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实用9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一

《一个人的遭遇》主要是让学生知道索科洛夫的遭遇，以及
索科洛夫这样的遭遇并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的。这两点学生都能很好地掌握。

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衔接仍然是个问题。比如说第二课时
中让学生复述完索科洛夫的遭遇后，直接让学生找出索科洛
夫流泪的场景并分析。这显得很突兀，很不自然，可以试试
用几句话把这两个教学环节连接起来。如都说“男儿有泪不
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索科洛夫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他
有没有哭呢?请同学们找出文中描写索科洛夫眼泪的三处情
景(最后一处眼泪是描写文中的“我”的)，并加以分析。如
果这样做的话，两个教学环节就很自然地衔接起来了。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教学反思（一个人的遭遇）就到这里
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二

导引：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时
至今日，世界上的枪炮声仍然没有平息，仍然有人在流
血……战争每天都在毁灭生命，毁灭财富。让我们苏联作家



肖洛霍夫去感受二战的残酷，去感受一个人的悲惨遭遇……，
去感受那血雨腥风的时代。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三

1、通过对作品的研读、探讨，理解“一个人”的含义及他的
典型意义。

2、理解人物在战争中的遭遇，对肉体及心灵造成的巨大灾难，
从而对战争的罪恶有深刻的认识。

回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痛
苦。时至今日，世界上的枪炮声仍然没有平息，仍然有人在
流血……战争每天都在毁灭生命，毁灭财富。让我们跟随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去感受二战的残酷，去
感受一个人的悲惨遭遇。

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当代著名小说家，生于顿河地
区的一个磨坊主家庭，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
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1965年，肖洛霍夫“用于
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
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

1、解题：（在预习的基础上加以探讨，有助于对本文主题的
把握）

一个人的遭遇中“一个人”指谁？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单纯
的一个人？他的典型意义表现在哪里？（他代表了哪些人？
在课文中能找出那些人吗？）

明确：

一个人指索科洛夫，但并非指单纯的一个人，他是一位在战



争中挺过来的一个人，但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一个人，这样
的人几乎在苏联的每个家庭中都存在着。（反法西斯侵略的
卫国战争是苏联历史的重要篇章，苏联人以每个家庭牺牲一
个成员的残重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在课文中还有和他有
着相似经历的那位复员的残疾的老朋友，还有在战争中丧失
双亲的小孩子凡尼亚。尤其是索科洛夫与凡尼亚两人的命运，
基本相象，两个合二为一的共有的命运，体现了“人的命
运”，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在索科洛夫身上有着三种朴素而又珍贵的品质：对战争及苦
难生活表现出来的坚毅；在战俘营中维持着一个普通战士的
尊严；在残酷的战争中并未使他心灵枯竭，反而让他的心灵
更加高贵与温和。作品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形象，感
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

2、人物命运的不幸是通过其遭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内心活动
变化展示出来，那么请快速阅读全文，找出索科洛夫具体遭
遇及内心活动的相关句子，并作具体分析。

明确：

补充部分：在苏德战争中受伤被俘dd冒险逃跑但被抓回dd被
派为一个少校工程师开车，找机会俘虏了少校，冲过火线，
回到自己的队伍。（在战俘集中营中受尽折磨）

第一部分：从俘虏营逃回后得到家破人亡的消息。(索科洛夫
的内心：“当时我没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黑，心缩
成一团，怎么也松不开来。”)

过去亲手建起的欢乐家园，现在的景象是“一个很深的弹坑，
灌满了黄浊的水，周围的野草长得齐腰高……一片荒凉，像
坟地一样寂静”。（索科洛夫的内心“站了一会儿，感到穿
心的悲痛。”）



第二部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当了大尉和炮兵连长的儿子
身上，然而，他等来的是儿子牺牲的消息，而且是战争结束
的那一天。对儿子遗容的描写更让人感到悲伤。“我的儿子
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
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
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索科洛夫的内心：“我
的眼泪在心里干枯了”，“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
“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

第三部分：战争夺走了索科洛夫全部的希望，他最后一点小
小的愿望也破灭了。（索科洛夫的内心：他想忘却，可是伤
痕是抹不平的，百无聊赖，他又开始喝酒，虽然是为了解解
疲劳，也和他试图忘却战争造成的不幸。）

第四部分：人生转折，领养孤儿凡尼亚。[这一部分写得最为
详细。这一部分作为本文重点探讨的地方，需作重点处理，
后面有关题目设置也是抓住这一部分设置]“看到他睡在我的
胳肢窝下，好像一只麻雀栖在屋檐下，我的心里快乐极了，
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夜里，他睡熟了，我一会儿摸
摸他的身体，一会儿闻闻他的头发，我的心就轻松了，变软
了，要不它简直给忧伤压得像石头一样了……”（索科洛夫
的内心：心变软了，轻松了，像是又找到了家的感觉。他的
全部希望，似乎全寄托在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了，凡尼亚成
了他生存的全部意义。）

第五部分：收养凡尼亚后刚刚有点安宁的生活，却又出了事
故：一次意外的车祸结束了在乌留平斯克的生活。在初春，
索科洛夫带着孩子到外地去谋生。这就是索科洛夫的全部生
活。九死一生，经历了战争磨难的索科洛夫是坚强的男子汉，
但是最后一段叙述，说出了他的心灵世界dd战争留下的精神
创伤，不能忘怀。（索科洛夫的内心：……只是我的心震荡
得厉害，得换一个活塞了……有时候，它收缩和绞痛得那么
厉害，眼睛里简直一片漆黑……还有一件痛苦的事：差不多
天天夜里梦见死去的亲人。而最常见的梦是：我站在带刺的



铁丝网里……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
了……）

总结：索科洛夫，这个普通的俄罗斯人，在他的祖国遭遇到
严峻考验的年代，在他个人承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的年代，
在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一切的情况下，他以百折不挠的意志，
以他伟大的慷慨无私的胸怀，战胜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的伤痛。

明确：

索科洛夫饱受战争痛苦，他的叙述始终是感伤的，然而又流
露出逆来顺受，几近麻木的心情。他忠厚朴实，历尽苦难而
坚忍不拔，受尽摧残而心地依旧善良。（结合第1题理解）

3、本文中，索科洛夫领养凡尼亚部分写得特别详细？这是为
什么？

明确：

这部分是索科洛夫情感变化的重要转折，是索科洛夫从战争
创伤中走出来的重要契机。两个饱受战争创痛的人就像被飓
风卷到一起的树叶，凡尼亚是索科洛夫余生的精神慰藉。

另外，凡尼亚的遭遇同样是因为战争让他失去了一切，还是
一个小孩子，就已经学会了叹气，索科洛夫为了让这只“小
雏儿”永远不再叹气，于是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而关怀备
至地培养春天的幼芽、竭尽全力不让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孩子
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也是本文的中心主题之一。

明确：

《一个人的遭遇》标志着肖洛霍夫从“顿河的歌者”上升为
苏联人民命运的关怀者与同情者，在这里，他通过索科洛夫
形象的塑造，显示了更关怀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对他们



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用普通人对命运对战争的抗争唱
响了一曲人的赞歌。

1、最后一节中，凡尼亚举手向“我”告别时，“仿佛有一只
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假设你就是“我”，
当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请用300字左右的短文来表达你
的感觉。

2、课下预习《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3、搜集关于战争难民问题的资料，并对资料作一些解说。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四

今年夏天，中国西南地区下了很多雨。我刚刚在贵州安顺结
束了一个凉爽的假期。现在我正坐火车去河南开封看我的妻
子和儿子。

在我和哈罗德一起开始旅程的前几天，我突然被你抓住了。
就像许多读者感谢你写他们的故事一样。哈罗德是平行宇宙
中的另一个我。同样受挫于工作、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但最后，我发现你写的这本书对我有疗愈作用。它的前半部
分在让我发泄情绪的同时再现了场景。顺便说一句，我整理
了一下。它的后半部分提醒我尽量沟通和改变现状，就像我
前段时间做的一样。

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虽然没有更多的思考幸福的本质是
什么。

为了幸福，我们一直在路上。

有时放纵，有时狂野。



有时胃灼热，有时若有所思。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五

如果是主人公来回答，一定是：“没有为什么，从来没想过
开始，但是开始了也没想过放弃，我从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但我也没想过。”好像这场无计划的旅程只是一个不能激起
波澜的小插曲、小想法，不小心成真罢了，这些“意外”其
实是过往的经历在特定的时刻激发了主人公长久以来无法倾
诉、无人理解的与家人疏离的挫败感，那可能是猛然迸发的
心情：“我还能去哪里，那我就去看看她——我的好朋友”。

与妻子的疏离一定是最难以面对的，曾经因为相爱而成为生
命中最重要的人，那是相携多年的伴侣啊，那场旅行就像是
逃避，已经走了岔路的人，要追赶多久才能再一次并肩前行。

途中的友人有善有恶，有真有假，也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
让主人公这场原本就轰动的旅行增添趣味和人味，我们不曾
得知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朝圣之旅是否会救赎他，我相信会，
从他决定开始，就意味着与自己和解，与人生和解走了许多
年的分岔路，终于有一个人开始回头找寻。

主人公的命运，就似每一个遭遇了被动的人生变故的不幸的
人，被动就是发生了与自己有关的事，因此生活被改变了。
意外每天都在上演，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是我们永远无
法改变这些走过的痕迹，能改变的只有情绪、心态、意
志......也许这场改变会有意外之喜，总之作为这些那些意
外的主体，我们能操纵的只有自己，不与生活较劲，不被意
外烦扰，尝试与他和解，日子才会不那么绵长无味。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六

一个人的朝圣给我印象深刻，没想到还有第二部。蛮好。



作者用奎妮的视角来写这本书，开始我以为不好看，中间也
想过弃文。但是联想看第一本的感受，我坚持看完了。而看
完后回头去思考的时候，才发觉这本书的美好所在。

奎妮爱的真的卑微呀。哈罗德不是多么厉害的人物，只是啤
酒厂一个普通员工。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他说出她的爱。然
而他的儿子戴维和老婆一眼就洞察了她的秘密。

戴维的死，其实是必然的悲剧。奎妮做出了努力，去帮助过
他。然而戴维依旧因为抑郁，最后自杀在家里的花园里。

奎妮为了帮哈罗德保住工作辞职。最后在海边悬崖峭壁上定
居，并且精心创作了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里种着花朵，还
有象征哈罗德和戴维等人的木头人。有石头贝壳做的院墙，
有海藻贝壳做的装饰等等。

奎妮得了癌症，用最后生命有限的时间给哈罗德写信，对于
一个连进食都困难的人来说这种近乎自虐的写信就像一种生
命的燃烧。她娓娓道来那些哈罗德不知道的关于戴维的事情，
她祈求着实际上不存在也不需要的原谅。

这种卑微的爱，让人动容。

在垂垂老矣之时，在每一天几乎都有身边的病人离开之时，
她勇敢的坚定的活着等待着。这大概也是一种朝圣吧。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本书，我没有掉眼泪。不是因为这本书
不感人，也许是因为这本书里的人物太坚强。坚强到让人心
疼却不悲伤。

奎妮的爱是卑微的，但是也是伟大的。其伟大在于，她仅仅
是爱着，没有任何索取，不求任何回报。而戴维，那个聪明
的孩子，一直在索取却没有付出。对立的极端，反差的残酷。



奎妮的离开是必然的。因为她注定是不属于这样一个平凡的
哈罗德。可以说哈罗德配不上这样的奎妮。她是一个悲惨的
女人，经历了感情的失败，然而她勇敢的去爱，哪怕这份爱
只属于她自己。

对于奎妮的爱，开始我是不屑一顾的。默默单恋一个普通的
已婚老男人哈罗德，好像挺没出息的。看完整本书后，我才
觉得奎妮的爱让人敬佩。因为卑微到尘埃里的爱，被她小心
翼翼的藏着，这份守口如瓶就让人心生敬佩。最后的奎妮终
于活着等到了哈罗德，了不起。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七

选择这本书来写，是因为与它有过一面之缘，《一个人的村
庄》，不像那些所谓的乡村故事，俗不可耐，令我们这
些“城市人”嗤之以鼻，乡村的都市是淡淡的，死的，活的，
都是活的，喜剧，悲剧，正剧，都是人生。一个人的村庄，
作者是有多孤独，是有多浪漫，才选择到村庄中遁世。

刘亮程即是本书的作者，刘亮程，不是什么文绉绉学究气的
学者，是个有点拔顶，有点乡土气的，朴素到平凡，朴素到
不平凡的男人。如果可以强调他的性别，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俗气，但是不然，就是这样的男人，才能将泥土的芬芳融进
他的灵魂深处。

刘亮程，生活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沙湾县的一个小
村庄里，就是这样听起来十分贫瘠的地方，孕育了这样一个
与众不同，充满人情味的作家。

说到人情味，有的人不懂，到底什么是人情味？我说，人情
味不是客套的寒暄，不是卖弄的慰问，而是一个人真正的性
格人性美。人情味不仅仅是对人的情有味，觉得与动植物交
好的人更有人情味，这种人，有爱心，有情趣，有风格，有
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香味，很美哪~你看，他写狗，他写猫，他



写驴，甚至是一株小小草，他也能全面的看待，就像看待一
个人那样，就像看待自己的朋友，你的缺点，你的好，你的
癖好，你的事，我都记得，统统记得，一清二楚。

现在浪漫也说了，人情味也结了，而关于孤独苍凉的问题，
我还没有说。

《第二辑风中的院门》里，童年作者的人事，被“刘二之
风”吹走了。“刘二之风”，莫不是一种时间之风，周杰伦
《东风破》有一句歌词写得好，“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
“刘二之风”偷走了记忆之河里匆匆流动的人事之美，物是
人非，也是苍凉。“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亦是
《东风破》，异曲同工，我们无法抵挡这种种。

《第三辑家园荒芜》中，家园荒芜例外，时间，又是时间，
不仅把这人事，更把这变迁中的景致也摧毁有人常说，因为
改变，所以怀念。这句话用在这里在确切不过了。“故乡是
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当“我把故乡
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的时候，昔日的黄沙梁
没有变成想象中的样子，却是荒芜了，它比兴旺和繁荣都
要“更强大，也更深远地浸透在生活中、灵魂中”。所
以，“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
迈上了虚无之途。”

故而，这苍凉，当时时间匆匆流失的苍凉，是一个旅人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只有这经过
时间磨砺的孤独才如此真实而感人，如此令人沉静，我们会
想，谁没有这一个人的村庄呢，我们是村庄中的一员过客，
再浪漫也有离开的一天，心底的苍凉，才是自己最能理解的。

刘亮程被誉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他的《一个
人的村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结合。
这本书所传达的美学无可挑剔，或许，如果不是一篇纪实文
学，而是一篇小说，那么，这将又是小说中的一个珍品，更



是艺术品了。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八

读《一个人的朝圣》这本书很长时间了，今天借着整理电脑
的时间翻到了之前的写下的读后感，阅读一番又简单润色了
一下放到公众号上来，曾几何时，这本书已经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笔者。

小说故事梗概

小说的主人公哈罗德于星期二早晨接到二十年前的老友奎
妮·轩尼斯的一封信，信中说奎尼得了癌症，在贝里克郡的
一个疗养院内，贝里克郡位于英国北部苏格兰，而哈罗德此
时住在英国南部英格兰的金斯布里奇。这位老友奎妮原本是
他在酿酒厂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后来因为替哈罗德顶罪被解
雇之后再也没有了联系。多年未联系，突然收到来信竟然是
告别信。这封信一下子打破了哈罗德退休后这种索然无味平
淡无奇的生活，他开始给奎妮回信，但是想来想去始终还是
觉得不管怎么写，在一个多年未蒙面的老友、在一个即将离
世的人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最后他决定亲自带上这封回信
去看她，走着去，不是开车，也不是乘火车、乘飞机，仿佛
只有这样，才最能显示出他的关心和诚意，仿佛只有这样，
奎妮就会好起来，等着他的到来。因为这样一个信念，哈罗
德从金斯布里奇步行到了贝里克，历时87天，途行627英里。

一路上他回忆了自己过往的生活：在其幼年时就离家出走的
母亲和酗酒的父亲，十六岁时父亲丢给他一件大衣让他离开
家，与儿子戴维深深的隔阂和戴维的离世、与妻子莫琳深深
的隔阂导致后来的分居。这些回忆都深深地折磨着哈罗德，
都是主人公不愿面对的过去。在哈罗德离开的这段日子，他
的妻子莫琳也想起了以前的生活：为什么就和丈夫走到了这
样的地步？莫琳将戴维的离世怪罪到哈罗德头上，说他不是
一个好父亲，从来没有给过戴维关爱，后来莫琳翻看了一部



相册，看到哈罗德和戴维的合影，感觉到他们父子以前是尝
试过好好沟通的。莫琳也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在哈罗德行
走的时间内，他们都直面了这二十年来不愿面对的内心世界，
他们发现自己深爱着对方，最终得以化解隔阂。他们想起了
刚认识时的场景，想起当时认识时的玩笑，想起了二十多年
来一起经历过的一切，最后莫琳决定开车去接丈夫回家，而
她也见到了老朋友的安详离世。

朝圣是救赎的升华，救赎是朝圣的本质

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最简单的莫过于步行，它不需要任何
的工具，只需要一个坚定的信仰。步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
我们也都经常习惯在夏日的晚风中散步消食，享受夏夜带给
我们的宁静；而信仰之所以坚定，是因为步行尤其是一个人
步行的宁静让我们不断进行内心斗争和思考救赎。

提及信仰，人各有异，但我们都应该相信一点：当一个人拥
有了坚定的信仰，他将会充满无穷的力量，主人公哈罗德便
是这样。

但说到他的信仰，也是让人哭笑不得。他心里想，“只要他
在走，奎尼就一定会活着”，这听上去的确有些荒唐。我们
也不难想起儿时的自己，也是像他一样可爱地“自欺欺人”，
幻想着只要自己能单腿连跳十步，期末考试就可以顺利拿
到100分；要是一下子能把篮球抛进球框，自己会很快长高10
厘米……而现在看来，这岂止是儿时的天真，即使到了成年，
这种幻想还是某种程度存在的。

哈一生平庸，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没有做过任何大起大落
的事情，反而还做出了很多的蠢事。

在儿子溺水的时候，他却不慌不忙地解鞋带，给儿子留下了
童年的阴影，直到儿子抑郁自杀也没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父
亲，而儿子的死，又让妻子莫琳对哈产生了巨大的鄙视，哈



也因此开始酗酒，不好好工作，甚至砸了老板的店，到头来
却是自己老朋友奎尼为他背了黑锅。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
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哈罗德都是那么的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奎尼的来信唤醒了麻木不仁的哈罗德，这
封信给了哈重生的机会，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哈突然发
现还有老朋友的惦记，这让他倍感欣慰。至此，他终于踏上
了朝圣的征途。

哈罗德带着回信错过一个又一个的邮箱，87天，627英里。所
谓的朝圣不仅考验着他的忍耐力，而且考验着他复杂的内心。
朝圣途中，哈回忆起往事而自我救赎，妻子莫琳同时也在进
行着内心的思索，她开始慢慢地原谅丈夫，甚至到了最后
的16公里，还成为支持哈罗德的精神后盾。

到了文章的末尾，哈终于和老朋友奎尼见了面。结尾并没有
像其它大部分文章那样有多么轰烈的场面描述，反而是十分
平静的刻画。就好比一个人总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不断努力、
不断挣扎，在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迎来成功的时候，内心是
十分平静的，我想这就是一种自我的升华，救赎即升华。

经历了朝圣的一波三折，哈终于见到了奎尼。他拾起了那段
逝去的友情；“两个身影就这样拉着对方的手，站在海边，
在笑声中，摇晃。”

所谓救赎是朝圣的本质，朝圣是救赎的升华，最后留给的读
者不只是一个和谐的画面，还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心境。一个
儿童般天真的信仰，哈完成了朝圣的救赎，造就了夕阳的幸
福。

一个人的遭遇读后感篇九

此时我刚刚读完《一个人的朝圣》这本书，我的心中升起淡
淡的忧伤，雷秋·乔伊斯到底在诉说什么？主人公哈罗德于



一个星期二早晨接到一位二十年前的老友奎尼·轩尼斯的一
封信，信中说奎尼得了癌症，在贝里克的一个疗养院内，这
里属于英国北部苏格兰的地方，而哈罗德此时住在英国南部
英格兰的金斯布里奇。

哈罗德给奎尼写了回信，但这信是哈罗德自己送去的，经过
与一个加油站女孩的聊天，哈罗德突然想走着去贝里克，因
为哈罗德相信只要他走着，奎尼就会活着。因为这样一个信
念哈罗德从金斯布里奇步行到了贝里克，历时87天，途行627
里。

但我感觉这不是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故事，哈罗德此时已经年
迈，在途行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磨难，他回忆了自己过往的
生活，在其幼年时就离家出走的母亲，酗酒的父亲，十六岁
时父亲丢给他一个大衣让他离开家，与儿子戴维深深的隔阂
和戴维的离世，与妻子莫琳深深的隔阂，导致后来的分居。

这些回忆都深深的折磨着哈罗德，但在途行的路上这些回忆
却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在哈罗德离开的这段日子莫琳也想
起了以前的生活，为什么就和丈夫走到了这样的地步，莫琳
将戴维的离世怪罪到哈罗德头上，说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从
来没有给过戴维关爱，后来莫琳翻看了一部相册，看到哈罗
德和戴维的合影。

感觉到他们父子以前是尝试过好好沟通的，莫琳也进行了一
些自我批判，在哈罗德行走的时间内，他们都直面了这二十
年来都不愿面对的内心世界，他们发现都深爱着对方，最终
得以化解，莫琳也搬回去和哈罗德一起住，他们想起了刚认
识时的场景，都想起当时认识时的玩笑，他们都笑了。

一个人的朝圣，与其说走在路上，不如说走到心中，面对一
些我们不敢面对或不愿面对的心结，只有我们勇敢面对才能
打开心结，最终获得理解、获得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