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局外人读后感(实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局外人读后感篇一

我与世界相逢在镜中，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
我们交换一点轻蔑。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唯一的
灯。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敌。

——题记

1960年1月4日，大雨滂沱，时年47岁的阿尔贝·加缪死于一
场车祸。此前，这位诺奖得主曾不无戏谑地讲道：在我看来，
没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了。造化弄人，天命无常，加缪之死
为他所提出的荒谬推理添了一笔沉重的注解，同时也向世界
宣布了其永久性出局终极选择。

被罗兰巴特誉为零度写作之鼻祖，《局外人》凭借其独到的
旁观视角和大量运用的白色书写的直陈式短句首次突破了古
典主义写作的局限，开荒诞创作之先河，实为一文学史上的
重大时刻。用简洁枯寂的文字写人，以深沉婉转的笔调写景，
有一种形而上的悲悯与愤怒洞穿了整个叙事，若隐若现的黑
色幽默掺杂其间，更加突显了局外人的意识与社会的逻辑间
的冲突与缠绕。在小说中，从惊世骇俗的开头到离经叛道的
结尾，接二连三发生却毫无然联系的死亡事件，都给人一种
不连贯的荒谬之感。有关这种荒谬感，我要在此强调的.是，
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全然由此而生。



麻木近乎冷血，任性近于天真，对于主人公默尔索这类人物，
我既谈不上喜欢，也不至于憎恶。我一直只是把他们当作某
种局外人的悲喜剧来看待，以至于啼笑皆非。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默尔索并非邀名射利之徒，也根本不屑
于巧言令色或是附庸风雅。他有时与人虚与委蛇，但这些都
只不过是疲于对偏见的应付而已。他是个真实的人，这一点
在小人物中实属罕见。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文
章经典不亚于《百年孤独》开篇的首句令我想到了《庄子至
乐》中一段相似的描述：庄子妻死，方箕踞鼓盆而歌。无情
的极处便是至情，默尔索有着庄周的飘逸，却少了孔丘的克
己复礼，并且因此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你到底爱
不爱我？当玛丽把这个问题扔向默尔索的时候，这已经不是
个疑问句而是某种恋人间乐此不疲的语言游戏了。可默尔索
拒绝这个游戏，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以他仅有的对真实和
绝对的激情。

卡夫卡的人性理论说：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默尔
索弃世，但他毕竟缺乏博爱济世的上帝情结。而他的厌离也
并非出于对逐求的不满。厌倦机械生活行为的结局，是他开
启意识活动的序幕。马上，默尔索开始以一种意向性的目光
审视世界。然而如萨特所言，他在偶然中发现自己进入了一
种意识，却又被强力驱逐到刺眼光线的干燥尘埃中去。胡塞
尔说：人被粗暴地驱赶到自身之外。世界的观念无处不在，
以至于无孔不入，人类的意识内部却往往存在空洞。在海滩
上，滥施淫威的太阳变成了维护法度的日神阿波罗，来自理
性和秩序的强大压迫感迫使着默尔索叩下扳机。

安德烈。布勒东在其评论中说：变节者科尔里奇在一瞬间看
到了世间的真相，然后闭上了眼睛。进入监狱后，默尔索也
有相似的经历，但他并未因此回到精神上的安逸中去。他的
生命于是终结于俄狄浦斯般的逃避与抗争。在星光与缄默的
夜，他于未来死亡的深渊中了解到了一点，那是库切在《耻》
中借女儿之口说出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更高层次的生活。



加缪塑造默尔索并非没有目的，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是其中之
一。从伊甸园被放逐至人间，人类仿佛是被遗弃在世间荒原
上的种子。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份救赎，芸芸众生纷纷逃
遁到神邸中去。而历史也不乏宗教，不乏先知，不乏其神。
然而荒诞的是，浮士德笃信上帝，却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皈
依神明然后背叛，按照加缪的说法，这无异于哲学上的自杀。
到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情况就变得更糟了：人类面临
着被抛到世间的困境。人是他自身唯一的目的，这种无目的
性决定了生命荒诞的本质。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
头，死亡事件的必然到来更加剧了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理性
的热望受到了打击，普遍的理性主义在人思维的非理性之处
碰壁。于是，查拉图斯特拉说道：偶然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
并且试图以此绊倒理性。

不过，我毕竟不是哲学家，我感兴趣的并非荒诞之发现，而
是其后果。换一种说法，我总是试图去了解荒诞是否操纵死
亡，或是说是否在直通死亡的逻辑。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
加缪予以了肯定。他不无痛心地说：在我们的世界里任何在
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一次次的控告，
一次次的审判中，生命无声沸腾。偏偏庸禄之人热衷于此，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拼命抢占道德高地指手划脚，口诛笔伐，
又有多少人千万百计地给对方设局，然后自己做局长。一切
进行得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殊不知在其它局处人的眼中，
这不过是为表演其荒诞行为举行的集体会演而已。

关山难越，谁悲穷途末路者；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局外人。
横批：满纸荒唐泪。

局外人读后感篇二

很多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他人，有些人没有做大家都
在做的事情（主人公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还有第二天
一系列的行为）就会被认为做的不对。刚开始读到默尔索在
母亲的葬礼上表现的如此淡定、麻木而感觉有些违背常理，



认为他不爱他的母亲，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那些道德绑架
者有什么不同，只有痛苦流涕才是葬礼上应有的表情。你可
以这样做，但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当他没这样做
时，你就可以以说教者的身份去谴责他？我们可以看不惯某
种现象，但要尊重它的存在，这也是一种修养。读此书之所
以颇有感触，是因为我的性格和默尔索极其相似。对所有事
都抱有无所谓的态度，随遇而安，自由选择。这大概就是乐
嘉老师所说的绿色性格。

局外人读后感篇三

人生在世，永远都不该演戏作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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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

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
心迹。

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

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

没有对生活绝望，就不会热爱生活。

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
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
的意义。

结语——世界是伪善的，表象的。大家都虚伪的追求形而上，
你又凭什么如此真实坦诚?但是，因为不屈服故而存在才有价
值。异己的世界里，你我皆为局外人。



局外人读后感篇四

在《局外人》的封面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孤独没什么不好的，
我就像个局外人”，而在扉页上面也有一句“对于这个世界，
我是个陌生人”这样的话，第一眼看着的时候会觉得这是哪
个抑郁症自闭症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内心独白，最后在开头
我们就可以看见主人公默索尔说的“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
昨天，我还真不知道”。

随后在他母亲的葬礼上默索尔内心毫无波动，甚至在为可以
连着睡十二个小时而开心，下葬后的第二天他便跑去同女友
约会亲热。随后面对着老板明确提出的去巴黎设立办事处的
要求以及升职加薪的诱惑表示无动于衷，再之后他因为失手
杀了一个可能有歹意的阿拉伯人而被起诉，期间因为他在母
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泣这一理由被法官控诉为“怀着一颗杀人
的心埋了母亲”。之后神父来引导他，他只需要向其他罪犯
一样在宗教感召之下忏悔就可以免去死刑，可以继续苟活下
来，但他还是选择了去死。毫无疑问，默尔索是一个怪人，
是一个与社会与大势格格不入的人，也就像开头所说的局外
人。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诧异，因为这个怪人与我迄今为止所遇到
的形形色色的人截然不同，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
妈妈死了，他可以无动于衷？为什么爱不爱，结不结婚对他
来说都无所谓？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不拒绝恋爱，不拒绝
结婚？为什么他杀人之后不表达悔恨？哪怕表达悔恨可以让
他免于死刑。

毫无疑问，在那个大环境下他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他，没
有人认同他，并且他也没想着主动去参与到大环境下，这就
导致了他的格格不入。

面对亲情，他甚至不知道母亲的死期，甚至不在葬礼上表露
哪怕是一点点虚假的悲伤，甚至还在幻想着长达十二个小时



的美好睡眠。

面对爱情，女友玛丽问他爱不爱自身，他回答，这种话毫无
意义。女友玛丽向他求婚，他说：我怎么都行，如果你想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玛丽问，如果是另一个女人向你求婚，你
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就像你和我一样，你会不会接受。他的回
答是“当然”。玛丽说，婚姻是一件严肃的事，他反驳
说：“不是”。

面对事业，老板给他升职加薪，走上富有生活的机会，他却
说：“我们从来不能改变生活，无论如何，生活都是一样的，
我在这儿的生活也不会令我不高兴。”

面对死亡，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他却说：“人生是不值得一
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
区别。”

他的这一生好像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那个长达十二小时的
美好睡眠，其他的东西好像毫无意义，甚至不值得他花费过
多的精力在上面，默尔索带给我的冲击大概就是万物皆无意
义，我过往所被教导的孝敬父母的，积极进取的道理一文不
值，我们需要的只是在那个大环境下顺着大势表现别人需要
看到的模样，如果不顺着别人的思想，等待我们的大概就是
被批判为“怀着一颗杀人的心埋葬亲人”。

在后文中他的辩护律师问他母亲去世那天是否感到痛苦时，
默索尔回答：“我有点儿失去了自我探究的习惯，我很难回
答。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有
健康的人，或多或少希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被问到他
之因此不哭是因为他自身控制情绪的时候，他却说：“不对，
因为那不是真的。”

毫无疑问，默尔索同样是一个极度清醒的人，这就是我们与
他的差别，我们愿意在他看的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死命奔忙，



因此他是局外人，我们不是，因此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们
不是。我们大概是始终奔忙在大势之下的人。没有所谓的好
的坏的活法，全在于我们的看法。

我曾看到过一个人对孤独的拆解，他说：“孤独这两个字拆
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
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擎瓜柳棚下，细犬
逐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惟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
猫狗飞蝇当然热闹，可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默尔索
就是这样的人，大势永远是大势，哪怕大势要杀我，我也不
愿意顺从大势。

同样的，如果我们与默尔索一起被问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时，
我们可能会不断思考得出一个很好的答案，既不落下自身的
面子，也可以让别人交口称赞；而默尔索可能会直接
说：“没有意义。”因此大势之下我们会活下来，因为我们
愿意给出一个漂亮的答案，而他却会被处以死刑。

默尔索这个局外人终是会被这个社会遗弃，他不参加这个社
会所制定的游戏，偏执的忠于自身的内心的答案，哪怕在外
人眼里他的执拗是错误的。正如他最后对神父喊出的
话：“他甚至连自身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
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看起来两手空空，但我对自身是确
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身的生命和
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是确信的。”因此他带着他一身的执拗坦
然死去。

我们或许该想想我们有时候所刻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否真的
有必要，我们是应该忠于别人的认可，还是忠于自身的内心，
我们是否在意形式胜过在意我们真正的感受。我们永远不需
要做到像默尔索那样的清醒，我们需要的是忠于自身。



局外人读后感篇五

《局外人》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所写的第一部小说，
小说分两个部分有八十页，描述了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安
葬母亲之后，一直到因为防卫过当致人死亡而被判为死刑的
那段日子。小说语言冷静又干脆，却有那一点的单调叙述并
揭示了默而索复杂的内心世界。

看了这部作品心里起伏了一下，《局外人》的第一部分进展
得很平坦，第二部分默而索被捕入狱后，矛盾步步升级。
《局外人》是怎样一则故事？介于上外史课对加缪的认识我
很认真地读了一下。作者先让每一个角色都有崭露头脚的机
会，并且宽待他们种种不良的举止，使病态的社会得以继续
维持而又去展现。然而默而索是个有双重性格的人，他既与
整个现实同污，又能坚持自身的沉默。例如在第一部分中，
他可能在母亲下葬的第二天与女友调情，但他绝不愿意俯首
于繁文缛节，甚至憎恶形式主义恶风无止境的繁衍。所有人
都顺从地做了形式主义没有价值的牺牲品，而默而索自然而
然的就成了脆弱的锁链关系当中重要的一环，随之，作者巧
妙地设计了默而索射杀阿拉伯人的场面。这一部分按时间顺
序叙述，像记流水账，显得有些啰嗦。我们看到的莫尔索是
那冷漠，简直只是个纯感官的动物，没有思考。莫尔索杀人
仅仅是因为太阳，这看起来真的显得荒谬，可事实就是这样。

小说开头一句即是：“今天，妈妈死了。”不知所措孩子一
样的口气，大凡成人提到该类事，会尊称母亲，可是默而索
却不是。接着又是一转：“也许是昨天？?”，不经意间，暴
露默而索的漫不经心和恍惚。接下来，让人有点觉得不理解，
他从头到尾没有哭，还在母亲遗体前抽烟。第二天，他就游
玩的不亦乐乎，带女友回家过夜。还帮一个名声狼藉的邻居
惩罚他的情妇，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女友要和他
结婚，他觉得“怎么样都行”，女友一定要他回答是否爱她，
他竟然说“大概是不爱她”。最后迷迷糊糊杀了人，对于法
庭上的辩论也不关心，好像与他无关似的。默而索被判死刑，



与其说是因为杀了人，不如说因为被指控“怀着杀人犯的心
埋葬了母亲”。在临刑前夜，他拒绝神甫，却想起妈妈。小
说最后一句：“为了使我不感到不那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
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让我们感到震惊！

这不禁让我去想，默而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上面的
简述，默而索似乎是个冷漠的人，因为在母亲下葬时候竟然
不哭。默而索为什么不哭？小说最后解释道：“妈妈已经离
死亡那近了，该是感到解脱，准备把一切重新过一遍。任何
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默而索的冷漠似乎来自他的
理性，但正是这样的“理性”使得他和整个社会道德系统脱
节。

小说进行到将近尾声时，我看到检察官评判莫尔索的那段话，
却觉得这似乎是加缪借检察官的口所说出的大多数人所能看
清的一种判断，也让我开始去体会主人公的“接受”和“不
在乎”。如：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仔细探索过我的灵
魂，结果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
性，对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我都是一窍不通。他补充道：
“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
他没有。但说到法院，宽容所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
为正义所有的作用，这不那容易，但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
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
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

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他要坚决地完成它。他说
我与一个我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我不
能对人类的心有什么指望，因为我对其基本的反应根本不知
道。他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而在我这样请求时，
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
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
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
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



脸上感到了憎恶。”

我们活在社会，必须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如爱情，事业，金
钱等等。我们不能不遵守约定的风俗习惯，像母亲下葬时候
要恸哭，娶一个女人时候要说“我爱你”，在法庭上为自身
辩解。但，如果你觉得自身可以背离这一切，那就会成为社
会这个“局”外面的人，最终会被社会抛弃的。

在社会抛弃了默而索，默而索也同时抛弃了社会。虽然生活
在社会中，可是价值观游离在社会之外。默而索的悲剧在
于——他没有明确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一点努力，是
一种含糊的态度。当大家都这样解释世界的时候，默而索却
要另外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难免成为局外人。

生存的无奈，往往在于精神往往和肉体的分裂，人和社会的
背离生之无限渴望和死亡无限逼近的矛盾。于是生存就显得
就很荒诞。

小说是积极的，催人奋进的。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阐释很好，
但我觉得作者还是把人心想的太简单了但事实真有这么简单
么？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因素，一个人
的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局外人读后感篇六

默尔索不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而是一个可怜的、赤裸裸
的人，他所热爱的，是如昼日般绝对的`光明，甚至不为阴影
留一点点余地。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他的内心被一股坚韧
不折而意蕴深厚的激情驱使，驱使他追求一种“绝对”
和“真实”。这个真实虽然只是从生活和感觉中衍生而来的
消极真实，但是没有它，人类不可能战胜自我，也不可能战
胜外部世界。我想要塑造的主人公，是我们的救世主该有的
唯一的模样。答案很简单：他拒绝撒谎。



初读还不懂，看了作者写的序才明白一点。

主人公爱他的妈妈吗？爱，虽然他们常常无话可说。

他说不出爱不爱玛丽，但想和她结婚只是因为看到了婚姻的
美好。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里，不说假话太难了，唯有当超脱于
外，是个局外人时才可能不对局内之人撒谎，可惜人永远超
脱不了自己身处的世界。

局外人读后感篇七

“在这样的地方，傍晚应该是一段忧伤的喘息。今天，热辣
辣的太阳漫溢出来，这田野被晒得直打战，变得沮丧消沉，
难以忍受。”

这是主角默尔索在妈妈的葬礼之中对天气的描写之一，诸如
此类的描述还有很多，他记录了送行的人的身份外貌、当日
炎热的天气，以及送葬途中的环境声音等，唯独缺少了对于
母亲去世的悲痛。

他以一句“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
开头，甚至在第一章结尾写道：“以及我想到就要上床睡上
十二个钟头的喜悦。”

这些描写无不体现了他对于世界的割裂和似乎颠倒是非的性
格，或许在外人看起来十分怪异，然而这正是他的处事态
度——将世界赋予他的一切意义抛弃，遵循自我。

不同于那些葬礼上哭天喊地又或是表现刻意的亲人朋友，他
没有选择伪装自己融入群体，而是将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了
出来。



以及后面他记述了很多与身边人发生的故事，例如毫无感情
地回复着别人的吐槽，他对于雷蒙想要和他做朋友的无所谓
的态度，以及他认为女朋友问他爱不爱自己这种问题是无意
义的，甚至他在朋友受伤时表现得不耐烦。

在情感方面，他是一个冷漠的局外人，对人际关系不期待也
不关心。

而他在日常生活中也缺少激情，将所有的起起伏伏置若罔闻。

他在妈妈下葬后的第一天就开始认识新的女人，一起约会看
电影。之后，他独自度过了一个平凡而无聊的礼拜天。他在
第二章结尾写道：“我想礼拜天总是这么令人颓丧的，现在
妈妈已经下葬了，我又要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这表现了他生活中的不断重复和枯燥，同时也引起读者共鸣，
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如此，是每天重复着的日常。

当他被老板推荐到巴黎去工作时，他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
能改变生活，无论如何，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在这儿的生活
也不会令我不高兴。

故事来到了高潮，默尔索在沙滩上扣动扳机杀死了一个阿拉
伯人，然而他在接受审判一直到死亡的期间，也一直生活在
荒谬中。

例如，法庭上把他对妈妈的死亡的无动于衷和他的杀人动机
联系起来，说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还有在检察官与自己律师辩论时，他说：但我偶尔也想加入
进去说几句，但这种时候，我的律师就会对我说：”您别说
话，这对您更有利。”

“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
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
不征求我的意见。”



最后，默尔索被判了死刑，他在与神父最后的交流中透露出
了他的精神的本质：

“我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
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
都是确信的。”

“在我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
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
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
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

与其说他被判了死刑，不如说他接受了社会的准则和道德的
审判。

他们将他过去的言行肆意放大曲解，只是因为这些行为不符
合他们的社会认知，却没人在意他在审判中说的那些发自内
心的证词。

所以我认为，死亡才是他的归宿。

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在勇敢抗争过然而没有任何效果之后，如果要摆脱这个荒谬
的世界，默尔索这个荒谬的人的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局外人读后感篇八

默尔索不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而是一个可怜的、赤裸裸
的人，他所热爱的'，是如昼日般绝对的光明，甚至不为阴影
留一点点余地。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他的内心被一股坚韧
不折而意蕴深厚的激情驱使，驱使他追求一种“绝对”
和“真实”。这个真实虽然只是从生活和感觉中衍生而来的
消极真实，但是没有它，人类不可能战胜自我，也不可能战



胜外部世界。我想要塑造的主人公，是我们的救世主该有的
唯一的模样。答案很简单：他拒绝撒谎。

初读还不懂，看了作者写的序才明白一点。

主人公爱他的妈妈吗？爱，虽然他们常常无话可说。

他说不出爱不爱玛丽，但想和她结婚只是因为看到了婚姻的
美好。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里，不说假话太难了，唯有当超脱于
外，是个局外人时才可能不对局内之人撒谎，可惜人永远超
脱不了自己身处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