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实用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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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一

刚读完这本书。

从一开始就想起了俄狄浦斯王的杯具。

卡夫卡，一个幻想能够当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的人。
为了逃离父亲的诅咒，他离家出走。却所以去实践了这个预
言。生之无奈，像一个漩涡一样将他卷进。

杀了父亲，与母亲结合，强暴了姐姐。俄狄浦斯王的杯具。
也是卡夫卡的杯具。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历程。

而森林深处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把自我的影子留在了那里。
所以在生活中失去了力量。

佐伯在逃避的，卡夫卡却不能逃避。

村上在前言里说，我期望的，是读者在卡夫卡的历程其中能
够看到以前年少的自我。

卡夫卡鼓起勇气在十五岁的年纪离家出走，投入不明白何等
凶顽的成人世界里去探求，自我想要的结局。自然有人愿意
引导，譬如大岛。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予了他继续下去的
力量。当然，阻碍也是有的，来自现实，来自现实之外的。

佐伯坚持让他回到原先的场所，继续生活下去。即使他不明



白活着的好处是什么。那就让他回来看画。佐伯，用尽生命
去经历得到的真理，就是让他回到原先的场所。

这是作者的一种的期冀么

年少的咱们能够离家出走，离开咱们想要离开的地方，去经
历那些凶顽，那些爱恋，却在最终，需要回到原先的场所。

这难道是所有的人的宿命

若是性命中本有注定的路途，那么咱们闭着眼睛，也能够去
旅行。是这样么

我并不愿意去坚信这样一个结果。漫长的性命历程中，有时
候，会发生一些让咱们以为是逃脱不了的窘境。咱们身在其
中不由得疑惑，以为是注定的事情。于是咱们，就会缺乏动
力，缺乏勇气，缺乏信仰地去妥协。就连卡夫卡，这个一心
想要逃避预言的十五岁孩子，都无法避免地与母亲结合，强
暴姐姐。

哪怕诅咒是预先被明白了的呀。

如果重来一次，也会是同样的结果吧。

我想，这只是人性里那种难以避免的趋向性。越是害怕的东
西，越是躲不开。卡夫卡害怕验证预言，于是他反复强调，
可是又反复验证。他爱上了少女时期的佐伯，也就是他的母
亲，与她结合，一次又一次。

可是。如果卡夫卡愿意克制自我的欲望，或许这是能够避免
的杯具，对吧

人性里务必克制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为着这人世间很多让咱
们身不由己的东西，咱们需要隐藏和压制自我的欲望。



的确是身不由己。

咱们终究，不能正因自我的欲望所至而如是去做。

而我只能宽恕。这样的行径。只正因卡夫卡，以前年少。

在其中窥见自我的影子。如作者所期盼。每个人的阅读，都
能够在自我的经历窥见另一个卡夫卡，这才能够，对小说所
叙述的故事，有所感悟和体会。

咱们是否需要去谅解，以前的，未来的，自我。

当下的。自我。需要把握住灵魂，还有欲望。

不好等到佐伯来告诉咱们，回到你原先的场所，继续生活下
去，即使你不明白生活的好处。

其实佐伯也不明白。可是咱们不能够再把影子留在那个世界
了。

你明白了吗。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二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成长小说的
最新版本。小说讲了一个日本少年的成长经历，１５岁的田
村卡夫卡，幼年时被母亲抛弃，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
的十五岁的少年”，怀着憎恶父亲的念头出走，因为他要逃
遁父亲的诅咒——他将杀父、奸母、与姐姐做爱。

小说中的主人公田村卡夫卡最终无法躲避诅咒的宿命，这一
切又是经过类似古希腊杯具中的“卡桑德拉预言”、“俄狄
浦斯情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悖谬和荒诞，日本《源氏



物语》中“活灵”的怪异，科幻小说中的“时光隧道”这一
切怪诞至极的情节来塑造完成田村卡夫卡这个人物形象。作
品中的田村卡夫卡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的力量回
到，回到之际的他已不是他，他已进入了人生的下一阶段。

《海边的卡夫卡》力图经过事十五岁的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
样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
未固定于一个方向，在他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
因素尚未牢固确立，在他身体走向成熟的同时，精神仍在荒
野中摸索自由，仍在困惑和犹豫。

职责始于梦中。值得注意的是田村卡夫卡杀父、奸母、与姐
姐做爱，这一切均在似梦非梦中，杀父由田中完成的，但血
却染在远在高松的田村身上；奸母是在似真似幻的错觉中
（时光倒流，母亲错把他当作是初恋的情人）；与姐姐作爱
完全是在梦中。这样写法的主要原因，作者也许试图从侧面
说明，在当今社会，人类最应当做的不是忙着拯救他人，而
是及时拯救自我。小说这样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很好的入
世写照。当年，我们每个人懵懂而莽撞地扎入社会，内心也
不是经历过相似的波澜吗？田村卡夫卡的经历可是更加夸张
化写意化而已。

虽然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可是只要人没有在
命运的旋涡里失去自我本来的面目，仍然坚守自我的位置，
一切抗争就都不是毫无意义，尽管在命运面前，它是徒劳的。

岁月在流逝，或精彩或平庸我们都要活着承受，我们大家都
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
回的感情，但在我们的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记忆保存下来
的小房间。

小说告诉我们，罪孽的克服也就是罪孽的完成。这一永恒命
运杯具的内核在两千年后的今日，能够说没有多大改变，没
有一种拯救是纯洁完善的。当年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如此，我国的十年文革也是如此。

《海边的卡夫卡》是后现代文**流之作。从中我们能够看到
宿命论的影子，关于原罪，关于男女的感情欲望，性的无法
控制，暴力的无意识表现，战争的无可奈何。个体的生命是
及其脆弱的，正如作品中左伯的青梅竹马的恋人，由于一个
偶然，他被当作另一个人被打死，并且不了了之......我们
大多的时候，可是是钟表的摆，按着规定的轨迹运行，无力
左右什么。

命运就是沙尘暴，你无处逃遁，仅有勇敢跨入其中，当你从
沙尘暴中逃出，你已经不是跨入时的你了。

在小说中，村上以其独特的逻辑语言，摧毁了梦与真实、现
实与超现实、此世与彼世之间难以攀越的高墙，填平了横亘
人世与异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田村卡夫卡作为未成年人，他的心在期望与绝望之间碰撞，
在世界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在波涛汹涌的世界上，
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也有温存和完美。好在年轻，他终能
经得住折腾，世界对于他来说，还有许多经历需要他去看，
去听，去感知，去体验。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三

假期里，再次拿起了《海边的卡夫卡》……

与第一次的“读”有所不一样，它触动自我的不仅仅仅
是“阅读”一个日本少年的成长，而是合卷后感悟青春
期“折腾”。

小说中少年田村卡夫卡纠结于内心的诱惑和罪孽，被冲往世
界的尽头的旅途中以自身的力量回到，回到之际的他已不是
他，他已进入了人生的下一阶段。高中三年，我的学生们历



炼成长的挫折，进入大学领悟的他们在身体走向成熟的同时，
精神仍在荒野中摸索自由，仍在困惑和犹豫。

命运就是沙尘暴，咱们无处逃遁，仅有勇敢跨入其中，当我
从沙尘暴中逃出，我已经不是跨入时的我了。

职责始于“梦中”。在当今社会，人类最就应做的不是忙着
拯救他人，而是及时拯救自我。小说这样写，其实是咱们每
个人很好的入世写照。当年的我也是懵懂而莽撞地扎入社会，
内心不也是经历过相似的波澜吗虽然不是人选取命运，而是
命运选取人，可是只要人没有在命运的旋涡里失去自我本来
的面目，仍然坚守自我的位置，一切抗争就都不是毫无好处，
尽管在命运面前，它是徒劳的。咱们大多的时候，可是是钟
表的摆，按着规定的轨迹运行，无力左右什么。

岁月在流逝，或精彩或平庸咱们都要活着承受，咱们都在持
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回的
感情，但在咱们的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记忆保存下来
的“小空间”。

田村卡夫卡作为未成年人，他的心在期望与绝望之间碰撞，
在世界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在波涛汹涌的世界上，
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也有温存和完美。

好在年轻，我坚信我的学生终能经得住折腾，世界对于他们
来说，还有许多经历需要他们去看，去听，去感知，去体验。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四

读了村上春树的名作《海边的卡夫卡》，对于村上春树的
《海边的卡夫卡》从前没有看过，就是他的最有名的小说
《挪威的森林》也没看过，只是在别人的博客介绍里稍稍晓
得一点皮毛。本以为《海边的卡夫卡》也应当如《挪威的森
林》是一同类的作品，在随意的翻阅中，一页一页而过，慢



慢却被吸引了，被村上春树的充满魔幻色彩的想象力而深深
触动。《海边的卡夫卡》讲的是十五岁的少年田村卡夫卡的
故事，卡夫卡意译——“乌鸦”，乌鸦在当地是一种表示吉
祥的鸟，可是乌鸦并没有让十五岁的少年从生下来就很幸运。
少年卡夫卡经历的人生有些离奇，自幼生在不幸福的家庭里，
他为了逃避诅咒而离家出走，之后父亲又被杀，似乎这一切
在冥冥中都是上天注定。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我认为还是相通的，从卡夫卡的身上也
映照出好多中国普通阶层生存的一面。对于村上春树充满想
象的文字是需要边读边思考的，小说貌似写一个少年的心迹，
其实蕴含着很多的东西，卡夫卡充满了哲理的对生命的探索
与追问。在这本书中其实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仅有对自由
的向往。要坚强地应对生活。对于村上的书，总是一知半解，
写这篇所谓的读后感其实表达也很困难，偏于理解。其实，
所谓的隐喻，许多的看者不必须会理解村上所说、所指的是
什么，当然也包括我自我。或许仅有在读者遇到某件事后，
再来看看此书，不定会发现与所经历的事有某些的契合点，
这时会发觉村上书中的睿智，“好像人生过去就过去了，想
回头都没有办法。成长的过程都需要自我亲身去体会的。”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职责始于梦中”，喻体的本意是否人
生无奈，梦—职责—梦，最终还是职责呢或许，人在短短的
时光里面生存，一如匆忙过客般地在人间完成了他的使命，
而恍如这个过程投下的便是人的匆匆一瞥。梦完成与否它的
职责，来自职责的外力还是内心表面还是实质我想，这世界，
有些的梦是虚设，而有些的职责也纯属浮浅。若说职责象奴
役一般地实施，感觉到人生似如奴隶，只是在纯属愿意之间
服役。小说假说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却是有着它的深广的含
义。

《宾尼兔》里说：不要把生命看的太重要。你不会活着出去
的——其实，宿命，从一开始就明白会结束，对于生命的无
力感，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拐点，抑或转角处，也许不是产



生在十五岁，或许二十岁，或许在更大、更老时的感触，当
你一旦回想起自我的十五岁时，也许会有一种迷惘，抑或已
经有了一种重生的感慨。少年卡夫卡所站立的位置，其实亦
代表了人的不一样的主角。

书中的田村卡夫卡是一个有着一种被强烈的孤独感所笼罩的
人，他一开始就处于俄狄浦斯式预言的压迫之下，潜在的弑
父的可能性的罪感长久压抑着他，而呈此刻田村卡夫卡面前
的那个世界则给他以梦幻和怪诞。现实生活的真实与虚空在
卡夫卡的内心中徘徊，当觉得只是想象之物的时候，却又发
现这个世界的信息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着的。书中有许
多的隐喻，对隐喻的解读，在《海边的卡夫卡》各个人物所
蕴涵的创作思想上，也许体现了很多现实性的具体指向，并
且也颇有说服力。或许隐喻在书中只是形而上的。可是在此
书中我喜欢村上春树勾勒的哲学语句，充满了对于人生的说
服力。

只长得肥大，虽然肥大，但总是斗殴可是瘦瘦小巧的褐纹野
猫，老是被褐纹野猫欺负，大打斗间打痛爪挖的厉害时，就
会听见失败者的撕心裂肺地哀叫和胜利者散出的粗气。有些
的失败终导致短毛的家猫只得规规矩矩地在家里呆着了。

《海边的卡夫卡》虽然是在交代一个少年的故事，可是，有
好多的含义是读者需要意会的，村上的语言需要读者拐着弯
来理解与思索。正如他在序言里写的，“阅读这个故事的时
间里，倘若你也能以这样的眼睛观看世界，作为作者将感到
无比欣慰。”因时间的限制，书中蕴含着的东西，在一时半
会的阅读间，是不能充分感悟的，唯有细心的读，细致的品
味，恕我直言，我没有到达作者所期望的，我看书的最大的
本事就是只会抓住一个感兴趣的点，比如专喜欢挑选情节类
型式的单章节，或伤感，或奇特充满想象的铺排。书中说到
了生命的无力感，“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容纳你
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想着自已这个
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体，甚至觉得自已可是是个毫无意



义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有人热心为一支棒球队捧场，可
是棒球队的赢能使这个人有多少长进有一个人一向“在门口
为大家擦皮鞋，擦了十年，二十年，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或精彩或平庸都要活着承受。”

无论你是如何做的，如何预定某些目标，然而存在的早就存
在，它会按照它的目标而实施进行，想后退都不可能，也是
不现实的。就好比中了玛斯一样的人的预言，更好比进入了
一个伏击圈。也许“宿命”，也许是命运注定如此。可是，
对于人的灵魂来说，我想确实是能够作自我调节的，不要把
这个世界看的太透、太糟糕，这样反而不好，对于自我的精
神状态会具有必须的影响。村上说，“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
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能够变得温存与完美。”村上的
文字自有他一种委婉的一面，人的精神家园至关重要，人的
精神倒塌了一切也就失去了方向。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五

这天看了村上春树的名作《海边的卡夫卡》，对于村上春树的
《海边的卡夫卡》从前没有看过，就是他的最有名的小说
《挪威的森林》也没看过，只是在别人的博客说里稍稍晓得
一点皮毛。本以为《海边的卡夫卡》也应当如《挪威的森林》
是一同类的作品，在随意的翻阅中，一页一页而过，慢慢却
被吸引了，被村上春树的充满魔幻色彩的想象力而深深触动。
《海边的卡夫卡》讲的是十五岁的少年田村卡夫卡的故事，
卡夫卡意译——“乌鸦”，乌鸦在当地是一种表示吉祥的鸟，
可是乌鸦并没有让十五岁的少年从生下来就很幸运。少年卡
夫卡经历的人生有些离奇，自幼生在不愉悦的家庭里，他为
了逃避诅咒而离家出走，之后父亲又被杀，似乎这一切在冥
冥中都是上天注定。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我认为还是相通的，从卡夫卡的身上也
映照出好多中国普通阶层生存的一面。对于村上春树充满想
象的文字边读是需要边思考的，小说冒似写一个少年的心迹，



其实蕴含着很多的东西，卡夫卡充满了哲理的对性命的探索
与追问。在这本书中其实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仅有对自由
的向往。要坚强地应对生活。对于村上的书，总是一知半解，
写这篇所谓的读后感其实表达也很困难，偏于明白。其实，
所谓的隐喻，许多的看者不必须会明白村上所说、所指的是
什么，当然也包括我自我。或许仅有在读者遇到某件事后，
再来看看此书，不定会发现与所经历的事有某些的契合点，
这时会发觉村上书中的睿智，“好像人生过去就过去了，想
回头都没有办法。成长的过程都需要自我亲身去体会的。”

人生的好处是什么而“职责始于梦中”，喻体的本意是否人
生无奈，梦—职责—梦，最终还是职责呢或许，人在短短的
时光里面生存，一如匆忙过客般地在人间完成了他的使命，
而恍如这个过程投下的便是人的匆匆一瞥。梦完成与否它的
职责，来自职责的外力还是内心表面还是实质我想，这世界，
有些的梦是虚设，而有些的职责也纯属浮浅。若说职责象奴
役一般地实施，感觉到人生似如奴隶，只是在纯属愿意之间
服役。小说假说有消极的一面，然而却是有着它的深广的含
义。

《宾尼兔》里说：不好把性命看的太重要。你不会活着出去
的——其实，宿命，从一开始就明白会结束，对于性命的无
力感，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拐点，抑或转角处，也许不是产
生在十五岁，或许二十岁，或许在更大、更老时的感触。人
年青的时候很少有忧伤，忧伤总是在青春失去之后逐渐产生。
当你一旦回想起自我的十五岁时，也许会有一种迷惘，抑或
已经有了一种重生的感慨。少年卡夫卡所站立的位置，其实
亦代表了人的不一样的主角。在村上的文字里面感受着少年
的那份孤独，那样的孤独感想表达性命的本质是否就是虚无
么我在想象中好象是的，有些的写照其实是在愉悦的表象下
隐藏着脆弱，还有那些看不见刀口的伤疤。青春伤痛沉静无
声，却留心中。孤独的少年会让读者想起有过的青春伤痕，
那一年，那一天，艰辛而过，一步步，难回首。



现实生活无论你是如何做的，如何预定某些目标，然而存在
的早就存在，它会按照它的目标而实施进行，想后退都不可
能，也是不现实的。就好比中了诺查丹玛斯一样的人的预言，
更好比进入了一个伏击圈。也许“宿命”，也许是命运注定
如此。可是，对于人的灵魂来说，我想确实是能够作自我调
节的，不好把这个世界看的太透、太糟糕，这样反而不好，
对于自我的精神状态会具有必须的影响。村上说，“咱们领
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能够变得温存与完
美。”村上的文字自有他一种委婉的一面，人的精神家园至
关重要，人的精神倒塌了一切也就失去了方向。

书中的田村卡夫卡是一个有着一种被强烈的孤独感所笼罩的
人，在文字里面感受着他的孤独，那样的孤独或许怎样的人
生也无法缓解或体味。他一开始就处于俄狄浦斯式预言的压
迫之下，潜在的弑父的可能性的罪感长久压抑着他，而呈此
刻田村卡夫卡面前的那个世界则给他以梦幻和怪诞。现实生
活的真实与虚空在卡夫卡的内心中徘徊，当觉得只是想象之
物的时候，却又发现这个世界的信息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地存
在着的。书中有许多的隐喻，对隐喻的解读，在《海边的卡
夫卡》各个人物所蕴涵的创作思想上，也许体现了很多现实
性的具体指向，并且也颇有说服力。或许隐喻在书中只是形
而上的。可是在此书中我钟爱村上春树勾勒的哲学语句，充
满了对于人生的说服力。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感觉距这个世
界的遥远，读那些神秘感的文字，有些囫囵吞枣。只能恍惚
地感知其内心世界的伤痛。想到村上的名句：“迷失的人迷
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迷失的人是如何迷失的然而，
相逢的人真的能够相逢么“我一向以为人是慢慢地变老的，
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是的，迷失于一瞬间。当
你清醒了，什么都不可改变了。那些青春的疼痛，那些孤独
的跋涉都已经过去了，相逢时也不是早先的你了。

正因是写少年的经历，作者运用了想象，我钟爱书中人与猫
对话中运用的隐喻。“猫”的随性的语言，让猫说人话，体
现了作者的仿佛幼稚、仿佛智慧的一种想象、悬念。正正因



钟爱，因而对于小说中细致地拟人化地描述猫的片段似乎看
得比较详细。作者以猫作为人的写作对象，此技法是村上春
树神奇想象力的一种手段，书中人物能够和猫说话，与猫和
蔼地相处，如猫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

书中把猫划分了种类，认为黑猫是一种很乖巧的、对于人的
交流很随意简单的猫，可相处。短毛猫相处默契，能配合，
可是在大街上则很少见到短毛猫，正因短毛猫大多是呆在家
中的。野猫大多是褐纹猫，并且它的语言波段与交流对不上
号，不容易相互间产生交流。作者似在暗示，也许猫与人一
样地也有区分的理由。在人与猫的极乐世界周旋，作者的构
思很玄幻、隐喻藏有幽默感，人与猫比较丰富的感情跃然在
书的章节中。

猫其实是具有孤单的品性的，在现实中的猫们像似社会化了
的动物，它们也有不一样的交流方式，并且会成群结帮，猫
与猫在一齐时常会打架。黑猫是比较聪明的猫，它十分懂人
的心理，奇在它的领悟力，能与其它不一样种类的猫和睦相
处，温驯而又守法，不犯动物中常常容易犯的到处拉屎尿的
错误。短毛的猫大多是家猫，家猫正因好吃，只只长得肥大，
虽然肥大，但总是斗殴可是瘦瘦小巧的褐纹野猫，老是被褐
纹野猫欺负，大打斗间打痛爪挖的厉害时，就会听见失败者
的撕心裂肺地哀叫和胜利者散出的粗气。有些的失败终导致
短毛的家猫只得规规矩矩地在家里呆着了。

文章最初写了“命运就象沙尘暴，你无处逃遁。仅有勇敢跨
入其中，当你从沙尘暴中逃出，你已不是跨入时的你了。”
《海边的卡夫卡》虽然是在交代一个少年的故事，可是，有
好多的含义是读者需要意会的，村上的语言需要读者拐着弯
来明白与思索。正如他在序言里写的，“阅读这个故事的时
刻里，倘若你也能以这样的眼睛观看世界，作为作者将感到
无比欣慰。”因时刻的限制，书中蕴含着的东西，在一时半
会的阅读间，是不能充分感悟的，唯有细心的读，细致的品
味，恕我直言，我没有到达作者所期望的，我看书的最大的



本事就是只会抓住一个感兴趣的点，比如专钟爱挑选情节类
型式的单章节，或伤感，或奇特充满想象的铺排。

或许，以后会找个时刻再看看卡夫卡，那也是很难说的事，
什么事都是如此，一时兴起的举措，过后便会不以为然，人
大多是如此的。

书中说到了性命的无力感，“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
而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想着
自已这个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体，甚至觉得自已可是是
个毫无好处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有人热心为一支棒球队
捧场，可是棒球队的赢能使这个人有多少长进有一个人一
向“在门口为大家擦皮鞋，擦了十年，二十年，也许这就是
人生的好处，或精彩或平庸都要活着承受。”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六

随着成长，我们渐渐认清这个世界，虽然不如当初向往时想
象的那么美好，甚至还有点残酷无情，让你感到无助，但是
请铭记自己的珍贵，铭记自己的意志与渴望。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
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很配合你似
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
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
舞。”

选择写一篇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我是犹豫
了很久的。自己有很多地方都读不太懂，一些故意表现的手
法我也不能够体会尽其中的深味。但是这本书的情节、情感
以及文学方面都吸引且打动了我。更多的，是想给这位十五
岁离家出走的、迈入“沙尘暴”的田村卡夫卡（化名）记录
下什么，或者说，我自己所理解的卡夫卡兄。



这部小说有两条线，甚至还有时间轴上的区别，看似毫不相
干的少年与老头，又有着微妙的联系。我自然无法准确概括，
简单点说，便是：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少年离开家，去
远方陌生的城市，在一座小图书馆的角落里求生。少年离开
家，来逃避父亲的类似“俄狄浦斯王”的诅咒，诅咒却更变
本加厉地降临在十五岁的少年上。

“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平日静悄悄潜
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
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
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

少年父亲被老头杀害后，血却全溅到相隔万里的少年身上，
诅咒开始接二连三，以极其荒谬的手法灵验，甚至不惜将现
实与梦境相混淆。

“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

少年选择迷失在山林，并由两位日本逃兵的亡灵带入异界
（在我看来异界就是进入堕落的最后边界），在没有时间的
异界中又选择重返人间，最终又回到到东京继续上学。

如果少年留在了森林尽头，那便是他放弃成长、放弃责任、
放弃救赎的具象化。十五岁的少年，从拒绝社会到融入社会，
从放弃责任到回归责任，走向新生，我不知“勇敢”一词用
得是否恰当。

村上春树的序言我反复读过，有几句颇值思索：“之所以想
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体，他们的灵魂仍处于
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去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
速度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
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
（小说）这一容器中。籍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



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年
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
观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
间徘徊。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于是
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
变得温存和美好。”

小说中的少年所经历的种种，是不会在现实中发生，但又有
着很多少年的影子。而这本书，我体会最深的便是“认清这
个世界，然后去热爱它”。

每个少年的成长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少年渴望独立、坚强的同时，又在害怕未知的残酷。一边拒
绝成长的同时却又在时间的催化下不知不觉变了样子。每个
人都会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吧。而各种或心酸难过或温暖难忘
的独特的回忆，成为构成自己的元素，确定一个个内在的独
立特殊体。有些人在极夜的冰原上迷惘了，有些人在翻来覆
去的碰壁中沉默了，有些人因为自己的路照明而重见阳光，
有些人一直都在春天的花园里百花齐放。

回到沙尘暴，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两
不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
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
中，紧紧捂住眼睛和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
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
没有时间，唯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在高空盘旋。当然，
实际上你会从中穿过，穿过猛烈的沙尘暴，穿过形而上的、
象征性的沙尘暴。但是，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征性的，同时
又将如千万把剃须刀锋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躯。不知有多少
人曾在那里流血，你本身也会流血。温暖的鲜红的血，你将
双手接血，那既是是你的血，又是别人的血。

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呢，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
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



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
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那个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
义。

少年先是在逃离诅咒，再到接受诅咒。或许每个人都是被贬
下凡的天使，无数的密密麻麻的如蜂窝式的诅咒已在你的轨
迹中悄然设下。我们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并在诅咒中尽量
保持自己的纯洁与可爱。又或许每个人只有经历岁月中的磨
难才能有成为神的资格，才能有独挡一面的能力。岁月长河
是红色的，无数失败者深红的血液已染尽这里，但又没有办
法，都是在这里长大。

“缺乏想象力的狭隘和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
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
是这些东西，我从心底畏惧和憎恶这些东西。”

要我说，若是人生堕入黑暗、愚昧、自以为是，不如不来这
一世。这个充斥着各种元素的世界，哪怕身处扭曲之中，也
不能让自己的目光变钝、谈吐变粗糙、行为变劣制。贫民窟
中能出球王，黑人居住的地方能出州长，这是真正的勇敢、
坚强与茁壮成长。

随着成长，我们渐渐认清这个世界，虽然不如当初向往时想
象的那么美好，甚至还有点残酷无情，让你感到无助，但是
请铭记自己的珍贵，铭记自己的意志与渴望。每个人都曾像
田村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意为乌鸦），每个人都需
要努力回到属于自己的东京。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七

在外人看来，田春卡夫卡每天机械枯燥的生活，是难以理解
的无趣的。但他自己却乐此不彼的重复着这种生活。我想也
许是，这种需要高度自律的生活，能给他带来一种强自我掌
控感，从而获得对充满许多未知生活的安全感。卡夫卡自称



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通过刻意的高强度的训练，
把自己的躯体变的强壮，看起来像个十七岁的年轻人。

通过阅读，在这个年纪也比同龄人拥有更多对世界的了解与
想象。强壮的外表，让他看起来年纪偏大。丰厚的知识积淀，
让他谈吐显不凡见识。这些在卡夫卡到甲村图书馆后，在图
书馆前台与大岛的对话中，许多关于文学书籍的交流观点中
都能提现，他对事物拥有自己独到犀利的见解。高度的自律，
加上对世界丰富的认识，给他带来独自出走的勇气。

每个人的人生都注定会有一段，孤独的出走都旅行，可能是
为了诗和远方，可能是为了冒险，也可能是为了逃离现在都
生活。不管怎样，我都佩服卡夫卡，佩服那些能够为了某个
明确的目的，而去做大量简单枯燥重复的动作，直到成功的
人。

作者：曹燕妮

每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这一生中，我们一直在
不断追寻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生活就是那么一种过程。

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领教了世界是
何等凶顽，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

《海边的卡夫卡》由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著。小说中，主
人公田村卡夫卡君是一位十五岁少年，他幼年被母亲抛弃，
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
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出
走，孤独的、无依无靠地逃往陌生的远方；当他投入到波涛
汹涌的成年世界之中时，那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
量有时在现实中、有时也来自现实外。同时，又有许多人愿
意拯救或者最终拯救了他的灵魂。

把那种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的描绘在（小说）这



一容器中。籍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
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

我在阅读《海边的卡夫卡》时，深深的被作者那种艺术感染
力和魅力所感染；在阅读小说的同时，你会感觉到，主人公
田村卡夫卡的许多部分是作者，而同时又是你。

在阅读《海边的卡夫卡》时，我沉浸在作者仿佛有魔力的字
里行间，仿佛自己在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世界；
渐渐的潜入自身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中去，内心的矛盾，疯
狂的异想，人性的弱点，人性的欲望；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
难免会有一种负罪感，所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
这一生中，我们一直在不断追寻自我，不断完善自我，生活
就是那么一种过程。

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篇八

在外人看来，田春卡夫卡每天机械枯燥的生活，是难以理解
的无趣的。但他自己却乐此不彼的重复着这种生活。我想也
许是，这种需要高度自律的生活，能给他带来一种强自我掌
控感，从而获得对充满许多未知生活的安全感。卡夫卡自称
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通过刻意的高强度的训练，
把自己的躯体变的强壮，看起来像个十七岁的年轻人。通过
阅读，在这个年纪也比同龄人拥有更多对世界的了解与想象。
强壮的外表，让他看起来年纪偏大。丰厚的知识积淀，让他
谈吐显不凡见识。这些在卡夫卡到甲村图书馆后，在图书馆
前台与大岛的对话中，许多关于文学书籍的交流观点中都能
提现，他对事物拥有自己独到犀利的见解。高度的自律，加
上对世界丰富的认识，给他带来独自出走的勇气。每个人的
人生都注定会有一段，孤独的出走都旅行，可能是为了诗和
远方，可能是为了冒险，也可能是为了逃离现在都生活。不
管怎样，我都佩服卡夫卡，佩服那些能够为了某个明确的目
的，而去做大量简单枯燥重复的动作，直到成功的人。



卡夫卡的成功出走，除了靠他自己的智慧勇敢和能吃苦外，
我觉得重要的还有他遇见了能够理解他，并愿意帮助他的人。
第一个是，让他觉得像他姐姐的樱花。第二个是，帮助他躲
避警察抓捕留在甲村图书馆的大岛。第三个是，支持鼓励他
爱他，让他找到自我热爱生活的佐伯，同时也是他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