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优秀8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今天我要讲述一个让我深感触动的
故事。在接下来的分享中，我将为大家解析一个非常关键的
话题，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这里有一些有关XX的
实用建议和技巧，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一

时至今日，重温过几遍这篇短文，拨开迷茫，我看到了余华
面对人性之恶的冷漠、冷静的叙述和极力渲染；看到了那个
少年形象，看到了一种孤独的，在路上的精神气质；看到了
真实与残酷‘也看到了存在与怀疑。

《十八岁出门远行》展现出的这一系列发展，看似怪诞，云
里雾里，却也契合了阎连科这样一段话：“我们忘了，小说
之所以是一种虚构，正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空穴来风’
和‘无中生有’。我们忘了，其实生活的复杂，残酷，肮脏
与美好，都要比他们看到、想到的复杂得多，残酷得多，肮
脏得多，也美好得多。就算你是最具天才想象的作家，事实
上，你也想象不到生活有多复杂、多肮脏、多残酷、多美好，
这也正如我们无法目测大海的深度一样。”

“我"这一切出门远行的遭遇，都让“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成长起来，这一切的遭遇都让“我”被成长。越长大越懂事，
也越笨重，走起路来，身上已经有越来越多，不得不背负的
负担，家庭的，信念的，生命的，现实的，其实也包括梦想
的。常常是为了走得稍微轻松一些，我们忍痛割爱地瑟缩了
自己的梦想，逼仄它们到阴暗促狭的角落里去。渐渐淡忘它
们、抹煞它们、羞于提起它们、彻底抛掉它们。

生活得复杂、残酷、肮脏、美好，周围人的态度都在改造着
在路上的我们。“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失去一些本该一直



继续的朋友，失去了一些本该关系更好一点的朋友，但成长
不就是这样么？不是学到就是得到。你成长中所有遇到的问
题，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解决了，你就成为了你这类人当
中的幸存者。不解决，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可能成为
谁。”——刘同如是说。

我们在路上，我们被成长。

十八岁出门远行，成长不止。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二

这天，我读了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本书。
我不禁为本书所展示的世事的冷漠、虚伪、无知、愚昧的一
面和难以把握的世界感到无奈、惊疑和惶惑。同时为“我”
的见义勇为、阳光乐观和纯净的心所震撼和敬佩。

故事讲述的是：十八岁的“我”在父亲的督促下，独自一人
开始人生的远行之旅，正因父亲说：“你已经十八了，你就
应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因此，“我”离开了家庭、离
开亲人的庇护，怀着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和梦想，还有对未来
的完美憧憬，背起装有我远行所需的生活用品的漂亮的红背
包，欢快的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地马一样欢快地奔
跑了起来。

透过这篇小说，让”我“看到了世界的一部分真相，是成长
中我们务必勇敢应对的”丑恶'的一面。让我明白了“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意味着让我们逐渐摆脱
了幼稚，走向成熟。让我也认识到了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
后行。”不能鲁莽行事，否则得不偿失。同时，我真期望像
这种“丑恶”的事和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复存在，多一些
善意的正能量该多好啊!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三

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本书，记载了许许多多的民族小
故事，令人百读不厌，特别是《我可不怕十三岁》这篇文章，
它的作者也很出名。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大胆的想成人世
界喊出了自己的成长宣言：“哼，他们不回答我，我自己来
回答！”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个又一个的疙瘩全解
开！“这些”疙瘩“就是”我“所着迷的一个个问题——比
如刨根问底的想知道外国人为什么害怕十三这个数；询问妈
妈她究竟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特别想搞清楚法国的戴
高乐将军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诸如此类的”疙瘩
“，令”我“一次次的努力去探寻谜底。

我发现主人公，有独立思考、善于发问、坚持不懈的特点。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四

十二岁至十八岁，一个危险时期，但却感觉如此幸福。“成
长”对生命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人生意义与幸福的
领悟，是在遭遇人生苦难时坚强的面对，还是踏入社会后痛
苦的蜕变？或许这些都是成长的皮相和姿态。有一个答案是
肯定和唯一的，这就是成长的力量，应该像柔韧的小草钻出
岩石般倔强和巨大。

书中一个个故事，都讲述了不同的青春，有探讨少男少女们
心中理想的人格建构的；有写出青春期少年对外部世界和内
在自我的独特领悟；也有面对成长所需要的考验，这些都是
本书所描述的故事。

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刚刚开始建立自我意识，性格上逐渐
表现出张扬、独立、甚至叛逆的特点。就如王安忆的《谁是
未来的中队长》，便写出了现代校园最常见的问题：究竟什



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才有资格当上“中队长”，到底是
老师眼里“爱报告老师”同学们的情况的张莎莎，还是同学
们心中爱打抱不平、真诚助人的李铁锚呢？相信作者在心中
早已有了答案。一个不知名的水乡小镇上，一个十二三岁的
少年对美、自由、和勇敢的成长体悟，被谱写成一首朦胧而
美丽的歌，通过短篇小说《昙花、鹤和鬼火》温柔悠扬的表
达出来。刘心武的《我可不怕十三岁》独具慧眼，直接聚集
这个“无法忍受的时期”中，主人公与教育者之间发生的冲
突、理解、尊重等波折。小说将十三岁少年的心理、性格和
情感种种细微变化翻箱倒柜般写出来。十三岁真是一个奇妙
又令人费解的年龄，只要看看主人公“我”被彭老师赶出教
室后，在街头徘徊的那段心理描写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
难怪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会把青春期称作“无法忍受的时
期”。《清水洗尘》又是一部以十三岁少年为主人公的短篇
小说。主人公天灶在腊月二十七这天为了不用别人洗过的`水
洗澡，就算是惹得奶奶误会、父母惊异也一定要坚持到底。
这些都说明了天灶长大了，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不在附属
于任何人了，所以对于天灶来说，用一盆谁也没有用过的清
水才能真正为自己洗去一年的风尘，这也是成长中的他送给
自己的新年礼物。

苏童的《金鱼之乱》中的主人公年龄就稍微大了一些，小说
的开头便说出了这个年龄的特点：“人在十四岁时会迷上一
些乱七八糟的事，譬如打架，踢足球，写诗歌甚至谈恋
爱。”不过还好小说里的主人公只是迷恋金鱼。在这个时期，
不论多迷恋一个东西，很多年后，这种感情就会与白开水一
样淡了，正如小说结尾，当阿全告诉正在北京上大学
的“我”——那最后一条金鱼死了，“我”的反应淡然不经
心，全然没有了少年时期的“失鱼之痛”。看来，作家苏童
眼里的成长是残酷的，曾经视为珍宝的东西随着成长也会随
风而逝。

十四岁后的头疼年龄也便就是十八岁，相对于本书描写的故
事中，现实生活中的十八岁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对梦想



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进一步认识。《哦，香雪》、《十八岁出
门远行》这两篇小说讲述的应该是从青春期到青年期的过度
季，青春期就开始的“成长问题”会一直延续至青年期，，
而青年期又会迎来更多的复杂的“成长问题”。小说中《哦，
香雪》，香雪这个人物，是一个既渴望知识又想走出穷山沟，
走向大城市的女孩，对火车的好奇，对铅笔盒的迷恋，都可
以看好出她是多么想在知识的带领下让台儿沟的人民走向富
强。《十八岁出远门》更多的是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是从校
园转变到社会这样一个问题。

从十二岁至十八岁，本书通过九个故事描述出来，从青春的
苦涩到对成长的认识，从在校园的努力到在社会的拼搏，每
一处都在诠释青春的意义，梦想的光彩。

我正在度过这个最“无法忍受的时期”，从刘心武的《我可
不怕十三岁》中，我仿佛通过一面镜子来看自己，我没有小
说中的主人公罗世凯那么疯狂，但我从文字中仿佛读到了自
己，为什么这个年龄不能读这个，不能看那个，这是这个时
期常有的问题。

相比较青春期，我认为童年更单纯，要不怎么说是金色的童
年。童年呢，一直是大人操心，这些事好像和我们没有一点
关系，到了青春期，就必须自己学会做每件事情。成长需要
磨难，但更需要的是时间。“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是父
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真正长大是需要很多事情的，等到
长大后，会明白这个时期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也感到丢
失了许多。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五

在东方似是晨曦初露，乍回身，已是大地明亮。

是啊，暮然回首，父母已陪我走过了十六个春夏秋冬。在这
十六年中，记忆里有悲哀的、开怀大笑的、委屈的、愤怒



的……应对回忆，父母总是有很多感慨。就像作者对冬冬小
时的回忆，即使对冬冬而言那些已成过去式且显得有些微不
足道。然而，对于作者而言那便是大大的事情。也许，在父
母眼中，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每件事都是值得怀念的吧。父母
就是这样眼中只留下孩子的回忆。因此，使我对父母的了解
更进一步。

步入高中，我学习了《十八岁和其他》这篇课文。文
中“我”对冬冬的期望也许也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吧。正正
因读了这篇文章，才使我更加了解父母对我无言的爱。俗话
说得好：“世界上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我坚信：即使
父母对孩子再苛刻，而他们也是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才。
就像文章中的已计划：“假如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真会情
愿溺爱死你的。”是啊，每个父母都期望将孩子捧在手上呵
护，他们甚至期望将自己的全部都给予自己的孩子。因此，
父母给子女的爱无疑是最伟大的、最无私的、最不求回报的。

然而，在当今社会，应对子女的长大成人父母也许对子女的
约束力也相应加强。正因在应对孩子长大的同时，自己却不
知道该如何对待只要求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看。因此，
父母对孩子便管得太严。有些人便认为父母剥夺了自己的自
由，使自己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使自己感到窒息，生活在
父母的掌控之下根本就没有快乐可言。于是他们开始有逆反
心理。应对父母交代的事情，自己总选取不做或故意做的不
好，父母反对的事情却总是做，不再听从父母的话，变得唯
我独尊。因此，坏毛病一个之后一个甚至父母与孩子都成
为“仇人”。正因两代人的矛盾太多，如思想冲突、观念的
差异，新与旧的不一样，进步与保守的矛盾，这些都对父母
与子女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联由此恶化，
而父母无疑是最受伤害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父母对我不是很严，他们很重视我的
学习。然而，从小我便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应对学习，自己
总是一个头两个打。因此，自己总是逃避学习。自己的学习



成绩一向都不好。父母一向劝我学习，告诉我许多学习的重
要性和优越性。而那时的我只知道玩，心中哪会有学习啊。
就这样，我浑浑噩噩一向上到初三。有一天，老师要我们回
忆过去，说要我们回忆有什么事是自己奋斗过的。我回忆，
我发奋回忆，有的全是父母劝我发奋学习，而我都在干什么
呢？除了顽皮，没了。我茫然了，是啊，我活了十六年，至
今没有一件值得我奋斗的事，那我这十六年是不是空虚度了？
在那一天，我想了很多。使我真正体会到：“黑发不止勤学
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我奋斗了，不再做顽皮的小孩，我
学着长大了。因此，我才能跨进高中校门。正因我真正体会
到父母严厉背后的爱。

然而，应对高中的学习，我也会发奋奋斗。因此，在高中生
活中，我将自己比作正因不懈发奋才破茧而出的蝴蝶，正因
发奋使其完美变身的天使。是啊，高中生活不正好能够实现
我完美的蜕变么？为了完美的未来，为了创出属于我自己的
天地，我要张开翅膀，飞啊。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六

这篇文章情节虽然简单，但展示的冷漠的、难以把握的世界
则令我们惊疑、惶惑。十八岁的`“我”，刚成年，不知现实
世界的冷漠。到了外面，“我”可谓是吃尽了苦头。找不到
旅馆、好容易搭上车却半路抛锚、山民们哄抢车上苹果等。
一系列的事，让“我”经历了磨难与考验。

当离开亲人，父母的庇护。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去迎接，
那些不可避免的磨难与考验。当我们已战胜这些考验，我们
就真正成长了。

余华这个作家的这篇文章的手法，像是鲁迅的写作手法。都
是以幽默的形式来表达一些在人世间的道理与事情。这个黑
暗，虚伪，愚昧的世界被他们两个毫无保留的展示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深受影响。我觉得要经历过一切磨难，我
们人才能坚韧不拔，才会长大。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七

这个暑假我了一本叫做《十八岁出门远行》，读了这本书让
我感受到脸上的眼泪夹杂着欢笑始终在内心流淌。接下来就
让我给大家讲讲吧！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我”在起伏不止的柏油马路上寻找旅店
时的一个迷茫的过程。小说通过“我”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和
人性遭摧残，人们愚味，对现实状况以及未来迷茫的青年人，
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旅店”。其实，那仅仅指的是“我”的
精神的寄存处，物质的寄存处，面对司机老乡的不理不睬，
面对那些野蛮的农民们和本应该善良可爱的孩子们，我更加
的沮丧了，我再次深深的进入了一个迷茫的过程。

知道那个司机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还朝“我”哈哈大笑
时，我绝望了，又饥又冷的我什么都没有了。现在遍体鳞伤的
“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就像遍体鳞伤的汽车一样。还
好，汽车的座椅没有被抢走，这让“我”心里有了稍稍的安
慰，躺在座椅上的“我”渐渐的开始暖和一点了，汽车虽然
遍体鳞伤，可它的心窝还是健全的，温暖的，原来这就
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旅店，这个旅店竟然在这里！我不禁
为这个远行者感叹！

这个青少年的心，深深打动了我，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我未来
的十八岁。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八

皎洁的月光又一次照亮了我的书房，它迟迟不肯离去，仿佛
在等待着什么。我独自坐在小窗旁的桌前细细品读着《十八
岁出门远行》。



书中讲了一个十八岁的“我”步入社会的旅程。当夕阳逐渐
落下，“我”看到了黄昏的头发，“我”不再贪图旅途上美
好的风景，迫切需要找到心灵栖息的地方，“我”觉得在旅
途中不能没有旅店，就像我的人生不能没有理想。

在旅途中“我”迫切想搭车，可是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见，
“我”总是期待着高处，因为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
着“我”——中间的那个弧度中一定有“我”想要的旅店。
可是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我”一次次地往高
处奔，奔来的却不是“我”满心憧憬的旅店——而是车。

不过这也不错，最起码“我”可以搭车去寻找旅店
了。“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递给了他一根烟，给他点
了火。于是，“我”便心安理得，因为他只要接过“我”的
烟，他就的让“我”做他的车。在他的车中“我”发现的一
个箩筐，用鼻子闻，是苹果。

等他修好车，“我”便对他说：“老乡，我要搭车。”却被
他粗暴的叫滚开，“我”对他吼了一声：“你嘴里还含着我
的烟。”他便友好地对“我”说上哪，“我”对他态度的180
度大转变感到大惑不解。由此“我”还因为给他的这根烟得
到一筐水果。

车开着开着抛锚了，“我”只好下车。这时便来了一群
人，“我”跑过去问：“这附近有旅馆吗？”他们没有回
答“我”，却问：“这车上是什么？”他们得知是苹果后便
开抢，“我”被他们拳打脚踢。远处又有几个人蜂拥而来抢
苹果，“我”对司机说：“你苹果被人抢了。”

他漠不关心，还在远处嘲笑“我”。苹果抢光了，远处只剩
下屈指可数的苹果，“我”被他们打的狼狈不堪，抬头看看
夕阳的余晖，仿佛是为了看“我”的笑话迟迟不肯离
去。“我”爬到车椅上，身体虽是遍体鳞伤，但“我”的心
窝却是暖的。躺在车窝里想起了“我”临走时父亲对“我”



说的一番话，沉重。

人要接受现实，要在现实中寻找安慰，学会坦然。少年虽然
质朴、勇敢，但坦然面对现实时却显得无能为力。青春充满
困难挫折，我瘦小的肩膀要扛起很多的责任，也要学会忍受
很多的事，冰冷的世界，人情的冷暖。我都要慢慢地适应，
因为我憧憬长大，憧憬青春，憧憬未来，就要面对困难，挫
折，还有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