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寻路中国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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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寻路中国读后感篇一

相比《江城》差太多，写《江城》的时候，作者当时身份是
老师，以尝试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的视角来记录，更多的是观
察，有点散文、随笔的意思。

写《寻路中国》时，作者身份变成总想搞个大新闻的驻hua记
者，写的是外国人的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切身体验居多，成
现的效果像是报道，而非记录。

三个故事一本书，第一故事讲长城的带点自驾，无足轻重，
且20%的内容都在《奇石》里看过，堆砌拼凑痕迹太过严重。
第二个故事讲北京小村庄魏子琪一家的变化的故事。第三个
故事讲浙江丽水。

角度虽奇特，但没啥深度，这就是所谓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太过片面，管中窥豹，文字行间到处都弥漫着作者的优越感
和对中国的不屑与睥睨，时不时的揶揄，感觉中国所有一切
已被他看透。

很明显，在中国几年的摸爬，作者已经完全摸清了目标读者
的心理，只要书里明着暗着黑一黑zg、zf、zc，销量和人气就会
直线上升。不敢相信这样的书在国外出版，让国外的受众看
后，zg脏乱差的落后形象估计一辈子都甩不掉。



寻路中国读后感篇二

上一周开始读这本书，恰好在上英语课（研究生还在上英语
课）我总觉得在英语课上学不到什么真正对学英语有帮助的
东西，反而能听到一些跟英语学习不相关的，比如中美之间
的对比。老师问我们我国现代化教育是什么时候实现，有些
人总往2020年以前猜，我猜了2035，好像正确答案是2037。
总之在十多年后。后来又说了一个问题，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何伟在书里面提到曹春梅信仰佛教的时候说“人们信奉宗教
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信佛或者信基督在
农村或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地方更多一些，这种行为更像是求
得一种心理安慰和自我认同，而不是道德约束。

何伟接触的大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在这种人身上更能看
到时代的车轮和普通人在剧变中的无奈。因为他外国人的身
份，常常会有那种不礼貌的直视，赤裸裸的渴望，茫然的好
奇，谨慎的警惕。但也是这些描述几度让我落泪。说不上来
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差距。

2020年了，不知道已婚男性是不是比女性多三千万，但我常
常听到的是中国现在处于美国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的
英语课上。十多年过去了，到今天仍有这么大的落差，医疗、
养老、失业仍是痛点。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堆统计数字，有时
候为了数字美观还会“修正”。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启动基建
（四万多亿），而不是投资教育，但说到教育，说实话我现
在都不知道我读完研能做什么。

在魏子淇和那位女党支部书记竞争的时候，何伟提到“中国
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斗争了解
规则可以把水搅浑，农民什么事情也不做。

党支部书记选举，没有计划和改变和公开的承诺。政治被提
炼的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



系。”这个现在也没改变，别说农村了，也许整个体系都是
这样。

然而最后专硕全覆盖了，学硕50%。找了导员理论，她说不出
来所以然，想和其他同学一块儿去质问，他们百般劝我别做
无用功，最后说直接跟你说吧很多专硕是关系户。结局是我
也被迫选择了吞咽，吞咽了不公平。（但我希望只是这个地
方官僚主义严重）

疫情的时候读《江城》，我还觉得他那种极力掩盖的优越感
过于明显，这本书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了。最抓人的是魏嘉
生病那段，（最能代表希望的人-小孩）那个年代中国其他角
落不知道有多少个魏嘉消失不见了。还有就是他作为外国人
在中国享有的便利。

城市和农村、集体和个体、发展和贫穷、男和女、政府和公
民、制度、房地产...我有时读着觉得何伟描述的太过温柔又
有点血淋淋，即便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看到那些过去都
忍不住落泪。为那些贫穷、迷茫、绝望和希望。滚滚车轮下，
我最终只是一粒尘土。

寻路中国读后感篇三

直到今天，我所生活的国家城市人和农村人收入巨大，这主
要原因是城市人排挤农村人。

很多城市人能讲出一堆道理来，城市人创造的价值多，素质
要高一些等等，甚至还时常听到农村人在城市占用了本该属
于城市人的资源这样荒唐的言论。

我今天就讲讲资源这个事情。当初改革开放城市要发展需要
钱，城市就通过政府行为单方面拟订价格从农村要土地，然
后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城市拿这个钱修基础设施、
学校等支持城市发展。



大家可以到各地政府去查这些年的财政收入，也见识一下什
么叫“暴利”。当初城市要农民的地，农民毫无抵抗力，现
在城市人不要农村人占“资源”，他们也毫无抵抗力。这只
是中国城市发展压榨农村的一个点而已。如果要把所有这样
的政策说完，估计你眼睛要看出干眼症来。

其实，国家要发展总有人要做一些牺牲也情有可原。但，现
在城市发展依然选择抛弃他们，大量无知的城市人还在思想
层面侮辱他们。我真是不料，竟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寻路中国读后感篇四

《寻路中国》写的是2001—2008年期间，作者自驾游到中国
的乡村和工厂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的缩影。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城墙、村庄和工厂。这七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
年代。记得前段时间看国庆阅兵，网友纷纷发文悼念胡锦涛，
说是中国黄金十年，经济发展速度过了10%。我回忆了下这期
间我在干嘛呢，一直在学校读书，还没出校门。感谢彼
得·海斯勒，让我看到了那个时期象牙塔以外的中国。
或许因为作者是外国人吧，我们那么多熟视无睹、司空见惯
的东西，在他的笔下变得新奇。书中写高速路上驾驶，作者
将中国驾驶员的各种鸣笛方式归纳为“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
能反应”的神经学语义系统。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
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
“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
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
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
一边觉得作者文字幽默，一边又为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感到
羞愧。
写清明节上坟，“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
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才不是
呢。”“我觉得是”“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呵呵，多
么熟悉的场景。
作为纪实文学，海斯勒的记录渗透到时代的毛细血管中，深



入到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不管是《村庄》里的魏子琪，还是
《工厂》中的老陶、罗师傅，视角客观，思维冷静，但是又
极具人文关怀。
在《村庄》，他亲眼目睹了魏子琪从农民到商人发家致富的
转变；虽然身为外人，作者却努力参与当地的事务，他和郭
咪咪一起为病危的魏嘉求医治病，最后和魏家人相处的亲如
一家人。
在《工厂》，他写“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
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
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
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
你愿意去就去吧。”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
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
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
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
叫你当心。”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
的。”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
来。”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
话。”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
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
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
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
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
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说实话，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差点哭了。女儿太小，想要独立
出去打工，母亲担心她被骗，告别时候依依不舍各种担心。
而在另外一边，另外一对姐妹上车，父亲告别将眼泪藏在心
里，告诉他们要穿暖记得照顾自己，转身就走了。这一段让
我想到了每次出门我与家人分别的场景，特别能引起共鸣。
这也是作者的文字吸引我的地方，他笔下的人物是鲜活的有
生命力的人。同样是记者，我看到许多记者的文字会有大量
详细的调查，问题分析得很透彻。但是他们的文字总感觉么



缺点什么，更多是感觉将细节强行拼凑到预设的观点之中，
看到了问题，看不到人。但是读海斯勒的书，不一样，他的
文字既能看到问题，也能看到人。作者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
笔下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或许有些平庸甚至卑微，
可是他们是那么的鲜活有生命力。他的文字有温度，也是我
肯读爱读耐读的原因。
当然，作为记者，海斯勒对现实世界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
看到了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背后的阴忧，
如同样是新兴城市扩张，他说中国和美国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美国新兴城市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批居民是商人和银行家，
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
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庭和
教堂。而中国的新兴城市，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
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等商店。自由市场决定着
发展初期的雏形。在丽水市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
联合会，没有人修建教堂或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警
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很难见到，只有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
们才会现身。这些现象都是当时很现实的又合法存在的社会
现象。”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中国虽然用几十年的世
界走过了西方一两年的道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可是这背
后乱象丛生，如法治意识、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污染问题等
等。大家纷纷赚钱发财，可是多数人是没有信仰的，内心很
浮躁不笃定。
作者多次写到中国的高速公路，“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
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
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
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
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
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
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
抽烟。有一次，在丹佛市，一位女士开的车刮蹭了我的后保
险杠，我们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而不是现金。科罗拉多警
察把我的车拦过两次，每次都是警告一番就让我走了。他们
叫我稍微开慢一点，并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的确，在中



国，家用小轿车普及迅速，可是疲劳驾驶闯红灯、按喇叭表
示打招呼也随处可见。我们的高速公路是修好了，可是道路
桥梁施工真的就安全吗？交通规则真的遵守吗？车辆超载严
肃查处了吗？
四十年大建设大发展，到处都是填海造陆、工程大开发，一
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串串数字让人眼花缭乱，中国是在迈
向城镇化，可这背后又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的，有多少百姓
血肉模糊。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如果说改革
开放是一场分娩的阵痛，我真心希望我们国家是一个健康的
婴儿。

寻路中国读后感篇五

1、他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金钱是原因之一，”他说，
“如果没有钱，结婚就是件麻烦事。不过，主要的原因，还
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经常扎堆，而婚姻会打破这种纽带。
”

2、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
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
太慢，人们对刮擦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是
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
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
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
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

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
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
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路线，还会根据天气情况作出灵
活的调整。

3、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



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
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
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
的。

而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
的。

4、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
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
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运转。

5、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
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
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少有时间回想过
去，而历史常常让人觉得跟现实关系不大，如同已经逝去的
朝代和他们修筑的长城；或者让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
大革命”。

6、在买一件大东西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很多年
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

7、现在，傻子终于彻底孤独了——村子里最后一个小孩一旦
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了。

8、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
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
担。

9、我问她，佛教是不是帮她解决过具体的问题。她回答说，
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
她有具体的需求。它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它
能够让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时，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方
式，而这一点要重要的多。



10、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
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
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
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
这个过程就建立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

11、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
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
掉落在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
轻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
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拓展。更多
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
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13、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
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
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
衰退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
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

14、目前，在中国的农村，总体的轨迹是在不断衰退——这
也正是我在北方驾车周游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些行将消亡
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然而在三
岔，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每一年
都会有一些新的重大的变化，时常会有一种时光匆匆往前冲
的感觉。

15、、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
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
的东西——王老板和别的老板一次又一次跟我讲，他们希望
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
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



儿的员工表达意见。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便最务实的
老板也会受到坚韧个性的影响。

16、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
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17、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
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
解这些历史。”

18、在农村，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

19、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
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
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想后做。

20、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
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
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