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后感(精选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后感篇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余华的成名作，没有他的其他作品
那样充满暴力与血腥，但确实是一部让人感到困惑的迷幻小
说，作者用一种冷静与默然的笔触体验迷惘的青春、无常的
人生以及荒诞的世界，给读者预留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却让
人难以琢磨，回味无穷。我把它来回读了几遍，从迷惑不解
到略知一二，写下了这篇感想。

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 “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
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 “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 ”。
既是“说梦 ”，那就无访说得荒诞些。作者感喟生活的无奈，
拾掇了一个个离奇的片段，凭籍生活的本色叩击读者的心扉，
然而却用近乎冷漠的语言，产生了梦一样的美丽。迷 惘余华
曾说： “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
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
自由地接近真实。 ”这段阐述无疑可以作为对《十八岁出门
远行》的恰切注释。余华正是用一种 “说梦 ”的方式，生
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和青年人在这种人生面前的深刻
迷惘。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
是否有旅店。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我不知道汽
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 ”何其迷惘!那是年青人
的通病!他们不知道自己前面的路，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远方，



只管漫无目的地生活。作者以一个清醒的陈述者，显示了一
个迷惘的青春世界。还 原“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
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 ”“车窗外
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
一帮熟悉的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 ”那
些云，那些山 ———若隐若幻的过去;那些存留在记忆深处
的人与事 ———似真似假的世界……一个在 60年代出生的
男子 ，记忆中的过去是阴暗的。尽管如此，他依然把他的记
忆还原，却充满了作者的辛酸与无奈。

正如余华说： “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
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
准确无误。 ”追 求余华前期的创作用语言建构了一个充满
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暗世界，文中弥漫着荒谬与绝望。尽
管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也有暴力，但却更多地看到了追
求与希望的影子。

“旅店 ”———在作者的眼中就是 “我”人生的目标与心
中的梦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
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
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
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 ”这就是青春的
初旅、生命的初旅，即使充满了沮丧，即便伤痕累累，依然
一次又一次努力地尝试、奔跑。“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
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无数次的苦苦搜寻， “旅店 ”就在
自己的心里。迷乱与温馨并存，也许在余华的这部作品中，
他正在努力尝试着，追寻着自己心中的那个“梦”。

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后感篇二

这是余华的处女作，读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是的，十
八岁，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龄，也许正道出了我们的一些心
声。



主人公出门远行。去哪？我们谁也不知道。主人公也没有方
向感，他有的似乎只有兴奋和喜悦。“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
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定居的胡须。”他是那样的
得意，因为这标志着他长大了，可以出门了。

他远行去干嘛？又不知道。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去寻找旅馆。
我们在外旅行，旅馆是必须的，它可以让我们在陌生的地方
安定下来，让我们漂泊的心得以慰藉，它是我们临时而重要
的家。于是，他问了好多人，他们竟也不知道旅馆在哪，只
让我“走过去看”。“走过去看”，也许是让他更充分地去
接触现实吧。

结果，没找到。“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
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看到另一高处，中间是一个
叫人沮丧的弧度。”他是那样的兴奋与迫切，然而现实却一
次次将他推入失望的境地。可似乎他是一个乐天派（也对，
他才十八岁嘛），他一次次地奔，没命地奔，好像不觉得累
哎。终于，他没发现旅店，却见到汽车了。到这里，我想我
们所有人都会感到一丝欣慰吧，因为有了汽车找旅馆的可能
性就会大一点了吧。纵使它是一辆故障车，纵使它是朝反方
向开的，他依旧兴致勃勃地跑去。这时，我的感觉就是文章
要结束了：司机将他送到旅馆，他为下一天做准备。

我的想法实在是偏的太远了，余华小说的高潮才刚刚开始，
我倒以为结束了。他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首先车抛锚，
没法修了；随后遇到了人抢劫，他奋勇上先，却被打得遍体
鳞伤；他告诉司机这一切，司机却冲他哈哈大笑，而且竟然
背叛他：抢走了他的红色背包，和土匪们一起走了。。。他
受到了现实的考验，一无所有了，剩下的只有遍体鳞伤的汽
车和遍体鳞伤的自己。他感到了悲凉凄伤，不久突然又变得
宽慰起来。“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心窝便是健全暖和
的。”多么纯朴善良的想法。他的旅店找到了，就在这个被
抢得一空的汽车里。



我不禁佩服起这位主人公，他是那样的质朴善良，乐观豁达。

然而我又看到了他身上的无奈：他始终找不到旅店，他勇敢
正直却被残酷的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

他让我感受到：十八岁，是一个青涩的年龄。在这个年龄，
当我们去涉世时，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我们会感到
迷茫而又无能为力。

然而我们又该怎么做呢？也许得学会自我安慰，自我排遣吧。

在这篇小说中，我还读出余华对世事无常的倾诉，这让这篇
文章多了些伤感，也多了些沧桑。

总之，《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体会了很多，思考也更加深
刻，亦更懂得十八岁，我们该长大了。

喜爱这篇小说，喜爱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后感篇三

闲暇之余，我流连于书店里。漫步在书的海洋中，品味着书的
“味道”，欣赏着书中的“美景”。突然，一个新鲜的题目
深深吸引着我的眼球——《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想：十八岁，正是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可以出门远行
了。每一个未成年人都会眼红走出家门的人，因为他们可以
摆脱所有的约束和羁绊，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情地发挥自我，
实现伟大的理想和抱负。远行对于每一个稚嫩的生命来说都
是愉快而充满新鲜感的……我对这本书来了兴趣，于是把它
细细品味。

“我”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
欢快地奔跑了起来”。可是，“我”寻找“旅店”的过程却



是挫折重重，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在山路上找不到
旅馆，好不容易搭上车却半路抛锚。自以为有朋友在就可以
把问题解决，可他却在苹果被人抢夺完时离“我”而去，甚
至把“我”唯一的背包也抢走了……最让人难过的是，本该
淳朴的农民、天真善良的小孩，却变成了野蛮的“强盗”。
这都是社会的黑暗“给予”的。它把农民的淳朴、孩子的天
真善良统统都给“掠杀”掉了。挫折最终让“我”明白了十
八岁出门远行的意义所在。

读完这本书，我感悟颇深，有所省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中
“走过去看看吧”这句话。的确，人生是复杂而曲折的，前
面的路是好是坏，沿途的风景是否合意，只有我们走过去看
看才知道。

走过去看看吧，即使前面的路铺满了钉子，一刺就痛，但是
只有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长成参
天大树。

寻找“旅店”的过程就是寻找正确的人生目标的过程，它像
一把双刃刀，一面是“天堂”——成熟，一面是“地
狱”——幼稚。只有用“成熟精灵”打败 “幼稚妖怪”，我
们才能完成“成人仪式”，变得勇敢、独立。十八岁虽然可
怕，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勇”，我们就能跨进成熟的门槛，
跨越十八岁，向幼稚say no!

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后感篇四

我们同是年少疯狂：一个，十八岁时便一个人背起行囊；另
一个，十四岁独自去了香港，独自闯荡世界，想来自由快乐，
实则不然。外面的世界变幻莫测，有冷有暖。十四岁独自去
了香港的人是我，我的经历虽与十八岁的主人公的远行有所
不同，但这让我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本书有了理解和共
鸣。



一

旅行的一开始我们总是满腔热血。

当知道了可以去远行时，十八岁的他 ”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
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尽管一路上有小插曲、阻碍，但仍我们热情洋溢的去冲破，
兴奋地向前走去。

”公路高低起伏“，前面的路绵绵无尽头，虽觉得前方有旅
店的几率越来越小，但小说中的青年仍”没命奔上去看旅
店“，而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

正如我想的那样，在出发去香港的机场里，的确发生了一件
令我焦虑的事。我在机场里遇见了同学，便将行李及放着手
机的包包统统塞到爸爸手里，去同学那儿”串门“。当我回
到出入境办理的门前时爸爸不见了。这下我着急了，没了命
似的打电话，跑来跑去，蓦然回首，老爸却在，面馆饭桌旁。
但当这一小风波过去后，我还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军登机
口，爸爸再三的”注意安全“”要有礼貌“还不是当了耳旁
风，有什么好犹豫、害怕的！

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沸腾与澎湃。年少的我们在疯狂时，什么
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前进的脚步。青春无退缩！

二

我们这帮初闯社会的牛犊虽不怕虎，但难免会有担心，会感
到无助。

在出发后，久而久之，长时间的没有看到车路过的十八岁的
他开始”后悔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搭不
到一辆车，也看不到一辆车。虽然他依旧走着，天气依旧晴



朗，但是他的心有些降温了。

我的际遇也很是让我难受。刚上飞机的我呢，本来是想遇到
一个空哥，请他帮我把那重得要命的旅行箱放上行李架的。
可是造化弄人，我遇到的是个长相甜美的大姐姐，之前准备
的一套说辞都憋回了嘴里。那个空姐帮我找到了行李空位后，
她冲我和善地一笑，然后就到机舱后面为旅客服务了。这下
有难题了，莫说别的，单是把那个行李包举上这么高的位置，
就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儿剩下我一人，愣愣地呆着，身
旁有个旅行箱当装饰，在过道上纠结。我环视左右，所有的
乘客都已入座，都是大叔，要么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冷漠的样子，要么就是装没看见，要么就让我觉得一看就不
像好人，我怎好意思开口求助呢？！我拖着旅行箱，在过道
上低着头走了两趟，好尴尬，好恐怖的感觉，觉得众人对我
的眼神怪异样，如芒刺背……终于，不知道过了多少长的时
间后，有一个叔叔，他站起来，微笑着把我的箱子放上了行
李架。我突然觉得这个叔叔人真好。

在自己独自一人时收到别人的帮助，哪怕很小一件事，也让
人感激很久。所以，我想，当文章中的他拦到车后”舒服地
坐在座椅上“的时候，应该感到很幸福吧。

也许，我们之所以能鼓起勇气继续闯下去，是因为我们有别
人的帮助和一个让人满意的暂栖地吧。

三

后来，故事中的他实在不幸：司机运送的苹果被强盗，他的
正义的阻挡无效，被打一拳，鼻子坏了；司机的车被大卸八
块，他毅然阻挠，浑身上下几乎同时挨了揍。而司机呢，非
但没有生气心疼，反而嘲笑他被打歪了的鼻子；本身与他有
说有笑成了朋友的那个司机，现在却抢了他的所有财物一溜
烟地跑了。



他的确够倒霉的了，但我也被那件事急得够呛。那天早上，
说起来是我不对，在茶餐厅的路边走过，目光被远处的店铺
的橱柜吸引。我不小心碰翻了一个胖女人的可乐，两个人都
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她便一直狠狠的看着我，嘴里嘟囔着。
我连声说对不起，她就要我赔。赔一杯可乐倒是应该的，但
我年龄小，不能一个人买东西，要由监护人陪同，这下麻烦
了。正当我手足无措、有话说不出、脸憋得通红时，遇见了
那个餐厅的老顾客，一个老伯，他让餐厅上了一杯可乐给那
个胖女人，然后还用生涩的普通话告诉我没事了。我瞬间感
到温暖：我们本是素不相识的人呐！

最后，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再是远行，从找旅馆到找车搭，然
后竟是满足于在一个残破的车座上过夜；我的目标经过了各
种无助、惊险，也从开眼界下降到了稳重、安分一点，别闹
出事儿来。

我们各自怀着热血去闯荡自己的世界，也许我们看到的世界
各不相同，有的是怪异与暴力，有的是光明温暖，但是一个
人出来走，经历过的事情印象一定深刻。不过呢，这两件事
的发生也算是我们进入社会的一种洗礼，让人明白自己总会
碰到挫折的。

后记

我们同是年少疯狂，正是我因为一个人去过一个很远的、素
不相识的大城市，受到了一些磨练，读《十八岁出门远行》
时感同身受，才有了对文章的一些理解和共鸣。

十八岁出门远行读后感篇五

每个人都对自己所在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无论遇到多少
磨难也阻止不了这种心情。

文中的“我”18岁，遵从自己内心对未知社会的探寻走出家



门来到了柏油路上，像大多纯净的孩子一般认为“四海皆为
家”，每一个人都是热心助人的现代雷锋，事实上“我”确
实被人帮助了——愿意用车载我一程，只不过后来被伤的凄
惨。

余华的这部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相信也是惹得读者满肚子话说，
有对冰冷社会唏嘘不已的，也有对“我”的天真感到可惜的，
就像《农夫与蛇》，明明农夫对蛇付出了真心却仍被蛇反咬
一口 ，有人会说蛇没有良心，知恩不报之类，也有人会觉得
农夫实在太蠢，被咬也是应该。但这都不是农夫自己内心的
看法。也许“我”在遍体鳞伤的当时看着眼前的萧索会感到
被背叛的苦闷，可是就像文中所说，窝在同样遍体鳞伤的车
中，“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在经历了搭车
不顺，“朋友”背叛，村民殴打的身心双重挫折之后“我”
依然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人生持有一颗温暖的心 。

“我”走出家门后最大的收获不是 “人若犯我，我必十倍还
之，”也不是“人心如此难懂，我只想宅在家中”，更不
是“社会荒凉，我嗤之以鼻” 之类，而是从一个受人庇护的
孩子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大人。

文中 18岁的“我”已经走出了家门，而我还没有18岁，但我
一直渴望着一次远行 ，我想去日本，坐在富士山下的樱花山
麓中描摹它的唯美；我想去非洲，坐在骆驼背上观摩撒哈拉
的深邃；我想去法国，领略卢浮宫中历史积淀下的威严。哪
怕如今这些都还不能见到，我依然想来一次独自的远行，看
一看钢筋水泥世界那坚毅的轮廓，听一听翻山越岭而来的海
风的呓语，嗅一嗅埋藏了一个冬季的花香。即便遇到挫折，
遇到人情冷暖，也不停下脚步。

我们对世界，对未知有着强烈的好奇， 磕磕绊绊一路走来，
各种事情的经历结束都无法将其冲淡，正是因此我们才会不
停地走下去，长的是磨难，而短的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