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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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二

读完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一个少年形象出现在我的
脑海中——他是大人们眼中的坏孩子，因为他所作的、所想
的一切都“不像话”，他的成绩也是那样的糟糕，几乎没有
人喜欢他……他就是全书的主人公——霍尔顿。

他的讨厌周围肮脏的世界——他讨厌伪君子，讨厌周围的虚
假的人，却又不得不跟他们交往;他讨厌电影，却不得不在无
所事事的时候去那里消磨时间……霍尔顿没有真正好的朋友，
只有肮脏的“阿克莱”、表里不一的斯特拉德莱塔等室友，
但他又不得不跟他们交往，他厌恶他们，却又无奈，他无法
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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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都在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
却没有胆量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叛逆。 他是青春期的少年代表，
从他的经历里可以清楚的看到与家长的代沟，家长总希望他
像哥哥一样可以成为出人头地的人，可是他的理想也只是做
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站在悬崖上，捉住不断奔跑的孩子。
大人总认为霍尔顿是一个败家子，是一个不良少年。但他有
自己的思想，在他那半成熟的心中还存留着点点梦想，即使
它在那污浊的世道变得那样的细微渺小。 霍尔顿是明智的，
是聪明的，他看透了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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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深刻细腻的刻画了
青少年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的想法，读了之后果然
如此，这应该说是一本好书。

故事跨度并不大，从主人公霍尔顿又一次被学校开除说开来。



他的被开除的消息没有被家人发现的时候，霍尔顿决定去流
浪。故事就讲了他流浪的两天两夜的经历。应该说这是一个
世俗的眼光中让人头疼的孩子。他家境富裕，已经四次被不
同的学校开除，作为一名中学生他吸烟喝酒满口的脏话，与
同学打架，在他的眼中几乎没有可以值得高兴和尊敬的人或
者事物。别人认为高尚的东西他统统认为低俗，思想偏激。

但是不可否认霍尔顿也是一个典型的形象，他的心灵深处有
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别人来理解来关爱的。不幸的是，他总是
遇人不淑。潘西中学是人们公认的一流学校，但是在霍尔顿
的眼中却充满了人与人的倾轧，猜忌。人们在这里谈论的最
多的就是酗酒，女人，性。霍尔顿的心中充满迷惑。

他的父母对他充满了期待这份期待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
的压力。所以在带领了校击剑队去纽约参加比赛，作为队长
他却把重要的东西忘在了地铁上.这样的错误自然是不能原谅
的.所以他就遭到了再一次的被开除.他对于被开除并没有太
多的伤心，但是却害怕回家面对自己的父母.于是决定用他手
中的钱去纽约玩两天.当他父母知道消息后无法不面对的时候
再去面对.这是典型的青少年的思维.

在流浪的两天中他遭遇了很多的事情，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
人.对于这些人他是怀着一种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一种颓废
的无聊的态度来面对的.不知为什么，读的时候有一种很难过
的思绪在流动。一个人的心灵本来是很单纯，是可以看到世
界的美好的，可是这个世界太多的黑暗，一个本来可以幸福
的心灵却看到了太多的痛苦。所以霍尔顿不幸福。看这个书
的时候的我也不开心。书评中说，这个人物形象抨击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他们精神世界的残缺。我对于这样的一个
评价不敢苟同。我觉得它并没有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
文明，没有那么明显的政治色彩。更准确的一点说，它应该
是一部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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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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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捉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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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也是霍尔顿可爱的地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守护一
种美好这才是真正的大善良，这种大善良让霍尔顿在颓废中
也显得那样的可爱，就像在一片沼泽地中让我们看到了闪光
的美好的东西。

雨点打在浅灰的水泥地上，染出一个黑色的小斑。黑点一个
个蔓延，很快覆盖了整个地面。雨把旋转木马那朱红色的顶



棚敲得“啪啪”作响，几乎没过了木马转台放着的爵士音乐。
为了避开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所有的父母都躲在了转台
的屋檐下。而你，霍尔顿，却仍然坐在旋木前的长椅上。雨
水像透明的长线，顺着你头上深红色鸭舌帽的帽檐，流入你
的脖子，浸湿你的风衣。但你并不在乎，你反而觉得那么快
乐!你看着你的妹妹菲芯穿着篮大衣，她的金发被风吹起，像
一阵阵麦浪;她骑着那只很旧的棕色木马，一圈圈地转个不停。
你说她看上去好看极了，自己还险些大叫大嚷起来。你浑身
在颤抖，但是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雨水的冰冷，还是因为内心
深处的颤动。我知道，你也许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即使
是和你的女友在一起;即使是在你的梦想里。

你说你讨厌女友萨丽的虚荣庸俗。但是你承认吧，你抵抗不
了她的美貌。你甚至在和她见面的突然间觉得自己爱上了她，
简直想跟她结婚。可是你和她谈心，当她否定你的未来时，
你又开始恨她。最后你在懊悔中又突然提出分手。你仔细想
来，觉得整个事情有点好笑。你放声大笑起来，你的笑声又
响又傻，你可以对天发誓你真是个疯子。你内心的矛盾正像
雨水一样狠狠地拍打着你头上的鸭舌帽，雨水在你的脸上流
成一道道酸酸的眼泪。你真的躲不了。

你说你要是不想把自己的肠子呕出来，就别去看这假模假式
的电影。但是你承认吧，你仅仅是因为想消磨时间，就去看
了你最痛恨的电影。你的精神世界已经极尽空虚，你甚至只
能用电影来填补。你想要叛逆，但却成不了真正的叛逆。就
像那北风吹掉了你的帽子，但你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风的方
向，你只能够捡起翻倒在地上的帽子。你已经无力去反抗了，
你只能向现实妥协。

你说你想到西部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用自己赚的钱在树
林旁边造一座小屋，然后娶一个同样又聋又哑的美丽姑娘;当
有了孩子之后，就给他们买许许多多书，亲自教他们读书写
字。可是你做不到，因为你有一个爱着你和你深爱着的妹妹
菲芯。她拖着一只自己几乎拖不动的大手提箱，说要和你一



起走。你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你用你最凶狠的语气告诉她
绝对不能让她跟你一起去。但最后你为了哄生气的她，答应
她你哪儿都不去，并让她去坐那个深藏着你们无限回忆的旋
转木马。看着菲芯骑木马的样子，你终于开心了，你身边的
风雨不再萧瑟，它在你的眼中近乎缠绵。但缠绕的还是那悠
悠的矛盾和忧愁。你还是避不开这风雨。

你坐在长椅上，早已淋得像只落汤鸡。你曾对菲芯说，你只
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当在麦田里玩耍的小孩跑到悬崖边
的时候，你就拉住他们，不让他们掉下深渊。你知道这不像
话，你知道要真这么做父亲会要你的命，但又只想干这样的
事。我也知道，你张口闭口脏话连篇，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后
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但你看不惯这狂风乱雨的世道，你会在
遇到善良的修女时慷慨募捐，你会去擦掉学校墙上下流的字
眼，你还会帮一个陌生的小女孩紧溜冰鞋。你想要反抗，你
有着质朴单纯的理想。就算你做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你仍
然可以在风雨中守望。

你可以撑开一把伞，当孩子们经过时，你就把伞举在他们头
上。他们就不会被风吹得发抖，不会被雨淋得打颤。他们会
用稚嫩的声音说“谢谢你”。他们会用温热的小嘴唇在你湿
漉漉的脸上轻轻地碰一下。你也会因此感到无比快乐。

真的，你真的可以这么做。我想你也会愿意。你会心甘情愿
地帮助每一个孩子避开风雨。而且你要相信，雨过之后，一
定会有阳光穿破云层，覆盖大地。当金色的阳光抚摸你的脸
庞，即使你脸上满是雨水，你仍然会感到温暖。你会很期待
这一刻吗?一定会吧。

所以，霍尔顿，无论你是在麦田里还是在风雨中，请你继续
守望。守望那没有被虚假溺死的真挚，守望那没有被虚荣刺
伤的质朴，守望那没有被庸俗涂抹的爱情，守望那没有被金
钱名利包裹的梦想，守望所有纯洁而天真的孩子们。



进入20__年后，我第一本阅读的图书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说起来好笑，这本书是一个公众号里推荐值得阅读的书，在
打开这本书之前，我对书中的内容一无所知，望名生意，以
为是讲农场里面发生的故事，但随着这本书故事情节的展开，
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中学，主人公霍尔顿由于四门功课不
及格，被学校开除了，他也厌烦了学校，厌烦了虚伪的校长
和老师，厌烦了性格变态的同学，于是，在一个风雪之夜离
开了学校，乘坐火车到了纽约，但他和父母约好是周三回去，
所以在纽约找了个旅馆住下，在回家之前的几天，一直在纽
约城游荡，他感到很孤独，想找个人打电话聊聊天，但在电
话亭里呆了20多分钟，竟然没有可以打给的人，他孤独之际，
到酒吧寻找热闹，但看到的都是一些变态的人和事儿，他为
了摆脱孤独，约了朋友萨莉一起看歌剧，然后一起溜冰，他
对萨莉谈起自己的理想，说想和她一起出走，到一个陌生的
地方，然后他可以做工赚钱，然后他们可以结婚等等，萨莉
对他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然后他们不欢而散，霍尔顿又想
到其他人，但都是些很无聊的人，他偷偷溜回家，唤醒已经
睡醒的小妹妹，和小妹妹聊天他很开心，他非常喜欢自己的
弟弟和妹妹，经常想到已经死去的弟弟，并保留着弟弟的遗
物，一只写满诗句的手套，他对妹妹说，自己要到很远的西
部去，要在那里生活等等，后来，他打算离开纽约之前约妹
妹在见一面，告个别，谁知道妹妹却带着行李箱说要和他一
起走，他怎样都说服不了妹妹，最后，只好妥协，他没有走
成，又步入原来的生活轨道。

刚开始读这本书时，我完全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简直
是一头雾水，不清楚作者到底要表现的主题是什么，慢慢的，
随着剧情的推进，随着霍尔顿处理事情的喜好和他的种种想
法，我的思路渐渐明晰，霍尔顿，一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
他不想接触社会上消极阴暗的一面，不想和思想变态的人接
触，他的心灵是纯净的，像个孩子，所以他和妹妹聊天感到
很愉快，他想逃离这样的社会，他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



一大块儿麦田里玩儿游戏，他站在悬崖边上，去阻挡那些会
掉到悬崖下的孩子，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希望这个社
会是纯净的，试图改变，但改变不了，所以想逃离，但也无
法逃掉。

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阵痛，正如文中所说：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
死去，而一个成熟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
活下去。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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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有点异
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象话。”

长长的小说到了尾声才第一次出现了与主题相关的描述，要
命的是描述得还这么诗意温暖。是啊，原本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是充满诗意的。荷尔德林说：“人生充满劳绩，但诗意地
生活在这大地上。”一个十六的孩子用自己疼痛的成长经历
洞悉了成人世界的一切虚伪，包括师长、室友、女友，甚至
父母，唯一留在记忆力的美好就是逝去的十岁的弟弟艾里和
他现在努力想要去保护的同样十岁的妹妹菲苾的种种言行。
可谁又知道他们在这个充满虚伪的世界里终会变成何种颜色
呢?所以有一方净土，有一个守护者就成了一个愿望了。小说
最后让菲苾坐在旋转的'木马上，那么单纯无邪，而守护在旁
边的“我”连下雨了也不在乎，只有一种充实的快乐。此时的
“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哥哥，更由先前的理想者变成了一
个名副其实的行动者。他勇敢地担负起了守护的责任。

所以整个小说从逻辑层次上来讲，就形象地探讨了为什



么——是什么——怎么做(麦田的守望者)的问题。“为什
么”当然是重点，这是整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小说是反映社
会生活的。人的成长是一个由纯真到虚伪的过程，所以我们
的孩子或者我们的童年就成了宝贝，变得稀贵。真是莫大的
讽刺，却又如此真实，生生地刺得人心疼。

《麦田的守望者》于我是一本老书，多年前就读过。年少时
有点轻狂，似乎不买老塞林格的账，不喜他笔底下人物的玩
世不恭、放荡不羁，便连带的不愿去细想文字底下的那份深
沉与温情。昨晚一口气读完，夜不能寐，只为感动，发自内
心的感动。我们的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不容易，都值得让人
放下一切的伪饰来呵护。但我们做得似乎远远不够，不管是
家长还是老师。感谢老塞林格，让我们自惭自省，更让我们
学会担当，担当起原本就应该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责任。

最后要说的是，《麦田的守望者》是一本如《小王子》一样
精彩的书。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三

这本书是我暑假时看的一本书，因为之前一直有听说过这本
书看的时候还是抱着一种十分期待的心情看的。刚拿到手的
时候，发现它没想象中的那么后市，但是在我拿起这本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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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
去，冷战硝烟又起。一方面科技发展迅速，而另一方面，人
们缺乏理想，意志消沉，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下，
过着混混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霍尔
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抽烟酗酒，不求上进，但是，他还不
至于沦落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因为在他心底，一直还存有
美丽而遥远的理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一
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50年代的美
国确实有些相象。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很多人开始迷茫，消沉，他们逐渐遗忘自己的理想，
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开始向往平庸。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
代的孩子，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恼，但是我们应该集中
精神看准我们的前方，我们的路，我们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
抱负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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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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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也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勇于追逐理想的心，总有我们成功的
那一天！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四

《麦田的守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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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五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塞林格写的小说。故事中的
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十分叛逆的男孩子，他3次被学校开除，
在故事中，他被潘西中学开除了，原因是5门功课中有4门不
及格，但其实，霍尔顿的作文写得非常好。

这本书的封面很漂亮，让我从许多书中挑中了它来看，淡淡
的麦色封面，配上简单而富有诗意的字，显得是那么柔美的
一本书。翻开一看，却让人大跌眼镜，这本书太特别了，脏
话连篇，像起了气势或顺带说的，总会出现“他妈的”这样
的字眼，这也能体会到霍尔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叛逆的少年。

霍尔顿厌恶学校，他说：“他们送我去学校，想让我出人头
地，将来好买辆混账凯迪拉克。”他总是希望逃离现实生活
而到自己理想的世界中去，却又一次一次被现实打击的失望
彷徨，一次次的提醒着他，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具有差距的。
霍尔顿盼望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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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我。我呢，就站
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
子往悬崖跑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
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跑，我的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抓
住。我整天就干这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看
了这段话，我也能想象出他所描绘的情景，麦田是多么美啊，



孩子就只是跑着，大人也只是守望着，活着就是活着，就这
么在安静的麦田里安安静静的活着，多美好啊，别去管学校
里的那些烦心事儿，多好啊。

可是，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那么一条道，理想越丰满，现实
越骨感。

我们现在这些孩子，早熟，懂得多，也容易叛逆，很容易做
出不理智的事，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现在看来，像是发泄
一般，把青春期痛苦的事通过这本书呐喊出来，我想我一定
会留着这本书，等我再大一些时，也许看懂的就不止这些了，
也许我能看懂更多的，深深的涵义。霍尔顿16岁，等我16岁
了，再看这本书，或许我能理解他了，或许我比他更成熟了，
看透他了。

我们也应该像霍尔顿一样了，不去叛逆，回到学校，回到父
母身边，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自己优秀，理想与现实，
总是会在生活中穿插着，当在现实中支撑不下去了，理想或
许能给予一个鼓励，让心再次燃起希望。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六

我曾以为自己的感知不同与别人，结果《麦田守望者》也是
一样;超越现有的思想确实费劲，但犹豫终将被历史抛弃，剩
下的是决绝之后剩下的答案：无尽的苍凉;守望，也许是一种
生命沉淀之后剩下的自知，那么渺小、脆弱的心，静静的守
望着自己曾经的岁月，守望着一代代新人的遭遇，他们发出
了生之极的感慨：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

是啊，不能承受的，却又是那么的轻;这听起来既不是警告，
也不是劝慰，更不像是箴言;它更像是一种生命中唯一珍视的
东西，在茫茫人生中消失殆尽之后，双眼空洞地望着漠漠无
尽、喧嚣静谧如大海一般的生活时，呢喃而出的一句轻语;我
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更不可能知道你们



到底想要怎样。这就是一种妥协：缠绕在心灵最深的地方，
隐隐约约的裹藏。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故事梗概几乎像每天媒体上都能读到
的故事一样简单：一个被学校开除的问题少年，混迹于纽约
街头，一天两夜的时间，花了一些钱，抽了几包烟，好像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际遇，一不留神却成了“现代经典”。很多
资料显示，在上世纪中期，小说一出版，就受到美国社会的
追捧，校园里随处可见对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模仿——身穿
风衣，倒戴红色鸭舌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时过境迁，
追捧风早已如云烟消散。然而，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
霍尔顿的文化意义尚待进一步认识。

一、霍尔顿的时代特色

从来就是这样，流行的东西容易被误读。霍尔顿的身上有着
他那个时代太多的时尚色彩。上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过去，金戈铁马不再，生活的平淡、
单调给一向自由奔放的人们以莫名的压抑。年轻人作为最具
有活力的族群，总是较早较强感觉到了时代的苦闷。年轻就
是一种代价。战后的平静生活，凸显出人生的琐屑。无论是
被人称之为“静寂的年代”，还是“怯懦的时代”，最受折
磨的总是成长着的人们。所以往往就是这一族最具有颠覆精
神。霍尔顿的出现，从着装到谈吐，从行为到精神，对他那
个时候都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学生们竞相模仿丝毫不奇怪。
有人斥之为坏孩子也不奇怪。张口闭口“他妈的”，厌恶学
习，抽烟酗酒与女人鬼混，人们怎么可能将其视为好孩子呢?
人们从具体生活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是可以理解的，评论家应
该还有另外的责任。如果也把霍尔顿看作“垮掉分子的代
表”，甚至认为他垮得还不够，还不到吸毒、群居的地步，
对人物的理解就未免失之简单了。其实，只要穿过霍尔顿的
时尚色彩，再向前走一步，就接近人物的本质了。霍尔顿为
什么就不能正儿八经地讲话呢?他为什么要抽烟酗酒嫖女人
呢?他很在意父母的感情，也知道父母希望他做的事情。然而，



他却做着另外的事情。这是一种痛苦的放纵。所以，他与周
围的环境和人物始终都处在一种格格不入的对峙、紧张关系
中。这种对峙、紧张表现在人物语言、行为和心理上就是一
种变异反应。

小说刚刚开始，当霍尔顿爬到汤姆孙山上，站在“那尊曾在
独立战争中作战用过的混账大炮旁边”(j.d。塞林格，《麦田里
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2，以下引文只标注
页码)看赛球时，就已经能感觉出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了，即使
是曾经令人骄傲的独立战争，在他心中也已经完全失去了分
量。后来，他走进老斯宾塞家里，塞林格这样写道：“房间
里到处是丸药和药水，鼻子里只闻到一股维克斯滴鼻药水的
味道。这实在叫人泄气。我对生病的人反正没多大好感。还
有更叫人泄气的，是老斯宾塞穿着件破烂不堪的旧睡袍，大
概是他出生那天就裹在身上的。我最不喜欢老人穿着睡衣裤
和睡袍。他们那瘦骨嶙峋的胸脯老是露在外面。还有他们的
腿。老人的腿，常常在海滨之类的地方见到，总是那么白，
没什么毛。”(6页)这种药水味和旧睡袍、瘦骨嶙峋的胸脯伴
随着老斯宾塞重复出现了几次，给人一种垂死没落的感觉。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霍尔顿对英雄式的历史和僵死的东西急
于摆脱的心情。年轻的生命对自由成长的追求往往是不加掩
饰的，这可以理解。问题是霍尔顿在割断与历史的连接同时，
对世俗生活中人们顶礼膜拜的耶稣肆意嘲弄，从而使霍尔顿
陷于历史和来世的双重断裂之中。可以说他放逐了自己。人
类就是这样，可以为历史献身，也可以为未来苦修。一旦这
两者不再存在，生活就只是生活了。仅仅生活在现世中的人
们，忍受痛苦的能力肯定会大大降低。我相信人类忍受痛苦
的能力指数与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是密切相关的。很难想象
缺乏忍受痛苦能力的人会生活幸福。我们从精神无所依傍的
霍尔顿的放纵中能够感觉到那种无以名状的痛苦和神秘不定
的恐惧。当放纵成为痛苦的时候，放纵就已经具有了特别的
意味。说粗话、抽烟、酗酒、搞女人，其实构成了霍尔顿焦
虑、恐惧的特别语言。纽约成了一个现世生活的象征，割断
了历史与未来联系的霍尔顿游荡在纽约街头如同掉进了一个



渊薮，一座孤岛，他很多时候“简直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
趣”(172页)，“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189
页)。对于垮掉的人来说，纽约无疑是他们放纵的天堂。霍尔
顿显然是一个例外。纽约不属于他，所以他要逃离。其实，
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西部。整个小说只是“去年圣
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生活”(1页)的回顾。塞林格将其视
为“守望者”是别有一番意味的。我们不妨把霍尔顿的回顾
看作是一种守望。

二、霍尔顿的心理分析

其实是一种醒来无路可走的文化自觉。他不愿重复前人的生
活，急着开始自己的生活。可又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什
么样的，但他朦胧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不应该是当下这个样子
的。这种痛苦在人类的某个阶段总要出现，像宿命一样摆脱
不掉。和哈姆莱特王子“活着还是死去”的苦痛应该属于同
源，只不过表现形态不同而已。所以，在霍尔顿玩世不恭的
背后总能感到紧张和不安定的东西。他在烦闷得要命，甚至
都没法思索的情况下，把妓女招了过来。然而，当事情真的
要发生时，他守住了底线。刚才还在为自己招妓找借
口，“这倒是我最好的一个机会。我揣摩她既是妓女，我可
以从她那儿取得一些经验，在我结婚后也许用得着。”(86
页)面对急着解衣上床的桑妮，他的心理截然不同了，“我觉
得自己真不能跟一个整天坐在电影院里的姑娘干那事儿。我
觉得真的不能。”(90页)面对垮掉的机会最终没有垮掉，其
中隐伏着紧张的玄机。这个玄机构成了霍尔顿人物性格的本
质。

在小说的第十五章里，有一大段霍尔顿与两个修女对话的场
景。整个场景轻松愉悦，色调明快。这在全书中很少见。他
们探讨了文学，还具体谈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人物。
在平时霍尔顿是很不喜欢与人谈论文学的，视之为令人作呕
的事情。他们甚至还谈到了那所最让他恼火的学校。谈话进
行得轻松愉快，霍尔顿还向修女捐了钱。关键是事情过后霍



尔顿“心里老是想着那两个修女”(106页)。这里透露出作者
的宗教情结。与上帝使者的交谈使霍尔顿心火退去，在静观
中默思进退。“我老是在想象，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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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一
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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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页)霍尔顿是
一个自由过的人，他知道哪里是悬崖绝境。他决不会像他的
父辈那样絮絮叨叨绊住孩子们自由的脚步，他只是在悬崖边
像一块立在那里的警示牌默默守护。修女为上帝服务，霍尔
顿为孩子们服务，这应该也是一种皈依。

鲁迅在19写过一篇《我们怎样做父亲》，里面有一个父亲的
形象：“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那种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决绝，透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
相比之下，霍尔顿少了“父亲”与黑暗同归于尽的英雄情怀，
只能无奈的苟活，情怀已属末路。这除去时代的差异外，还
有着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中国人是一个最不擅躲避的族群，
从来就不缺乏同归于尽的气概，古来就有“与汝偕亡”的传
统。

三、“垮掉的一代”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

霍尔顿的焦虑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在他的身后，“垮
掉的一代”垮掉了，一代又一代也翻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愈演愈烈。更令人担扰的是已经很少有人有能力再来关
心这一类的问题了。现实生活的喧闹和华丽完全分散了人们
的注意力，潜行的欲望和各色各样的感官刺激已经搭上时代
快车。如果说当年生活的压迫曾经使霍尔顿感到恐惧，今天
的人们几乎已经渐渐爱上了压迫，因为这种压迫往往以花样
不断翻新的娱乐面孔出现。人们实在难以抵抗它的诱惑。赫



胥黎在1932年写过一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他在书中
预言：汪洋如海的信息将会使人类变得被动自私，真理将被
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类将会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
历史已经证明，有些预言最终总能够成为事实。但愿赫胥黎
的话是妄言，霍尔顿的“守望”能最终结出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