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 十八岁出门远
行读后感(精选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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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二

《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余华的成名作，没有他的其他作品
那样充满暴力与血腥，但确实是一部让人感到困惑的迷幻小
说，作者用一种冷静与默然的笔触体验迷惘的青春、无常的
人生以及荒诞的世界，给读者预留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却让
人难以琢磨，回味无穷。我把它来回读了几遍，从迷惑不解
到略知一二，写下了这篇感想。

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 “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
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 “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 ”。
既是“说梦 ”，那就无访说得荒诞些。作者感喟生活的无奈，
拾掇了一个个离奇的片段，凭籍生活的本色叩击读者的心扉，
然而却用近乎冷漠的语言，产生了梦一样的美丽。迷 惘余华
曾说： “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
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
自由地接近真实。 ”这段阐述无疑可以作为对《十八岁出门
远行》的恰切注释。余华正是用一种 “说梦 ”的方式，生



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和青年人在这种人生面前的深刻
迷惘。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
是否有旅店。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我不知道汽
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 ”何其迷惘!那是年青人
的通病!他们不知道自己前面的路，他们也不在乎自己的远方，
只管漫无目的地生活。作者以一个清醒的陈述者，显示了一
个迷惘的青春世界。还 原“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
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 ”“车窗外
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
一帮熟悉的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 ”那
些云，那些山 ———若隐若幻的过去;那些存留在记忆深处
的人与事 ———似真似假的世界……一个在 60年代出生的
男子 ，记忆中的过去是阴暗的。尽管如此，他依然把他的记
忆还原，却充满了作者的辛酸与无奈。

正如余华说： “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
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
准确无误。 ”追 求余华前期的创作用语言建构了一个充满
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暗世界，文中弥漫着荒谬与绝望。尽
管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也有暴力，但却更多地看到了追
求与希望的影子。

“旅店 ”———在作者的眼中就是 “我”人生的目标与心
中的梦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
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
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
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 ”这就是青春的
初旅、生命的初旅，即使充满了沮丧，即便伤痕累累，依然
一次又一次努力地尝试、奔跑。“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
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无数次的苦苦搜寻， “旅店 ”就在
自己的心里。迷乱与温馨并存，也许在余华的这部作品中，



他正在努力尝试着，追寻着自己心中的那个“梦”。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三

当看到书桌上有一本崭新的书本，我跑上前一看，原先妈妈
新买了一本《十八岁出门远行》给我，看到这个题目时，我
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必须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第一次自已出
远门，有很多趣味的事发生吧！但看完时，我不再这么认为，
它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它与别的小说不一样。

书中是这样讲述的，十八岁的我走上了步入社会的旅程，太
阳很快出现到了西面，我只想找到一个能够住宿的地方，我
觉得不能没有旅店，像我不能没有梦想一样，我没看到旅店，
但我看到了车，我做上车给司机一根烟，心想他要了我的烟
必须会让我坐他的车的，我对他说：“老乡，我要搭车，”
但没想到他会让我滚开，我说：“你抽了我的烟，”他立刻
又笑嘻嘻的问我：“去哪，小姑娘，”这根烟还换来了苹果，
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不明白要到哪里去，他不不明白
要去哪里，我们就一边说，一边坐在车上往前赶，正聊的开
心，汽车突然不走了——抛锚，车不能修了，过会儿有五个
人来了，我跑过去问：“这附近有旅馆吗？”他们没有回答
我却问我：“这车里装的是什么？”“苹果”，哪明白他们
明白是苹果后便去抢，我还被他们拳打脚踢，我对司机
说：“你的苹果被别人抢走了，”他却无动于衷，之后有开
拖拉机的，骑自行车的……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我
被打的更重了。

这时我看见司机跳上拖拉机跟他们一齐走了，他的手里还抱
着我的那个红色背包，我此刻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了。

天完全黑了，我上了车，外面风很大，但我躺的坐椅上开始
暖和了，我的心窝也还是暖和的，坐在车上，我又想到了那
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父亲给我收拾书包，让自已一人出远
门，我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冲了出来，我一向在寻找旅



店，没想到旅店你竟然在那里。

这本书的作者是着名作家余华，我在搜他的资料时记得他坦
言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
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
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他的小说都反映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对人的可恶不满，喜
欢写一些暴力啊、死亡啊，这些现象，《十八岁出门远行》
就是讽刺此刻社会人类的险恶，他想让我们明白现实中的真
实并不真实，他认为真实的荒谬的。所以，他想把作品表面
上写的荒谬，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真实。他写的《十八岁出门
远行》也是如此，这让我十分敬佩，因为我在看的同时感觉
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又那么真实。

《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明白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要应对
现实，勇往直前。现实是残酷，青春也是充满着困难与挫折
的，但青春期里我们这些花样少年同样也要应对青春。《十
八岁出门远行》还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在一天一天的长大，
我们所要担当的职责也一天一天的在增多，我们也要学会忍
受着一些事情，外面的世界没有家里暖，外面人也没有家里
好，所以我们要坚强，勇敢的去应对困难、挫折还有社会的
黑暗，人类的险恶。

《十八岁出门远行》写的就是未来的我们。这本书与别的小
说不一样，值得一读，你会明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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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四

十八岁的我们或在父母的臂弯下无忧无虑的成长；或是怀着
单纯自由想象着未来；或是拼了命的学习为了似好的'前程，
然而最多的时候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想要背上行囊，闯荡
世界。故事中的“我”亦是如此，怀着憧憬与好奇，开始一
段独特的旅行。

故事总共有十一篇，它分别阐述了“我”初在路上行走，中
遇货车司机，到后来被抛弃的所见所闻，这独特的旅行留
给“我”青春的意义。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的那个好心想帮司机夺回被抢走的
苹果却被人打的遍体鳞伤的男孩，而结局令人啼笑皆非：司
机和当地村民合伙拿走了我的包，留下孤苦无依的我。这仿
佛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反照，网上“路遇跌倒老人该不
该扶”的激烈讨论，使这样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却变为人们最
难做出胡抉择；路上乞讨的人是真是假，使人们在怕被欺骗
的面纱下拒绝给予他们温暖；公车上某女郎因不给老人让座
而被其扇耳光······生活中的我们往往在付出真心和
被辜负真心之间徘徊。

然而青春的意义就是面对挫折困难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不忘初心。

大作曲家贝多芬由于贫穷，没能上学。十七岁患了伤寒和天
花病。二十六岁却不幸失去听觉而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
家。面对上帝开的如此大的玩笑，他用青春的无所畏惧发



出‘‘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最终用《命运》和《第九
交响曲》向人们展示了他顽强的意志。张海迪5岁患病，可她
用坚强的意志在青春年华攻读医学，为麻风村的人针炙。海
伦凯勒将无声的语言化为一片片具有正能量的言语，飞向世
界各地去鼓舞别人。

决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却只有“三暮随肥马
尘”的诗圣杜甫，以高昂的意志投向朝堂，却被还以低微的
职位。一生追求建功立业的他，为了伴君左右的他，失败了。
但他却赢得了历史。一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低迷时呼喊”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吟唱：太阳
的灯还没有熄灭。杜甫以他青春的意态为中国文人筑起的高
墙将永不倒下。

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想要成蝶必须经过破茧蜕变，而破茧的
意义不在于飞翔的自由而在于束缚突破。成长花开是发现美
的过程，也是发现世界的过程，愿你的成长花开不败。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五

“成长”是面对挫折时的欣然挑战，还是会在各种各样的逆
境中展翅高飞？无论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奋斗、反抗与
迷途，有一个答案总是肯定和唯一的，那就是成长。

成长是独立。一个人若是无法独立，就无法成长。去实践，
去尝试，去享受自己孤身一人所面对的一切，因为成长是无
需要求结果的。

成长是挑战。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无论
是思想，精神，抵抗或是肉体的挑战，都是一种经历，一种
过程。然而，我们会在这充满动力的挑战中成长，无论是布
满荆棘，还是轻而易举。



成长是珍惜。对身边的一切，我们都要学会珍惜。不懂得珍
惜，就无法明白、拥有。对情感的珍惜、时间的珍惜、身边
人的珍惜，甚至是对痛苦、悲伤、挫折的珍惜。好与不好，
我们都要珍惜，因为，也许痛苦的过程，就是成长的经历，
会让我们拥有更多，明白更多。

成长是面对。面对背叛、挫折，没有多少人能够选择坦然面
对，而是选择一味地去逃避，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找个理由
随波逐流，却不知，逃避只会令自己更痛苦。为什么不学会
面对，面对痛，面对苦，在逆境中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或勇
敢前行，挣脱阻挡我们前进的一切。只有选择坦然面对，我
们才会释然，从而懂得什么是艰辛，什么是不易，懂得什么
才是成长的意义。

也许成长就是学会直面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东西。因为我们
害怕的一切不会是虚幻的，它总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中。直到我们敢面对、不会再不堪一击的时候，就是我们真
正长大的那一天。

也许成长就是一条不可拒绝的路。因为路上有独立、有挑战、
有珍惜、有面对，还有那艰辛的步伐。每个人都能够在成长
中拥有斑斓的色彩，拥有无常的滋味。成长，是光芒；成长，
是美好；成长，更是人生的初端。没有成长，我们的星空将
会黯淡，我们的生活，将会无味。正是成长，才让我们拥有
了强大而精彩的人生！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六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好像经过暴风的洗礼刮在脸上深硬的疼
雨模糊了眼帘，举起伞，大步向前。

成长对生命个体的意味究竟是什么？是对人生幸福的领悟，
是在人生苦难时顽强 的面对。还是踏入社会痛苦的蜕变？或
许这才是成长的皮相，姿态。不管成长者经历了怎样的困惑，



奋斗，反抗和迷途，有一个答案总是肯定和唯一的，这是成
长的力量，应该像柔韧的小草钻出岩石般倔强和巨大。

雨，终于渐渐停下了它的步伐，还有“滴答，滴答”水滴从
屋檐上流下来。或许，是书看的太久了，眼睛有些酸的不适，
抬起头往窗外下意识的瞟了一下。是，一抹嫩黄，原来是栀
子花的骨朵。经过刚刚暴雨的袭击，还是傲然立于世。小小
的花瓣沾满了露珠，地上散落着2,3片花瓣。有些凄惨美。

我惊讶的是。这花经过暴雨的洗礼后，应该已是七零八落，
但是它却这样挺然，它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着自己的成长，
生命的不畏，坚强。

不管是15岁，18岁，在每个人生的转折点内，开始叛逆，桀
骜不驯。浑身抗拒接触，开始，讨厌母亲的唠叨，厌恶一切
的烦恼，让时间去溶解，让自己去飞翔。

又是一日，问道阵阵清香。原来，栀子花开了。幽幽清香，
浸透在夏日的阳光里，散发淡淡的忧伤。

未来的天空，即便是暴雨倾。你要相信。雨后总会有彩虹出
现。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七

迷茫中，我们穿越过的荆棘，被风彻底打乱了。雨里，我们
闯过飞沙，被坚硬的石头划破了手掌，走进荒野苍茫，我们
不曾躲避过什么，一直很骄傲的向前冲去。我们见到过雷电，
认识了光阴。我们疾翔着。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会抵达终点。

我们的终点是那个花季。

我曾在他的日记里，隐约的看到了花季。含笑带泪，所有人
都站在高处凝视，诉说着青春，我们爱你你知不知道。花季，



那个十八岁的明天，我们便能拥有城府、心思、逍遥，以及
一切一切。

我知道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一直向上飞啊飞啊。

而我们则是奋不顾身的向前冲。

不知道自己在向上翱翔。

很多很多个也许，会组成记载十八岁的种种纪念，而那个十
八岁，终究要来的。

正如们无法抗拒黑夜来临，无法阻止命运的沟壑将自己一次
次绊倒，我们跌在雪地上，头破血流。

或许，那真的是我们所要面对的。

那个花季，十八岁，他们出门远行，被窃了包袱与行李，仿
佛是在遗失了某种自尊、信心、欢笑、勇气，然后什么也没
留下。他们无处停留，只能上气不接下气地飞着，并眼睁睁
地看着岁月远去，变的苍凉。

我合上了日记。

花季是花色的缤纷，其实在那片繁华的缤纷北欧，不知存有
多少万念俱灰。现在的我们，正在为十八岁的花季做准备。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随着那远行而去，麻木的背着背包，
傻傻的被人抢走，然后等待那人回来，自己站在原地，呆呆
地受伤害。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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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贪图旅途上完
美的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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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见，
“我”总是期盼着高处，正因有一个信念一向支撑
着“我”——中间的那个弧度中必须有“我”想要的旅店。
但是想象是完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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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这也不错，最起码“我”能够搭车去寻找旅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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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他只要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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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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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理解现实，要在现实中寻找安慰，学会坦然。少年虽然
质朴、勇敢，但坦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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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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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我憧憬长大，憧憬青春，憧憬未来，就要应对困难，挫
折，还有黑暗。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九

滴答滴答，古老的时钟端着衰老的容颜摇出浑厚的滴答滴答，
在田野里，它催促着柳絮赶紧飞走，勇敢地迈上自己的十八
岁；在大雪缤纷的高原中，时钟在漫天飞舞的皎洁白雪中冷
冽的摇晃着，滴答滴答，它让高原男生格拉在那一个雪夜成
长为“十八岁”。

刚上初中的时候，还痴痴地感受着郭敬明说的那道明媚的忧
伤，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墙上的时钟不顾我的天真无邪，
敲起了滴答滴答的声音：他告诉我，你不能再做那一个可以
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的你了，人总是要学会着长大，你要开
始成熟去承受所有的不堪，而不是永远活在童话的美好幻境
里。

从那时起，我便学着去收敛，不和伙伴们嘻嘻闹闹浑然不觉，
天亮却把责任抛在九霄云外处，不可以说话不知轻重将文明
礼仪弃之一旁，试着在被冷眼伤了之后也不横冲直撞的逃避，
信仰乌云总会散去。而这时父母再也不把我紧紧地拽在手里
了，我真正的获得了自由，我尝试着自己去飞翔，即使摔的
遍体鳞伤，伤的体无完肤，也在竭力自己忍受着。

成长真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东西，？自己永远都猜不到是怎样
成长的，是因为什么而开始成长的。是因为看了一篇扣人心
弦的小说故事骤然成长、还是由于首次的青春萌动以失败告



终而黯然成长，关于这些，现在的我无从知晓。我只是听到
了时钟的滴答滴答声，它一直提示着我，该成长了。不管是
在残酷的现实中一夜长大，还是在温存的世界里长大。

自己总归是要成长的，就像香雪一样，大胆而又畏缩地走上
那条火车双轨，悄然绽放在自己的花季中。

即使日益趋向成熟，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没有遇到生命中
第一波痛苦的刺激，我还没有条件没有资本去成长。我没有
见识到《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主人公所见到的不堪的冷酷的
无情的社会，也不曾直接的接触过这个冷暖自知的社会。但
也正是那次残酷的旅行，让他看清了很多的东西，骤然成长。
痴痴的呆望这个世界，恨它，恨它的麻木不仁、阴险无情；
爱它，爱它的直截了当、沧海桑田。

滴答滴答，时间又把世界推前一步，这让我既兴奋又担忧。
与朋友十六岁出门远行的计划不温不火地躺在那儿，我真想
它快点到来，看看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同时也想尝尝
成长的滋味，我又想他慢点到来，让我在童话的梦境里多睡
会儿。

十八岁出门远行概括篇十

一个简单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摸不找的故事，故事中的的
司机是个歹徒呢，还是一个受害者，我无从得知。总之，主
人公”我“是最壮烈的牺牲者。

”我“原来只想找个旅店，却逢着了半路抛锚的火车司机。
原本凶神恶煞的他竟不介意我反客为主般钻上他宝贝的车厢。
只经过短暂的攀谈，”我“便以之为知心兄弟，以至于在又
一次抛锚时，”我“强要出头，阻止路人哄抢车上的货物，
结果被拳打脚踢。唯一可以维持生计的背包也被兄弟般的司
机带着狰狞的笑容而夺去了，”我“只能瑟缩在支离破碎的
车座上舐着伤痛。这就是”我“十八岁出门的远行。



答案是否定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淳朴的民风只存
在与童话中，也正是这样的童话使得各家子弟天真地以为自
己所处在世外桃源之中，作者的这次远行狠狠地请他吃了一
堑。他天真的情感在一个不期而遇的情景中暴露无疑，心扉
未经扣击便早找敞开。于是，他吧一工人素未平生繁荣男子
当作亲密无间的哥们，可最后，本应该两肋插刀的哥们狠狠
否地插了他两刀，一切都明朗起来。世道之深，非少年狂徒
所能堪。人心不在，世态炎凉，路短不知马力，和风怎晓草
劲？未经生死，怎可轻易相信他人。

我并不期望世上充满猜忌，可有不得不充满猜忌。因为欺诈
弥漫着整社会，不得不人人自危。世上有许多伪善，这些伪
善往往是由丑恶所扮演，当丑恶披上真的伪装，边横行于世，
为祸害人。为什么人们在呼唤信任，因为它在世界上荡然无
存。

左右社会和谐的因素很多，世道永远比想象的更加叵测，程
老师昔日也曾提及”舍弃信任“的意向。与其不昏黑的世俗
召唤信任的回归不如同流合污变得心怀猜忌。本文中的”
我“本应是”信任“一词的卫道士，结果被社会无情的蹂躏，
玩弄直至遍体鳞伤。我想，残存的货车不单单是一堆破烂不
堪的零件，它的躯壳被朵尽，只剩下光秃的肉体，它好比是
人的良心作者的也好，司机的也好，哄抢者的也好，投苹果
的孩童也好，都知识表象，内在的是一颗残存的心。最后，
作者回到车座，终于感到了温暖，因为他的良心没有泯灭，
虽然支离破碎。

我本也年少，论资历也不该论及这摸测的社会，只是从我个
人的眼光中评价它，所以写的有些不知所云，可是，如若天
真地认为社会是完美的天堂，那确是大错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