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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设计是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创作，它们具有简洁、实
用和美观的特点，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潮流。经典作品往往
可以给人以深思和启发，引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经典之所
以经典，在于它们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穿越时空的限
制，流传下去。如何评价一部经典作品呢？我们可以从文学
性、思想性、艺术性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典作品赏析，希望能够给
大家带来一些阅读的乐趣和启发。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一

闲暇之余，我流连于书店里。漫步在书的海洋中，品味着书的
“味道”，欣赏着书中的“美景”。突然，一个新鲜的题目
深深吸引着我的眼球——《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本怀着无比兴奋的情绪，“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
欢快地奔跑了起来”。但是，“我”寻找“旅店”的过程却
是挫折重重，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在山路上找不到
旅馆，好不容易搭上车却半路抛锚。自以为有朋友在就能够
把问题解决，可他却在苹果被人抢夺完时离“我”而去，甚
至把“我”唯一的背包也抢走了……最让人难过的是，本该
淳朴的农民、天真善良的小孩，却变成了野蛮的“强盗”。
这都是社会的黑暗“给予”的。它把农民的淳朴、孩子的天
真善良统统都给“掠杀”掉了。挫折最终让“我”明白了十
八岁出门远行的好处所在。

读完这本书，我感悟颇深，有所省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中
“走过去看看吧”这句话。的确，人生是复杂而曲折的，前
面的路是好是坏，沿途的风景是否合意，只有我们走过去看
看才知道。



走过去看看吧，即使前面的路铺满了钉子，一刺就痛，但是
只有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长成参
天大树。

寻找“旅店”的过程就是寻找正确的人生目标的过程，它像
一把双刃刀，一面是“天堂”——成熟，一面是“地
狱”——幼稚。只有用“成熟精灵”打败“幼稚妖怪”，我
们才能完成“成人仪式”，变得勇敢、独立。

十八岁虽然可怕，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勇”，我们就能跨进
成熟的门槛，跨越十八岁，向幼稚sayno！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二

我们同是年少疯狂：一个，十八岁时便一个人背起行囊；另
一个，十四岁独自去了香港，独自闯荡世界，想来自由快乐，
实则不然。外面的世界变幻莫测，有冷有暖。十四岁独自去
了香港的人是我，我的经历虽与十八岁的主人公的远行有所
不同，但这让我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本书有了理解和共
鸣。

一

旅行的一开始我们总是满腔热血。

当知道了可以去远行时，十八岁的他 ”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
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尽管一路上有小插曲、阻碍，但仍我们热情洋溢的去冲破，
兴奋地向前走去。

”公路高低起伏“，前面的路绵绵无尽头，虽觉得前方有旅
店的几率越来越小，但小说中的青年仍”没命奔上去看旅
店“，而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



正如我想的那样，在出发去香港的机场里，的确发生了一件
令我焦虑的事。我在机场里遇见了同学，便将行李及放着手
机的包包统统塞到爸爸手里，去同学那儿”串门“。当我回
到出入境办理的门前时爸爸不见了。这下我着急了，没了命
似的打电话，跑来跑去，蓦然回首，老爸却在，面馆饭桌旁。
但当这一小风波过去后，我还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军登机
口，爸爸再三的”注意安全“”要有礼貌“还不是当了耳旁
风，有什么好犹豫、害怕的！

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沸腾与澎湃。年少的我们在疯狂时，什么
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前进的脚步。青春无退缩！

二

我们这帮初闯社会的牛犊虽不怕虎，但难免会有担心，会感
到无助。

在出发后，久而久之，长时间的没有看到车路过的十八岁的
他开始”后悔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搭不
到一辆车，也看不到一辆车。虽然他依旧走着，天气依旧晴
朗，但是他的心有些降温了。

我的际遇也很是让我难受。刚上飞机的我呢，本来是想遇到
一个空哥，请他帮我把那重得要命的旅行箱放上行李架的。
可是造化弄人，我遇到的是个长相甜美的大姐姐，之前准备
的一套说辞都憋回了嘴里。那个空姐帮我找到了行李空位后，
她冲我和善地一笑，然后就到机舱后面为旅客服务了。这下
有难题了，莫说别的，单是把那个行李包举上这么高的位置，
就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儿剩下我一人，愣愣地呆着，身
旁有个旅行箱当装饰，在过道上纠结。我环视左右，所有的
乘客都已入座，都是大叔，要么板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冷漠的样子，要么就是装没看见，要么就让我觉得一看就不
像好人，我怎好意思开口求助呢？！我拖着旅行箱，在过道
上低着头走了两趟，好尴尬，好恐怖的感觉，觉得众人对我



的眼神怪异样，如芒刺背……终于，不知道过了多少长的时
间后，有一个叔叔，他站起来，微笑着把我的箱子放上了行
李架。我突然觉得这个叔叔人真好。

在自己独自一人时收到别人的帮助，哪怕很小一件事，也让
人感激很久。所以，我想，当文章中的他拦到车后”舒服地
坐在座椅上“的时候，应该感到很幸福吧。

也许，我们之所以能鼓起勇气继续闯下去，是因为我们有别
人的帮助和一个让人满意的暂栖地吧。

三

后来，故事中的他实在不幸：司机运送的苹果被强盗，他的
正义的阻挡无效，被打一拳，鼻子坏了；司机的车被大卸八
块，他毅然阻挠，浑身上下几乎同时挨了揍。而司机呢，非
但没有生气心疼，反而嘲笑他被打歪了的鼻子；本身与他有
说有笑成了朋友的那个司机，现在却抢了他的所有财物一溜
烟地跑了。

他的确够倒霉的了，但我也被那件事急得够呛。那天早上，
说起来是我不对，在茶餐厅的路边走过，目光被远处的店铺
的橱柜吸引。我不小心碰翻了一个胖女人的可乐，两个人都
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她便一直狠狠的看着我，嘴里嘟囔着。
我连声说对不起，她就要我赔。赔一杯可乐倒是应该的，但
我年龄小，不能一个人买东西，要由监护人陪同，这下麻烦
了。正当我手足无措、有话说不出、脸憋得通红时，遇见了
那个餐厅的老顾客，一个老伯，他让餐厅上了一杯可乐给那
个胖女人，然后还用生涩的普通话告诉我没事了。我瞬间感
到温暖：我们本是素不相识的人呐！

最后，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再是远行，从找旅馆到找车搭，然
后竟是满足于在一个残破的车座上过夜；我的目标经过了各
种无助、惊险，也从开眼界下降到了稳重、安分一点，别闹



出事儿来。

我们各自怀着热血去闯荡自己的世界，也许我们看到的世界
各不相同，有的是怪异与暴力，有的是光明温暖，但是一个
人出来走，经历过的事情印象一定深刻。不过呢，这两件事
的发生也算是我们进入社会的一种洗礼，让人明白自己总会
碰到挫折的。

后记

我们同是年少疯狂，正是我因为一个人去过一个很远的、素
不相识的大城市，受到了一些磨练，读《十八岁出门远行》
时感同身受，才有了对文章的一些理解和共鸣。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三

每个人都对自己所在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无论遇到多少
磨难也阻止不了这种心情。

文中的“我”18岁，遵从自己内心对未知社会的探寻走出家
门来到了柏油路上，像大多纯净的孩子一般认为“四海皆为
家”，每一个人都是热心助人的现代雷锋，事实上“我”确
实被人帮助了——愿意用车载我一程，只不过后来被伤的凄
惨。

余华的这部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相信也是惹得读者满肚子话说，
有对冰冷社会唏嘘不已的，也有对“我”的天真感到可惜的，
就像《农夫与蛇》，明明农夫对蛇付出了真心却仍被蛇反咬
一口，有人会说蛇没有良心，知恩不报之类，也有人会觉得
农夫实在太蠢，被咬也是应该。但这都不是农夫自己内心的
看法。也许“我”在遍体鳞伤的当时看着眼前的萧索会感到
被背叛的苦闷，可是就像文中所说，窝在同样遍体鳞伤的车
中，“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在经历了搭车
不顺，“朋友”背叛，村民殴打的身心双重挫折之后“我”



依然对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人生持有一颗温暖的心。

“我”走出家门后最大的收获不是“人若犯我，我必十倍还
之，”也不是“人心如此难懂，我只想宅在家中”，更不
是“社会荒凉，我嗤之以鼻”之类，而是从一个受人庇护的
孩子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大人。

文中18岁的“我”已经走出了家门，而我还没有18岁，但我
一直渴望着一次远行，我想去日本，坐在富士山下的樱花山
麓中描摹它的唯美；我想去非洲，坐在骆驼背上观摩撒哈拉
的深邃；我想去法国，领略卢浮宫中历史积淀下的威严。哪
怕如今这些都还不能见到，我依然想来一次独自的远行，看
一看钢筋水泥世界那坚毅的轮廓，听一听翻山越岭而来的海
风的呓语，嗅一嗅埋藏了一个冬季的花香。即便遇到挫折，
遇到人情冷暖，也不停下脚步。

我们对世界，对未知有着强烈的好奇，磕磕绊绊一路走来，
各种事情的经历结束都无法将其冲淡，正是因此我们才会不
停地走下去，长的是磨难，而短的'是人生。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本书，让我有感悟和启迪。

读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我认为作者可能用象征的手法来
描述一个刚刚成年的人走进社会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段成长
的路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中期和后期，而贯穿其中
的就是象征着理想与追求的“旅店”。

初期的热情，为了遥远的理想而执著。刚满十八岁的“我”
怀着憧憬独自上路。告别童年，告别过去，是成长的第一步，
去寻找自己的未来。路上，一直问人前面有否旅店，他觉得
在旅途中不能没有旅店，就像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觉得人生
不能没有理想。年轻的我们总是带着理想出发，并试图在某



个地方找到它。

而中期的疲惫，因找不到理想而困惑。不断起伏的柏油公路，
暗示着将遇到的折磨，爬上高处再滑向低处，如此循环，他
始终看不到旅店。于是，他的热情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
跋涉的疲惫和困惑。因此，当他看不到旅店时便选择了汽车。
现在他根本不在乎旅店，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他来说都不
重要了，只要汽车驰着，那就驰过去看吧！现实的安逸让心
灵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就如在平庸的生活中暂得了安逸，完
全把自己的理想，抛在一边，不管这种方式是否是自己想要
的，不管这样的生活将把自己带到何处。

后期的坦然，他想要的就这么简单。人总要接受现实，并且
在现实中寻找自我安慰，学会坦然。就像每个在年轻的时候
都梦想着将来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但真正步入社会，
发现一切都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所以只能学着坦然面
对。

读《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感觉是在一个梦境之中，
但这个梦有时那么地真实；不知道它具体告诉我们什么，但
又在无形中与我们的心灵深处相契合。笔者之所以选择这篇
作品正是被它的偏向于人生哲学的意蕴所触动，也是因为与
文中的“我”产生共鸣，觉得像现实中的自己。

《十八岁出门远行》，虽然是一本书籍，可是，我仿佛在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看到了我们自己。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五

之前就读过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对其冷静
幽默的风格也略有了解，也因此爱上了这位"先锋"作家。此
次有幸再次拜读《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是颇有感慨。

文章运用了整体象征的手法。情节与黑塞童话般的《笛梦》



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本文的人物设置更加荒诞不经。《十八
岁出门远行》通篇将流浪美化，将理想虚化，将人物抽象化。
正因为这样的美化、虚化和抽象化，使得整体基调如梦如幻。
但其中又不乏细节和充沛的感情，如结尾"我"在废弃的汽车
中回想出门时的兴高采烈，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种情感。象
征派小说之所以广泛地出现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之中，是因为
在其架空结构中给了作者更多的自由发挥的余地。挣脱了固
定不变的现实世界，文字就很容易变得虚拟不实、荒诞不经。

对于文章中意象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当然，一
条好定理在不同领域都具有普适性。我认为司机应该是指时
光，历经时间的考验，纯真与无知终会不知所踪，成熟与现
实迟早会占据内心。那少年始终追而不得的'旅馆或许就是那
所谓归宿吧，梦想的归宿，人生的归宿。汽车崩溃了，少年
离梦想的旅店渐行渐远，这大概就是汽车这一辅助工具的价
值体现吧。最后是那只背包，那是自少年出门远行以来就携
带的东西，代表了少年曾经单薄的内心与烂漫的童年，然而
经过现实的打熬早已伤痕累累，因此在少年终于失去背包后，
余华说"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我"。

由是观之，《十八岁》也是一个略带荒诞色彩的小说。有着
荒诞的人物，荒诞的背景以及荒诞的情节。当然，作者只是
运用了荒诞派小说的外壳与技巧，并没有上升到哲学或社会
学层面来对人性进行更深刻的思考。社会架构的某些层面是
非常态、非理性的，人性也是一样，时而盲目，时而歇斯底
里。

边写边听着朴树的《平凡之路》，忽然想起韩寒的《后会有
期》，讲的也是一个出门远行的故事：三个从此没有故乡的
年轻人，开启一段横穿大陆的旅程。都市、小镇、高山、丛
林、荒漠，他们感受猝不及防的动心与难以名状的伤心，遇
见那些他们只配错过的女孩，一样流浪无家的动物，善恶莫
测的传奇旅人。最终他们有了不同的人生经历，走向自己的
平凡。



那对于我们来说到底什么是平凡呢？我们其中一部分人以后
肯定是要走这条平凡之路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说我要安于一
种平凡的生活。但是我们未曾追寻，又何言答案；未曾出发，
又何言结束；未曾拥有，又何言失去；未曾欢笑，又何言哭
泣；未曾辉煌，又何言平凡，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平凡并
不是所谓的无欲无求，而是当我们在积极大胆的追求我们想
要的生活之后，发现现实并不是这样甚至是欺骗我们的时候，
还可以坦然安宁地面对这种生活，这，就是平凡！

在每一个狂热而荒唐的年代，人们都有几分癫狂，几分狂笑，
几分愚蠢，几分悲哀。要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生存下去的法
则就是，倘若你没有足够强大的理性能量去对抗和改变，那
么，请带着幽默，平静地对待那些笑话投身荒诞并最终成为
它——成为它的目的是化解它，并为自己找一个荒诞而生存
下去的理由。

18岁的青春即将远去，但人生的平凡与精彩不仅仅在18岁，
大胆奔跑向前，或荒诞，或可笑，唯有如此，方有可能收获
真正的18岁，真正的平凡。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六

闲暇之余，我流连于书店里。漫步在书的海洋中，品味着书的
“味道”，欣赏着书中的“美景”。突然，一个新鲜的题目
深深吸引着我的眼球——《十八岁出门远行》。

我想：十八岁，正是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能够出门远行
了。每一个未成年人都会眼红走出家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
摆脱所有的约束和羁绊，在广阔的天地中尽情地发挥自我，
实现伟大的梦想和抱负。远行对于每一个稚嫩的生命来说都
是愉快而充满新鲜感的……我对这本书来了兴趣，于是把它
细细品味。

其中一篇精华作品是作家余华所创作出的《十八岁出门远



行》，它让我从中品尝味出了人生的真正滋味。

文档为doc格式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七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看标题，我猜大家和我想的一样：
这部小说应该写的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出门远行时发生的一些
趣事，或者是第一次深入接触社会受到了什么刻骨铭心的震
撼，看完后我才发现并非这样。但的确让我若有所思，我从
未读过这样的小说！

王蒙老师主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提供了各种成长图景和
成长经验，本书选入的十一篇小说，可谓篇篇文笔优美，意
境深远，卓尔不群，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学名家所作!与其它几
篇都是描写成长喜悦的小说相比，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这篇小说给读者更多的是提醒。余华对人的洞察是鲁迅式的
绝望，于是主人公第一次出门远行就被设计成伤痕累累的打
击与挫败。

的伤口，汽车司机是最好的老师，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社
会。我认为小说中村民和小孩子的打劫则是对道德强有力的
嘲讽，人性被极度的异化。综观全文，作者余华通过一个个
意象讽刺了当今社会人性的扭曲，以及对青年的关注，希望
他们不要随波逐流。

读过这篇小说，我认为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成
长必须要面对的是应对社会的黑暗面，适应这个社会。我们
不能成为黑暗面的一员，但我们需要了解社会的黑暗面。同
时，我们要守住自我，保持并传递正能量，沉着的走上成长
之路，走向未来！



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读后感篇八

远行，这个词对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少男少女们还比较陌
生。因为，活到现在，我们却都还没有单独旅行过。我想，
一个人出门远行，应该是快乐而寂寞的吧。说他快乐，因为
终于能够尝试，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努力
和汗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来，每当这时，我们就
会感到无尽的自豪和骄傲。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也必然
会感到寂寞。因为，成功往往需要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与
他人无关。

远行，就是要我们自己学会生存，远行的目的就是必须走过
去看的旅店，是需要跋涉换取的幸福。可这幸福往往与我们
很远，不是轻易就可以触及。那高低起伏的柏油马路，就好
像是我们达到目的地的必经之路，明明觉得马上就要抵达目
的地，却总是差的很远，但却在我们失望的同时，又给我们
一个希望的高处，我们就在这希望与失望间徘徊前进。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如意和挫败之后，
当自己的梦想不能被现实所接纳时，一些人气馁了，退缩了，
甚至有些人将自己的目标降低了。就好像文中的”我“一样。
没有旅店，就需要汽车，虽然汽车坏掉了，虽然它朝着与我
们已经走过的方向，但有个破车至少还可以保有一线希望，
况且车上还有好吃的苹果，况且车子还可以修好，况且或许
它可以载我们回家。在这些”况且“中，无形的就将我们的
目标降低了，即使达到了此时的目的，但也不是最初的梦想
了。

当那些早已失去最初梦想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爬滚打而
仍旧找不到方向时，他们后悔了。如果当初坚持了自己的理
想，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当初的坚持仍旧不能带来
成功的喜悦，那即使失败了，也是无憾的吧。

所以，我想说的是，即使你在人生的柏油马路上找不到一家



旅店，你也要执着的前进，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会有一辆
车能够搭着你前往你最想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