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通
用9篇)

范文范本是我们写作过程中的宝贵参考资源，可以帮助我们
提高写作质量。个人简历是表达个人经历和能力的工具，通
过一份精心编写的简历可以突显自身的优势与特长。在撰写
个人简历时，要注意突出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和与职位需求的
匹配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个人简历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参考模板。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一

读这本书，是因为：今年过年回来，心还是很浮躁，不能马
上投入到学习中。听学姐无意中提到此书《麦田里的守望者》
被认为是全世界无数彷徨年轻人心灵的慰藉，道出了千万青
少年的心声。于是，去“图批”买了一本回来。

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抽象的书名，我以传统思维模
式给它勾勒出这样一个轮廓：以自身经历穿插深奥隐晦的道
理，向读者传输自己看待人生的方式。然而，从翻开这本书
的第一页起，那连篇的脏字，真让我一时接受不了，离我之
前勾勒的轮廓相差甚远。但又发现，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都
很出色。

这本书是塞格林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却对美国社会和文学都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纽约时报》的书评写道：在美国，
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毕业生要获得倒是的首肯一样
重要！故事发生在霍尔顿离开学校的三天时间内。此处，我
以第一人称描述。以便更加形象的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美国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去，
冷战烟硝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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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我”
就是其中一员。“我”被学校开除，为了在星期三回家，就
在纽约街头鬼混：抽烟、喝酒、去夜总会、大把花钱，碰上
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干了这个年纪的人想干的所有的事。然
而，看似潇洒刺激的生活，却掩藏不住内心的极度空虚和精
神上的寂寞。让我自己也很惊讶的是，读这样一本书，竟然
有多次流泪的冲动。

我不得不说，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真实了。我不由自主的想
痛哭，当别人问我在哪儿上学，我对在读学校的感觉
跟“我”对潘西的感觉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那如墨汁一般
经年累月终于沉淀安静下来。曾一度被遗忘的难过与寂寞的
感受，被“我”的经历又一下子荡漾起来，弥散到整个身心，
浓浓的化不开……我所有成长苦痛和阅历就凝缩在了“我”
流浪的这几天中。

是的，要说最真实的我。就像书中的“我”一样：厌恶一切
阿谀奉承，虚伪做作的嘴脸。最渴望的就是到一个，谁都不
认识的地方。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省去蠢而无用的交流。
但是，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人，自己已经习惯了困惑
和烦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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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提到孩子。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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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都会过去。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在我们女院好好学习。

可是……

为什么，为什么希望就在明天。而我，却也是那么渴望做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二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
《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厌恶
学校，厌恶同学，厌恶父母。他甚至厌恶那些喜欢说“祝你
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
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厌恶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
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
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
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
“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厌恶着那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能够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
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之后美国有很多
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
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光甚
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
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
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
都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
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
有那么悲壮，简直能够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
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我去耐心地完
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
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
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
为什么呢?天明白。

当然他能够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



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
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
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应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
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只是一群
“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
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
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
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
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
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
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
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
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
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
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
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
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
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
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
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
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
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我
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
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



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
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
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
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
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盼的部分——小说音
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我手心的那一
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
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三

明媚的鹅黄色封面，正中间写着――thecatcherinthekey麦田
里的守望者，简单、明了、干净的封面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
球。带着这部书的好奇和对封面的喜爱，我选择了《麦田里
的守望者》这部书。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唯一的一
部长篇小说。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1.1~.1.27）享
年91岁，出生于美国纽约城，家境相当富裕。赛格林十五岁
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洲一个军事学校住读，据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关于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
所学校为背景的。这篇长篇小说是在1951年出版的，塞林格
还有些短篇小说在著名刊物上发表。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出生于一个富
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一名中学生，经常穿着风雨衣和戴着
猎帽，不喜欢读书，游手好闲，学校里的老师和他自己的父
母让他好好读书，以后出人头地，好买辆凯迪拉克的车。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听，经常吸烟、喝酒、开口闭口都是脏
话“混账”等，与同学打架。在他眼中基本上没有值得他高
兴的事和值得他尊敬的人，他看不惯他身边的所有一切人和
事，以至于没有心思去读书，总是被挨罚。4次被学校开除，
第4次被开除是在快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5门功课中，他有4



门功课不及格。这次的被学校开除，他没有被父母发现，不
敢回家，就回到了纽约城游荡。

霍尔顿是在晚上离开学校，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在旅馆
里看见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让他感到恶心反胃。因
无聊，他去了夜总会一趟回来路上糊涂答应叫。到后，他又
感到紧张而且害怕，就把打发走了。接着约朋友去看电影、
酒吧等地方。

后来溜回家里找妹妹菲比丫头，向她诉说自己的理想和苦闷。
他对妹妹菲比说：“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
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有人，我会
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
子，就是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到最后，霍尔顿回家
不久，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又被送到了某所学校，是不是
想好好学习，霍尔顿对一切一点也不感兴趣。

像霍尔顿一样年龄的青春期孩子，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见，这
样的年龄应该是天真纯洁的，可是作为一名中学生的霍尔顿
却是一个吸烟、喝酒都会，满口脏话的孩子。他的思想中，
都是人与人的倾轧和猜忌，别人认为高尚的东西在他眼中统
统都是一种低俗的东西。他的口中谈论最多的都是酗酒、女
人和性。他的心中都是迷惑，在纽约城游荡的那几天里，还
与自己不能接受的女子交往、脑子都是颓废灰冷的态度。

“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
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有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
点儿的――我只是说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
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
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
就是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

表面上霍尔顿是个玩世不恭的坏孩子，但实际上他是有颗善
良的心的孩子。从他的美好的幻想中可以看出他是希望所有



的孩子都是快乐的。之所以会被看似坏孩子是因为社会风气，
他讨厌所有的一切，以至于处于青春期的他用叛逆来反抗这
一切。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是通过第一人称生动地描
述了霍尔顿青少年的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从主人公这一
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物质生活精神荒芜的社会风气，
写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主人公霍尔顿是文学作品中反面形
象之一，他的性格深受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既有丑恶
的一面，也有反抗现实，追求自己理想的纯洁的一面。

我想：从霍尔顿的身上应该就是折射了作者自己的一面吧！
内心孤独而又一直想坚守理想。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四

稻草人，风中默默无语守卫土地的稻草人，一直晃动在我的
梦中，每一次我就会发生莫名的感动来。

它守卫着金光闪闪，黄灿灿散发着幽香的小麦，拥挤在斜坡
上，舞蹈在岭头上，静默在山坳里。这些栩栩如生的稻草人，
在阳光雨露中日夜守护者这片麦田。它们有的披着棉衣，有
的穿着破草鞋，有的手握拐棍，有的用茅草扎成人样，有的
用简易的木偶来包装，有的像农夫举手撒种，有的瞪着凶神
恶煞的眼睛……不是野兽飞鸟看了会胆寒，我看了也会生出
几分恐怖感来。

虽稻草人外表凶恶，但是它的内心朴实无华，夜以继日的守
卫麦田。它用全部身心将你的希望耕耘，只是那时候，它还
不懂痛苦和伤心。它只是痴痴脉脉地庆幸自己是麦田里唯一
的守望者，它必然会成为你希望的守护神。

它神气地站得笔直而僵硬，以此来强悍它的造型，恫吓所有
侵犯领地的人。它甚至尽力调整自己的身体，伸长它的手臂，



驱赶那些聒噪的鸟雀和蚊蝇。风吹、日晒、雨淋、电闪、雷
击，虫蚁的啃咬，泥水的侵蚀，都无法动摇它守望的决心。

岁月在它身上凿出千疮百孔，心碎了谁懂，任雪花把它的心
丝丝浸透随雪花一起飞走。

它在你锻造的田园里守护，哪怕一如此刻的冰冷与疼痛，它
独自守候，任岁月蹉跎，为你守候，无悔，无怨，就这样终
其一生。

麦田里的守望者――稻草人，它那无私奉献，默默无语的付
出，它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我幼小的心。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五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无法忘却的岁月，太多的敏感、偏执、荒
唐、颓废、甜蜜与欢乐，使日子变得寂寞又温暖。站在一望
无际的碧绿色麦田中，我想起了一个曾经的坏孩子――霍尔
顿。

我有段时间总是那么烦躁，会因父母一句话而暴跳如雷，会
因朋友的一个动作而伤心欲绝。后来我渐渐明白，那段时光，
叫做青春。霍尔顿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闯进我的世界。他剪
一个干净的水兵发型，却满头褐色乱发，邪邪的样子，有些
迷人。

霍尔顿读书的地方叫潘西，一个私立的贵族学校。在这之前
他还上过艾尔敦？希尔斯学校。那儿有一个非常势力的校长
名叫哈斯先生。到了星期天，哈斯先生见到开了汽车来接孩
子的家长就跑来跑去和他们握手，要是学生的父母穿的粗俗
又朴素，那老哈斯就只和他们握一下手，然后假惺惺一笑，
接着就和别的父母去讲话。青春的日子里，快乐和痛苦很容
易被放大，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我们总是会因为这点或
那点而不满或愤怒。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于是选择了



逃离，戴着自己的猎人帽拎着行李想要去往西部。

在临走前，他想要再见见自己的妹妹菲？.于是托人送去一张
便条，约在博物馆旁边。过了好一会儿，菲？终于来了，她
拖着霍尔顿在胡敦读书时用的旧箱子装满了行李决心与哥哥
一同离开。霍尔顿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去西部。青春就是这
样，充满了叛逆霸道却一心想要离开，最后在种种的牵绊下
放弃了目的。

文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
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
为诶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句话出自一
个老师之口，但的的确确是这样，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大部
分都是势力的伪君子，他们认为为了苟延残喘地活着不惜一
切的人是成熟的，为了某种精神或理想的人是可笑的。就连
孩子们读书，也是为了日后能买辆凯迪拉克之类的东西。霍
尔顿曾经同妹妹说，他想要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一群
小孩子。相信也有很多人拥有过类似的理想，只是那个理想
太过遥远，来不及努力就已经长大。长大意味着放弃，放弃
掉有过的美好理想，成为所谓的"成熟男人",为了某种事业卑
贱地活着。这是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人会为了生
活背叛心灵。

最后霍尔顿生了场大病进了医院，至于后来的事，无人知晓。
于是留在书中的霍尔顿再也没有长大，我想他依然是那个天
真的，单纯的"坏"孩子。

成长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有时候，懵懂的我们选择把自己
的不满和内心的小叛逆藏匿于心中；有时候，为了迎合社会，
我们学会了伪装，学会了恭维，学会了欺骗，学会了送给别
人一个个假笑；有时候，为了追逐名利，我们麻痹了自己的
内心，封锁住心中真实的想法，用一份份赤裸裸的假模假式
包裹自己，竭尽全力不让真实的内心显露于外。我们越是这
样做，越是会发现――其实别人都在这么做。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六

最近流行一句话——谁的青春不迷茫。这句话似乎是这个时
代年轻人的信条，也是这个年代年轻人的自我安慰式的呐喊。
好多年前看了一本书，最近无意间又看了一遍，更多感触，
想分享，又想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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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全书的经
典，每次读到这句话，总能久久回味。第一遍读时，被作者
肆无忌惮的社会批判以及放荡不羁的性格所吸引，不自觉的
为他犀利的笔锋叫好，自以为是式的对生活的反抗。如今再
读，看到了两个词“彷徨“无奈”。作者一二再再而三的被
学校开除，生活琐碎、缥缈、糜烂，但这并不是导致他过激
处事态度的原因，相反正因为他的处事态度决定了他无法正
常呆在学校的事实。主人公最后一次被开除回家时的情形刻
进了我的心，用他的话说真是要了我的命，要知道从来没有
一本书能把我的迷茫描写的`如此相近，简直是我的再现。我
和主人公一起站在看不见前途的路口徘徊着，看不见对方，
如此孤独。人就是这样，明知道你身旁有无数同类，却依然
孤心难遏。他内心空荡不知该往何处，我欲望满满不知如何
下手，该往何处去？他去了酒吧找了打发着时间，却又找到
了满满的孤寂，又何尝不是呢？那就去找心爱的人吧，含着
热泪，并非铁石心肠，在最爱的“妹妹”面前我甚至如此脆
弱。我操着不伦不类的口音咒骂生活的种种，期望有个麦田
里的守望者将我轻轻抱起，而我说我想成为这个人，不过又
是我的一次呐喊而已。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七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
变的。

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
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我们确实活得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
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
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
以使我感奋不已。

"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
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
-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
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
子们都是在狂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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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做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一个
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数。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八

我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缘于它的内涵，精神。它的精
神正是此刻的我就应好好学习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不仅仅生动地描绘了一个不安于现状的
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孤独愤世的精神世界，一个青春
期少年矛盾百出的心理特征，同时更加激烈地批判了成人社



会的虚伪和做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写的是美国的五十年
代，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霾尚未散去又出现
了冷战。人们缺乏理想，浑浑噩噩的活着。

这时，“垮掉的一代”出现了。主人公霍尔顿就是其中的一
员，他满口的污言秽语，开口就是脏话。他几次被学校开除
后，此刻又被潘西中学开除，小小年纪的就学会了抽烟喝酒，
无心读书，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学校里有装模作样的老师；
假仁假义的校长，只巴结开汽车的家长；星期天家长来接孩
子，于是每个星期六都会吃一道好菜，就是牛排；电影院的
妇女会为一场电影虚情假意地哭个死去活来。霍尔顿是个善
良，有灵性的孩子，虽然他不礼貌，又下流。

在饭店碰到两个修女，他募捐了十元钱，为了照顾贫穷学生
的自尊心，他把自我的真皮皮箱放在了床底下。霍尔顿又是
个有想法的孩子，与人交谈时，总有自我最真实的感受，应
对虚伪的人，他会心里骂个痛快，而表面却镇定自若。环境
的错误让他深陷不能自拔，把持不住自我，迷惘了方向，应
对开除却又不敢回家，在外荒废时光。他期望自我会是一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唯一真正想当的，什么事也不干，离
开此刻的环境，做一个默默地守望者。

其实，我一向认为霍尔顿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他一向厌恶学
校老师的虚情假意，一向怀疑他最喜欢的老师所说的“一个
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一个成
熟男子的标志是他原为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他厌恶家长
让他上学是鉴于“出人头地，以便将来能够买辆混帐卡迪拉
克”这样一个目的。他厌恶这个虚伪，无情，阴暗的社会。
但是，他会遇到修女为难者募捐便慷慨解囊，他对他的小妹
妹真诚爱护、百般照顾，如同一个生活在地狱的天使。他的
心柔软的如同云朵，轻轻一挤便会滴下晶莹的水珠。

他这样真诚的告诉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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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明白自我是在往哪儿跑。我的从什么地方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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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
我明白这不像话。”这正反映了他对这个社会无声地反抗，
对这个迷茫的世界的抗议。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注定了他
只能生活在矛盾中，霍尔顿只能用幻想解脱自我，自欺欺人，
最后仍妥协于他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继续陷入矛盾的漩涡，
无法自拔。

作者j·d·塞林格的这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不仅仅影响了几代
美国青年，同时也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青年。或多或少我
们都会在霍尔顿身上找到一点自我的影子。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精彩片段篇九

读书笔记，是指人们在阅读书籍或文章时，遇到文中精彩的
部分或好词佳句和自己的心得、体会，并写下来的笔记。下
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1000字，欢迎
阅读，希望对你能够提供帮助。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一开始我并没有抱多大的期
望，可是最后看了5页，他就把我吸引了。而且我还有一肚子
的感想。

不知道我的同龄人是否在看这本书，或者听说过这本书，或
是什么都没有，还是我根本就不该看这本书。因为书中的主
角霍尔顿，才十六岁就抽烟、酗酒、逛夜总会，在电影院里
消磨时光，彻夜不归。这不是一个标准的不良少年吗?也有人
说，他并不是自甘堕落，而是被现实所逼，出于无奈啊。我
既不同情他又不憎恨他，也不像书中的“序”所说的认为他



仅仅是美国上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分子。我只
是觉得不管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青
年人都要经历思想上的一段彷徨期。霍尔顿正是处于这段时
期。我们也一样要经过这段时期才能真正长大。所以我们不
能以偏见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对待自己的成长。

霍尔顿说学校里的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
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说得好像义愤
填膺，可这只是大人对他的美好期望。他们希望他有一个光
明的前程，不为温饱、就业等问题发愁，买辆私人汽车也是
幸福生活的表现之一啊。霍尔顿认为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大
部分都是势利的伪君子，社会上也充满了“假模假式”的人。
他只爱孩子，认为只有孩子才不被成人世界所污染。这更是
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刚刚接触社会的中心，还无法接
受成人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以为一切不真实的东西都
是虚伪——刻意的虚伪。所以他的理想只是做一个看护在麦
田里做游戏的孩子的所谓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而且他还
冒出个要到美国的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住在
一间草屋里，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不和任何人交谈的荒谬想
法。这正表现了他不敢面对现实和内心的怯懦。

霍尔顿就这样化软弱为痛恨，夸大了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
还强加给别人许多他的主观想法。他把整个社会都说成是没
有真、善、美，只有假、丑、恶的世界，这实在是太不公平
了。我们又何尝不是呢?都在所谓的“叛逆”者，自作聪明地
厌世嫉俗，却不知道这其实也是一种俗气的表现。世界上有
许多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事物，可我们还自以为看透了一切，
在比我们的社会阅历多得多的长辈面前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
样子，把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贬得一文不值。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美国作家，1919年1月1日生于纽约。
父亲是犹太进口商。他的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我老是在想象，有那
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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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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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不像
话。”

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16岁的霍尔顿说的一段话。
他说他真正喜欢干的就是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知道这有
点异想天开，所以上面的一段话都只是他的想象，或者说梦
想。让我们来看看他在现实中都干了些什么。霍尔顿出身于
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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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将来买辆混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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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第四次被开除出校时，他不敢贸然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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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糊里糊
涂地召了歌女，情不自禁地与虚荣庸俗但颇具美色的女友搂
搂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彷徨，企图逃
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找纯洁与真诚的经历和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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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吧，这就是他的人生。他的现实和梦想之间有
着多么远的差别啊。他想做的是捉住孩子的守望者，但他自
己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无法忘却的岁月，太多的敏感、偏执、
荒唐、颓废、甜蜜与欢乐，使日子变得寂寞又温暖。站在一
望无际的碧绿色麦田中，我想起了一个曾经的坏孩子——霍
尔顿。

我有段时间总是那么烦躁，会因父母一句话而暴跳如雷，会
因朋友的一个动作而伤心欲绝。后来我渐渐明白，那段时光，
叫做青春。霍尔顿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闯进我的世界。他剪



一个干净的水兵发型，却满头褐色乱发，邪邪的样子，有些
迷人。

霍尔顿读书的地方叫潘西，一个私立的贵族学校。在这之前
他还上过艾尔敦·希尔斯学校。那儿有一个非常势力的校长
名叫哈斯先生。到了星期天，哈斯先生见到开了汽车来接孩
子的家长就跑来跑去和他们握手，要是学生的父母穿的粗俗
又朴素，那老哈斯就只和他们握一下手，然后假惺惺一笑，
接着就和别的父母去讲话。青春的日子里，快乐和痛苦很容
易被放大，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我们总是会因为这点或
那点而不满或愤怒。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于是选择了
逃离，戴着自己的猎人帽拎着行李想要去往西部。

在临走前，他想要再见见自己的妹妹菲苾。于是托人送去一
张便条，约在博物馆旁边。过了好一会儿，菲苾终于来了，
她拖着霍尔顿在胡敦读书时用的旧箱子装满了行李决心与哥
哥一同离开。霍尔顿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去西部。青春就是
这样，充满了叛逆霸道却一心想要离开，最后在种种的牵绊
下放弃了目的。

文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
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
意为诶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句话出
自一个老师之口，但的的确确是这样，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
大部分都是势力的伪君子，他们认为为了苟延残喘地活着不
惜一切的人是成熟的，为了某种精神或理想的人是可笑的。
就连孩子们读书，也是为了日后能买辆凯迪拉克之类的东西。
霍尔顿曾经同妹妹说，他想要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一
群小孩子。相信也有很多人拥有过类似的理想，只是那个理
想太过遥远，来不及努力就已经长大。长大意味着放弃，放
弃掉有过的美好理想，成为所谓的“成熟男人”，为了某种
事业卑贱地活着。这是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人会
为了生活背叛心灵。



最后霍尔顿生了场大病进了医院，至于后来的事，无人知晓。
于是留在书中的霍尔顿再也没有长大，我想他依然是那个天
真的，单纯的“坏”孩子。

守望显然带有挽救人生挽救灵魂的意义，也就是看护心灵的
迷途者，避免其掉入精神的悬崖。这也就是霍尔顿梦想中
的“守望”。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守望这个动词在书中的
施者(霍尔顿)和受者(四处狂奔的孩子)，就会明白它近似于
一种利他主义，也就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
益。这种助人为乐的利他主义也就是佛陀和基督仁慈伦理中的
“善”。但是守望究竟算不算一种美德呢?斯宾诺沙给美德下
了这么一个定义：美德就是某种行动的力量，一个人越有能
力保持自己的存在并获得对他有益的东西，他美德的力量就
越大。

这么说来，守望这种行动的力量似乎很小，守望便该排除在
美德之外。但是实际上，霍尔顿的守望让他得到精神上的宽
慰和自豪，这种精神的满足更能让他认识到自身人格的存在，
因而也更能维护他肉体和精神双方面的生存。所以，守望可
算是最大的美德之一，即使他的现实是混帐的，是非守望的;
但是，他的梦想是美好的，是守望。因此，不管怎样，守望，
它都象征着一种理性，一种追求幸福的愿望。而这，正是守
望的内涵和核心所在。

首先，我想说：这是我第二次没有把写读书心得当做负担。
为一部自己喜欢的不得了的书写一篇洋洋洒洒的读后感，这
样的感觉挺好的。

读这本书，是因为：今年过年回来，心还是很浮躁，不能马
上投入到学习中。听学姐无意中提到此书麦田里的守望者被
认为是全世界无数彷徨年轻人心灵的慰藉，道出了千万青少
年的心声。于是，去“图批”买了一本回来。

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抽象的书名，我以传统思维模式给



它勾勒出这样一个轮廓：以自身经历穿插深奥隐晦的道理，
向读者传输自己看待人生的方式。然而，从翻开这本书的第
一页起，那连篇的脏字，真让我一时接受不了，离我之前勾
勒的轮廓相差甚远。但又发现，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出
色。

这本书是塞格林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却对美国社会和文学都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纽约时报的书评写道：在美国，阅
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毕业生要获得倒是的首肯一样重要!故
事发生在霍尔顿离开学校的三天时间内。此处，我以第一人
称描述。以便更加形象的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美国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去，
冷战烟硝又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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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我”
就是其中一员。“我”被学校开除，为了在星期三回家，就
在纽约街头鬼混：抽烟、喝酒、去夜总会、大把花钱，碰上
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干了这个年纪的人想干的所有的事。然
而，看似潇洒刺激的生活，却掩藏不住内心的极度空虚和精
神上的寂寞。让我自己也很惊讶的是，读这样一本书，竟然
有多次流泪的冲动。

我不得不说，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真实了。我不由自主的想
痛哭，当别人问我在哪儿上学，我对在读学校的感觉
跟“我”对潘西的感觉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那如墨汁一般
经年累月终于沉淀安静下来。曾一度被遗忘的难过与寂寞的
感受，被“我”的经历又一下子荡漾起来，弥散到整个身心，
浓浓的化不开……我所有成长苦痛和阅历就凝缩在了“我”
流浪的这几天中。

是的，要说最真实的我。就像书中的“我”一样：厌恶一切
阿谀奉承，虚伪做作的嘴脸。最渴望的就是到一个，谁都不
认识的地方。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省去蠢而无用的交流。



但是，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人，自己已经习惯了困惑
和烦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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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提到孩子。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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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都会过去。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在我们女院好好学习。

可是……

为什么，为什么希望就在明天。而我，却也是那么渴望做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