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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学借室友的书看的，看完好想买着收藏啊

2、老天爷 我真希望当时你也在场
3、少年时代
4、一个反社会愤青在亲情下的蜕变历程
5、最喜欢天真的菲比，霍尔顿反媚俗反得有点儿过了⋯
6、痛恨一切。
7、读不太懂
8、喜欢一些比喻
9、不喜欢，粗鄙松垮。
10、我想读英文原著可能会使我更深地理解主人公的心理活动。
11、装订的太差了
12、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却只花了两个晚上就读完了，你不得不承认故事情节很吸引人。末尾我
以为会有顿悟之类的奇迹出现，结果却大失所望。反正不要抱着寻找答案的心态看这本书，它其实仅
仅只是描述了一种人生，有点偏执得变态的人生。
13、青少年的迷茫
14、看过两遍之后才勉强知道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最近又买了英文版来看，我觉得是和《小王子》
有相似之处的。
15、麦田的守护者霍尔顿，在卑鄙的现实世界充满憎恨的活着，这是这个16岁少年所处人生最暗淡的
时候。妹妹菲芯如一只蓝色美丽的蝴蝶点醒了雨中的霍尔顿，像最猛烈的海浪，现实和理想，勇敢和
卑微，承担和责任之间的转变。
16、讨厌一切，一切都是他妈的⋯而我要更热爱生活
17、看过就没有多少记忆了
18、感觉翻译很不行，不知有没有别的版本？？？
19、我对他遇见三位修女那一段的描写超级喜欢，很有画面感 也很真实。
20、本来我也只是觉得这是个八分以下的作品，杂糅胡诌，全无美感可言，但是我越往下读越发现，
主人公竟然是个精神分裂患者，让我猛醒！是不是觉得作者表达的很有深度，超级屌呢！
21、作为小说，并没有非常好的情节。但那种通过放荡不羁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温情，是令人心醉的
。“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22、看不太懂⋯也还可以,没看出深意
23、第一次读不明觉厉，第二次读略有感悟，很适合青少年读的一本书。
24、读后本觉得一般，但当时正处于思想巨变之时，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霍尔顿的痛苦
25、霍尔顿就是对世界迷茫的青少年，而这也正是青少年应当有的一场迷茫。这本书对青少年非常有
教育意义，也非常欢乐，文字也很有特色。它是一本好书。
26、翻译烂
27、读的时候是在高中 很喜欢
28、我好像也是这么个假模假式的人，并且意识到了。不知道哪个更可悲些。也许一样，也许都不。
29、读者很爽，根本停不下来
30、满书都是对虚伪谩骂
31、粗度只会觉得此书废话脏话连篇，“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一会谈这，一会儿——”。
只有细读这本书，你才会感觉到它的精彩之处。很喜欢作者和他妹妹“老菲苾”的情感关系以及描写
博物馆前的那两个很美国式的小朋友的调皮和可爱。
32、30岁的年纪，第一次读完这本书，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多的感受，许是我的人生经历太贫乏了吧
。是一本会不断重读的书。
33、大一上学期在浮躁的心境中读过一遍，现计划读第二遍。
34、好多脏话
35、高中看的，翻译的人名里老是带着“老”字，可能是想接地气，但有点别扭，妹妹坐旋转木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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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因为之前了解所以期待过头了反倒有些失望。
36、是个人都会对社会上的一些情况不满，但是别太偏激了。这本书的主角就是稍微极端，看全世界
不顺眼，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问题，唯独自己没问题。但最后他发现了，他与妹妹之间的手足
亲情，让他对世界还有依恋。
37、高高在上是因为恐惧
38、十几岁的时候叛逆 觉得彷徨 觉得孤单 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了解自己的时候很多人都应该有过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说  不知道当霍尔顿明白过来 会不会觉得这个年纪的自己很好笑
39、远离现实，回归自我。虽然这不可能
40、我和ex的共同书单系列
41、原谅我无法读出其中的哲理。
42、突然发现我看的是这个版本，而不是以前标的那个⋯⋯
43、那名字是什么意思，没懂
44、读的第一部长篇
45、主人公的一路吐槽真他妈叫人喜欢！老天爷，你真该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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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二级考完了，可以花点时间和这本书告别一下了。读这本书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吧，然后做一些笔
记又花了几天，刚过去的两个星期时间真是太紧了，这本书只能按片段读完，读完我来豆瓣看书评，
第一次发现豆瓣里的书友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地道”，对这本书好多都是一种浅显的印象，评分也是
凭感觉。尽管作者的种种深刻我也无法深切体味，但忍受也享受过肆意的脏话，进入社会批判，然后
目睹菲苾种种的天真可爱，感受了守望者眼中真正的美好，最后猛然发现主人公有着最起码在书中常
人的眼里有着精神分裂的倾向甚至已是进行治疗的患者后，自我感觉应该算是读懂了。最后一点有助
于把握作者的深意，让我瞬间转变了对这本书的看法，它确实是一部很屌的作品！觉得自己能看出这
一点真的很难得，因为以前看过了电影《白日焰火》或《低俗小说》或《搏击俱乐部》（这几部电影
是我感觉最难懂的文艺片，当然烂片和高智商人才能看懂的电影除外），还有《围城》后，我傻傻不
知为什么外界对它们评价如此高，看过学院派们的分析里面的隐喻与内涵隐约懂得一点，自信心倍受
打击，现在才感觉好一些。读这本书前半部分，估计有人会看不下去了，除了滚滚而来的脏话，实在
没有了其他什么别的印象了。像这段：“真他妈的。”他气的要命。他这次真生气了。“你干的事情
他妈的就没一样对头。”他看着我。“怪不得要把你他妈的开除出去，”他说。“要你干的他妈的没
一样是好好照着干的。我说的是心里话。他妈的一样也没有！”→_→额，这里可以说是他妈的脏话
最密集的地方了，说实话读到这本书里随处可见的脏话，心里还是挺痛快的，简单粗暴，一个他妈的
直接表达最深切的感情，一段时间“他妈的”成了整个宿舍的口头禅，真有一种淋漓的感觉。可惜很
多人就停在了这里，但是作者的意旨远不止于此。霍尔顿是那个时代没被社会同化的异类，在我们眼
里他可能是一个叛逆青年的形象，但他却又比我们遇到叛逆还要叛逆甚至于到了极端，他对现实中的
一切都首先报以冷眼，他最痛恨假模假式的伪君子。这里我实在臣服于作者入木三分的讽刺，他把主
人公两天之内经历的各种假模假式虚伪做作的行为淋漓尽致贴切真实的刻画出来，然后借主人公的视
角无尽的挖苦与嘲笑，就如这一段：“老欧尼就从他坐的板凳上转过身来，鞠了一个十分虚假十分谦
卑的躬。像煞他不紧是个杰出的钢琴师，而且还是一个谦虚的要命的仁人君子。完全是假模假式⋯⋯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虚伪的人来来往往，有的无法理解，而很多我发现我视野里的一些人真和
书中伪君子形态一致来，这也是作者厉害的地方，时代和地域都不同，人们做作的方法却大同小异，
唉！当然这也恰恰是霍尔顿和作者孤独与无奈的地方吧！主人公可以推测是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高中生
，因为痛恨周围的虚伪做作，对学习和人际都失去耐心。他蔑视周围大人的一切教导和行为，尽管有
些地方在我看来是对的，但他总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于寄世于庸庸的众人，他妈的真是，我有时
候就特别赞同主人公的想法，那种矫揉造作让我反感厌恶。他怀念的是过往邻家的那个女孩，她真挚
友好，下象棋总是将国王放到最后一排，她从不像其他女生一样说出一些违心虚做的话，摆出“一副
很迷人的样子”。在他的心里人们只能与自己相爱的人发生性行为，否则那是卑鄙无耻假情假意的混
蛋，所以在他听过可恶的舍友可能玷污了琴，他一时难以抑制感情，不顾身体伤害发疯似的打了过去
，两天的游离生活就此开始。当然有时候他也非常无奈的学着世人去做一些自己都讨厌的事，这个过
程他反复无常，没有一定的行为标准。菲苾，这是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读有她的几章真是一种享
受，她太活泼有趣了，比《E.T外星人》里的妹妹还要有趣，我都想有个妹妹了。霍尔顿非常喜欢他的
这个妹妹，他不愿妹妹这样的孩子被大人的世界污染，于是那段最最经典的话就出来了，我特别特别
喜欢这段，像诗一般惬意——“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
几千万个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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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真的想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这是作者对孩子极致的关爱与
忧虑，同时这是对反抗成人世界的宣言！失去童心步入伪善可怖的成人世界，这是霍尔顿及其担忧的
，他愿意只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着那些孩子的纯真烂漫，永不愿看到孩子落入成人世界的悬
崖，把假模假式涂抹在天真的脸上。至于作者为什么对当时社会厌恶如此，这自有其社会背景，及所
谓二战后美国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人们对主流社会生活状态的盲目追逐，人们的仪表行为对开始趋同
，精神世界的匮乏，就是“怯懦的五十年代”，那些稍有些开阔想法的人，也没有光辉的行动去反抗
这个世界，他们就成了像霍尔顿这样的消极的反抗者。从霍尔顿的经历中也可发现一些端倪，空虚无
聊的物质享受冲蚀了理想的价值内涵，人们不再关注精神上的高贵，只是让自己看上去体面！从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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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可以看出，霍尔顿被送去做精神分析，并且第一段也指明他被送到一个地方修养一阵子，这些他
的回忆是其口述由哥哥写下来的，只是很多人都没注意，包括大部分的豆瓣书友，我却觉得这点很重
要，因为主人公霍尔顿在现实人的眼里是已经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原因也是可以分析一下的。首
先就是他特别喜欢的弟弟艾里不幸去世，他痛恨无奈；然后他喜欢的女孩子怀疑被舍友玷污，他无法
忍受，以致大打出手；再者有一个不是很熟的同学被逼自杀，而与其相关的人却未怎么受惩罚，世道
的不公平同样让他痛恨；到了最后去老师家，在他睡着时，猛然醒来发现安多里尼先生正在摸他的额
头，他像突然被什么击中一般，开始变得紧张恐惧狂躁，坚决要在夜晚离开老师家里，读这一段是特
别奇怪的，老师是否如他想的那样是个变态不管，但却反映了霍尔顿以前亲身经历过或者目睹过性变
态者的性侵事件，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里阴影。综合上面提供的几件事情，霍尔顿对这个世界悲观绝
望，不断的打击与精神压迫，使他情绪极不稳定，行为古怪，屡次说话大声且不自知，逃避现实。最
后霍尔顿在雨中看着妹妹一圈一圈的转着，他还是无法逃避却仍不能融入这个社会，理想与现实差距
如此之大，悲观的分析他精神崩溃，住进了精神疗养院以接受治疗，成了畸形社会的牺牲品，作者真
正深刻的批判与讨伐正是于此！仅是个人观点。小说中霍尔顿从憎恶虚伪、追求纯真到最终屈从社会
现实的心路历程，揭示了二战后美国青年一代孤寂、彷徨、痛苦的内心世界。其实还有很多有趣和值
得铭记的细节，如艾里那副手套上的故事，如霍尔顿对修女的善良，如菲苾把自己的全部的零花钱拿
出给哥哥，简直感动到哭。但是呢，这篇就当是技术型分析吧，不再感情上倾诉了。最后几章就像有
关童话的诗一样美，非常不舍得读完，真好。
2、学校教育能给你带来什么。你受这种教育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自己脑子的尺寸，以及什么对
它合适，什么对它不合适。过了一个时期，你就会心里有数，知道像你这样尺寸的头脑应该具有什么
类型的思想。主要是，这可以让你节省不少时间，免得你去瞎试一些对你不合适，不贴切的思想。你
慢慢就会知道你自己的正确尺寸，恰如其分地把你的头脑武装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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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what should be remembered, and forget what should be
forgotten.Alter what is changeable, and accept what is mutable.而我却只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3、文/吴情在世界文学文学诸多作品中，青年形象长久以来被塑造为青春光鲜、积极进取的，只偶尔
带有些许忧愁。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在青年时代即建功立业，声名显赫。歌德名作《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青春期爱情的种子萌发，为爱而生，最终也为爱而亡。然而，在二十世
纪作家的笔下，青年的生活和形象却在安稳中生长出危机，在平和中隐藏着暗潮，这一方面，美国作
家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可堪推为代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背景主要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纽约。主人公十六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因和同学打
架，被迫离开学校，在纽约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三天，最后生了一场大病，回家疗养。作品以第一
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借霍尔顿的眼睛，观察和分析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那时，二战结束不久，国际
上，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美国
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人自危，最终导致美国文化界、知
识界万马齐喑。在这样的背景下，塞林格刻画出霍尔顿，这一不服从管教和约束的青年形象，无疑具
有时代意义和思想内涵。在“我”看来，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微不足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全
都“假模假式”，在面具下跳舞，张扬恣肆而又心力交瘁。“我”，霍尔顿，尽管心怀理想，却也常
玩世不恭，任性妄为，对周遭的人和事百般看不顺眼。有趣的是，在霍尔顿粗俗鄙夷的语言中，读者
能够看到“正统叙述”背后的人为掩盖的真相：美国人不是个个道德高尚，志向高远；他们中，也有
不少精神上的颓废派和趋时者。于霍尔顿而言，他丝毫不关心所谓的“美国梦”的实现，面对这个复
杂丑陋的世界，除了保持个人内心的真纯善良，或许只能借助言语中的傲视和口头上的摒弃。在纽约
街头流浪的几天里，霍尔顿回忆起最初的梦想：成为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麦田守望”，无疑是东
方哲学范畴内的理念：有所作为，但又无所期待；一种走向“道”本原的修行、修心、修性之路。尽
管这一梦想或愿望被反复提及，但霍尔顿从未亲自实践（不知是因为缺乏实践的勇气，还是因为无法
真正同现有世界告别），最后不了了之，同乏味的现实妥协。在霍尔顿这里，东方哲学饱含人文关怀
，可能是医治西方精神荒原的良方，但遗憾的是，它始于想象，也终于想象。在个人的世界中，霍尔
顿找到了精神的皈依：家庭和亲人之爱。他亲爱的哥哥D.B.一位有理想的青年，尽管去了纽约，“因
此变得虚伪”；和他可爱的妹妹菲比，天真烂漫，活泼精灵，保存了最完美的人性。就叙述语言来说
，本书也大可称道。叙述者霍尔顿兼故事的主人公，污言秽语张口即来，脏话冷言不绝于耳；尽管最
初被目为“猥亵”、“渎神”，但时间最终证明，这是反叛青年自我个性的伸张（这种反抗既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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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乏力量；既无赖，又无奈）。（后）现代主义“反英雄”，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霍尔顿是自我的
英雄。面对这个表面繁华、内底荒凉的世界，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除了口头上的声讨，我们还
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霍尔顿以妥协回避开，但我们，却不得不继续他的思路想下去。如要转载，
【豆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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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麦田里的守望者[经典译林新版]》的笔记-第206页

        一句话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
种事业卑贱把活着

2、《麦田里的守望者[经典译林新版]》的笔记-第207页

        对人类的行为感动惶惑、恐惧甚至恶心的，你并不是第一个

3、《麦田里的守望者[经典译林新版]》的笔记-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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