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一

暑假，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正如其名，有一个17岁的男孩，厌恶世俗的纷纷扰扰，梦想
有一个孩童的世界，没有城市的纷扰和成人的虚伪。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
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
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
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本来，
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
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
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是他在纯真的妹妹身前发自内心的几句话，道出了他心里
所想、心里所念。

在如今社会中，现实与残酷将人们狠狠包围。许多满怀梦想
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在城市的喧嚣中，逐渐的迷失自我、失
去方向，曾经的梦想烟消云散，人性也被逐渐磨灭。

我的姥姥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是我妈妈，还有两个分别是
我的二姨，三姨。

我的表弟是我三姨的儿子，三姨在他五岁左右时便外出闯荡，



过几年又把表弟接到了她有所成就的那座城市。但是，抚养
我表弟的人，并不是三姨，而是二姨。二姨是出了名的好脾
气，只要不是触犯了她的底线，不管你怎样做，她都不会生
气。正是这样，三姨才会借着她的性格将她利用——让二姨
给她带孩子。

在表弟去大城市不久，我和妈妈也相继的跟了过去。于是我
们一大家团聚，其乐融融。二姨待我很好，只是面子上做做
而已，三姨却连面子上也不做。她先前去我老家，瞧见了那
副土里土气的模样，假模假样的装出疼惜我的神情。在她怜
惜的眼神里，我还看出了不屑。她带我去了县城，给我买了
一套衣服让我穿上，我高兴的不得了，她就像成全了乞丐一
顿饭似的笑笑。她带着我们去饭店吃饭，菜上来了，没尝几
口，她就拿出“文化人”的娇气，说：“亏这个饭店还是这
个城里最好的，做的菜竟然这么难吃。”

后来三姨提出让我去她们那座大城市见见世面，妈妈也跟着
去了。本来哥哥嫂嫂为了勤俭节约，与三姨二姨表弟共挤在
两房一厅的房内，为了欢迎我和妈妈的到来，哥哥嫂嫂特意
租了两房一厅的屋子，我们四人便搬了进去。在我们到了的
那一天，哥哥嫂嫂给我和妈妈去超市买了上几百元的东西，
嫂嫂更是礼貌的待着我和我妈妈。

记得我们刚到大城市的时候，还没天亮，哥哥嫂嫂便等候在
车站将我们接了回来。我们去拜访三姨的家，表弟还睡着没
醒，三姨和二姨都才刚在我们的敲门声下醒来。表弟被三姨
叫醒时，极其不耐烦。三姨把我和表弟拉在一起，一白一黄
成了鲜明的对比，白的是他，黄的是我，三姨为此还乐了一
下，说她“照顾”儿子得当。饭做好后，我好心的夹菜给表
弟，他还嫌恶的将我骂了一句，把菜推了去。三姨并没有站
出来为我圆场，而是笑着说她儿子不喜欢别人给他夹菜。好
像城里人特有的优点似的。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到大城市才不久，哥哥嫂嫂天天精心的照顾着我，为我买这



买那，吃的水果数不胜数，使我原本焦黄的皮肤变得又白又
水润。三姨看我时妒忌的眼神我记在心里。我原本发黄的头
发，变得黝黑有光泽。我瘦如柴股的身子，也长了一些肉。
三姨看在眼里，心里冒火——他儿子只白没肉，瘦骨嶙峋。
由此，她处处针对我，也叫她身边的人针对我。

我和表弟打架，我打赢了他，他跑去告状，把责任全推在我
身上。三姨和二姨合着说我，说我比表弟大，要我让着表弟。
我打不赢表弟，我跑去告状，三姨和二姨眼里闪着儿子建功
立业回来后的得意，也要我要有一个当姐姐的样子，不要和
他斤斤计较。妈妈、哥哥、嫂子，只能在背地里安慰我。其
实，我只大我表弟两岁。难道大的孩子生下来就注定要让着
小的孩子？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哥哥，给我买文具，我心疼他的钱让他少买点；表弟几
天一次得缠着我哥哥，给他买这样那样的文具和玩具，就怕
我哥哥少花一分钱。我看不过去就说一两句，表弟还毫不在
意的说：“他是应该的。”

有人欺负我表弟，表弟跑来告状，我二话不说，立马去帮忙
打架。可是到了别人欺负我时，他反而还落井下石，站在对
立的一边说我坏话。事情到了现在，我都没弄明白——那些
人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找表弟打架，而且是一群人。而我给
表弟主持了公道之后，为什么那群人立刻转移了目标，将锋
头指向我。

过年时，哥哥和嫂子赶着回家结婚，妈妈也跟着回去主持婚
礼，留下我一人在大城市。表弟得到了机会，狠狠地报复我。

一天表弟引诱我打架，我和他打了起来。因为每次都是他先
惹了我，我不去理他，他就越来越得意忘形的触犯我底线。
直到我忍无可忍，他才达到目的的和我打架。

我和表弟正在打架时，二姨恰巧朝这边走来，表弟赶紧躲在



二姨后面说我欺负他，并把责任全推卸给我。只要是一个长
眼的人，都知道是表弟欺负我。但是二姨像当妈妈一样的养
了表弟这么多年，和自己的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都没
和表弟待在一起的时间长。可想而知，就算我再怎么和二姨
关系近，都比不过她和表弟的亲情。

二姨护着表弟，不让我打他，我当时火冒三丈，一下子管不
住自己的嘴，说二姨偏心表弟。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她对我
大动肝火，咆哮着：“你在说一遍！”急不可耐的急急向前
冲一步，并举起巴掌来瞪眼看着我。

我大哭起来，再也不敢说话了。她一个大人，我怎么打得过
她？就算我躲了过去，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没菜没饭，晚上
又不敢一个人睡，所以，我无助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向二姨身后望，表弟便探出了头，颇有得意的笑。每次在
我委屈的时候，他总是在大人身前一副委屈像，到了大人身
后，便笑嘻嘻的看着我。他的成就，靠心计得来的。我没能
比得过他，我又怎么可能比得过他？两个阿姨一起过来针对
我，我家里人又得靠着他们吃饭。所以，我忍了。

事隔多年，我又回到了老家，搬到了小县城。每每想起到那
里的一段时光，心就止不住的发寒。三姨见我搬回来，也就
跟着表弟搬了回来，房与房相隔不到三十米。并和我读同一
个学校。我还在给表弟主持着公道，他还是理所当然的享受
着我的庇护，有时难免回过头来咬我一口。只是我没有再和
他打了，因为他们搬来之后，我和妈妈搬到了离他们家隔着
三条街的地方。他再也别想得到我“理所应当”的疼爱，再
也别想伤我的心。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二



每本书的背后都有作者想要启迪读者的人生哲理，《麦田里
的守望者》也一样，如果没有经过一番认真地品读，就难以
读懂隐含的深刻道理。下面，让我们一起阅读麦田里的守望
者读后感，透彻地解读这本书吧！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
《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
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
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
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
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
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
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
“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
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
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
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
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
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
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
都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
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
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
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
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
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
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



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
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
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
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
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只是一群
“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
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
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
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
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
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
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
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
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
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
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
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
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
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
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
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
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
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
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
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
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
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
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
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
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待的部分——小说音
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
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
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我最近想看些叛逆少年的故事，
那种邪恶的、叛逆的、无所谓的男孩子，内心空洞的、无助
的、脆弱的抗争着，最好还有好看的外貌，同学推荐《麦田
里的守望者》，在感触的背后，我觉得和叛逆、邪恶完全扯
不上边，或许有些颓废，但相信我，小说中的这个男孩子，
霍尔顿·考尔菲德，是我看过的最善良的小说人物——嘿，
真的，我不开玩笑。

他是彻彻底底的善良，以至于彻彻底底的脆弱，以至于不能
融入这个邪恶的社会，他的善良简直让我感动，又压抑得让
人想哭。

怎么可以那么善良?他恨人不用真皮箱子，因为他恨自己的真
皮箱子让别人自卑，甚至藏起来。他尖酸地嘲讽见到的一切，
所有东西都看不惯，但又由衷地为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害怕和
难受，为他衰老的历史老师沉闷的生活，为旅馆里为他抬行
李的老头潦倒的职业，为他死去的弟弟(这段令我心碎，是真
的心碎，我不开玩笑)，为他妈妈向店员问了“百万个愚蠢的
问题”后为他买了冰鞋而他却被开除，为那个萍水相逢却勒
索他的妓女如何像一个普通姑娘一样去商店买东西，甚至为
受人宠爱的钢琴手欧尼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钢琴其实有时候
弹得很糟，这一切，他感到害怕和难受。他憎恶没脑子的姑



娘，但却比谁都尊敬她们，他爱那些真正聪明的姑娘，用心
去爱，爱到让我无法相信一个青春期的男生会有这么细腻和
温柔的情绪。

他长得漂亮，小说不止一次强调。家境富裕。敏感而聪明，
热爱阅读，作文写得好极了。是击剑队的队长，高尔夫打得
可以拍体育短片，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讨厌“混账电影”，
为他讨厌的东西拍短片，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伪君子。而这一
切，居然都不能令他快乐，居然都不能令他好好的活在这个
世界上，那些他眼中的傻子、白痴、变态(我同意他的看法，
并非偏激)，却能自得其乐，这实在有点诡异。

如果你听我的意见，我说他是有道德洁癖的人。他不像我们，
我们有时自己就不道德，有时自己道德但也能理解别人的不
道德，我们是自私的凡人，快乐的大多数，因此我们还喜欢
这个世界。

还是那句话，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就往往无法幸福。霍尔
顿承认，你必须想这一切“想得恰到好处”，才不会为这个
世界难受。

塞林格绝对是把自己融入霍尔顿里面了，要是我写这么个完
美的人物，我就绝对是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写的，我要是塞林
格，我写这么一个男孩的野心，绝对是让每个女孩子都爱他，
每个男孩子都渴望成为他。

如果你了解他谎言后的绝望、粗口中的愤懑，如果你能了解
他神经质举动下纯洁的心，如果你了解他面对世界的孤独与
苦闷，即使你不能理解他，只要能了解到一些，你也不会认
为他叛逆。他的心非常柔软，却过于冷静，他说的话令你笑，
但同时鼻子有点酸，他爱着你时，非常温柔和安静，他鄙视
你时，是在鄙视你身上的他自己，而他对一些人真正的讽刺，
足可令人警醒。



而这样一个人，似乎注定不能享受凡人之乐，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砸碎窗户或是突然跳踢踏舞的人，我多么理解和爱这
种人，但却似乎注定不能得到快乐，更可怕的是，当他们真
的被人理解和宠爱时，他们又会本能的抗拒，抗拒一切能让
他们活下去的糊涂乐观，坚持能让人发疯的清醒苦闷。

还没有看完，不想那么快看完，很小心翼翼地在看，像吃到
了最好吃的甜点，不忍心一口吃完，怕吃完了，余生空虚，
怕吃完了，忘了刚入口那种沁入心扉的触动，没有撕心裂肺
的爱与恨，但我撕心裂肺的为他而痛。

我也觉得，这是一部更基本的作品，超越阶级、超越年龄、
超越国界，只要你曾经思考过，你就会有和霍尔顿同样的感
受，我看了之后，已经觉得我的余生都无法忘记这部小说，
这不是感动、不是会心、不是领悟，不是这些情绪，这是唯
一一部直击心灵的小说，是比athena更athena的那个真实
的athena在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话，禁不住流泪，不能不流泪，
我听着我自己的声音;禁不住微笑，不得不微笑，面对同样的
世界。那个世界，几十年后依然一样，我们和霍尔顿同时代、
同地域，这是反人类，这是爱人类，只要有人类，你都可以
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你都会觉得那是你自己在和你自己讲话，
就是这样，心中永远有个霍尔顿，从此以后，在悄悄地和你
说话。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唯一
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
菲德从离开学校到曼哈顿游荡的三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以及
他详细的心理活动变化。愤怒与焦虑是这本书的两大主题，
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
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纽约时报》的书评写道：在
美国，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毕业要获得导师的首肯
一样重要。《麦田里的守望者》从1951年出版到现在给全世
界无数彷徨的年轻人心灵的慰藉。据相关资料显示，此书甚
至还间接诱导了几门枪杀案的发生，如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



曼在纽约杀害了甲壳虫乐队的主唱约翰列侬，他对外界说，
他杀列侬的原因都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了。

说实话，一开始接触这一本书的时候，翻开前几页进入研读，
我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因为作者在书中大量地使用了“他
妈的”“婊子养的”之类低俗粗鄙的用语，让人咋舌。“这
怎么就是一本名著了呢?”我带着这样的一种质疑，先把这本
书放下了。后来出于“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的缘由，只好
大略地读完了这一本书。我想每一本名著必定都有它成
为“经典”的理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如此具有争议的
传世之作，表面上看来粗鄙不堪的小说，背后绝对有着耐人
寻味的意义存在。曾经因为语言低俗、故事极端而被列为禁
书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却被全美各地青少年热烈追崇，
真正的原因是它深切反映了二战后美国青少年矛盾混乱的人
生观和道德观，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和处境。

在霍尔顿的身上，刚脱离青涩少年时期不久的笔者我还是能
够找到一份亲切熟悉感。适逢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思考当中。

在这个学期开学之后，我初二的堂妹就离家出走了两次。第
一次只走了一周左右，被家人动用警方关系找到了她的下落
并撵了回来，然后被我爸(家族里的权威)痛打了一顿。第二
次，她出门的时候起初只是为了去剪个头发，后来却因
为“姐姐发信息说你又出去、你死定了”的“恐吓”而干脆
不回家，躲在了朋友家里，一走就是一个月。家人都很担心，
想方设法地想要得到她的下落，她却始终选择逃避。

然而，她又是矛盾的。在她叛逆出走的内心里，她清清楚楚
地知道爸妈是多么地疼爱她多么担心她。她一方面坚决不透
露自己的去向，一方面又经常上线和哥哥联系，让大家都知
道她是平安的。就在这个时间段，我回了一次家，从大人的
讨论中听到了她的近况，已经很久没有和堂妹联系的我，决
定承担起一个姐姐的责任。我主动上线和她联系，问她是不



是因为和家里人吵架了才出走，她说不是，只是现在出去之
后就一直不敢回家。我把她劝到我的学校里来，让她在我这
里住一段时间。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投靠一些退学的同学让我
很担心，尤其是她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我很担心一个年
轻美丽的小姑娘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上一些错误的不归路。
她来到我这里之后，我一点一滴在观察和进入她的内心世界。

我很好奇这个迷茫天真的小女孩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初中，
在我们生命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这个年纪，
我们的自我意识萌发并狂热地发展着，我们开始对这个世界
感到好奇和质疑，我们不再像小学一样那么单纯天真地敬佩
老师或者家长等权威，我们开始叛逆、放荡不羁。在我初中
的时候，我也一样试过年少轻狂。

为了更好地理解她，笔者作了很多的回想和思考。当时的我，
和现在的她，也许都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一样，
迷茫、矛盾、混乱、叛逆、青涩、无知、痛恨虚伪和世俗的
世界，我想绝大多数的孩子们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复杂的阶段，
只是每一个人在这阶段的表现又因环境或教育等各种因素而
有所差异。我知道我面前的这个“霍尔顿”女孩，她虽然表
面上是如此地叛逆不羁、标新立异，但是她跟霍尔顿一样是
善良天真的，她早熟的外表下同样有颗乖巧纯真的心，她依
然温暖有爱，懂得感恩知足。在她的身上，我嗅到了霍尔顿
的味道。

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都像、或者是觉得自己像霍
尔顿呢?一直以来时代不停地在变化，但是“霍尔顿”一直鲜
活地存在在我们的左右，或者内心，这告诉我们“霍尔顿”
并不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发展中
必经的一个挣扎阶段。我们不愿意向残忍的成长妥协，我们
张扬着青春的刺来保护内心的纯真，或者用伤害替代伤害。
这段时期下的我们可真是让他人和自己烦心啊。像我的堂妹，
因为她的事我也操了很多的心。这个霍尔顿让还没有完全学
好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我有点不知所措。



在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我更加透彻地了解了年少青
春期孩子的内心世界，但是该怎么去更好地帮助她，以及将
来作为社工的我们要面对的青少年案主，还是一个任重而道
远的问题。我希望我在不断地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中能够慢
慢找到开启他们心灵大门的一把钥匙。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三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希望
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一个让我产生憧憬的书名，怀着这样美好的期待，我去看了
这本书，却让我感到一种消失已久却又卷土重来的激动。

从二战结束到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
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而《麦田里的守望者》
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塞林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
吻叙述全书，充分探索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内心世界。愤怒
与焦虑是此书的两大主题。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
的笔触，生动而细致的描绘了一个男孩苦闷、彷徨的精神世
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

本书篇幅不大，作者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外，迄今只写过
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在美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家长和不同的评论家，往往从不同的角
度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

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颂扬此书，把它说得天
花乱坠，认为成人通过本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
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



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另一种意见
严厉批评本书，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说主人公张口闭口都是
粗口，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甚至喊小姐，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不良学生。从而认为本书内容“猥亵”、“渎神”，
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书籍，但经过时间
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必读的课外
读物。

当我第一次拿起这本书时，那美丽的名字所吸引，可当我翻
开书时，却发现里央的内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美丽，而且还
有很多肮脏的字眼。于是，我刚看没几页便把书扔在了一边。
这一扔便是两年。后来，我听说这本书当时在美国同龄人中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再次拿起了这本书。

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坏孩子的
代表，抽烟、喝酒、说脏话、打架。读完这一遍后这个男孩
子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够印象。可我还是试图从文字
之间发现他那未泯的天性。终于，我看到了;霍尔顿被开除后，
担心母亲受刺激，决定为妹妹买唱片，怕别人产生自卑感便
将自己的箱子放到床底下以慷慨捐款。以上的种种都表明着
霍尔顿的内心依然是善良的。

读完这本书后，我的心里并没有往常那样心潮澎湃，仅仅是
在思考一个问题，霍尔顿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书中说，霍尔顿
只有十六岁，便开始抽烟喝酒，除了青春期的缘故外，难道
就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吗?我在书中努力地寻找，发现书中多次
出现了一个词——假模假式。我一下子都明白了，主人公生
活在假模假式的社会，身边都是些假模假式的人，他在假模
假式中渐渐迷失了自己，成为了当时美国中的一员。

书读完了，可我好像并没有懂得什么大道理，只是暗暗地为
像霍尔顿一样的那些少年感到惋惜，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重
演，让“阳光自信，天天向上”永远成为青少年的代名词!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由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所
著，原名为《the chacter in the rye》，于1983引入中国，正式
译名为《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作家塞林格写的唯一一部
长篇小说，以一个青少年的角度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腐
朽的社会状态。

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叛逆，对身边人和事都极其不满
的16岁男孩。他对于身边发生的是感到迷惑，他心中找不到
属于自己的真实存在感。对于他来说，在他的世界里，善与
恶，好与坏，好像总是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支点，使其平衡。
因此，他内心极其痛苦，精神以及心灵都饱受摧残。在这种
痛苦达到一种饱和状态时，他对自己最信赖的人，他妹妹说
出了内心最真实想法：我要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对于主人公霍尔顿来说，就是在一片金灿灿一望无际的麦田
里，那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孩子在奔跑，而麦田的另一头是悬
崖，孩子们不停地奔跑，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于是，
主人公霍尔顿想当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就可以在孩子们遇
到危险时及时守住孩子，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不论在什
么时代，怎样的背景下，我们青少年都会经历一段精神上的
困惑时期。而这部小说就是描述青年人的心理状态，并提出
了一个关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美好的畅想!就让我们每个
人心中都永存一个这样的“守望者”并且努力成为一个“守
望者”，成为能真正能净化他人心灵的人吧!

美国的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
去，冷战硝烟又起。一方面科技发展迅速，而另一方面，人
们缺乏理想，意志消沉，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下，
过着混混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霍尔
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抽烟酗酒，不求上进，但是，他还不
至于沦落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因为在他心底，一直还存有
美丽而遥远的理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一



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50年代的美
国确实有些相象。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很多人开始迷茫，消沉，他们逐渐遗忘自己的理想，
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开始向往平庸。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
恼，但是我们应该集中精神看准我们的前方，我们的路，我
们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假如霍尔顿没有他纯洁的
理想，那他就会堕落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下来。理想是
人的指路明灯，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
切不过是暂时的，不就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我们的理想。

是的，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有那么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奔跑，我只是坐在那里，把孩
子们抓住，告诉他们该往哪里跑。我只想做一名麦田的守望
者。”这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的理想，
也是他在对现实不满的情况下发出的感叹。

霍尔顿是一个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人。他不愿意认真读书，
因为那里充满了各色的伪君子。在第四次被开除后，他只身
在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看到社会上各种丑恶，接触了许多
事物。他看不惯一切，想逃离这个社会，但又不可能。他只
得生活在矛盾中，苦闷、彷徨，最后变成真正的叛逆。

他酗酒、逃课、滥交女友······但他真是这样一个不
中用的人吗?不，他只不过是看不惯现实，只能通过一系列行
为来发泄心中的苦闷罢了。可是，人们在一开始却无端地判
定他没有前途，这本书还被禁止阅读。实际上，霍尔顿比他
们看得更远，他知道当时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势利的伪君子，
只是教导一些所谓的基本信条。而霍尔顿呢?追求光明的理想，
敢于反抗黑暗的现实。他其实有许多优点，和老师眼中的霍



尔顿相差甚远。

可我们呢?以貌取人，只看重表面。讨厌那些面貌丑陋的人，
嫌弃那些家境贫困的人，喜欢那些阿谀奉承的
人······我们也做不到像霍尔顿那样勇于反抗昏暗的
社会。我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只知道像家长教导的那样认真
读书、将来成为有用的人，对于不正确的事物置之不理，长
辈怎么说就怎么做，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即使心里不满也只
是私下里抱怨几声。只是和别人一样，不想、也不敢追求自
己的理想，我们跟霍尔顿差远了!

虽然如今的社会不同了，我们也不该盲目地叛逆了。但是他
敢于反抗权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与别人同流合污的优
点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四

这周我阅读了美国作家j。d。赛林格著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因五门功课中四门功课不及格而被
学校开除。但他又因种种因素而无法回家，于是在外漂泊了
两个多星期。他原本打算到西部去，但因妹妹菲芘的跟随而
打消了这个主意。他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
让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不要掉进悬崖里去，但最终他大病一
场后不得不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大病也就意味着霍尔顿大彻
大悟，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最终要与现实接轨，意味着我们
叛逆是错的。

这部优秀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让人身临其境，感受
其中的奥秘，其中出色的心理描写使人很容易把握文章的脉
络，以至于不会让人感觉生涩难懂。在主人公的身上充满了
叛逆色彩，他打架斗殴，抽烟，酗酒，逃课等等，都是青春
期孩子身上典型的叛逆特征，他厌恶学校，也厌恶学校学校
的一切人物。他总是逃离现实生活而到自己理想的生活世界



中去，却一次又一次被打击的失望彷徨，这些打击又一次次
提醒了她，现实和理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们没有具备独自生活的能力，所以当然不行。但也不要否
认理想的存在，正因为有了理想鼓励我们，引导我们，我们
才能更好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承认现实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基
础，美好的理想是不断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只有正确认识
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以现实为基础，以理想为目标，
脚踏实地的去做，我们才能不断前进，实现自己伟大的理想。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五

“我会站在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
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抓住他们。
我整天就干这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吧。我知道这个
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这是《麦田
里的守望者》里霍尔顿说的一段话。

《麦田》是少数让我读的过程中感到热泪盈眶的一本书。我
意识到，悬崖不仅仅是悬崖，孩子也不仅仅是孩子。悬崖可
能是一个家庭，一所学校，抑或是一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
有大缺口，像个筛子，良知和正直漏了出去，欲望和冷漠掉
了下去，你稍不小心就有可能失足。每次看cctv，会觉得这个
世界很美好，充满希望。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教育在普及、
社会稳定，世界各地都在受苦，只有中国在飞。大家都很幸
福，在看天边云卷云舒。但我不敢说我是幸福的。我说幸福
会被抽巴掌，起码被自己抽。

我看见被良知抛弃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我看见被体制残害
后在街头乞讨的张尚武，我看见寒冬里为索一票回家过年的
裸男，我看见不愿为政府搞形象建设开路而自焚的“钉子
户”，我看见无数被统计的未统计的温州动车里的亡灵……



我不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我只是害怕这个世界被
装扮得太好，让人忘记那些牵心扯肺的痛。

所以我看塞林格，我热爱霍尔顿。也许他不是英雄，但他至
少在守望，他想要抓住每个即将从社会里消失的美好的品质
和感情。在它们即将从时代的悬崖上掉下去时，他认为他得
抓住它们。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守望者，守望一段从腐朽到现
代过程中间茫然失措的人们的心灵。这个时候我想起了mj。从
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心得体会 )天使与恶魔
时常混在一起。他长得像恶魔，他用自己的歌声去鼓舞天下
的人，再用这歌声所换得的钱去拯救上亿的儿童，像一个长
着黑翅膀的天使在角落里守望孩子。

我又想到了成x杰。他是政府官员，也是人民公仆，是为百姓
办事的天使。他应该挂着和蔼的笑容，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做
一个守望者。但事实是他拿了人民的钱，喝了人民的血，骨
头也不剩地吃了人民的肉。我不像瓜田，说提起公仆这个词
儿就臊得慌，但我的确透过某些缝隙瞧见了他们青面獠牙的
嘴脸。

当然，至少我还可以高兴，中国也有一批可爱的霍尔顿，他
们隐在人群中，用自己的方式——或金钱或笔头企图温暖这
个世界。

我看见独立记者张翠容背着行囊走在第三世界，见证东帝汶
血腥动荡，在枪口下采访阿拉法特。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喜欢切·格瓦拉，不愿向现实低头，她说只要世界有谎言，
她就会继续跑下去。我看见《他的国》里左小龙骑着雅马哈
奔驰在雾气弥漫的清晨公路，做英雄梦。我看见留守儿童的
美丽老师李灵创办的希望小学……他们是人群中的守望者，
是众多守望者中的一部分。而真正的英雄就在守望者当中，
等待有一天站出来，把守望变成拯救。我想塞林格也正有此
意，才做此书以等待巨人。但我想谁命属守望，谁天生英雄，
没有人知道。也许他们之间本就没有大的区别。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能真的像一只雄鸡守望住我们的家
园和幸福。我不放弃这种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