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好的人生在路上读后感(优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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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人生在路上读后感篇一

也许不到半年前，我听到了凯鲁亚克的名字，在图书馆遇到
了他的《在路上》，无意中借了这本书，然后决定翻开第一
页。然而，读完这本小说后，我发现我跟随凯鲁亚克走遍了
美国，甚至感觉我已经度过了大半辈子。如果一部好作品让
人们在看完之后思考他们现在的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
路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看着《在路上》，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你会觉得你永远都
不愿意离开这本书。读完上一段后，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读下
一段，而且你已经等不及了。你永远不会知道萨尔和迪恩在
下一章会去哪里，也永远不会猜到他们在下一站会发生什么。
你只是在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种感觉就像在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中做英语阅读理解
题一样。虽然你不知道一些单词，但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猜
测去读，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同样，在凯鲁亚克
的作品中，有时我们只能理解大致的情况，但你不能包含你
内心的渴望，然后一口气读完它。这种速度和激情会填满你
的整个大脑，让你有一种立即上路的冲动。

现在，《在路上》已经出版50多年了，如果凯鲁亚克还活着，
他就快90岁了。然而，他的书影响了几代年轻人，尽管有人
说那是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本人也被称
为“垮掉的一代。人物的灵魂。对我们来说，这些不是垮掉



的一代。对年轻人来说，《在路上》就像一本唤醒他们内心
野性的书。让我们知道，我们渴望的自由对他们来说是如此
的容易，他们是如此的轻蔑。然而，我们的精神信仰远未达
到他们的高度，也许我们只能成为一个“背包客。由“旅
行”路上那条线的名字。

毫无疑问，《在路上》的真正英雄不是萨尔米德多；天堂，
但迪安米德多特，谁是有些神经质的人的眼睛；莫里亚蒂。
迪安是一个每个人都不相信的人，但每个人都羡慕他，但不
是每个人都羡慕他，而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从不担心，从
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总是生活在一个伴随着他内心冲动
的环境中。这个角色有点像《春风与雨》中基廷的老师。他
总是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把握今天，享受时光。然而，他
不断追求旅途中的感觉实际上是因为现实生活空空虚。他想
追求自己的信仰，去他想去的地方生活。这些人没有烦恼和
担忧。即使他们有烦恼，对他来说也没什么。

没有迪恩，也许萨尔不知道生活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最
可怕的不是你的生活是苍白的，而是你的生活道路是在既定
的轨道上，你没有权利选择。就像迪恩半夜在街上的质问和
困惑：“人类，你们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除了一个圣子的道
路，一个疯子的道路，空虚的道路，无所事事的谈话的道路，
任何你喜欢的道路，什么都没有。”不管是哪条路，都是自
己的，自己的决定。院长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让自
己的生活陷入一种苍白之中，更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生活
的牢狱之中。这些人，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还是
在当代社会，可能不会被很多人所认识，但他们还是会受到
人们的钦佩。

最好的人生在路上读后感篇二

这个女子，有喜欢的工作，自己的房子，听话的孩子――有
自己上轨道的安逸的人生。一直这样努力地走下去，一定不
过不失。前景可以看到，优雅的，渐进的，走进夕阳红。可



是，突然有一天，一个17岁小姑娘的声音在她心中喋喋不休，
就这样了吗？不想改变一下？那是年轻时，有梦想、敢闯荡、
无所畏惧的她。这个她，已经似乎消失很久了。世俗的责任、
规则、生存、坎坷经历，让她慢慢的挥别了有梦想的那个她。
但是，这个“她”从未真正离去，一直在她心房的某个角落
据守。现在，“她”越来越按耐不住了。她想要过一下，体
制外的，自己的生活。不要那么多禁锢的，属于一个自由自
在的女子的生活。想去听歌剧，就去；想去参加个托斯塔纳
摄影课程的，就去；看到苏格兰高地牧场提供住宿，赶紧电
话询问，体验放牧的生活……她想过不一样的生活，体会更
精彩的人生。很多人梦里想了一下，就算了。这些还是有敏
感度的人。

最好的人生在路上读后感篇三

感恩妈言爸语群里各位爸爸妈妈们的无私分享，虽然不太说
话，但却一直在学习，有幸读到萱妈的博客文章《路知道我
在路上》，这是萱儿写的。主要内容是说要专注自己，不自
作多情，避免争吵，坚持等，既切实可行又直击人心。

虽然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的，但对父母同样适用。对我感触
最深的是孩子对父母的建议，考完试后尽量不要对孩子说考
不好没关系等貌似安慰的话语，实际上这不是减压而是增压。
发现我常常这样做，虽然嘴里说着要给孩子减压，但考试前
后说的最多的似乎就是“不要紧，不就是一次考试么，考不
过没关系”等等自以为安慰孩子，但在孩子眼中，这却是不
相信他们，这让他们感觉压力更大，“还不如直接批评他们
一顿更为好受”（文中萱儿这样说）。

赶紧推荐给布点同学，他很认真的看完，毕竟是同龄人写的，
更容易接受。询问他的感受，说自己对于文中关于考完试后
看成绩，在乎别人的看法，他深有感触，因为每次考完试后，
他就很担心别人如何看待他。试卷一发下来，他来不及扫视
自己的成绩，就赶紧把试卷遮起来，担心或者在意别人的眼



光，对于成绩，来不及思考高了还是低了，是进步了还是落
后了，而是想着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人人都在关注自
己的试卷和成绩，没人看你的，但孩子就是过不了这个心理
关。

“考完试后，看成绩，没人在乎自己，只有自己在乎自己。
不要以为别人看不起你，大家都很忙，没有人看你的。没有
人会在意你考得好与不好，所以你不必感到羞愧、更不必谈
什么不好意思，你只需要钝感力强一点、内心更坚硬一点，
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不是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就好。”若
非文中这样写到，若非孩子看到这儿跟我分享他的真实感受，
我真的不知道孩子居然对于成绩是这个态度，真是一个不称
职的妈妈。

平时和孩子关于考试，关于成绩的交流，都是流于表面的安
慰，仅仅是从家长的角度出发，说什么我们不在乎成绩，在
乎的是你的考试过程，这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实际上孩
子的眼光和感觉是很敏锐的，他们对于父母的这种强装的不
在乎犹如在看戏，看父母们为了扮演一个好父母的角色而在
进行蹩脚的表演，不说透，只是看着，想着孩子都充满了悲
悯，看破而不说破，只是对于成绩在进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和触摸。想起了初中的一次考试，看着孩子不高兴，就
说：“没事儿，我能过去。”孩子说：“你能过去，可我过
不去。”当时只以为孩子在反驳我，现在才感觉到孩子可能
说的就是自己真实的感受。

从自信满满到后来缺乏成就感，在意或在乎别人的看法以至
于差点失去自我，这个心路历程孩子是怎样一个人走过，可
惜当时我居然在这个世界之外。看了这篇文章，倾听了孩子
的心声，实际上孩子的心理更值得关注。

最好的人生在路上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就读完了这本著名的书，但想来想去，除了觉得美国



人老土之外，竟然想不出要写什么，就只好加个读后感来装
小学生了。

据说这本书的名气一贯是这样
的：thebookthateveryonetalksaboutandnobodyreads。但我
还是把它读完了。虽然许多说明都提到这本书是凯鲁亚克
在20天时间内，连续奋战，甚至打字机都不换纸，而是用一
整圈上百米长的纸连续地打出来的，但我却没有读出一气呵
成的感觉，完全是零碎，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也不会影响
故事发展；又有人说这本书是他在很high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我不得不说，作者清醒得很，作品语言明确，结构清晰，只
有顶多两处让人感觉到他有点发飘。看起来许多评论者都没
有读过。

苏珊・桑塔格女士讲：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
有那么一两次，在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略有不安；现在读
完好几天了，我仍然在想起它时略有不安，但说不出是哪里。

在书中，作者给自己的身份是退伍兵，上大学半路退学，交
了几个朋友就到处乱跑；主角叫迪安，这位是个流浪汉，他
爸就是流浪汉，他10来岁上就偷东西干坏事，没上过学，进
少年管教所，出来后认识了几个各色人等，包括“我”所在
的大学生的圈子，于是也试着讲点叔本华一类的话。这位的
特点就是到处跑，跑到纽约，跑到洛杉矶，在东边结个婚，
到西边再离个婚。

“我”主要就是跟着这位迪安在美国大陆上跑，并且经常处
在没钱的境地，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要临时打工，或者趁人
家小店不注意偷点面包，或者要带几个搭车的人来赚点汽油
钱。就这么跑了三四回，最后一次又跑到墨西哥，迪安把生
病的“我”扔下就自己跑了。然后就结束了。

整本书没有特别的大的故事，就是一点点讲在路上的事，从
这一点看，我觉得他写作很强。但如果要想从中发现什么高



深的东西出来，包括垮掉的理论，都是不太可能的事。他也
没写什么美国大陆的美丽风光，能记得的不过是密西西比河
岸上的荒草。倒是讲了一些人，但似乎除了他们这样乱跑的，
以不明原因就一定要上路的人之外，其他人或者友好，或者
邪恶，但对他们都很冷漠，完全处在两个世界。主要的事就
是在路上的各类杂碎事情，但居然写了那么长。

了，于是就走了。书到最后才讲到迪安的老婆等人围在一起
数落他，他只是傻笑，也没有讲这种跑在路上到底有什么伟
大意义。

这就是我目前的读后感。

想起来我的经历中倒也有一个月，就是高考完拿到通知书后
的那个月，和四五个伙伴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各乡镇，有
时一天骑行距离超过100里，有时候自己做饭，有时候在别人
家长的异样眼光中喝酒，或者就在路边神聊，我们跑到其他
同学家里去，把他们吓一跳，有的人会当场跟着我们跑上两
天，有的人就不感兴趣，而我们也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咳，
似乎就那么一个月，以后再也没有过。

最好的人生在路上读后感篇五

常常看到有人说，旅行的意义是逃离，逃离的不是一座城，
而是一段记忆。但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是找寻，找寻的不
是别人，而是遗失的自己。所以当看作者到说：“旅行，修
行，都是找自己，都是像内心深处的远游。”特别有一种久
违了的亲切感。

旅行和阅读，是自己最大的两个爱好。这一年也读了很多关
于旅行的书籍，但是真正被感动和喜欢的其实很少，似乎在
托尼?惠勒夫妇的《当我们旅行》和菊开那夜的《像嬉皮那样
晃荡行走》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让我“一见钟情”的旅行书
了。然而在这个岁末，当这本《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拿在手，



翻开书看到那些照片，一下就被深深的震撼了，再去读那些
文字，心底只有一个声音：这就是我要的旅行书。它不是指
南，更不是攻略，只是一个旅行者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的最
真实的心情。

我一直坚持，阅读是件很私人的事，全凭个人的感觉和喜好。
而对于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来说，选择旅行书籍一定更为挑剔，
因为更加讲究一种“共鸣”。世上那么那么多人在旅行，又
有那么多人把自己的旅行经历写成书，可是却只有那么几个
人是真正打动你的，因为只有他们跟你处于同一“频率”。
一张照片，一行文字，一声抱怨……都能让你感觉，你们是
相似的旅人。

郭子鹰作为自由摄影师，摄影的功力自然毋容置疑，书中的
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可以做成明信片(随书附赠的明信片就是其
中的一张照片)。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字功底，可能是看了太
多流水账般的游记，所以读到这些文字真的让我眼前一亮，
就如作者的取景一样，独特而有韵味。这本书深得我心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旅行目的'地的选取。从蒲甘到吴
哥，从喀拉拉到斯里兰卡，去土耳其坐热球，到东京赏彼岸
花，去巴伦西亚参加法雅节，到意大利观活火山……每一段
路，都是不走寻常路的旅程;每一个故事，是最平常的凡人凡
事。

每次旅行归来最大的感触就是，虽然我们是为了某处的景而
出发的，可是最后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往往
是这一路上遇到的人。那些旅行途中遇到的陌生人，不经意
间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因为那
些人，改变了我们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作者在这本书里用了
最多笔墨书写的，也都是旅途中的人。正如他说的，旅途中
遇到的人，他们在与你航迹交错的瞬间，改变、点化、充盈
了你的人生。

我常常说，旅行是会上瘾的。或许是因为已经成了习惯。一



个人的旅程虽然孤独，却也是最能发现自我的旅程。所以我
非常同意作者的话：“好的旅行应该是孤独的，孤独的旅行
能让人有更多的机会单独面对自己，向更远的远方，也向自
己内心的更深处出发。”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在某个不经意
的时刻，在某个未知的地方，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

在路上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那些平时生活里被我们忽视
了的，遗忘了的，都慢慢浮现出来，坐在路边的咖啡馆悠悠
地喝一杯咖啡，路人就是最好的风景，这样的幸福也只有在
路上的时候才能体会。看到的那些景，遇到的那些人，做过
的那些事，都是为我们遇到那个最好的自己做的准备。如果
你觉得累了，倦了，烦了，乏了，那么就上路吧。那个更好
的自己，就在某处等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