濠梁观鱼，惠子相



梁，击缶而歌，一个超脱世俗虚名的大智慧者，一个不屈财
富宁生而曳尾涂中的大无畏者，一个看破生死超然洒脱的大
自由者。孩子想追求的“道”，在他身上，有了最完美也最
矛盾的体现。

贫困交加，麻鞋为生。孩子觉得他可怜，然而是这个
人，“以天地为棺淳，以日月为连璧”，气魄洒脱超然若天
神。朋友离开，妻子辞世，孩子觉得他孤独，可是“君子之
交淡如水”的超凡人格，对精神自由的上下求索，让任何赞
美的语言，都无法形容他的充实。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紫陌红尘，
他是独守心灵月亮的月桂，让所有孤独彷徨的人一抬首总能
发现一轮皎白的圆月——是他的灵魂在永不放弃的追逐。天
下纷争，诸侯战乱，他放下功名利禄坦然守住一池的游鱼，
用道家的乐生诠释精神自由的超脱与快乐——那是他自己的
逍遥游，在别人难以企及的心灵高度。

当一种美美到无法言表，只能舞之蹈之，颂之咏之；当一种
淡淡到无从品味，只能叹之惜之，赞之赏之。孩子沐浴在道
的自由中，想：有一天我会像他一样。

可还没等到这“有一天”，他走了。孩子伏在池边大哭，桥
上一本小书飘来：“自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三

那孩子是我，那小书，我今天才知，是庄子的《南华经》。

思绪回到现实，看着那些不断退去的蝴蝶，我忽然间泪流满
面。庄周，是你么？这些年，原来你一直都在，看着我从一
开始向往纯净的自由一直到挣扎于名利难以自拔。圣人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在你看来，我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只是这一
次的对话，又代表了什么？重新告诉我自由的定义，是回答



多年前的问题，还是新的希望？男子不回答，只是笑，蓦地，
萦绕心头的疑惑消失殆尽。

自由，是一尾雀跃于心间的游鱼。

蝴蝶重又出现，男子逍遥跳跃，一如往昔。这一次，没了年
少的执着，没了名利的追寻，我只冲他笑笑，便反身出了山
洞。与他的第一次对话，是启蒙，第二次对话，是救赎。对
所谓名利的纠缠，不过拘泥于外物罢了；自由，是精神上的
超脱。对所谓自由的追寻，关键是看自己。

庄子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读了一本叫《庄子》的书。《庄子》是一本哲学名作，
但又不仅仅是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
范。《庄子》是庄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的。

庄子的.思想中包含了朴素辩证法因素，其主要思想是“天道
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地
生”的，从“道未始有封”，庄子主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
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读完后，我感受颇
多。

其中逍遥游中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
力。”让我记忆犹新。他的大意是如果水积的不深不厚，那
么它就没有力量负载大船。我想我从大舟与水的关系看，至
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求大学问，干大事业，必须打下坚
实、深厚的基础，才会有成功的可能。而现在处于学生的我
们，更应该打好基础，认真学习，天天向上，为我们美好的
明天，奠定牢固的基础。

而大宗师中的“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的大意是
（朋友应）相互结交在不结交之中，相互有为于无为之中。
这让我明白交友要达到相交出于无心，相助出于无为。这才是



“莫逆之交”。所以我们在结交朋友时，应该顺其自然，不
应故意而为之。在帮助朋友时，我们不应该去奢求他有什么
回报，而是自愿的去帮助他。这样才算得是真正的闺蜜，好
朋友。

读完《庄子》这一本书后，我收获颇多。《庄子》这本书里
蕴含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和做人处事的方法。值得我学习，
我想这本书不应该去读一遍，我还应该再读再理解，这正如
人生那本大书，是永远读不完的。

庄子读后感篇三

大家知道，我们的任督二脉，这是我们生命最关键的两个部
位。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挂在脊梁骨上的。如果我们的脊梁
骨不出问题，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不会出大问题。出问题都是
因为我们脊梁骨出问题了，我们前后不通，中间的这条路不
通，我们就会生病，就不得长寿。火龙山庄的郭老师，很重
要的一个治疗步骤就是打通你的脊椎经络，他的“经络条”
就是放在你的脊椎部位，通过“火烧”把药液侵入你的脊椎，
打通脊椎，让气血畅通。

下面一段就是发给你们的“庖丁宰牛”。

这一段很好玩，庄子就不像孟子，孟子是“君子远庖厨”，
就是要远离这些杀鸡、杀鱼的厨房，我们很多朋友信佛，就
是喊不要杀生，连个蚊子都不灭的，有蚊子，都是轰走，不
打死的。这里庄子偏要讲杀牛。

杀猪，宰牛，我们一听，心里都有点咯忌，一想，就是血淋
淋的，很瘆人的。但是庄子不是。他却通过宰牛告诉我们怎
么养生？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实际上不奇怪。庄子讲庖
丁宰牛，首先是找了一个宰牛的支点。因为牛很大，肯定比
人要大。形体比人大，你怎么去宰？斗牛场上的斗牛士制服
牛容易吗？不容易，牛也是使足全身力气要把斗牛士掀翻的，



那是充满愤怒情绪的。但是庄子笔下庖丁不是这样的，他宰
牛的声音“砉然响然”像欢快的乐曲，就是上古时期的音乐，
而他跳来跳去宰牛的步伐，就像跳桑林舞一样轻松悠然。牛
就安安静静，被庖丁宰杀了。地上一堆，皮啊，肉啊，骨头
啊，筋啊，什么的，清清爽爽的被分离了。文惠王一看，庄
子这样跳跳舞，还是“韶乐”的舞蹈，即我们远古时代自然
界跳的舞蹈，可能有点像我们看非洲原始部落敲着鼓跳的舞
蹈一样，充满了欢乐。怎么就这样跳一跳就把牛给宰了？，
而且这头牛在被宰的过程中一点痛苦都没有，很欢乐地离开
世间。前段时间，我在书院里面讲这段的时候，有朋友就提
这个事情。他说，社会上总有人问，学国学有没有经济价值？
他就讲了一个很俗气的理由，说，就讲这一段就很有经济价
值。我当时没有反映过来，就问，怎么有经济价值？他说，
这个庖丁宰牛，就像在乐曲声中，欢乐地宰牛，这样牛就没
有愤恨，惊恐，所以就没有毒素放出来，它的肉味道就很鲜
美。大家经常听宣传，说，屠宰场里面是一片惊恐，嚎叫声，
被宰杀的动物，都是充满了愤恨的，这些情绪都转化成毒素
留在它们的肉里了，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肉，味道也不好，并
且有毒。但是庖丁宰的牛，是在欢乐声中被宰杀的，牛高高
兴兴死去了，就没有毒素放出来，这种牛肉的价格肯定比其
他牛肉卖的价格高，经济效益明显。他说，你看，学了这个
赚不赚钱？肯定赚钱。当时我很想笑，我就说，你这样的发
挥，我是第一次听说，庄子宰牛的价钱比其他的高。如果真
有这样的肉出卖，肯定高级宾馆要先用，自然价钱也出得高
了。

牛被宰杀后，文惠王就说：善哉，你这么轻松把牛宰了，这
是怎么回事？

庖丁很自豪地讲：吾有道也。大家注意了，“有道”，这个
是庄子思想的根本所在。一个人立志就要立在道心上，
要“志于道”，要见道，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明心见性。
这个是最根本的目的。



我宰牛是有道的，不是什么技艺上就完成的。我立了道心，
在这条路上认真走下去，最后是从必然王国到达了自由王国
境界。庖丁宰牛一开始，牛在他眼中也就是牛，但是三年下
来，牛在他眼里就不是牛了，已经没有牛的感觉了。在座的
各位，可能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只不过自己没有留意而已。
杨芬，你现在打字，与你刚开始学打字有什么不一样？现在
还需要看键盘吗？还需要去想，哪个字母在什么位置吗？你
还把键盘当成就是“键盘”吗？你已经不看键盘，一看文件
的字，自然手指就知道敲那个键盘，就知道敲哪个字母，谁
告诉这样做的？神遇，官知止而神欲行。前几天，我到一个
制版公司，特别注意那个小伙子，他的键盘是在桌子下面的，
从上面根本就看不见他的键盘，我们一边说着要打的文件，
只看见，他的手动一动的，文字就全部“跳”到屏幕上去了，
他的眼睛只看屏幕，耳朵听我说话，他的手指就是“神欲
行”，有个神在指挥他的手指。我们这里很多人会开车，当
你刚学会开车的时候，上车肯定方向盘，前进挡，刹车，后
视镜，仪表盘等等，面面俱到，有时难免手忙脚乱的，但是
几年下来，还是这样吗？不是了，有时一边打电话，一边开
车，还要礼让后面来的车，就有点像“千手观音”还有千只
眼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开始就是“官知止而神欲行”。我曾
经遇见一位“微雕”大师，当时他见我的时候，还是一位工
人，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朋友推荐他来的时候，就告
诉我，他想把他的作品展示给世人，需要印刷一些资料。我
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微雕？我只是看他带来的照片，觉得很好。
我就问他，原件是多大的东西？因为图片下面要注明尺寸大
小。他说，不大，就是小手指甲那么大。我很吃惊，有点不
信。他给我的一张照片就是“虢国夫人游春图”。他可能也
看见我不太相信，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把原作品带来了。象
牙雕刻的，我用车间的网点镜一看，清清楚楚的一幅虢国夫
人游春图。我就问他怎么雕刻的，是不是先画上去，然后像
手表行里的师傅修手表一样，眼睛上夹个放大镜，雕刻的。
他说，画什么？我脑袋中有这幅图了，我的手拿这刻刀就在
象牙上动动动就行了。你说，这不是“神欲行”是什么？技
艺已经超过了“必然”达到“自由”了，就是神欲。



庄子读后感篇四

昨天我第一次读完了《庄子》这本书。从上学期开始，用课
余时间磕磕绊绊的看完了。我谈一谈我的看法。

庄子，美而不自知。甚至也不为人知。能见者少，见而能受
者更少。知其美不为人知，难，知其不自知，更难。事实上，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美，而是他不在意自己美不美，更何况别
人怎样看他了。

他无所谓语言，言不尽意。但是他也不逃避语言。他不介意
写很多字。他不在意。开口也好，不开口也好，传之后世也
好，不传也好。因为他没有想要守护的东西。孔孟要守护仁
义，墨翟要守护苦难，惠施要守护言辞，管商韩要守护法度。
他没有想守护的东西，他所倚仗之物，不需要他的守护。灭
亡的是人，不灭亡的是道。

庄子是庶民。有人提出他是贵族，王族，也有人说漆园吏在
楚地待遇是很高的。但我说的庶民，是他的态度。字里行间
透露出来的，小人物的自嘲。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只是玩笑。
这种庶民感，与道德经对比起来，尤为明显。他像落入凡尘
的神仙，虽然是神仙，但终究落在凡尘里。但在哪里又有何
分别呢？哪里都是无何有之乡。

他逃避着人，但不逃避天。他自认为天下无敌，但让人疑惑
的是，在那个时代，他为什么没有出来拯救？不只是他，李
耳也没有出来拯救。答案我已经渐渐明白了。因为世界，不
是你想拯救就能拯救的。他或许已经看见了天意，看见了自
己的命运。孔丘没有看见，他失败了。谁能保证庄周能比他
做得更好呢？庄周是庄周，不是秦始皇。秦始皇也是奋六世
之余烈，而不是一蹴而就。他明白自己做不到，也明白孔丘
那样的拯救没有意义，与其折磨自己，不如快乐。诸侯授予
他爵位，他不接受，是不愿意接受爵位吗？只是这爵位是人
给的，不是天给的而已，既然不是天赐，就不可能长久，也



不可能随心所欲，更不可能借之拯救世界。他已经看见了未
来，所以不接受。庄周比我们想象的要勇敢。对他而言，放
弃拯救，或许比头破血流更为疼痛。他只是无可奈何，遂不
在意。

最后说说他的孤独。

惠施和他争辩：“人怎么能没有感情呢？”庄周利索的把他
辩倒了。在惠施看来，是庄周赢了。

然而赢了吗？惠施死去之后，庄周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
个人鼻子上沾了白土，让一个木工帮他砍掉。木工刷刷的就
砍下来了，鼻子丝毫没有损伤，而这个人也面色不变。后来
木工被王召见，让他表演这个技术，木工说：“我之所以能
做到，是因为对象是这个人，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再也做不
到了。”

庄周真的没有感情吗？惠子其实并不该问，庄子也不该辩，
但惠子不明白不言的道理，庄子也因为快乐而驳倒了他。庄
周其实喜欢和他说话，惠子或许不明白。

庄周在惠施的坟前说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
吾无与言之矣。”

他说自己逍遥自在，说自己无所待，他觉得自己是匆匆过客，
与造物者为友。但身为人类的他，依然存在桎梏。他依然在
时空中留下了痕迹。或许他的内心已经不再泛起波澜，如同
他在妻子的尸体前放歌。但他是永远的放歌着吗？惠子看见
之后训斥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他说，她刚刚死
的时候，他难过。

只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

再怎么悲伤，哭泣，她也不会回来了。



他依然想拯救世界，只是这条路很艰难，除了天道，他孤苦
无依，他也明白，在他有生之年见不到天亮，但他依然动笔
了。

他有别的办法吗？或许他真的经历过没米下锅的困窘。那时
候没有人喜欢他，也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和他说话。这
样的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想拯救世界，恐怕会被嘲笑吧。实
际上他也不在乎嘲笑。比人清醒，就会比人疼痛。在那个时
代，或许他才是最痛的那个人。以至于他并不在意自身的困
窘。

起初孤独，继而忘记孤独。

庄子在开篇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
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
垂天之云……”

每次读到这段话，脑海里便浮现出灿烂的星河。小小的地球
上四季荣枯，天空的朱雀缓缓向地平线滑落。

他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人。

庄子读后感篇五

庄子的文字难懂，庄子的境界更难懂。

幸亏有梁冬的注解与分析，才勉强理解一点。

《人间世》讲了三种情况：好人该如何入世，坏人该如何入
世，以及不知道自己好坏的人该如何入世，与这个世界优雅
相处。



人心难测没什么问题，你对人心难测不了解才是问题。在古
代，那些至人（聪明的人），总是先正己后正人，让自己有
一种金刚护体之力，然后再去治病救人。忠厚善良是需要建
立在对人世间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做到的。

用某种方式定义自己的好，就等于在定义别人的坏r。 “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

对别人的诋毁不愤恨，其实是对自己的保护。一个人内在的
骄傲和执着是掩盖不了的。它就像一种“力”，而“力”必
定也会存在一种“反作用力”。庄子借孔子的口说出，人心
是很险恶的，不要以为你有爱、有正义、有智慧，就可以通
行无阻。因为当你自诩为好人的时候，你就播下了一
颗“恶”的种子，让对立面的那个人无形中成为坏人。

与其关注十年之后的变化，不如关注十年之后有什么是不变
的。进入一个新环境，要心存敬畏，要“虚而待物，唯道集
虚”。努力做点儿什么并不难，难的是不做什么。

做让自己睡得着觉的事，做让别人睡得着觉的人。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三十年以后还想做吗？做从长期来看会
有价值的事情，对于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想都不要去想。理
解人心的险恶，保持自己稳定的频率。尽人事，安天命，不
求创造奇迹，但求不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包括外界对
别人的损失，也包括内在对自己的损失。

如何与看不见自己过失的人相处。一言以蔽之，一切交流的
本质，都来自六字箴言“先迎合，后引导”。如果有一个这
样的朋友在你身边，哪怕他不会开车，哪怕他长得不是很好
看，哪怕他的能力不是很强，但他的温和不是装出来的，而
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对抗，他只是暖暖地、温和地与你
融洽相处。但是，慢慢慢慢地，他用自己的方式跟你调频，



成为与你达成共识的人，你得多喜欢这个人呐！

“有用”和“无用”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很多时候，我们
都会不小心把手段当作目标，而“无用”只不过是手段比较
标配的方法之一，本身并不是目的。

对于拥有的保持敬畏，对于想要的保持淡定。拥有那些大家
都希望拥有的东西，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

自在的人会让自己舒服，也让别人舒服。

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更大。
长得丑有长得丑的美德，儿女笨有笨的好处。真正的好事儿
哪里是努力来的？一定是把自己的状态调到配得上这件好事
儿的时候，就会有人非要给你不可了。“自在”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一言以蔽之，就是心里面没有觉得亏欠谁，
也没有特别想亲近谁，谁来了也不反对，谁走了也不留恋的
状态，这就是“自在”。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留下来。

我们在学习《人间世》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变化的是环境
与技术，不变的是人性。

每个人，

最终都是自己和自己睡觉，

自己和自己吃饭，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更喜欢梁冬这个老男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