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 红麦田读后
感(汇总8篇)

答谢词还可以通过适当的赠礼或其他方式来加深感谢的意义
和效果。答谢词的写作要点包括明确答谢的对象、表达真诚
的感激之情和突出对方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一些精选的答
谢词范文，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答谢词的写作要求。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一

朋友推荐这本小说，当时只是简单介绍这本书书名典出于
《旧约》中的《出埃及记》，意在表现农村人走出农村，融
入城市的艰难过程。听到他滔滔不绝，我也动心了，翻开手
机便被作者朴实、风趣深深的吸引到了，如饥似渴的从上午
读到黄昏，当手机显示已是最后一页时，却觉得意犹未尽，
书店买来书本反复拜读。

小说作者潘沈斌是河南商丘人，作家、诗人、编剧。生
于1986年2月，至，大学期间完成60万字长篇小说《出麦田
记》，是一个执着的文学追梦人。作者也算是我半个老乡，
我的年龄比他还大几岁，小说对豫东春夏麦田的描述，把我
带到了童年的故乡，我仿佛可以肆意的吮吸着弥漫在空气里
的油菜花、槐花、桐花花香，更有那温热之夏风送来阵阵麦
香，还能隐隐听到麦田的海洋中传来同伴们的打闹嬉戏声。
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书中的“麦田”暗指农村，“出麦田”便是指农村人想要走
出农村融入城市的过程。“麦田”是一座大围城，走出农村，
走出麦田成了麦田人的理想。但经过千辛万苦走出麦田的人
却找不到人生的门、心灵的门、爱情的门，迷茫地在农村与
城市，高考与成功，爱情与事业、真挚与虚荣中困顿彷徨。

小说以麦田为主线，描述三个主要人物，三个年代，三种命



运。八十年代的夏念祥，他走出了麦田，实现了人生价值，
却迷失了自我;九十年代的许运动最终搁浅在麦田里面，被世
俗的折磨成了一个疯子;二十一世纪初的许依桐，参加高考却
落榜，是想出麦田而不得，想回麦田也不得的尴尬处境。

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九十年代的许运动，他则是更
为典型的农村人形象，而且敢与尝试改变的一个人，许运动
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但是村里
进城打工的第一人，那个时候农村人认为进城打工等同于不
务正业，当大家都认为农民就应该守着几亩天地过平静的生
活时，他第一个尝到打工的甜头。后来因为他内心骨子里的
正义感，敢与同村里的恶势力做斗争，敢与同几千年来人们
墨守成规的观念作斗争，在遭受肉体上的折磨后，又遭遇精
神上的摧残。最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这无情的世俗观
念所逼疯。

读这本书时我常常被作者似笑话的语言所吸引。每每读到生
动又讽刺的比喻时，忍俊不禁。看到书中对豫东村庄、麦田、
甚至村里人精神状态的描写时，我仿佛回到了家乡，熟悉的
味道、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故事。我也是来自农村，也是通
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出了麦田，来到了焦作。小说中主人
公成长经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看待很多问题的角度也自然
而然地相近。农民那种贫苦的生活状态，村庄古朴又迷人的
景色，村里人走出麦田进入城市的惶恐、无助、拼搏和改变
等等，所有这些经历，都在身边发生着。自己作为农村孩子
走进城市之后的那种窘态，作者都写的很真实。

书最后一行小字：“一部最纯洁、最干净的当代小说，与世
俗无关”，起初不明白作者用意，书中满满的世俗，怎和世
俗无关?当看到作者这样说:“艺术来源于现实，不存在绝对
意义上的杜撰。我本人也是出自麦田，不管在城市多久，我
的心依旧还在麦田中徘徊游荡。我有过书中人物的生活，有
着书中人物同样的困惑与焦虑。《出麦田记》表达了我的理
想，有很强的理想成分在里面。但又鞭挞了现实，因为我本



人迄今怀揣理想在现实中挣扎。我想，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写
照:头在云端，脚在泥沼。”

大概是我们向往的纯洁与干净吧?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二

麦田的守望者读后感

《麦田的守望者》刚刚看完，我觉得名着当中，只是我觉得
风格比较迥异清新的了，大概也是因为是现代经典的缘故，
总之，在看书之前，我总觉得书的大部分都是有点乌托邦的
感觉。

起初我有些失望，书的整篇是些上世纪中期战后美国迷惘一
代的生活，充满了世俗。然而后来我又觉得惭愧，我想书的
成功其中一点就在于关于麦田守望者只是迷惘一代代表人霍
尔顿一种乌托邦式的幼稚理想。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像一
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
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只有我。我会站在一
道破悬崖边上――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
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
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惟一真正想
当的。

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是我们身边随时可见的孩子，也是凤毛麟
角的孩子，16岁的他抽烟，喝酒，与自己不能接受的轻浮女
子交往，四次被学校开除，让很多正派人对他的优点也嗤之
以鼻了。然那颓废，灰冷的态度源于失望，开除他的那算什
么混帐学校？一个光鲜外表内里已经腐烂的苹果，在那里找
不到一个支点，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势利的伪君子，而同学聚
在一起谈的就是女人，酒和性，这个迷茫的孩子在希望中看
出无所有。――其实他也是很有灵性的孩子，他可以说
出“天气冷得像巫婆的奶头”这样让人大吃一惊又拍案叫绝



的话，他在描述周遭时是多么犀利的冷嘲，说到自己纯真的
弟妹时又怎样在玩世不恭的话语里透出无往不在的温柔。学
校和家庭对他的希冀不过是“出人头地，将来买辆混帐凯迪
拉克！”他不愿长大面对泥沙俱下的社会，他唯一抱有好感
的老师也告诉他世界多么残酷：“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
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
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是的，他究竟要长大，与
这个世界妥协的啊，时光是某种节制而无情的东西，宇宙间
最大的暴君，不必敬畏却必须服从。

文首那段话是霍尔顿对小妹妹发自肺腑的话语，那是多么明
朗又纯美的画面呵，金色的浪潮柔柔滑过幼小的孩子们的身
体，他们自由自在地奔跑，而霍尔顿则守护着他们，不要再
让这些孩子如他一样堕入深谷般的虚无，他们不会忧伤，不
会有阴翳的绝望，永远不会在暗中挣扎，渴求光明又遥不可
及，永远不会让率真的天性蒙上伪善，谁能说这不是黄金世
界呢？如果真有天堂，它就应该让我们有条出路啊！

霍尔顿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从他在宿舍里看到贫穷的同学拿
了一个破旧的皮箱来装东西，为了照顾同学的自尊心而把自
己的好的皮箱放在了床下；在纽约流浪的时候，看到几个修
女募捐，他为自己捐了很少的钱而惭愧（其实他捐的并不少。
）；()即使在空虚无聊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是个大人，他在
旅馆里招来一位妓女，他也因为那个女孩身上穿的漂亮衣服
而感伤――他想到的是这个女孩去买这件漂亮的衣服的时候，
别的人或许认为她是一个善良纯洁的女孩，而其实她却以这
种方式来谋生――他为此而感伤。我们不难发现，霍尔顿的
心灵深处有很多柔软的善良的东西在。所以虽然他很颓废，
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黑暗的东西――这并不是他的错，而是他
所生活的那个环境的错。所以霍尔顿拥有那样的理想一点也
不让人觉得奇怪，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新生力量，我们应该是一群有理
想有抱负的人，从小我们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想当科



学家、医生、护士、老师……假如霍尔顿没有他纯洁的理想，
那他就会堕落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下来。难道我们年轻
人就该让生活变得如此混沌？是的，理想是人的指路明灯，
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纵
然生活让我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切不过是暂时的，
不就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理想。

是的，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会更美好！把
握好自己的生活吧！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三

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感触很深。

主人公霍尔顿在被学校开除，于室友打架，独自在外流浪等
多方的因素下萌生了一个当麦田的守望者的`想法。或许所有
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都想远离这个假模假式的世界，守在一
块麦田里，守护着那些玩耍中的尚还纯真无邪的孩子。或许，
霍尔顿所说的“悬崖”就是大人的世界。霍尔顿不愿纯洁的
孩子堕落成所谓的“大人”。

而让我们想远离大人的，是大人们的假模假式，是大人们挂
在嘴边的客套话。童年期的我们太小，成年期的我们以“腐
烂”，只有现在的我们最清醒。我们能看清这个世界的肮脏，
我们不愿染上那些污秽。我们只想找一块净土，一块没有陋
习，没有大人，只有纯真的孩子的净土。

可也许这净土并不存在，大人们以污染了整个世界。于是，
我们只得开始反抗，努力保持自己心灵的净土。当大人们要
我们对丑的事物说恭维话时，我们说出事实;当大人要我们学
习他的假模假式，并将其称为“礼貌”时，我们仍直言不讳。
于是大人们说我们叛逆，于是便多了许许多多“别人家的孩
子”。



他们威逼利诱，直到我们妥协，任他们将我们改造成一个
个“家人”，还美名其曰：“为你好！”

我们好像不可能战胜大人，改变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地
虚伪。而且，我们似乎也无法坚持到底，工作上不会拍几句
马屁，就没法讨老板欢心;交际上，不会几句客套话，注定要
被排挤……总之，不虚假就没法在社会上混!

大人们正是靠着这些理由，“名正言顺”地在我们刚学会说
话的时候，就要我们对所有人，哪怕是讨厌的人也要笑脸相
迎，用最甜的声音打招呼，还得称之为叔叔或阿姨。还要求
我们在客人来的时候一动不动地坐着，这样父母就会听到客
人的恭维话：“你家孩子好乖哦!一定是你们教育的好!”父
母这是就会忍住满心的窃喜，佯装满不在乎的来一句：“哪
里哪里，一般般啦!”然后与客人“呵呵”的客套半天。哎，
人性虚伪哦!

这奉承话估计是针对人们爱慕虚荣的特点而产生的。不论在
什么场合，说给什么人听，被夸的人都会红光满面，笑的朵
花似得。也不想想别人说的是真是假，心里又打着什么主意。
一夸就忘形，人的致命弱点!

在我看来，人似乎在某些方面还不如狗。狗爱憎分明，喜欢，
它就会冲你摇尾;厌恶，它就会冲你吼叫。而人呢，总是口是
心非。哪怕厌恶，也要为了利益去讨好。那满脸堆笑的模样
实在让人作呕!

放弃那些假模假式吧，大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孩子们看的比
你们清楚多。去做孩子吧，做纯洁的孩子。孩子的世界里没
有勾心斗角，没有为利益而不顾一切。你们不必讨好谁，孩
子不需要那些恭维;你们不必拘束言行，生怕得罪人，孩子是
世界上最宽容的的人。

让孩子净化你们的心灵，洗去世间的肮脏。让孩子擦亮你们



的眼，去看这世间尚存的美丽。

一起去做孩子吧，做充满童真的孩子，还世界一片净土!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四

我听着我自己的声音;禁不住微笑，不得不微笑，面对同样的
世界。

那个世界，几十年后依然一样，我们和霍尔顿同时代、同地
域，这是反人类，这是爱人类，只要有人类，你都可以看麦
田里的守望者，你都会觉得那是你自己在和你自己讲话，就
是这样，心中永远有个霍尔顿，从此以后，在悄悄地和你说
话。

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是我们身边随时可见的孩子，也是凤毛麟
角的孩子，16岁的他抽烟，喝酒，与自己不能接受的轻浮女
子交往，四次被学校开除，让很多正派人对他的优点也嗤之
以鼻了。

然那颓废，灰冷的态度源于失望，开除他的那算什么混帐学
校?!”他不愿长大面对泥沙俱下的社会，他唯一抱有好感的
老师也告诉他世界多么残酷：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
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是的，他究竟要长大，与这个世界妥协的啊，时光是某种节
制而无情的东西，宇宙间最大的暴君，不必敬畏却必须服从。

下面的这段话我收藏了这是霍尔顿的理想——“有那么一群
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

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



是说_-----除了我。

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

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
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往
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

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

我只是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很喜欢这样的话，这样的理想也许不远大，可是我们的生活
中难道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守望者吗?而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就
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吧。

这样的工作虽然会枯燥，但是我们首先得把这样的小事情做
好了才是啊——虽然每个人的心中或许会有一种一剑寒九州
的英雄主义情结——但还是象霍尔顿这样做一件真正有意义
的事情吧。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一
部长篇小说，该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生于富裕
的中产阶级家庭。

他只有16岁，但比常人高出一头，整日穿着风衣，戴着猎帽，
游游荡荡，不愿读书。

他曾经三次被学校开除。

之后一个学期，他又因为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

他丝毫不感到难受。

他在和同房间的同学打了一架后，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



城。

他抽烟、酗酒、打架、调情，甚至找妓玩。

从这些看来，霍尔顿不是一个好学生，而是一个不务正业的
一个混混。

但是他回到纽约城后，不敢冒然回家，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的
父母担心。

之后他住进了一个小旅馆。

在这里，他看到了成人世界的污浊。

第二天，他在街上游荡遇到两个修女，捐了10元钱，这是因
为他善良。

之后他和女友看电影，他看到了她的虚伪、假情假意，与她
吵了一架后分手了。

他又偷偷回家，想和妹妹菲苾道别。

霍尔顿对他的妹妹关怀备至、百般呵护。

找到菲苾后，他向菲苾诉说自己的苦闷和理想。

他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去关心孩子、
保护孩子。

他不想让孩子沾上成人世界的污浊，他要把那些不知往哪里
跑的孩子抓住，不让他们冲进成人的世界。

了解妹妹的情况，说明了他对父母是有孝心的，对妹妹有关
爱之心，他注重和亲人的感情;他，讨厌嗜酒的人，擦掉墙上
下流的话，说明了他有辨别能力，对成人世界的污浊的厌恶。



这些都是他的优点，他的心，他的本质。

正是这种正直、善良，才能让他发出：只愿做“麦田的守
望”的呼声。

虽然他有种种的缺点，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那份纯，真，
善。

通过阅读这篇名著，让我懂得了很多，我知道了：做人要有
一颗善良的心，要有一颗孝心，要正直。

但是学习是为了自己，让自己以后有好的前途，而不仅仅是
一辆“凯迪拉克”。

学习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学习才能开拓视野。

学习也是一种乐趣，在学习中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快乐。

所以，学习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我要好好学习，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五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
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一
部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的《无形
人》(theinvisibleman，1952)，一部就是本书。

小说一出版，就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出了
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模仿小说主人
公霍尔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鸭舌帽，
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六十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



要跟美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里的守
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
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
叙述全书，更重要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人活着
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
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

主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
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霍尔顿出身中纽约一个富裕的中
产阶级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
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
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
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老是挨罚，到他第四次被开除时，
他不敢回家。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
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
时光，糊里糊涂地召了妓女，情不自禁的与虚荣的女友搂搂
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企图逃出虚伪的成
人世界去寻批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这种精神上无法调
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

这本小说一出版，就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
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模仿主人公
霍尔顿——们在大冬天穿风衣，倒带着红色猎人帽，学着霍
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1960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要跟美
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守望者》。主
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菲尔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
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霍尔顿出身于纽约一个富裕的中
产阶级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
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
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
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老是受罚，到他第四次被开除时，
他不敢回家。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



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他在电影院中百无聊赖地消磨
时光，糊里糊涂地召了妓女，情不自禁的与虚荣的女友搂搂
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企图逃出成人世界
去寻找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
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
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
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
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
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
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想作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那
些孩子们不掉下去，他在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社会中却
想保护别人，这只是一个很美好的理想，他有能力守望
吗?“麻烦就在这里。你永远都找不到一块宁静、舒服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地方本身就不存在!”作者也知道现实生活中的样
子，却自己在杜撰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自身无法实现的依
托梦想，这就是这部作品带有太多的幻想色彩理由!它不是生
活实际，但它是一种幻觉的需要，这非常适合处于青春时期
的少年思想!

我认为这么多年来，中国读者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
者在变相呼吁社会教育改革!同时用主人公的身影塑造了自己
认为的一种模式。至于这部小说是否影响了美国教育体制的
改革，我们无从知道，我想美国社会接受这位作家的时候，
也就说明是一种默认!现在西方教学方式正被许多私人教育学
校在中国到处宣传，这不仅仅是光为了挣钱，而是从另一个
侧面发出的一种唤醒!

作为老师，我们真的要去善待学生，去尊重他们，让他们爱
学习，至少不讨厌上学。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六

读书是一种享受，可以暂时忘却自己所处的位置，忘却繁杂
的琐事。尤其是读教育类的书籍时,在书中可以学习怎样教育
教学，能从中获得许多启迪，让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得
更加从容，早就听说过《麦田的守望者》这本书,假期回家去
书店，无意中看到了，在我拿起这本书时,我没有想到这么薄
的一本书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使我感触很深,我觉得这
本书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出色。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七

《麦田守望者》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名著。16岁的中学生霍
尔顿有着敏感、好奇、焦躁、不安、想发泄、易冲动的个性。
这与我身边的人都很相似，他是我们心情的真实写照，他做
的事情都是我们想做而又不敢做的。

从书中我也体会到了教育需要“顺性而为”，在于引导而不
是强制，也就是大人们常说的“读书只有自己要了才读的好，
靠别人逼是没有用的”。孩子之所以能够无拘无束地做游戏，
首先在于主人公给了提供了一个释放童心，张扬个性的精神
家园——麦田。这次的语文月考中，有一道类似主题的题目，
就是让我们体会只是不可能永远是老师灌输给你的;而一个月
左右前，在某个语文的讲座上，我也曾看到过内容类似的文
章，其中很明确的给出了一个精辟的结论——教是为了不教。
仔细想想一点也没错，我们现在学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
的是做人。

理想是人生的路灯,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
生才刚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
切不过是暂时的,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理
想。

是的,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麦田守望者》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名著，其中谢幕时的一
番话写出了作者心中的理想教育：“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
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
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悬
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
来，我就把他捉转—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
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祝我整天的
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麦田里得守望者。”这番话我们仔
细揣摩了一下，会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 教育需要“顺性而为”，在于引导而非强制。孩子之
所以能够无拘无束地做游戏，首先在于主人公给了提供了一
个释放童心，张扬个性的精神家园——麦田，或者允许孩子
们进入麦田，却有很多的规定。这样孩子们兴趣达不到极限，
也不会有自由精神，更不会有创新精神，甚至会觉得恐喝。

第二、 教育的成功的智慧在于找到支点，起学生的能力发展
和生命成长。守望者并不是一名游戏的旁观者，而是敏感地
发现了游戏中的关键点——悬崖，守候于此有四两拨千斤的
功效。这不正是我们所谓的抓住契机吗?智者与方法变是无形
的支点。

“守望”是一种习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一种品质。
为了学生的成长，教育需要更多“麦田守望者”。

读后感麦田里的守望者篇八

读完了《麦田的守望者》这本书，我的眼前涌现出一个少年
的样子——他是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因为他所做的、所想的
一切都太不“像话”。而他的成绩也是那么的糟，几乎没有
人会喜欢他。他就是本篇故事的主人公——霍尔顿。

他讨厌这个肮脏的世界，他讨厌表里不一的人，他讨厌身边
虚假的人，但是，他却必须和他们交往。他讨厌看电影，可



到了闲来无事时，他总是去电影院打发时间。霍尔顿没有真
正的好朋友，只有肮脏的阿克莱，伪君子斯特拉德莱
塔·······但是他讨厌他们，但是却只有无奈，因为
他无法改变现状。他看不惯这个世道，所以他苦闷、踌躇、
彷徨，自己的心事也只能被自己扛着。

霍尔顿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勇敢和坚强。但实际中，他却很
胆小。被别人欺负以后，只会做一些虚幻的白日梦，来幻想
自己把他们打败时的情景。他被学校开除后，都不敢贸然回
家，蹑手蹑脚地回去还一定要躲避着父母。他一直是靠着些
虚假的幻想来安慰自己。

他是青春时期我们的代表，从他的种种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和
家长的代沟，父母想让他长大了以后可以出人头地，而他自
己却想当一个麦田守望者。

霍尔顿他看透了那个社会的本质。他的朴素和善良，是他所
在的年代很少的，虽然他的有些思想还比较幼稚，虽然他有
许许多多的缺点，但他反抗现实、向往美好世界的纯洁的一
面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借笔下的霍尔顿写出了自己的想法，以一个处于青春期
的孩子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关于那所谓“叛逆”的想法，讲述
了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过渡，大人与青春期少年之间的代沟。

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
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
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
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
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