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模板8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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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一

应该花了近20个小时看完这本书，感受颇为复杂!先说情节，
本书情节不难理解，每个章节也能衔接的上，但是有些细节
并没有理清楚，比如中田在本书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我”
走进的另一个世界到底代表什么?等等，不甚理解。再说语言，
文中有很多语言不知所云，比如“隐喻”什么意思?还有很多
话理解不透彻，也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大家的反应都是一头
雾水。看来还需要资深的书评人做讲解。最后，我想这本书
讲述了少年卡夫卡君离家出走，解开自己心结的曲折经历。

我想，每一个15岁少年都有这样的感觉，在这样的年纪渴望
成长，又对未来感到迷茫。最终，所有人都度过了15岁，也
慢慢成长，但是想想那时候哪个人会像卡夫卡一样勇敢的自
己去追寻自己的内心，最终得到成长。最后摘录我觉得是文
章核心的一段话“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
西，”电话铃停止后他说道，“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
挽回的感情。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但我们的脑袋里——我
想应该是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
间。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而我们为了解自己的心
的正确状态，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也需要清
扫、换空气、给花瓶换水。换言之，你势必永远活在你自身
的图书馆里。”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二

暑假的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海边的卡夫卡》，这本书
的主人公叫田村卡夫卡。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称名叫田村卡夫卡——作者始终未交
代其真名。他在十五岁生日前夜独自离家出走，乘坐夜行长
途巴士远赴四国。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亲所作的比俄底
浦斯王还要可怕的预言：尔将弑父，将与尔母、尔姐交合。
卡夫卡四岁时，母亲突然失踪，带走了比卡夫卡年长四岁、
其实是田村家养女的姐姐，不知何故却将亲生儿子抛弃。他
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仿佛是运命在
冥冥之中引导，他偶然来到某私立图书馆，遂栖身于此。馆
长佐伯女士是位四十多岁气质高雅的美妇，有着波澜曲折的
神秘身世。卡夫卡疑心她是自己的生母，佐伯却对此不置可
否。

卡夫卡恋上了佐伯，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小说还另设一条
副线，副线的主角是老人中田，他在二战期间读小学时，经
历过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从此丧失了记忆，将学过的知识
完全忘记，甚至不会认字计数，却获得了与猫对话的神秘能
力。中田在神智失控的情况下杀死了一个自称焦尼·沃卡、
打扮得酷似那著名威士忌酒商标上所画的英国绅士的狂人，
一路搭车也来到此地。而杀父的预言似乎最终也未能避免，
因为狂人焦尼·沃卡居然是卡夫卡生父乔装改扮的，真正的
凶手也并非中田。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三

其实挺喜欢张炜写乡下的短篇小说的。他总是带着一种孩子
的眼光，去感受，去写，读来，那么纯真，那么自然，那么
透明，如同乡野的风拂来。在他笔下，就是淡淡的事情，很
日常，没有苦痛，没有苦难。人物就那么自然地活着，过着
该过的生活。虽然，很多小说，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很喜欢



《烟叶》，喜欢《父亲的海》，喜欢《开滩》。

《开滩》是今天第一次读。写于1976年，改于1980年。作者
用一种童年视觉去写这个故事，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就
是一个人的生活，以及某个生活片段，即“开滩”。作者把
开滩的情形描摹了出来，写得很动人。生活中总是有那么些
动人的片段情节，让我们久久难忘。尤其是乡下的日子。我
喜欢张炜的地方，就是这些平常的东西，都被他很用心地写
了出来，唤醒了我的许多回忆。

《烟叶》的开头我就很喜欢：“从月亮的位置来看，天是到
了午夜了。露水真盛，烟叶上湿淋淋的，像刚落过了一阵小
雨。水珠挂在叶子的边缘上，在月色里闪着亮。田野上到处
都是嚓嚓的声音，不知有多少割烟刀正在烟秸上划过。”如
果没有经历，断然是写不出这样的一个夜晚。而一开头，气
氛就出来了。让人身至其境。是个割烟草的夜晚。年喜是个
刚毕业的年轻人，他毕业回村，大概还有些不甘，但是，对
于农活，他的确经验不足，而他和跛子老四的这一夜，其实
就是他深入生活的一课。农村里，的确有着这样的人，一辈
子干农活，对一切都极有感情，也极有经验。这是年喜难忘
的一夜。

我已经不能写了。我是指小说。我的心已经被磨得不敏感了。
我对语言，也没有了敏感。我不善于描写情景。哪怕片段。
小说，必须常写，才会慢慢成熟。我的那些片段，暂时只能
酱在脑海里，让它慢慢发酵，待哪一天，会突然跳出来，很
想写，很想写，然后就写下来。要有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的。只是因为喜欢，只是因为它们一直在哪里，等待着，等
待我用一种最好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四

终于把《海边的卡夫卡》读完，我坦言，距离作家的思维还
是有些距离，小说里面很多场景的设置，情节的构造，以及



语言的对白我都没法理解和领会，或许得等到另一个阶段再
读一次。这种境况多少让我有些沮丧，一直认为绘画、音乐
和阅读是能带领人类通向另一世界的桥梁，如同《海边的卡
夫卡》里的“入口石”。它让我们不仅仅只是活在这个物质
世界的某种物质，能让我们以更为广阔的角度了解这个世界
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这个我不仅仅是这个我。

由于教育背景的缘故，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对音乐也只是个
肤浅的消费者，但自己起码是掌握阅读这门技能的。然而近
来读到的几本著名小说，我都很难理解作者的某些情节构造
和语言对白，这不得不让我对自己的阅读技能产生了怀疑，
这意味着我将被堵在通往另一精神世界的大门之外，以行尸
走肉般的姿态活在这一个世界之中!

甚至开始规划，以后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掌握绘画、音乐和
阅读的技能，当然，仅仅只是技能，不一定要做出成就，否
则就会陷入功利的`累赘，就像掌握驾驶的技能一样，至于他
以后用不用，全然由他自己来决定。起码不至于如今天的我
一样，虽然知道另一世界的精彩，也想要感受另一世界的精
彩，却因教育背景的缘故，困难重重，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
个有残障的人!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五

每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一生中，我们一直在
不断追寻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生活就是那么一种过程。

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

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
美好。

——————写在前面。



《海边的卡夫卡》、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著。小说中，主
人公田村卡夫卡君是一位十五岁少年，他幼年被母亲抛弃，
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出走，孤
独的、无依无靠地逃往陌生的远方;当他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
年世界之中时，那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量有时在
现实中、有时也来自现实外。同时，又有许多人愿意拯救或
者最终拯救了他的灵魂。

村上春树通过描写一个少年的故事(之所以主人公是少年形象，
是因为少年仍然还有“可变”性，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的
状态，而未被固定。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
因素尚未牢固确定，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
困惑和犹豫。)把那种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的描绘在
(小说)这一容器中。籍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
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

我在阅读品位《海边的卡夫卡》时，深深的'被作者那种艺术
感染力和魅力所感染;在阅读小说的同时，你会感觉到，主人
公田村卡夫卡的许多部分是作者，而同时又是你。

在小说中，作者用了很多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元素。

第一大隐喻：“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而
东京又是满城乌鸦，不时地叫着掠过头顶。在我国古代，乌
鸦被视为带来幸福的瑞鸟(把他看作到来凶兆的是后来的事)
日本则自古以来视乌鸦为灵鸟，以其叫声占卜吉凶。在这个
意义上，可以说乌鸦是一种悖谬的绝妙象征。主人公田村卡
夫卡，卡夫卡就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卡夫卡，是象征自己另
一自己，象征主人公的内心的他，田村卡夫卡，叫乌鸦的少
年。

第二大隐喻(是最深刻而赋有哲学意味的)，《海边的卡夫卡》
隐约叠印出奥地利籍犹太血统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及其作



品的影子，布拉格人习惯以“卡夫卡式”来比喻生活的荒谬;
卡夫卡的生活和他的作品有着许多悖谬的密集体，这也是他
独具一格的艺术表达风格。如：命运的偶然和必然、内省和
冲动、不安和执著、懦弱和顽强、绝望和救赎。在《海边的
卡夫卡》中：如因憎恨父亲(弗兰茨·卡夫卡亦谴责其父亲
是“暴君”，几乎终生与父亲不和)而离家出走，而最后又返
回父亲留下的居所;如本书中的人物“大岛君”，他心理上向
往男人而生理上偏偏是为女人;如最爱儿子而又把儿子抛弃的
母亲;最爱母亲而又报复母亲的儿子;出口与入口;暴力与温
情;现实与梦幻;坚定与彷徨。书中还应用到类似童话的隐喻，
如：能和猫沟通，鱼、蚂蝗从天而降;识字者不看书、看书者
不识字······人的精神和心智便在这无比矛盾、离奇
和复杂的过程中不断蜕变，伸张和成长。

在阅读《海边的卡夫卡》时，我沉浸在作者仿佛有魔力的字
里行间，仿佛自己在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世界;渐
渐的潜入自身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去，内心的矛盾，疯狂
的异想，人性的弱点，人性的欲望;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难
免会有一种负罪感，所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
一生中，我们一直在不断追寻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生活就
是那么一种过程。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六

大海是美丽的，黄昏的海边更是别有一番情趣。夕阳把天染
红了大半边，五彩的云彩有淡红的、深红的、金黄的、橘红
的，真是多姿多彩。鲜红的夕阳不仅染红了天上的云彩，还
把汹涌澎湃的大海也给染红了。艳丽的晚霞打翻了颜料，把
一条条、一束束色彩柔和的五彩带撒向天空，衬托着鲜红的
夕阳。

夕阳就像喝醉酒的人，慢慢地晃着，不情愿地落入海平面，
把墨蓝的海水染得更耀眼了。天空中还盘旋着几只洁白的海
鸥，像巡逻的警察一样在天空中飞翔。



再看看沙滩，只见沙滩上拥挤的人群已渐渐散去，重重叠叠
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刷着海滩，然后就有一些贝壳留躺在
那儿，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这里的孩子见多了，都不去理
睬这些贝壳。那些贝壳只好寂寞地躺在那里，让海浪再次把
它们送进大海。海面上一艘艘大轮船在海面上慢慢驶过，留
下了许许多多的波纹。阳光洒在海滩和海面上，到处金灿灿、
黄澄澄的，犹如撒满了散金碎银……。大海的颜色真是千变
万化，说也说不尽，大海是多么迷人啊!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七

53岁的村上春树写的这本书。结尾很多问题也没有给出具体
答案，其实也挺好。因为很多真正的东西是无法用语言具体
描述的，村上更多的是在书中把很多生活的问题抛给大家去
深深思索。

结尾那一段话很伤感啊。“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活着的意
义啊。?没关系，看画就行了。一觉醒来，你就是新世界的一
部分。”活着的意义，我，你，他都找到了吗？有时候其实
想，找不找得到又能怎么样？用那句鸡汤来说，把握当下最
重要，耀眼的当下。

之前看推荐说，这本书的主题是少年的成长经历，我倒觉得
不是。更像是叛逆并较真的人（少年，青年，中老年人，对
应书里的几个重要角色），怎么去对抗现实一番后又回到正
常的现实生活。大家对生活都会有心有不甘的时候，最后经
过一番磨砺、选择，不能说是屈服妥协了，我觉得说成黑格
尔辩证法的“升华为一个新的合体，继续发展”这一表述更
合适。

村上的语言风格，我还是很喜欢的。舒缓又深沉。但看评论
里说，他晚年的作品内容基本类似。所以我就不会再多看了。
以后想起来再刷一下《挪威的森林》吧。



海边读后感作者泰戈尔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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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在前言里说，我希望
的，是读者在卡夫卡的历程其中能够看到曾经年少的自己。

若是生命中本有注定的路途，那么我们闭着眼睛，也可以去
旅行。是这样么？我并不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结果。漫长的
生命历程中，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让我们以为是逃脱不了的
窘境。我们身在其中不由得疑惑，以为是注定的事情。于是
我们，就会缺乏动力，缺乏勇气，缺乏信仰地去妥协。就连
卡夫卡，这个一心想要逃避预言的十五岁孩子，都无法避免
地与母亲结合，强暴姐姐。哪怕诅咒是预先被知道了的呀。
如果重来一次，也会是同样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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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究，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望所至而如是去
做。而我只能宽恕。这样的行径。只因为卡夫卡，曾经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