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庄子的读后感(实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
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写庄子的读后感篇一

20xx年，我认真参加中心组学习，重视自身理论研习；认真
阅读区委宣传部下发的书籍，不断拓宽知识面。因为今年是
我工作岗位的转换之年，所以我特别注重在读书中领悟和掌
握更多有助于科学思考的规律。今年除了阅读推荐书籍外，
我还自己选读了一些书，其中一本是《庄子》。结合工作中
的思考，有了些粗浅的心得，并立志在明年自身修养的磨砺
和具体工作实践中加以运用，以下汇报其中两条心得：

庄子提出“齐物”，意思是物不分大小长短久暂高低贵贱，
必须一视同仁。他用鲲鹏与斑鸠作比喻，认为虽然鲲鹏嘲笑
斑鸠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斑鸠嘲笑鲲鹏沽名钓誉、迂阔空
疏，但是大知大年与小知小年都有伟大而值得尊敬之处，同
时他们都存在只有对方才能弥补的不足。大鹏扶摇而上九万
里，是不了解那些燕雀的艰辛生活的；而燕雀站的枝头很低，
也不会理解大鹏为什么要飞那么远。世界不能只有大鹏，也
不能只有燕雀，所以必须“齐物”；世界不能只有君王圣贤，
也不能只有平头百姓，所以必须“齐人”。

**的发展即将迎来人才汇聚的时刻，伴随而来的将是思想的
碰撞、方法的矛盾和习惯的冲突。这是一个有利于转型的过
程，但是对机关文化发展来说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
程。**机关文化向来平和，但随着这几年青年干部的增多，
这种平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经过一年中大量的沟通谈话有
所察觉），未来几年量变会加剧，新老思想、新老方法、新



老习惯的交锋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提高。如果处理得好，机关
文化会在平和的基础上体现一些诸如高效、进取的元素；如
果处理得不好，则可能会使冲突破坏了最宝贵的平和。所
以**机关的文化建设应该及时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主张从三
方面着手开展这项工作：一是在机关内部广泛挖掘先进事迹，
尤其是要大力宣传中层以下干部的点滴闪光点，鼓励每一位
机关干部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精彩的人生，逐步构建一个机
关干部共同的精神家园；二是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施行导师制，
一方面切实帮助青年干部加快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也促
使青年干部更多地接触、了解老同志，有助于相互理解和宽
容；三是加强机关党总支和机关工会的工作，以党员学习为
平台，经常教育党员干部带头求大同存小异、团结奋进，以
工会为纽带，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提供快乐
合作的体验机会，不断营造“齐物”、“齐人”氛围。

庄子描述了一个残疾圣人王骀的故事，说明一个人的德行是
否充实，是否够得上一个美德的标志（符号），不在于他的
外表，而在于他的内容。王骀的圣明伟大，在于他把一切凡
俗的喜怒哀乐全部淘汰，建立了超稳定的心里架构。庄子认
为修养境界的核心是心功，心如止水，无私无惑，无骄无赘，
清可鉴人，明洁永远。有了或者过于注意自身的好恶，就会
带来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给予自己的，也会是给予他人的。
所以他认为有德之人必须“自我守持”。

对于自我守持，不止庄子提出过，孔子也有中庸化、适度化、
非极端化的要求，比如他说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等，以防
干扰心智。老子也曾不遗余力地提倡虚静心态。这些年，我
把庄子、孔子、老子等圣人们的守持说当成座右铭，不断提
醒自己做懂得自我守持的人。懂得自我守持的人才可能成为
真正强大的人。习惯于自我守持的党员领导干部才可能成为
强大党的真正基石。归根结底，领导干部做事的“度”在
于“爱自己”还是“爱群众”，“爱享受”还是“爱真理”。
守持住了，把握好这个度，才能不卑不亢、顾全大局；才能
说话有理、交往有节；才能做成事、做好事。守持不住，把



握不好这个度，就可能出现不该定的事擅自定；不该管的事
乱插手；不该办的事胡乱办；不该讲的话到处讲。党员领导
干部只有时刻注意自我守持，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不揽权、
多揽事；不干扰，多支持；不武断，多协调，才能在工作中
毫不犹豫地按政策规定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按组织原则
办事，按老百姓的愿望办事。

《庄子》的内涵丰富，以上两点只是我今年阅读它时得到启
发的一部分，不全面也不够深入。但是我在读《庄子》时，
已经深深感受到了读书对于机关干部的益处——读书确实能
够给到自己很多思想的指导和实践的启发，有助于自身修养
的提高和思辨能力的增强，我将坚持下去，多读书、读好书，
指导实际工作不断出成效。

写庄子的读后感篇二

世间有这样一种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面红耳赤地争论，可
是交情很笃厚。庄子和惠子的关系就是如此。

庄子过惠子墓的时候，他给随从的人讲了个奇怪而不可思议
的故事：楚地有个人，鼻子给弄了点白色垩土。这是很平常
的事情，擦掉就是。怪就怪在这人没去擦，而是跑到一个木
匠那去，叫那木匠给他拿砍掉那块大小厚薄象苍蝇翅膀的垩
土。更奇怪的是那个木匠，没象常人那样叫他擦掉垩土，却
真的随手拿起斧头砍去，那斧头虎虎生风，从那人的鼻尖擦
过，垩土被砍掉了。他站在当地儿，脸不变色心不跳，鼻子
完好无损。

这是怎样的一种奇景？！这是怎样的一种际遇啊！人世间难
得有这么个胆子大的，难得有这么个技术高的。没有那斧子
当前不眨眼的气度，谁敢砍？怕是斧子还没砍下，人已战栗
觳觫了吧？没有那高水平的技艺，谁敢站在那等着人家砍？
只怕是你站得再稳，也会给那没水平的家伙砍掉了鼻子吧？
或许脑袋都岌岌可危了吧？可这俩人竟然就搭档配合得这么



高妙。所以，当郢人死后，宋元君叫匠石表演一下砍去鼻子
上的垩土时，他再也发挥不出如此高的技艺了。

庄子为什么要讲这么个故事呢？他自己给我们点破了其中的
寓意，他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
矣！”意思是说，从惠子死后，自己没有谈话的对手了，没
有谁可以说话了。真的是没有说话的人了吗？他这不是正在
给人家讲故事么？其实，他是在哀叹，自己失去了如此高妙
的对手，心中万分悲凉罢了。

虽然庄子和惠子对事物的看法大多截然不同，两人在一起时
喜欢互相批评和争辩，但是这相争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庄子的哲思常常由之激发。即使在论争，那也争得是不亦乐
乎啊！

站在濠水桥上的惠子和庄子，又开始争辩了。庄子说：“鲦
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
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
说“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
全矣！”庄子说：“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能一起出游，非好友者何？那庄子出游从容，看鱼儿从容欢
快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心有所感，大发感慨。惠子是个不可
知论者，所以，他反问庄子，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
快乐呢？庄子以惠子之矛攻惠子之盾，他说，你惠子又不是
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到此，我们觉得惠子
该闭嘴了。可那惠子还是没服气，辩论水平是高高的，他继
续着自己的辩论事业：我不是你，本来就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鱼的快乐，你本来就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大家全都
不知道了！这是何等的论辩才能啊！叫我们怎么听怎么觉得
象绕口令了。这大约已到了论辩的高峰，可庄子仍能在这高
峰上在拔高一筹，他告诉惠子，你先前问我怎么知道鱼的快
乐等等等等，就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还问我。我在濠水



上知道鱼的快乐了。

这次论争，庄子和惠子各逞口舌之利，没有惠子的高论，又
哪来庄子的妙论啊！难怪张之纯在《评注诸子菁华录》里说：
“庄子、惠子意见虽不同，然惠子犹是解人也。寥寥数语，
写出低徊踯躅无限凄凉。”

另一次的论争，更是叫庄子发了一通关于生死的妙论。

说来庄子可真是个奇人，老婆死了，他老人家大大咧咧坐地
上，姿势不雅观也就罢了，他竟然敲着个盆儿唱了起来。这
情景给前来吊唁的惠子看到了，就狠狠地批评他：“你跟人
家过了这么久，她给你养大了孩子，现在老了，死了，你不
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这通责
备有理有节，却没难住庄子，正象明代陈深辑在《诸子品节》
里说的那样“庄子遇惠子，便出奇句，便有奇思奇笔，乃知
奇文待人而见也。”

庄子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
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
杂乎恍惚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
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
而我噍噍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写庄子的读后感篇三

子列子问关尹曰（1）：“至人潜行不窒（2），蹈火不热，
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3）。请问何以至于此？”

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4），非知巧果敢之列（5）。居
（6），予语女。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
（7）？夫奚足以至乎先（8）？是色而已（9）。则物之造乎
不形而止乎无所化（10），夫得是而穷之者（11），物焉得
而止焉！彼将处乎不淫之度（12），而藏乎无端之纪（13），



游乎万物之所终始（14），一其性（15），养其气，合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16）。夫若是者，其天守全（17），其神
无郤（18），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
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
是故迕物而不慴（19）。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20），而况
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仇者不折镆干
（21），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22），是以天下平均。故无
攻战之乱，无杀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不开人之天（23），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
（24）。不厌其天，不忽于人（25），民几乎以其真！”

记得小时候，面对可怕的事物时，我经常有种恐惧感。总想
变得更加勇敢，但又没有很好的办法。这里正好有篇文章为
人们克服恐惧感给出了一个奇妙的答案。道德修养完善的至
人潜于水中不会感到阻塞，跳入火中却不会感到灼热，行走
于万物之上也不会感到恐惧。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大概是保
全精神，把自己藏于自然，获得完整的心态而忘却外物，这
样就没有什么外物能够侵袭自身了。庄子用了醉酒之人不会
感到死、生、惊、惧为例，说明了人从醉酒中保全心态，而
忘却了外物。进而谈到，如果从自然中保全心态忘却外物就
更棒了。

看了文章，我突然对自然突然有种既敬畏又亲近的'感觉，感
觉自然也是活的，自然———不言不语却总向我们传达着某
些信息。我们向往着，好奇着，痛苦着，无聊着，无奈着，
劳累着，愁苦着，寻找着。然而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糊涂，
迷失着看不清方向。原来心智的通透和心灵的纯净也是一种
智慧。宁静貌似很简单，但宁静又非常难。人，你是自然的
一部分，不要把自己权威化，看扁自然；人，你既然是自然
的一部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低下，洒脱便是自然，自然
才能洒脱；自然才是真实，真实便是自然；真实也可以浪漫，



浪漫也是真实。

写庄子的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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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莫逆之交#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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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庄子的读后感篇五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人们把孔子称
为“圣人”，称庄子为“神人”。记得在我的大学时代，博
学多才的中古文学老师最喜欢讲的也是庄子的作品，在学校
组织了我们集体看过于丹的论语心得之后，我又在假期中阅
读了于丹庄子心得。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名周，一字子沐，战国时代
宋国蒙人，曾任蒙之漆园吏。贫而乐道，不慕富贵。于丹庄
子心得读后感。他是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
家，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
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
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
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
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
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
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
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
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
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
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于丹庄子心得读后感。

于丹庄子心得大部分篇幅通过解读庄子中的寓言，结合现代
社会的现象，引导我们用庄子的思想来指导人生，认为人生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大境界，这种境界超越名利，超越生死，



超越一切，逍遥得自在，追根究底是一种精神生活，灵魂生
活，是一种“无”的境界，“归零”的境界，需要不断反观
内心，需要大觉悟才能体会得到，而且更需要时间，因
为“悟”本身是一个过程。

在大境界的指引下，我们就会逐渐走上人生的坦途，直至掌
握人生之道。如果没有大境界的指引，我们的人生就像有
些“屠夫”解牛一样，用刀乱砍筋骨而损坏刀，在生活和工
作中被一些小事所困，被有形有象的名和利所扰，在社会中
被五颜六色，纷纷纭纭的表面现象所惑，不知不觉地浪费我
们宝贵的生命。

于丹用内心、自然流露的语言，借尊者、名人之口说出自己
的观点看法，并用那些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寓言小故
事诠释着人生的哲理，那就是：宽容感恩于外在世界，融合
于一切自然规则，清醒地认知自己的内心，超越所有的功名
利禄之心，感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拥有健康的人生心态和快
乐的生活状态。

庄子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要以大境界来看人生，感知已
心，淡泊心态，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是一
种理想的，甚至是超理想的境界。读过此书，让人在不经意
中增加了智慧的砝码，给予了力量的源泉，伴随了身心的成
长，满足了心与心的交流，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
的细腻意境。

于己于人，无论你在何种岗位上，环境只是一种需要你去顺
应的外在世界，却需要你坚持自己内心的秉性而不随波逐流，
并让自己尽力把自身的潜能激发到最佳状态，那何尝不是一
种超越自我的成功；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你充当的任何一
个角色都需要你用心面对，真心付出，等到再回首时，我们
可以无怨无悔，因为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作为一名教师，更
是如此，我们的快乐，就是可以从孩子们一双双清澈的眸子
里，看见他们对你的喜爱，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