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海边的屋读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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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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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一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成长小说的
最新版本。小说讲了一个日本少年的成长经历，15岁的田村
卡夫卡，幼年时被母亲抛弃，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
十五岁的少年”，怀着憎恶父亲的念头出走，正因他要逃遁
父亲的诅咒——他将杀父、奸母、与姐姐做爱。

小说中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最终无法躲避诅咒的宿命，这一
切又是透过类似古希腊杯具中的“卡桑德拉预言”、“俄狄
浦斯情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悖谬和荒诞，日本《源氏
物语》中“活灵”的.怪异，科幻小说中的“时光隧道”这一
切怪诞至极的情节来塑造完成田村卡夫卡这个人物形象。作
品中的田村卡夫卡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的力量回
到，回到之际的他已不是他，他已进入了人生的下一阶段。

《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透过事十五岁的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
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
未固定于一个方向，在他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
因素尚未牢固确立，在他身体走向成熟的同时，精神仍在荒
野中摸索自由，仍在困惑和犹豫。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二

故事讲了两条线，一个是失去母亲的男孩，离家出走想要摆
脱父亲告诉自己的诅咒；一个是小时候遭遇了一场事故后变



笨的老人，两个人的生活都跟那件事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虽然也不知道这个关系是什么）

大概是不太理解书中说的暗喻吧，可能就理解不了这个故事
的意义。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三

读完海边的卡夫卡，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村上用平实的白描
画笔描绘了一个奇妙的故事，其穿梭于两个境界：现实于虚
幻。更多时候，两者的界限是无从定夺的。阅读的同时，我
自己如同跟着穿梭于两者之中，不得自拔。

书的笔调灰暗但不阴郁，却着实散髮这阴郁的气味，散尽这
种空气，让人无法喘息。

小说的主角：15岁的田村卡夫卡、叫乌鸦的少年，背起行装，
离家出走，爲了逃离缠绕他的近乎诅咒的预言。漫长的旅途，
他时而感觉寂寞，又不时地被叫乌鸦的少年鞭策，被大岛开
启，一步步成长。不费吹灰之力地，他遇见姐姐樱花、母亲
佐伯。如同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他越是苦心挣扎，试图逃
离命运，命运就越将其操控于手掌之间，让其不得动弹。

我想起与小说同名的那幅画：海边的卡夫卡。一望无垠的大
海，少年的背影。传递着静谧，或孤寂。少年面对大海，显
得渺小。而他的存在却赋予了画面生气。人类与现实的抗衡，
总是需要每一个人挣扎地寻求平衡点的吧。

画的主人：佐伯，曾经享有全世界幸福的女子，以为无法承
受恋人的死去而跨入入口。从此不再回头，也无法回头。被
显示束缚的人类又寻寻觅觅着令人嚮往的领域。苦涩
的paradox。

小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人类在生存境界之间的选择。一部分



选择活在残酷的现实中，任意随波逐流，无力逃脱。一部分
人走进入口，在梦境办的世界中沉醉。还有一部分人，比如
中田与佐伯，有意或无意的走进了那个世界，又眷恋现实。
于是他们在现实中非同寻常，却在光照下投下了残缺的影子。

小说中，佐伯痛苦得存活着，在踏入入口后的不久，她就已
经静静的等待死亡。又或者，在踏入入口的那一刻，便已预
示了她的死亡。在阅读前半部分小说时，我觉得，卡夫卡进
入森林，便博得了成功：在那个世界，看来他有能力主宰自
己的命运。然后，当佐伯的生命在现实中完结，茍延残喘的
在那个世界里命令卡夫卡回归现实。佐伯终究划开了自己的
动脉，殷红的鲜血结束了她残余的半条生命，意味着她的终
结，以及，她的痛苦的终结。

我总觉得，单纯的活在现实中，被命运操纵，抑或活在虚幻
中，让自己操纵命运都是不可取的。穿梭于两者之间，人或
许能够获得轻鬆潇洒些。我在思索，村上是否想要借此表达：
人，必须依赖与现实。即使跨过了入口，进入那片森林，必
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乘入口关闭之前返回，勇敢的面对残酷，
承担痛苦。人定胜天？未必，人终究是被人操纵的，一股无
形的力量，永远无法企及，不能战胜。

小说的结局，一如既往的平实。和众多小说如出一辙，主人
公辛劳地经歷了风风雨雨，并从中成长。但不同于看odyssey
或是dracula，没有武力的战役，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更为艰辛。
我想到的是秒速的.结局，淡淡的，清澈的，透明的感动，随
着耳边的钢琴曲慢慢散开，弥漫。

校园、社会，混居在太多虚无缥缈的规则中，感觉枯燥，庸
碌，虚无。躲进自己的角落，停泊在属于自己的港湾，顿时
感到安定和幸福。我不想离开，不想走出。但现实终究是现
实，稍稍休憩后，如果不冲回外界，出口终将关闭。然后，
你就想静静的在站臺上，等着着一辆列车驶来，记载你的幻
灭。



村上的文学，如同几米的《又寂寞又美好》。我塬以为，绘
本的优势在于，无声的画面超越了文字。而我讶于村上的文
字：简单的黑与白，却奇迹办地，以文字超脱了文字本身，
编织了不可思议的世界。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四

觉得冰柜大了一些，能坐下来了。船上安静不久，船上又来
了一些海盗，海盗要抢大家的钱，小冰人对着海盗说：“钱
在我这里，你开枪啊。”海盗对着小冰人开了枪，子弹碰到
小冰人，又弹了回去，打在海盗的肚子上，打了一个洞，海
盗被吓跑了，小冰人回到冰柜里，觉得冰柜又大了一些，能
躺下来了。到了南方，小冰人见到了小沙人，看到了蓝蓝的
大海，高高的椰子树，小冰人说：“好美呀!”说完，就化成
了一滴水。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五

刚读完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想起了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卡夫
卡，一个幻想能够当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的人。为了
逃离父亲的诅咒，他离家出走。却因此去实践了这个预言。
生之无奈，像一个漩涡一样将他卷进。杀了父亲，与母亲结
合，强暴了姐姐。俄狄浦斯王的悲剧。也是卡夫卡的悲剧。
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历程。而森林深处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把
自己的影子留在了那里。所以在生活中失去了力量。佐伯在
逃避的，卡夫卡却不能逃避。

我想，这只是人性里那种难以避免的趋向性。越是害怕的东
西，越是躲不开。卡夫卡害怕验证预言，于是他反复强调，
可是又反复验证。他爱上了少女时期的佐伯，也就是他的母
亲，与她结合，一次又一次。可是。如果卡夫卡愿意克制自
己的欲望，或许这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对吧?人性里必须克
制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为着这人世间很多让我们身不由己的
东西，我们需要隐藏和压制自己的欲望。的确是身不由己。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六

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离家出走的故事，伴随着少年的出走
有了一系列的出场人物。叫乌鸦的少年，列车上偶遇的樱花，
回忆几十年前的广岛原子弹事件，命中注定的贾村图书馆，
和猫说话的老人，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难以有交集，但就是
这些，让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最终坚强的去面对生活。书中最
让人难忘的，莫过于直面灵魂深处最脆弱，最裸露，最真实
的自己。

读完这本书，开始思考生与死的意义，性与爱的关系，时光
与记忆的本质，书中始终没有很直接的挑明这些事物之间的
关系，只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却由不得让人去思考很多。虽
然已经过了十五岁的时光，不过能在心地依旧善良无暇的时
候读到这本书，感觉也会很释然，人生某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总是应该好好去深思的。

正如作者所说，十五岁的少年，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
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
豫。主人公田村小的时候被母亲遗弃，在一个并不疼爱自己
的父亲的养育下成长，有着同龄人缺乏的成熟，更有着不属
于这个花季的恐慌，不过我们共同拥有的，是希望自己可以
快速成长，去接受祝福，去挑战世界。接下来，就用我拙劣
的文字，让我谈谈这个故事之于我的深思。

幽幽岁月，浮生来回，爱情，总是一个美好的话题，可是，
书中的爱情似乎缺乏中国固有的伦理。田村小的时候就被父
亲诅咒会跟自己的母亲姐姐交合，而田村又成为母亲幼时爱
情的替代物。田村因幼时被母亲抛弃，渴望得到母亲的爱。
他迷恋永远十五岁的佐伯（田村母亲）的活灵，更深爱着五
十岁的佐伯。

他们交合，相爱，用灵与肉的交融去享受生命的美好。田村
选择离开森林，带着佐伯的画去勇敢的面对生活，将自己深



爱的人埋藏在记忆中。开始读的时候，内心总会隐隐作痛，
为什么如此相爱的人会是这样的结局。

闭上书仔细想想，身边的爱情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神把世人
劈成了男男，女女，男女，于是我们在寻找自己另一半的过
程中惶惶不可终日。纵然找到，又会有种种原因不得在一起。
作者笔下这种违背伦理的性与爱，读完之后，对自己的爱情
释然好多。对爱情中的无可奈何，道一句，醉笑陪君三千场，
不诉离伤。

书中这样写了一句话：“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
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想
着自已这个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体，甚至觉得自已不过
是个毫无意义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你是否想过生命之于
我们的无力，田村父亲小时候在他身上的诅咒，灵验的是那
么自然，大岛天生就是血友病，生理上又分不出男女，佐伯
的男友被误杀，田村父亲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杀猫，中田在生
命的最后毫无缘由的体现了自己的价值等等。好像那些宿命
中安排好的我们根本无法去掌控，纵然你试图去改变，总会
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将一切落回起点。可是，你难道就这样袖
手不管吗？答案是否定的。

没错，田村纵使离家还是未能摆脱在他身上的诅咒，可就是
在他试图改变的过程中，他变得坚强，他尝到了人世间的情
暖，他最后终于有勇气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在我们颓败的
时候，总会有宿命论这样的理由支撑自己颓败下去，感觉成
事在天，可是你是否忽略了事在人为呢。纵使结局不会有太
大差别，可是你是否忽略了过程中的美好？当结局最终到来
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措手不及。

书的最后，作者还是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告诉我们要勇敢的面
对生活。田村想将自己留在第三空间，用以逃避现实生活，
最后在母亲的要求下，勇敢的走出了避世的桃园，选择了正
视生活，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难。然而，



生命就是如此，而田村，成为了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命运就象沙尘暴，你无处逃遁。只有勇敢跨入其中，当你从
沙尘暴中逃出，你已不是跨入时的你了。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去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世界，试图倾听画中的声音，感受
爱情的美妙，体味人间的温情，命运似乎早就安排好了，却
又那般无偿。纵然过了十五岁的年纪，不在那么彷徨，不在
那么忧郁，那么，就继续在这最美好的年华，去享受生命带
给我们的一切。

海边的屋读后感篇七

一直想写《海边的卡夫卡》的读后感，思绪没来也就搁浅至
今。

就像自己受了无形的牵制，独自闯进、穿越幽深的山林，所
有的预想，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但它总存在于你的浮想联翩
的大脑中，难怪村上春树的作品这么受欢迎了。

如里面十五岁的主人公——田君卡夫卡君，他有一点像我的
是，喜欢图书馆，终日喜欢沉隐于书海之间，寻找隐藏其中
的隐喻（metaphor）。

长长的小说，我记下了许多有味道的句章，只得短短的感言。

文字，有她的魅力，正是作者伟大的创造力与译者厚实的功
底，才成就了一部佳作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