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挪威的森林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一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一部长篇爱情小说。故
事讲述主角纠缠在情绪不稳定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直子和开朗
活泼的小林绿子之间，展开了自我成长的旅程。

没有人会喜欢孤独，只是害怕失望罢了。今天小编与你分享
关于《挪威的森林》的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挪威的森林》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翻阅，翻了很多次，每
次都只认真读前几页，觉得不甚喜欢，便快速往下翻，囫囵
吞枣，当成故事来读。平时若碰到这种不合意，我是不愿意
再读的，只因此书声名在外，觉得不应该仅仅是个不好看的
故事，所以倒是翻了数次，可最后终是无疾而终。

曾经有人跟我谈起过这本书，我也虚伪地表示“好”，说些
简略的印象作为敷衍。其实内心并不认可，这个“好”字，
是因为我喜欢跟他说话，怕自己的肤浅暴露无遗。而如今这
都成了回忆，或许这样的结果未必最坏，酸涩感在时光的妆
点中化成绚烂，藏留于心，惜之。

或许正是如此，我又捧起了此书。心境使然，便读出了震撼
和荒凉。我彳亍于人群的熙攘与闹市的喧哗，飘零于林间的
静谧与水上的淡泊，可不论浮华，还是沉寂，终是孤独，来
自于内心深处，无处躲藏。繁华落尽，如梦无痕。可若是从



未繁华过呢?是否又太过平凡，如同尘埃。庸庸碌碌活了半世，
眼见的都是人，却又仅仅是“人”。能相视而笑者寥寥无几，
更不敢奢望能道声，“原来你也在这里。”只是还有残存的
空间，或许可以期待，那就是死亡。“死”不是终结，而是
生的一部分，希望这个延续却可以是孤独的终结。

夏日午后，站在旧式的胡同中透过交错的电线杆，望着并不
太蓝的天空，两旁的行人似乎是在穿梭，但却听不到糟杂的
声音，就连呼吸的声音也不能感受到，我只是在享受这种静，
心灵的静，真想投入于静中不再回来，这实在是很享受呀。

初读村上春树的作品被吸引，似乎在作品中体验，又似乎是
个旁观者。 挪威的森林贯穿全书的就是作者多次提到了
的，“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全书
的结构也如作者所说，并不以死为终结，这里有作者的无奈
即每个人都会死，也有作者面对生活的勇气即有死才有生。

作品中最主要是两次死，很相似的两次死。一次是木月的死，
木月死后直子和渡边的关系便开始了，另一次便是直子的死
了，按玲子的话说就是“你选择了绿子，而直子选择了死”
两次都是由死而引出了新生。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木月在死
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不是他最爱的直子而是渡边，这似乎应该
是木月把直子托赋给了渡边，直子在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也
不是渡边而是玲子，同理应理解为直子把渡边暂时托赋给了
玲子。

书中所描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醒着的，但由是他们价值观
不同，心理成熟程度不同，所以他们的生活本身是有着巨大
差异的。 渡边本书的男主角，一个实在是很普通的人物，普
通得让人难以留下印象。他对学校这个小社会内部虚假、肮
脏也是很厌恶的，但他却也没有去改变这一切的想法，甚至
有点逆来顺受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这是无法改变的，这就
是渡边的无奈了。



不过这家伙最强捍的也就是这种逆来顺受了，似乎任何人都
不能影响他的生活轨迹，虽然他也并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或
将要去哪里。不过渡边的心理也不太成熟，他在寻找一种既
不伤害直子，又不伤害绿子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
“如果每个人正义都大行其道，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幸福的
话，必然导致混乱”，在直子死后渡边想通过旅行来找回自
己但却失败了。直到渡边见到玲子，玲子说“你选择了绿子，
而直子选择了死”，此时应该说渡边解到了相对于已经失去
的更应该珍惜眼前存在的，应该停止对生者的伤害。

直子本书的女主角之一，很执着于完美。本书一开始直子就
提到了一口井，一口在森林边缘的井，一口深的并且一但坠
入便只有孤独陪伴直至死亡的井，但又是很吸引直子的井，
因为坠入井中便与现世隔绝，她也明白这是危险的，但这才
是她真正想要的，这就是直子的无奈了。

这口井也是直子后来生活的写照，所不同的是渡边一度在井
的附近守望着直子。在疗养院的直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她需要靠井边的渡边才能确定自己还活着，需要靠玲子才能
完成与外界的交流，以至到最后玲子几乎成了直子的化身。

绿子本书的另一位女主角，应该说是森林里一棵非常奇异的
树，她似乎可以冲破黑暗享受到阳光，也是我非常非常佩服
的一位女性。之所以说她是一棵树是因为她非常坚强，面对
生活的苦难，亲人一位接一位在经历了非常的痛苦后慢慢死
去，应该说她是以常人无法想像的毅力坚持了下来(这是绿子
的无奈了)。

她也想逃避，也许逃到那个被她称做驴粪蛋的乌拉圭去，也
许是借助性幻想(其实从这点看她的道德观远比看起来要严格
得多)。她也很想有个依靠，就像她对渡过说的那段关于买饼
的任性的话。绿子从心理上表现得相当的成熟，甚至很有策
略，她很明确的向渡边表白，因为她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尊
重渡边的选择。当渡边因为陷入对直子的思念而忽视了她时，



她选择告诉渡边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并选择暂时离开让大家
可以冷静的思考。

永泽注定会成为这个社会“精英”的人物，他暗熟在这个社
会成为“精英”的规则，“绅士就是做他应该做的, 而不是
做想做的”(这是永泽的无奈)，虽然他也看不惯这个社会。
他也期待和初美获得爱情，但他清楚这样做就会被排除
在“精英”这个圈子之外，在他的价值观里除了成为“精
英”其它都是通往“精英”这座城堡的铺路石而已。社会的
压力，家族的压力以及周围人对他的看法都注定了他永远都
无法做一个随心所欲真实的自己，他在为这些看法活着，为
别人活着。

初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并不多，但确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像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人物。应该说初美很纯美童真式
的梦想会让每一个读者动容吧，初美的梦想是用自己的爱来
改变永泽，使他获得真正的自己，把他带回到那个纯美的世
界中去，即便为此赋出再大的代价也无怨无悔，即初美可以
一定程度的接受永泽的放纵。

可是在永泽却不想放弃“精英”这个社会赋予他的头衔(这是
初美的无奈)，因为如果放弃了他可能除了初美就真的一无所
有了，永泽选择了戒色，而初美在纯美的梦想破碎后选择了
自杀。

玲子，虽然作者赋予了她身世背景，但玲子更多的时候还是
以直子的附助者，或者是替身的形式出现的，替直子写信，
以至在直子死后和渡边发生了关系，我们似乎看到的是直子。

关于玲子来到疗养院的原因到是有点要说的，在我看来玲子
相对于对事件本身的打击来说，似乎更看重玲子丈夫对此事
的冷静处理，应该是这件事在玲子价值观里这件事是重大事
件，解决方法只有马上离开换个新环境，而从玲子丈夫的价
值观看首先是家庭本身的稳定，这件事应该是排在第二的位



置，玲子感到自己没有被重视于是崩溃了。

完美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的船，而是暴风雨过后洒
在甲板上眩目的阳光，完美不是来自由我们对它的执着追求，
而是源于勇于面对磨难的坚强的心。

读完《挪威的森林》后，不知道自己想要说点什么，也许可
能只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罢了，只知道自己真的有很多感受
感想，沉淀一下午晚上来谈谈感受。

读林少华翻译的《挪威的森林》真的感觉非常好，正如林少
华在在序中所说“其实村上作品中最让我动心和引起共鸣的，
乃是其提供的一种生活模式，一种人生态度：把玩孤独，把
玩无奈” 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化解无奈，莫
如退回来，把玩孤独，把玩无奈。所以村上的读者喜爱村上
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不乱亲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
得失望”当我读到这句是，真的被作者的那种心所折服，对
于我们现代这种喧嚣的时代，职场的时代，想要做到这点应
该是相当的困难吧，乱亲朋友只能落得失望吧，所以小说中
主人公的朋友并不多，而那种喧嚣的场面的描写也是少之又
少，最多的场面也不过三个人在交谈。而令我印象最深的还
是主人公去疗养院去看直子时对那种环境的描写，足以体现
出作者对于孤独的态度。以前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孤独是用
来享受的，而不是忍受”当我;看完这本小说时，我深深有所
体会，在小说中主人公是非常会享受孤独的一个人，平时上
课总是一个人，下课后去吃饭，喝酒，然后去书店抱着一本
书边看书边听歌，之后再去兼职，周六如果没人约就在宿舍
洗衣服熨衣服，然后在一个大晴天，一个人出去晒太阳，这
样惬意的生活我想也是作者想要追求的生活吧。

但是书中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主人公渡边的爱情了，而
这是我们这个年龄最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而渡边却经历着



被同时爱着两个女孩儿两个女孩也同时爱着她，他非常明白
的是他爱着直子，而且还不能让直子受到伤害，但是后来他
又爱上了绿子，看似复杂的爱情又会让人一目了然的看出结
果。其实就笔者而言，我更青睐于渡边与绿子在一起，仅仅
是这样的感觉吧，并不想说为什么。而对于小说中出现了一
些对于性的描写，然而我觉得就整部小说爱情基调来说是无
伤大雅的，反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望向远方，对远
方的道路充满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迷茫。有时候身边
就像被浓雾紧紧包围，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懂。尽管
有点孤独，尽管带着迷茫和无奈，但我依然勇敢地面对，因
为这就是我的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我的”

而作者在书中对于青春的描写更让人感同身受，对于青春的
迷茫，憧憬更是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对于整部小说的感觉，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共鸣感，而想
了很久也就先分享这么多吧。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二

早在高中时期就已拜读过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最近又不
由自主重拾此书，品读一番。每读一次，内心都感到现实世
界如此地虚无缥缈，恍然如梦。

主人公总是一副与外人无交集的状态，少有的朋友也是死亡、
失踪、不满，两位挚友皆以死亡告终，主人公却依旧平静生
活，虽然内心难受，却以平淡对人生，在孤独与面对中体验
生活。

“把过去的东西全都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过去已是过
去，未来尚需憧憬。我们坐在现实的长椅上，唯有望向那时



光的尽头，又怎有时间回望以往，正如你所说“不翻页，生
活如何继续？”只要不被页面的灰尘迷湿了眼，我们依旧前
行。

“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作的勾当。”自己无
需同情，无能就是无能，失败就是失败，没什么好说的，没
什么好推脱的，自己不够格那就用努力去弥补，没啥大不了，
拼搏自佳，我们不要做懦夫，人当顶天立地，存于宇宙。

“努力，指得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我们要明确自己需要
的是什么，如何获得，主动去营造机会，并且要有针对性，
这样的努力方能不白费，但要做到光而不耀。人，成功要更
加虚心，不能耀眼，老子言：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要对等的”不对等的关系都是不健康
的，只能是短暂的，只会让低微的人对处于关系优者产生厌
恶。没有人能永远守护另一个人因为那是不平等的，可惜直
到毕业前我们才领悟，不过至少还不算太迟，对等才能健康。

“朋友也是要记住的，在记忆被冲淡以前，我们需要永铭记。
”“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
忆和不完整的意念。”

所以自行品悟，不再多言，这是一片人生森林。望你不孤单，
勇敢闯人生。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三

传说，挪威的森林是一片大得会让人迷路的森林。那种，人
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巨大原始森林。生活就像这片挪威的森林，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要走进去，因此我们才不可避免
的对生活感到迷茫和痛苦。就像初美说的：不迷茫和痛苦的
人哪里找得到!



挪威的森林里的很多人在挪威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木月首
先死了17岁死在一个成长的年龄。他以死来作为回避成熟的
方式。而对于直子来说，本来她可以握着他的手，小心但是
坚定地走过成长的道路，可是，木月的死带给她的是，要自
己去对待未知。就像直子自己说的那样：在他(木月)死了以
后，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甚至不知道究竟怎
样才算爱上一个人。对成长的.恐惧最后也把直子推入了死亡
的深渊。即使有疗养基地可以让直子身心放松，即使渡边作
为直子同外部世界相连的唯一链条，也无法把直子从迷茫和
痛苦中解救出来。不只是直子和木月，初美，直子的姐姐，
直子父亲的弟弟，不都是在这个成熟的年龄段，在对成熟的
恐惧，迷茫和痛苦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吗?玲子，也是作为其
中的一员，仅仅是没有失去生命罢了。

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主人公渡边一样在迷茫和痛苦中
完成这些转变，即使我们自己并不了解为何迷茫，即使这种
转变是被环境所逼迫的。而像永泽，看上去是能勇敢且完全
的适应这些转变，但是，永泽的内心也痛苦，他自己也不想
完成这种转变，只不过，他用自己的奋斗成功逼自己完成转
变，而不是等社会来逼他转变。这也是大人物与普通人的区
别。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四

窦娥冤是元代着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窦娥冤是
中国十大悲剧之一的传统剧目，是一出具有较高文化价值、
广泛群众基础的名剧，约八十六个剧种上演过此剧。被我国
着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誉为标举全元乃至整个中国戏曲史上的
悲剧典范。

作为窦娥冤中最悲惨的人物窦娥，是全剧中形象描写最深刻
的人物，我对她的感触最为深刻。我觉得，窦娥最主要得性
格不是坚强而是柔顺，她的拒嫁、见官、屈招、赴刑等一系
列行动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她的反抗精神，倒不如说是为了呈



现她妥协的性格。诚然，窦娥也有坚强和反抗的一面，但我
认为那只是次要的和表面的。

窦娥三岁丧母，七岁被典，十七岁守寡，靠山山崩，靠河河
千，接二连三的厄运几乎断送了她所有的生活希望。和那个
时代所有遭此不幸的女子一样，窦娥只能在今生今世里苦熬
苦握，只能将渺茫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来世。窦娥很明
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尽孝守节的精神支住支撑在了修来世
的根基之上的。她的艰苦岁月，不是对今生的留恋，而是对
厄运的恐惧。为了避免在来世遭遇同样的厄运，她只有“言
词应口”地尽孝守节。而今生的厄运越是酷烈，她修来世的
意念就越坚定。经历了诸多不幸的窦娥，苦熬苦守，度日如
年;醒时忧，梦时愁，见花流泪，望月伤心。她最不能放弃的
便是这寄托于来世的最后一线希望。

当张驴儿要做她的丈夫时，她毅然回绝，虽然这当中也含有
对无赖张驴儿的鄙视和反抗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因
为“我一马难将两鞍鞘，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
嫁别人，其实做不得”。她一再劝说蔡婆婆她不要再嫁的理
由也仍然是这种贞节观，并且她将女子的不能守节看作
是“可悲可耻”的行为。可见，即便不是张驴儿，而是换了
一位痴情胜过张君瑞、豪贵可追陶朱公、才比子建、貌如潘
安的人，她也一样不会嫁的。

窦娥信天信命、尽孝守节之外，还信官府。当张驴儿以命案
相要挟时，她毫不扰豫地选择了“官了”。她本以为官府
会“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肝胆虚实”。她在公堂上慷慨陈
词、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白，显然也是将官府看成了是一个
能够主持正义的地方。直到被问成死罪之后，她还执迷不悟
地以为尚有“官吏们还覆勘”的可能，可最后她还是含冤被
斩。

尽孝、守节、信天命、信官府这几条都在窦娥赴刑屈死的过
程中起了作用，诸条中只要有一条在她的心中有所松动，窦



娥冤死的命运或许会改变。

总的来说，关汉卿是通过窦娥冤来抒发自己对遭受封建制度
压迫的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进行批
判与反抗，是中国文学史上永远光彩夺目的宝石。

挪威的森林读后感篇五

都说二十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青葱岁月里的惊涛骇浪，
还带着些许甜蜜和感伤，我试图说的来龙去脉，却在一番挣
扎后发现，当一切都过于清晰详尽，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挪威的森林》好像早就在我计划的读书列表中；最近偶然
听别人提起，才恍然翻开这本创造日本畅销书历史记录的书
籍。我想，读罢此书，以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很难理解上个世
纪日本开放的社会，我也是读了第二遍才稍有体会。

那些舒雅的文字之后，涌动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伤感与抒情，
正如川端康成一句“凌晨四点，海棠花未眠”感动所有读者
一样，村上说出那些我们一直想说的那些纯真年代的爱的物
语。书里不断出现一句话“死并不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
的一部分永存”，就如同木月的死，直子的死；在村上平缓
的文字下，总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死亡的阴霾，可能对于现
在的我们很难体会到死亡的存在，可是刚好读完此书的当日，
一好友来信说，其父脑溢血故去；那一刻，我豁然想起这本
书，突然体会到死亡的真实存在。

十七岁，是木月离开的时间，直子近乎逃避般的不想承认十
七岁的离去，可是没有人永远十七岁，但是，永远有人十七
岁。

我是永远都无法理解直子的，这个精致却病态的女孩，或许
她因木月的死而沉浸在一个幻灭世界无法自拔，渡边的爱却
浸满她的一颦一笑，然而就在渡边彷徨时，直子自杀。这样



混乱的局面被村上用一个又一个画面组合起来。我偏爱绿子，
偏爱她的乐观阳光，偏爱她的快乐，偏爱她的敢爱敢恨。如
果说直子是雨中安静的百合，那么绿子就是阳光下的葵花，
宛如红与黑，经典的搭配却又对比鲜明。于是，直子死了，
活着的渡边亲手将他的挚爱直子送进了坟墓，送到了木月的
身边。生活好似戏剧，到底如花美眷，终不过似水流年。

就这样，《挪威的森林》带着对爱，对人生的独特感悟从我
的生命中来来去去，仔细想来，木月死前最后见到的人是渡
边，他把直子交给渡边，而直子死前最后见到的人是玲子，
她把渡边交给玲子……死于生，完美的交接与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