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逃离小说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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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小说读后感篇一

寒假我拜读了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也许我个人的感受并
不完全切中作者写书的本意，但我想，我所看到的，即是我
所收获的：学会适应，懂得满足。艾丽丝·门罗，一名加拿
大安大略省的农家姑娘，她出生在渥太华，大部分时间都在
这个安静的城市度过。她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逐渐形
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的写作风格。故事
背景大多为乡间小镇及其邻里，故事人物和现实中人并无二
致，亦经历出生与死亡、结婚与离异。但泥土芳香的文字背
后，却是对成长疼痛与生老病死等严肃话题浓墨重彩的描写。
她的笔触简单朴素，但却细腻地刻画出生活平淡真实的面貌，
给人带来很真挚深沉的情感，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厚的情感。
很多人把她和写美国南方生活的福克纳和奥康纳相比，而美
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甚至将门罗称为“当代契诃夫”，
而在很多欧美媒体的评论中，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当代最
伟大小说家”的称号。但无论作者如何，读者的感官是最重
要的。我喜欢她的作品，平淡但却并不无趣。每一个故事都
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与这本
书的同名的第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人的逃离故事。

卡拉，本篇故事的女主人公，厌倦了她的父母和他们的中产
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她的父母，跟随她的男友，
克拉克，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新的生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农场，不幸的是，经过几年的经营，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贫



困。克拉克于是想到向西尔维娅夫人勒索钱财，而卡拉并不
赞同。与此同时，卡拉对穷人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又想要
逃离。西尔维娅夫人——卡拉的忘年交女，对卡拉有着不同
寻常的好感，她喜欢这个年轻、聪明、乐观、热情的女孩。
于是卡拉在西尔维娅夫人的帮助下逃离了“让她再也受不了
的”男友克拉克，坐上去多伦多的大巴，想在那里开始新生
活。然而，她在去多伦多的路上，对自己的未来思考，并感
到担忧。她意识到她的逃离是无用的，她不能忍受的是日常
的生活，而不是别的什么，即使她现在离开了克拉克，她仍
要过着日常的生活，而且可能更加艰难。她在路途中就崩溃
了。她打电话求克拉克带她回家，她最终放弃了逃离，和西
尔维娅断交了，也回避了丈夫杀死自己宠物的可能性。逃离
是痛苦的，可出走的半途中发现能“拯救”自己的依然是自
己逃离的地方，更令人沮丧。卡拉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
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
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出逃
后的少妇学会了控制、隐忍，忍受婚姻的瑕疵，学会不追问，
不去超越生活，归降，将自我和诱惑埋到地底。她仍然有着
逃离的欲望，只是她深藏了这个欲望，让它在时间的流逝中
越藏越深，直至忘却。

文中有几段让我思绪良多。卡拉在离家前给她的父母留下一
个字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加真实的生活。我知道
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她渴望她
称之为“真实的”生活，然而，她厌倦了的不正是她所追求的
“真实的”生活么？我第一次读到这的时候对她的行为感到
十分困惑。我认为她的生活，不论是与她的父母一起，还是
与克拉克，都是和平、正常的。而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发现
了卡拉内心无声的痛。在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两段话：“她
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
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
出那根针依然存在”、“卡拉发现，对于埋在心里的那个刺
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现在再也不是剧痛了——事实上，再
也不让她感到惊异了。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是对她



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在的诱惑”。在我们的正
常的生活总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忽略的。它们并非来自战争
或暴力，它们来自人类的心灵。人类的心灵是如此坚强，再
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而人类的心灵又是如此脆弱，一点小
事就会使我们遍体鳞伤。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去适应，懂得
满足。这让我们坚强，不会轻易受伤，同时让我们懂得享受
生活。

逃离小说读后感篇二

这个故事与《安娜》有相似之处，结局却不同，特别是，特
拉弗斯太太说，女人总能撑着活下去。这里大概说的是女人
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使命感吧——被澡盆那样的琐碎所淹没
时，感情也能倾注其中。但显然，这份比男性多出的韧性是
有代价的，这也说得上是对格雷斯的劝诫——甘于家庭生活
也许卑微又值得倾佩，但不甘于此也无法自欺欺人，重要的
是该给情绪找到一个出口。

从这种意义上说，包法利夫人和安娜的结局都是必然的，当
时的女性鲜提家庭外的出路。也不应局限在男女性别角色，
无论构建怎样的世界，都只是打发生命虚无的手段罢了，只
有繁琐的生活方能掩盖潜意识中的绝望，如果无所适从，生
活就难以为继。

可是支撑繁琐和忙碌的是什么？情绪的出口在哪里？

逃离本身不是目的，人最终需要的，是归属感——因为毫无
归属，所以不停地逃离。

出走后没有栖身之所，是流浪；

逃离而没有更好的方向，放眼望去，都是荒芜。

所以，逃离需要勇气，这份勇气激情可以给我们，可这仅仅



是开始罢了。如果能让心更有归属感，逃离就是值得的，但
直面生活同需勇气，没有归属感，在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逃
离后，激情便将我们淹没。

从另一条线看，支撑尼尔的是什么？作者在「驾驶教学」的
片段中有所提及：

「我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呀？」她说。

「还没教你怎么停，你就先别停。」

出路在哪里？作者并没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候，只是
抛出问题的作家似乎会显得比在抛出问题的同时试图给出解
决方案的作家更让人觉得深沉。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生活
中的问题并无答案，仅仅给出答案的作者虽然好心，可是在
说出答案的那一瞬间总不免让人产生“又是老生常谈”的笨
拙感，那些提供答案仍然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家，成功之处并
非是他们提供了终极的生活解决方案。

逃离小说读后感篇三

漫步在柳堤上，碎碎的柳絮激起心中的波澜。仰望苍穹，顿
悟芸芸众生是如此的不解人意。泛黄的书签微微微卷起，不
知不觉地，想到了逃离。

闭眼苦想，抉择这自己所必须面临的人生路。低头瞥见日晷
的缩影，不由得追忆起海子“那个幸福的人”，第二
天，“劈柴，喂马，周游世界”。悲索的记忆，涩涩地，而
我决定面朝大海，暗夜逃离。

妄想游历世界的心，在真真切切的现实面前变得如此不堪一
击。为了清静无为的生活，新近也学会了坚韧。逃离到哪?一
直在冥冥之中思索着这个问题。



无所谓对错，仅为了自己。我鼻尖酸酸，不再浑浑噩噩。此
刻夕岚的碎影，在结局处掩映着祥和恬静的精神家园。

千篇一律的格式，日复一日的寡淡，逐渐向往那些异乡的风
土人情。于我而言，逃离宛如童话故事里的美梦，可望不可
及。我只有向往的权利，所触摸到的永远只是背影。

逃离之前，心中有过不甘。在无期的黑夜，愕然觉醒这不只
是简单的回归。

在星空下，一次又一次的，想成为星星的孩子。我沉浸在诸
多的文学巨作中，在寝室废寝忘食地阅览，总是怀着这样的
希冀。如痴地陶醉在书海中，仿佛游历在祖国/大江南北，观
黄山奇松，品周庄堤桥。或许有过很多次，在典籍中，或品
味那份宁静，或欣赏那份恬淡，或叹惋那份舒适。心中的梦
想一步步被蚕食，只记得搜索过熟悉的往昔青春无悔的身影。
正如心中有残梦，所以不曾自惭形秽。但又始终窥觎惊艳的
蓝莲花，在苦苦地做着自我的挣扎。

一度坐上落漆的火车，奔向憧憬过的'小城。小径旁的法国梧
桐，寂寞歇了一地。道路尽管有些泥泞，心情还无比地亢奋。
风尘迷住了脸，感觉很是粗糙。眼角沁出的泪，略微有些伤
痕。曾经是那么地奢望，如今身临其境，愁满了一席。霓虹
灯的温暖，有点不习惯。肃杀的寒夜，让人感到窒息。

逃离之余，缅怀起记忆深处的小乡村。那里，有过一脸的茫
然，有过一时的畏怯，有过一丝的隐忧。多么怀恋，可现实
总与乌托邦相去甚远。耳畔，是水牛的声音，不绝如缕，让
人很是温馨。菜地与现在的花园却是迥异，唯有插秧老农的
侧影还是那么熟悉。

尽管行走在别离之中，心中的伤痛得以熨平，欢笑得以绵延。
我掩面絮语着，隐着灰暗的长影逃遁开来。



逃离了梦魇，我脸上晕开了笑颜。我不想欺骗自己，于是逃
离回皈依感的精神处所，可发现总嫌它不够好，自己却没有
好好把握。我知道，身体逃离同时，内心又在回归!

逃离小说读后感篇四

爱丽丝?门罗的作品集来到我家的书架上完全是由于她得了去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某个对我
闺女怀有青春期骚动的小子几乎在诺奖公布的第一时间弄来
了这本书。算得上时髦又风雅的礼物，女儿看上去很喜欢，
而我不像小丫头那样性急，我得看完它再说。

憋了半年后才读它是出于反潮流的情绪，真正的文学和新鲜
度无关，相反，经得起时间筛选的才是好书。

昨天看完了第一篇《逃离》，有点失望。稍后发现错在我自
己，由于诺贝尔的光环，我把它设想成一顿大餐，结果很清
淡。清淡不见得就不是美食，扉页上也说了，平凡和僻静是
门罗的写作风格。是诺贝尔奖要引领低糖低脂的时尚口味，
是那些评委总是喜欢另辟创意，比如：他们可以把反贼和忠
良放在同一个获奖台上。一点也不像春晚那么死板，换了谁
当导演都是一成不变的姹紫嫣红。

先得把情节提炼出来，看别人写读后感全是这样的，我以前
老是把这个程序省略。

卡拉和克拉克是一对穷夫妻，在一个好像是旅游景点的地方
经营了一个马场。这个夏天因为连日阴郁，暑期里的生意有
点惨淡，连家里的宠物山羊也不恰时宜地玩起了失踪。反正
一切都糟透了，夫妻俩的坏情绪像潮湿空气里的霉斑一样滋
长。丈夫克拉克逼着妻子卡拉去敲诈有钱的邻居，一肚子怨
气的卡拉反倒在好管闲事的邻居帮助下起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在逃跑的长途车上卡拉想起了自己更早一次逃离经
历&dash;&dash;几年前她不顾一切的跟克拉克私奔。回忆让



卡拉从逃脱的兴奋转向前途迷茫的恐惧，然后她回家了。天
气晴朗了，明媚阳光下的马场似乎还是那么忙碌和美好。然
而邻居的来信无意中揭示了卡拉钟爱的山羊是被克拉克谋害
了，可能这小气的男人在吃山羊的醋。刺痛卡拉的尖刺依旧
存在，不过，现在她选择了忍受。

要是我的理解力偏差不是太大的话，小说内容概况就是这样。

其实，这算得上是个好故事，细节的处理上十分精致，例如：
卡拉杜撰性骚扰事件取悦丈夫，卡拉突然而起又突然熄灭的
逃跑念头，克拉克去邻居那里兴师问罪时山羊突然出现造成
的效果。这些看似非正常的情节在正常世界里既合理又微妙
地流转着，而且那么顺畅，顺畅中带出了人物内心的隐秘。

作者大概想说的是生活对人的磨损吧？人们在诸多不如意中
消磨理想，消磨个性，消磨对事物的敏锐感受。任何逃离都
是暂时的，到哪里都是一张疏而不漏的网。

写到这里觉得这主题有点面熟，我们的钱钟书老先生好几十
年前就写过类似的人生无奈，只不过东西方的表达方式不一
样，我们是被挤得别无选择，里外不是，他们是空荡得没着
没落，无路可逃。

逃离小说读后感篇五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梭有句名言：动物生而自由。自由，是
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奋斗目标，无数人为自由奋斗、献身。
读完尤里。帕夫洛维奇。卡扎科夫的小说后，我明白了动物
生而自由，渴望自由。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只从小生活在马戏团的老熊特迪，早已厌
倦了莫名其妙的演技生涯。一个偶然的机会，它逃出笼子，
走进森林。虽然他没有任何丛林经验，时时遭遇危险，但它
凭借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历经磨难，终于成为一头



真正的“熊”!

在特迪逃出笼子，渐渐地熟悉了丛林生活后，书中有这样一
段描写：“它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特迪了。它似乎正在重新
理解生活的意义，和过去做最后的告别。它没有向公路上的
人们走去，也没有表演它在马戏团学到的任何一个滑稽节目，
只是在那里默默地思考着。后来，似乎什么东西又回到了它
身上，又好像丢掉了最后一个重负，它把同人类社会联系着
的最后一根纽带斩断了。”我想它理解的生活的含义正
是“万物生而自由”!经历了自由的丛林生活后，它明白了以
前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以前的生活不是它想要的生活，
它不该过那样的生活!它理解了自由的伟大和珍贵，理解了丛
林的自然法则，理解了生活的伟大意义!虽然，它的童年已经
一去不复返;虽然，它的童年蒙上了被人类控制的阴影;虽然，
它的童年是压抑而痛苦的.;但是，它已经脱胎换骨，这真是
一件令人欣喜又感动的事情!

读完这篇小说，我不禁感慨：任何动物的内心深处都是渴望
自由的!然而，现在仍有许多动物从未获得过自由，没有体会
过自由的美好，甚至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了。这是一件多
么可怜又可悲的事情啊!人类和动物共同拥有这个世界，保护
野生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
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在这里，我想说：
强迫动物登台演出，粗暴剥夺动物的自由，对动物来说无疑
是变相的奴役和摧残。尊重动物，善待动物，赋予动物享有
自由的权利，才是对动物极大的保护!

正如书中所说：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东西!它像太阳，像巨大的
星空，像迅速奔腾的河水，又像是温暖的和风!不惧怕谁，也
不用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既是老熊特迪对比自己前后
生活发出的感慨，又是无数动物最卑微的愿望!动物生而自由，
还给动物自由吧，让我们的大自然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