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漂泊者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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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漂泊者读后感篇一

《漂泊手记》，安妮·麦珂尔斯著。我在书店打开后就很难
放下。“我无法把痛苦从死亡的一瞬转移开。我被迫关注着
那历史性的一秒钟：那萦绕于心的三位一体画：罪犯，受害
者，证人。”这是最初撞入我眼帘的一段话（我从当中翻开
书），也像是我后来每读这本书时的心情写照。它并无完整
的故事和奇巧的情节，只有一个个片断，像陷在泥沼里，刻
在岩石上，被风暴裹挟着：屠杀，犹太人尸体，囚犯，亡魂，
音乐，诗歌，痛苦，爱……那些缓慢渐进的一个个历史和心
灵的时刻，如时断时续的悲歌，有着最惨痛的底色，而记忆
的天空上仍现出一朵花的影子，那么顽强地绽放着，朝向爱。
很难想象在人类最大的暴行面前，仍有这么一种博大、温暖
的情怀存在。这是小说主人公雅各积60年的经历和思考所达
到的。但绝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记忆的忘却和背叛上。恰相
反，自从7岁时他在墙缝中目睹父母姐姐被纳粹杀害，惨景就
没有一天离开他。他们生长在他的身体里，先是死去的亲人，
后是无数被杀害的犹太人。他每次进门都要略作停顿，好让
死去的姐姐贝拉的亡魂先进去。他在最幸福时也会看到亡魂
的眼睛。私人记忆在对历史的寻找中渐上升为人类记忆的一
部分。拯救并收养了雅各的学者阿索斯对他说：“你的记忆
就是你的未来。”阿索斯领引雅各进入人类的历史和地球的
历史——这本书里有最美的关于地球自然现象的文字——告
诉他：“我们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偶然小事，这些细小的东西
凑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命运：你重新回去拿忘记带的东西



的这段额外的时间或让你躲过了一桩祸事，或为你带来了灾
难。但我们每天都可以坚持最高的法则，那是最高的人类价
值观，是我们唯一可见的法则。”雅各是这么做了。他在目
睹耳闻纳粹的暴行也看到普通人救助犹太人的善行。他得到
阿索斯及其希腊朋友们（无论学者还是平民）的小心呵护。
他在到处搜集纳粹对犹太人暴行的过程中看到人类生命（包
括生命的愿望、人性）是怎样被拒绝、蔑视、践踏、毁灭。
他在堕落最甚的地方寻找灵魂。他学会尊重并爱护有人性、
有渴望的生命，从人类的最高价值观上、也出于本心这么做。
这是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悲痛需要时间，但是他终于看到亡
魂们“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正一刻不停地朝赞美诗篇飞
去”。

这本书里有愤怒，有关于罪恶的描述，却找不到任何卑琐的
字眼。

爱终结了全篇。在第一部的末尾，雅各对尚未出生也不知性
别的孩子这么留言：“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愿你们永不会
对爱无动于衷。”在第二部中，一个犹太集中营幸存妇女在
日常生活中对晒过太阳的被单气味的珍爱（她总爱去嗅一嗅
那上面的阳光味），在烘烤面包时悄声说出的话语（那么细
小的对生活的愿望），都被诗一样的语言写出，令人心痛和
心动。她的儿子在最终理解了父辈（他们保持记忆的方式，
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缄默），寻找到雅各的心灵轨迹后，发
出的忏悔就像是对雅各留言的呼应：“我荒掷了爱，我荒掷
了爱啊。”他开始柔软而丰盈，爱充实了他。

漂泊者读后感篇二

内容概括
“漂泊者们”包括了三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三个漂泊者，他
们都是漂泊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一位漂泊者，在作者的笔
中已是一名老人，这位老人在很久之前从福建去往新加坡，



后来老人定居在新加坡，这条村子里，住了许多华人，他们
想念家乡的各种物品，但是自己又难以买到，于是便托这些
老人去帮他们购置这些家乡的物品。渐渐地，擅长做这方面
的事情的老人逐渐获得了村子的华人们的尊重。老人后来精
心地布置了自己的住所，往外望去还能看到岛屿，或许这能
够给老人带来欣慰吧。然而，有获得总会有失去。作者去拜
访这位老人时，遇到了几位印度人也来拜访这位老人。从作
者的行文中，隐约看出，印度人是代表政府来和老人洽谈的，
寸土寸金的新加坡，如今想必是要收回这片安静许久的土地，
进行开发利用了。老人没有抗拒，似乎也没有表露出什么奇
特的神情，他略微昂起头听着鸟鸣，看看这个村子里的一切，
像一方领主在与自己的家园告别。
读书感想
关于第一位漂泊者的故事，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停在告别之
际，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忍不住遐想，接下来会发生些什
么，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或许这就是“留白”的艺术
魅力。
人的一生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只有那么几个片段，让人难
以忘却。或许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平凡的一生当中，总会
有那些值得你夸耀的成绩、在心底里回味无穷的事件。
远处是梦想，近处才是人生。人的一生免不了会有梦想，古
今中外，许多人为了追寻梦想，追寻想象中的更好的生活，
远离故土，四处漂泊。“诗和远方”是人们所向往的，但向
往的，会不会是一种朦胧美？漂泊的游子，身处异乡，面临
着既渴望回到故土的深切乡土认同，但又对离开已久的故土
不再熟悉，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与冲突。或许，漂泊
也未必是人生最好的选择，但也未必是最坏的选择，只有你
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
看了一遍《漂泊者们》，又看了网上有关这一篇的读书笔记，
才发现自己还没有真正读懂这一篇。平凡的故事中，蕴含着
厚重的文化，而这不是通过简单地看一行行的文字就能读懂
的，还要融入对于其中蕴含的文化的思考。



漂泊者读后感篇三

在2014年末，我读了一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巧合的是，
那时我也在旅途之中，这使我在感受文化之余体会苦旅，不
觉有了很多认同感。

这是一本余秋雨先生在中国大陆各名胜古迹旅游时记录下来
的散文集。是一本最令人动容的散文集，敦煌莫高窟。都江
堰。三峡。庐山……它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名胜古迹，
写出了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同时也是一本有关中国
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描述出了中
国深沉的文化，及抒发自我的情感。就文笔而言，《文化苦
旅》中的散文，是一篇美文，是一篇经过精心打造的文化佳
构。文辞雍容、典雅，而又不显出雕琢的气息，在淡淡的叙
述中，又蕴涵有浓浓的抒情意味。

他从祖国大西北的甘肃敦煌起步，转向大西南四川的柳候祠、
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写至境外南洋的叠叠从
冢。写下了《那里真安静》、《莫高窟》、《五城记》、
《夜航船》、《道士塔》、《酒公墓》、《华语情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许作为一个文人，杯水车薪，不愿去
找旅行社写出一些乏味的旅游观感之类文章。由此便决定了
他的文化旅行成了种“苦旅”，浪迹天涯，行行止止，风尘
仆仆，劳筋伤骨，这不可谓之不苦涩，再没有这般的创作魄
力了，也可谓是真正的苦旅了。

然而，真正的苦旅，更是思想上的跌宕。是他对文化无休止
的追思和探索，正因人生本是无休止的边界。不管是春温秋
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
漠，理性的严峻罢了。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
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瀚历史长河的关联，因此不
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
己有缘的灵魂。这种情感愈来愈深，一旦有机会诉诸于文字，
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



我想，能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会不禁严肃起来。就
像一群被流放的士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
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在书中说
道：“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
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期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
涩后的回味，焦急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正是这样的创作翼求，构成了《文化苦旅》中那种特有的
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在余秋雨如数家珍般的历史描述与
山水文化临摹中，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息，这种感伤
来自于对数千年历史文化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有了一种杯具
味道。当这种感伤、杯具的气息，在《文化苦旅》中升腾与
散发时，便让我感觉有种妙不可言的美感和阅读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