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局外人读后感(优秀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局外人读后感篇一

看到默尔索在葬礼上没有哭，不记得母亲年纪，我回想了一
下外公葬礼上我没有哭，死去时的具体岁数也不清楚，心里就
“咯噔”一下，伪装的时间太长我差点儿忘了自己也如此冷
心冷肺！

外公对我很好，我很喜欢和外公呆在一起。他在文革前是一
名语文教师，文革后当了茶厂的会计。外公喜欢剪报，我就
看他剪，把他不要的部分拿来折纸。或许是文革经历过什么
吧，外公不喜欢说话，人一直淡淡的，我在他书桌旁边也不
知道为什么下意识的不发出声音。后来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邻居跑到学校叫我赶紧回家，我虽然疑惑，但还是有条不紊
地收拾了书包回家了，到家才知道外公去世了。

外公是在书桌后面的大方椅上去的，手上还端着剪报本子，
看来是死了也要带着剪报啊！我当时脑子里只有这个。

葬礼很繁琐，我作为外公唯一的后代，请了好几天假。其实
我什么也没做，我甚至连葬礼花了几天拜了几桌酒都没有印
象，我只记得盖棺之前要大家围着棺材一遍绕着一边哭丧，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点想哭的感觉。甚至我内心只有一点
遗憾，遗憾自己以后会更加孤单了，我觉得外公的死是顺其
自然的，没有什么值得哭的，他老了，自然死亡，我见鬼的
觉得他走的挺好，是好事儿！我想着这些跟着人群走，突然
感觉手臂被人揪了一下，妈妈看不过去让我哭，我突然连遗



憾都没有了，只觉得烦躁，我内心觉得这样不对，可是我就
是不难过就是哭不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看过很多书，在书里感受着别人的
“正常”的情绪。同学从来不会觉得我冷漠，因为我会在适
当的时候表现出适当的情绪，尽管我的内心心如止水，毕竟
我不再是初中那个不会伪装自己的我了。同学都说我很温和，
他们喜欢向我倾诉内心的不安茫然痛苦，我也会适当附和着。
当年高考差一分上211，周边的人都在为我惋惜，可是我的内
心没有一点波动，但是我会平静地在朋友圈发一条哀莫大于
心死的话来满足朋友们想要安慰自己的心。

我的内心就是默尔索，但我讨厌他，因为他没有任何伪装，
他那么直接真诚，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游离在社会道德伦理
准则之外。但是我又羡慕他可以一条路子走到底，没有心理
负担，乃至最后离开那个对他来说可有可无的世界！

我自己也在等待，等着自己有一天再也没有力气去伪装，然
后彻底隐居山林做一只离群的大雁。

局外人读后感篇二

序言所论以及后文中主人公自己所述，皆指出在那场审判中
当事人被隔离在外，被当作一个局外人，可是书名应该不是
由此而出。

本书分两部分，第二部分主要讲审判的过程，而第一部分讲
了什么呢，作者像记流水账似的记录了主人公在其母亲死亡
前后的生活琐事及心理状态。这种行文方式与主人公的性格，
生活态度相当匹配：白开水样，波澜不惊。主人公的处事态
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也可，那样也行。他好像没
有什么在意的事情，什么都可有可无的，就连面对死亡的问
题也没惊起太大的波澜。所以不是别人让他处于局外人的位
置，而是他自己将自己置于局外人的位置，他充当了他自己



生命中的局外人。而他何以能活成这样呢？我认为是因为他
摆脱了道德，摆脱了宗教，摆脱了艺术，摆脱了生活中的一
切伪装。他是如此客观而又真实地活着，他的所言所行皆是
他心中所想，外物于他都不重要，这么说来，他倒是身体与
灵魂合二为一了。

可杀人就是杀人，我不会替他辩解，尽管他没有犯罪的动机，
但他有犯罪的事实。而他能引起相当一部分人同情的原因就
在于第二部分的审判中，整个司法集团将审判的重点荒谬地
放在了主人公在其母亲丧事期间的态度上，然后得出了一个
结论：他是以一个杀人犯的心理埋葬了他的母亲。

司法集团不惜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硬要把主人公塑造成一
个冷血之人，一个天生的杀人犯，是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他
的杀人动机。而且面对审判，面对罪行，主人公表现得如此
平静，毫无波澜，既没有痛哭流涕地忏悔，也没有胆战心惊
得畏惧，更没有巧言花语地狡辩。

局外人读后感篇三

局外人才是真正清醒的正常人！

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生命的双重真相。加缪懂得了他
散发着生命热度却也必将腐烂的身躯，懂得了每一个一去不
返却无比珍贵的转瞬光阴。

拒绝彼岸与来世，坚持立足于此时此刻此生场地。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

死亡、苦难、黑暗与荒诞是一个人在生命中的必须面对的事
物，绝非生活最终的目标，更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们并非尽
头，还需继续深入，真到在荒诞的世界中建立起新的生活态
度，在上帝死去之后重获人之为人的尊严。



孤独感每个人都有，一直在想如何好好过完这一生，明明很
看不惯别人怎样怎样，自己却无动于衷，就在这种恶性循环
中陷入虚无主义，丧失了生活的动力，也落入了另外一种荒
诞。

来到这个世界必须要好好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努力过好自
己平凡日子，纵使最终的离去没有任何痕迹，但是自己本身
真实的感受了世界的种种，有不负时光，好好活过，这种真
实很确定很从容。

局外人读后感篇四

“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这句话是加繆人生哲
学的根基，但这也是他悲剧的根源。在他笔下的人生荒诞不
经，确实处处真诚的袒露，他也许只想活得真实而简单!

《局外人》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环节上
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是法国20世纪举足轻重的文学作
品，堪称为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小说之一。
《局外人》的主人公是以为年轻职员默尔索，对生活的各方
面都持着一种“无所谓”态度，但就因为这样，由于某日去
海边度假，被卷进一宗杀人案中，最终被判斩首示众，酿成
了悲剧。生活在荒诞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去面
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说
明了，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样，都不应该违背这个社会规则。
对于塔索生活的社会，就因为在他母亲的葬礼上哭泣的人，
都很有可能会被定为死刑，成为了异类，社会的异类!但默尔
索很真诚，不耍花招，拒绝说谎，是什么就说什么并且拒绝
掩饰自己的感情，善良温和，不说废话之类的;他的随和温顺，
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守己，实在诚率，但在那个社会看来，
就是一种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庸
庸碌碌，浑噩懒惰……虽然他是一个穷人，喜光明正大，但
却是我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默尔索对于母
亲下葬时不恸哭，这并不是一种无情不孝，而是对于一种真



实执着的热情激励。面对这样巨大的压力，有人会奋起抗争，
有人却维诺无从，最后的结果是生命的告终。所以在那个社
会，要接受传统的价值，不能不遵守约定的风俗习惯，倘若，
你觉得自己可以背离这一切，就无疑成为这会的“局外人”，
最终被社会抛弃。

人的性格到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崖。“而我，我好像两
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是的，
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我抓住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
理抓住了我一样”“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
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
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
然是幸福的。”从某种角度上说，默尔索在死亡直逼的苦难
面前总与醒悟了，他回归自我，完成了和这个冷漠而荒诞的
世界圆融统一。他明白这个世界虚无的本质，他一时到了自
己之前的一切方法，态度都是对的，只因这个世界本来的方
式，在苦难之后，他发现了自己，却为时已晚了。然而，他
并不觉得有什么悲哀，因为他直到死亡，都依然保持了自己
想要的真诚，坚守自我。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不会爱生活。默尔索在孤独与绝望中
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甚至一百年也不至于难
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
从某种程度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愉快!一个人对他所
不了解的东西，总会有一些夸张失真的想法，当想摆脱一个
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总会做出一种表示很赞同的样子，
这个是不是出于人的一种反应，有时候，我也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还有自己的事要去做。转回话题，默尔索在什么被判定
结束的前夕，对生存充满了渴望，他朝思暮想逃跑的机会，
却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愿望。如果还有机会，他希望重活
一遍。只有经过死亡的威胁，才会体会生存的意义。而那些
碌碌生活的人，永远都不会明白。曾有人问他是否悔恨，他
说他只感到无限的疲倦。在最后一刻，他觉醒了。



人生在世，就是想活得真实而简单，就不该演戏作假!但有人
会限于社会环境而变得有心机，隐藏内心的真实。也许这才
是存活之道吧!但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内心的善良!

局外人读后感篇五

读过的第一本加缪，也是写的第一个书评嘻嘻。有几天了，
读的那天高中时期最后一个（我想象是）很倾慕的男生找到
女朋友啦。感觉高中关于恋爱这一part就这么过去了，心情
复杂，就想读一下这本，给自己一些“局外之感”，少一些
对他人给自己动力的依赖。当天晚上就看完了。

看书之前我想当然地觉得，局外人应该只是主人公消极对待
人生，是自己人生的局外人。

阅读完整本书后，带着意犹未尽的感觉我去阅读了书前译者
柳鸣九先生的前言。

现在翻阅，对于书名的理解看到了两种：一种是柳的默尔索
在法庭上被各种妖魔化，像是个局外人，另一种是默尔索对
于世事不关心不在意，活出了潇洒惬意，是自己人生的局外
人。

虽然我个人不是像默尔索一般的淡然，不在乎，我更是一个
入世，功利心很强的人。但是阅读他的心理，并不让我觉得
难以接受，而是让我想到，在我过度的争取和劳累之后，我
也可以这样调节我的身心。书中大段的、奇妙的心理描写，
和一些哲理性的句子，也很好地缓解了我一轮复习的焦虑...

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点，是我非常以后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很
想当律师啦~这本书给我与《杀死一只知更鸟》不同的法律环
境，让我对从业计划有更多的考虑，社会环境有更多的反思。

要坚持人道主义，尊重个人的不同的思想观念。不用社会世



俗观念，不用法律残杀人性，不要强迫别人相信自己的信仰
来完成像宰割一只牲畜般的“仪式感”..

最近看罗翔老师的一些视频，也看到法律不是冰冷无情，行
使法律，更要有作为人的意识，也能与除法律外别的领域，
如现代的网络平台的舆论，当事人有时也是“多余”一般...
产生诸多思考。

真是一本好书呀。

局外人读后感篇六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
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
没说，也许就是昨天。

主人公默尔索随即去办理母亲的后事，他请假，长途跋涉来
到敬老院。守灵过程中他不想看母亲最后一眼，全程也很冷
静沉默的样子。他喝咖啡、抽烟、与人聊天和睡觉休息。

葬礼的第二天他与玛丽相遇，一起去游泳、看喜剧电影、滚
床单。

生活回归正常，默尔索与朋友雷蒙去海边玩遇到了朋友的仇
家大打出手，稀里糊涂的杀死了一个人，锒铛入狱。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和律师都把关注点放在默尔索是否是个
好人而争辩着，完全把默尔索置身在外，最后根据默尔
索“没有在母亲去世时表现的无动于衷，随后和玛丽寻欢作
乐，连开五枪杀一个人”而被定义成一个毫无道德人性的杀
人犯，最终判下死刑。

故事的最后，是默尔索心中的独白，也是最令人反思的地方。



以上，就是这个故事的大体内容。

根据我的描述，你是否也认定默尔索是一个泯灭人性的人呢？
如果认同的话，那你就和书中的法官、群众无异了。

默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乍一看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
活得最洒脱、最充实、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

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通过做戏而表
现出我很伤心。并且，他认为死亡是无法逃离的必然环节，
母亲的去世算不上什么坏事。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
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

01本质

人类终有一死，却又总怀着对未来的希望。人类的命运本来
就是荒谬的、孤独的与痛苦的。人类唯一的自由就是清醒地
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拒绝盲从和虚伪。

02态度

默尔索总是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保持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他从一开始就认清世界的荒诞虚伪，所以他保持沉默的态度。
他和人们保持距离，他不屑于迎合道德规范。

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
可他依然毫不隐讳地否定；雷蒙热切地询问他能否和自己结
交，他也只是淡淡的回应着；老板对他寄予厚望，要他担当
要职，他仍不肯委屈心灵，阿谀迎奉，而是立马拒绝；在法
庭上，律师要求他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让他承认为母亲
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尔索却认为没必要撒谎遮掩什么，
直言不讳；检察官批判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
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他也没有声嘶
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最后神父为他



做临终的忏悔仪式，他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并且坚持称
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
他认为自己一直是幸福的。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
默尔索却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03选择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
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
孤单无依靠。但是默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
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
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

他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父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
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没做错什么。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
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坚守，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
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
选择。

作为个体，在面对一个更大的、更复杂的、更不确定的外部
环境时，既不能完全的退守本心，又不能彻底的随波逐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不如默尔索。

可以说，局外人并不是指默尔索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相同
生活状态的人的代表，默尔索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04反抗

默尔索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沉静冷漠，实则这正是他用来
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默尔索式的冷漠，具有积极反抗的基调，不失为一种大智大



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战胜了荒诞，获得了自由。默尔索的自
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结果是由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
从而以挑战的姿态对抗这个荒诞的世界。

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们划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众
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
守己，与世无争，没有什么危害极大的行径。可是社会通过
法庭所追究的，并不是他的杀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
为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法庭的审判表明了社会
对默尔索这样一个不遵守既定规范、而又拒绝同社会、宗教
妥协的“怪物”，从肉体到灵魂都要彻底毁灭的决心。

05意义

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
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默尔
索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
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
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
秒，完全靠着自己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除净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
布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
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
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
孤独，我只期望行刑那天围观的民众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