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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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围城读后感篇一

一本好书便是一个奇异的新世界，我在去年夏天陷入了《围
城》的世界里，然而今年夏天我却还藏匿在这座城中，我始
终被困在这座城里，我知道这座城并不是属于我的世界，我
想要逃出这座城，并而以钱钟书的心态来面对这座清晰而模
糊的围城。

读《围城》时我便莫名的坚信有一天我会与这本书在精神的
世界里再次邂逅，并彼此留下些东西，譬如以文字的方式留
下些我微不足道的感想，然而这些对我是极重要的。

读完一本书后由心而发的感慨是很真实的，大不同如今的n多
读后感，一副深深的论文腔调往往让人无言以对的尴尬万分，
这些作者往往做出比写者更加认真的态度来评估一本作品成
败和与其想要表达的和被表达的，这也往往使写者忘乎自我，
不知道自己到底写的是个什么样东西，所以这也是极其尴尬
的.。

真待到想要为它写点东西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写，我说这是
一本奇书，近代书列中的一朵奇葩，一本具有现实批判性的
讽刺小说，作者独树一帜的文学思想理念中成就的经典。然
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说的，对于一本好书当我看完书序时我
觉得我想要为它写点东西，而知道如何去套用惯常的话，当



我笔下留情久至看完这本书时，便会有一种死一般痛苦的失
落感，这个世界仿佛在你的冥思中逐渐沦陷，书中的世界正
在一步步吞噬现实，对此你难以自拔，你维有尽量的接触现
实并牢牢的伫立在这片充满现代气息的土地上努力的去感受
生命的存在与被存在性，至此我已无力下笔更谈不上做何感
想，当你脑海里那片空白的领域被受侵占时，你甚至腾不出
一缕思绪去考虑它存在的必要与不必要性。

我在这座城里四处寻觅些被叫做人性的东西，我不知道钱钟
书老先生当年为此有无沉重的步伐迈向那陌生的地方。我总
是在这座城里百无聊赖的寻觅着，我甚至看到了韩寒的身影，
正如我想象中的这座城般清晰而模糊，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停
留了多久，我甚至害怕他走的太仓促，如同徐悲鸿的再别康
桥，他也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然而或许这座城的
上空本没有一片云彩。

读《围城》的感慨便如同天上的云彩再绚丽再飘荡，它终究
会轻吻大地，终究会最贴近人生的起点，人生便如一座围城，
正如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土对《围城》的感触之笔：“城里
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罢了。

围城读后感篇二

“冷若冰霜，艳若桃花。”本是一句对文中苏文纨的评价，
但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对苏小姐的评价，更是本书的灵魂
所在。

苏小姐如此，然而文中其它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更甚于书
中所述“围城”也逃不开这八字的短评。

鲁迅先生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围
城，大抵也是如此。世上本没有围城，被困住的人多了也便
成了围城。或者可以这么说，围城，不过是各人加予自己或
他人的枷锁。



曾有人这样说：“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
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不往前走，终会被沙
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
”沙城，就是一个人的记忆;记忆，也可能变成一个人的围城。

偶尔可以梦回沙城，那些建筑依旧精美，即使它变成围城，
它也依旧美好，艳若桃花，但那仅仅限于回忆，当我们沉溺
其中，整座城市便会开始崩溃，把所有美好通通埋葬，只余
冷若冰霜的围城。

《围城》一书以方鸿渐的生活为主线，讲述他如何一步步走
向围城，一步步将命途趋向冰霜般的寒冷境地。诚然于他而
言，围城本就存在。从他最初出国求学不成而弄虚作假开始，
他便一步步踏进城中。然而，本可以如桃花般艳美的城，终
在他的软弱与怯懦下冰封千里。

我们没有权利改变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尽管我
们无法强大到拒绝走入围城，但我们至少可以令围城宛如桃
花般优美，而非千里冰原般寒冷。

书中的方鸿渐，其实很可怜，然而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他
本有那么多机会走出冰冷的围城，给自己一个艳美温暖的.围
城，可他却都一一放过。

无论是情感，亦或是生活，当断则断。只有果决的做出抉择，
才不会令记忆的沙城变成冷若冰霜的围城。

所以，即使我们无力阻拦记忆的沙城变成困住大家的围城，
但我们至少也一定可以做到不让它变成一座冷若冰霜的围城。

命运，围城，究竟会冷若冰霜，还是会艳若桃花?选择权永远
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围城读后感篇三

去年暑假，我就看过电视剧《围城》，当时还是被里面的一
些情节吸引了，引起了我读《围城》原著的好奇心，只是一
直没有时间，手头也没有这本书。直到这个暑假，我从朋友
那里借来这本书后，才慢慢读着。

读了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了。方
鸿渐这个人，在钱钟书的笔下似乎是一个除了会点舞文弄墨、
缺有百般缺点、一无是处的人。他的文凭是买来的，志大才
疏、胸无点墨、性格软弱又好强要面子。在和朋友的交往中，
表现出假装清高、不通人情世故，有时还很虚伪。但是就是
这样一个人，给了我深深的印象。他做事小心、对爱情执着，
有时候往往透着一些可爱。

在学业上，出国留学的他居然没有取得文凭，他居然花钱买
张假的，这里就体现出他的可爱来。既然作假，国内又很难
被查出，自己却还是担惊受怕，怕被发现。好像是一个偷吃
了蜂蜜的孩子，怕被母亲发现。

在爱情上，方鸿渐也透出他的可爱来。他同事和三个女性交
往，既爱这个，又喜欢那个。后来结婚后，居然发出谈恋爱
无用的感慨。事业上，方鸿渐是不得志的。处处是别人的棋
子，可是方鸿渐却无奈接受，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没有
放弃，表现出坚持的可爱来。

看《围城》这本书的过程中，里面的幽默、讽刺的用语给了
我欢乐;看完后，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悲剧有深深的感慨。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
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
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
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
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确实，我们的生活中“围城”随处可见。不仅仅是恋爱婚姻、
工作事业，还有学习生活、交友处世，无一不有一个“城”
把我们“围”着。“围城”——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
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作者用幽默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巧妙的比喻，站在一定高
度俯看人生，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虚荣。如:“夜仿佛纸浸了
油，变成半透明体了，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
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
红”、“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
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苏小
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
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又如:“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
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

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
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
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一个人的缺点
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
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
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围城读后感篇四

《围城》书名顾名思义，城被包围起来。被包围的城里有家
庭，各种人口，有物品，有人精神的愿望。城，小而言之是
一个城市，大而言之是社会。围城体现城内人与物，人与人，
人与社会的关系。

但城绝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由于人精神的愿望在追求理想
中，人在不同梦想的城市辗转。跨越种族国籍，为了各自不
同的梦想走入各自神往的城市。

有城墙房屋街道，有人群商场各种机构与场所之地谓城。但



也有无形的城，功名利禄之地，亲情友爱之所，爱情婚恋之
乡，谓之另一种城。精神上的城乡，灵魂上前进之地。

人们奔这个地方前去，学习，工作，交友，恋爱，以期在各
个理想之城实现。有自己在城里安身立命，理想在城里扎根。
能像将军攻城掠地，突破一处处城池，成为胜利之者。

但一番孙猴子上山学艺连蹦带跳，以为会了七十二变下来。
一入人群之中，却是最难攻的是人心，不是学习，事业，而
是人与人相处之难。在人心之城，所有美丽的梦想如高天的
云彩，美而抓不住。天空有乌云，有闪电，有雷雨，使头顶
的天空不是永远光明与宁静。云怎么变幻形状裹不住月亮，
月亮圆了又缺。在香桂的枝头，飘然而落。情泛伤，人难做。
仰望大海的豪情变得低在尘埃里。以低姿态在城市生存，帆
降落似的靠岸，以跳动的眼前的彼岸生活。又似流水翻动不
止。

人生存难，生活更难。为了种种目标入城，挣扎一番，在精
神物质的城里不堪，又想出城。冲出种种欲望之城。

围城读后感篇五

《围城》我是先看电视剧，后来有断断续续读一些片段（这
本书情节连续性不强，确实可以跳着读），最近才—口气从
头到尾将整本书读完。读完以后，对这本书又有了些新的认
识。

有的报道说，方鸿渐就是作者的化身，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作
者的博士单位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典
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
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
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
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
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
为自己起了最好的借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
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
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
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
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
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
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
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
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
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
希望自己能够使家翁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
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种是真正大写的入，他们有他们独特的才能，他们有他们
高尚的情操。他们是因为他们近乎模范的举止，才赢得别人
的尊重。而另—种，则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用旁门左道，说
谎时，能够令自己都骗过来。他们深有沉浮，他们的行为举
止有时真是没有良心可言。而社会上更多的，是后者，从古
到今都是如此。袁世凯用了多少手段才当上大总统？乾隆是
如何登上皇位的？就连现在的企业在商场上竞争，也用尽手
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围城读后感篇六

《围城》作者在序中说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
某一部分社会，一部分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
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体根性。”这说明了，
作者写此书是为了描述出中国当时的一部分社会和人物，并
看透人们具有的“根性”，而我认为这个“根性“，大概就
是指本书的题目《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



想逃出来。

这本书中唯一串联下来的人物方鸿渐，在一开始我认为他不
学无术，整天只想玩乐，最终也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人，他
在某些时候固执，又在某些地方心软，我无法理解他的一些
做法，而他的一些做法应该也无法被社会认同，被人们认同。
方鸿渐心中的围墙与他人的围墙形成无法逾越的距离，也是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围城》中的'故事和社会，虽然是在过去，但作者所说的”
基本根性“也一定存在在现在的社会中，现在的我只能通过
这本书去联想现在的社会，钱钟书先生的思想也会让我对自
己的未来有新的见解，为我的未来提出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精美的语言，在看书时，我常常会
看到许多充斥着文艺气息的词句，装饰了这本书，使这本书
更加精致，作者还运用了很多比喻，让我可以尽可能理解作
者的意思，就连本书的主旨，也可以用”围城”和“鸟
笼“来比喻，即使我无法真正理解那层主旨，也能通过这个
比喻来了解一个表面。

人类越来越聪明，围墙只会越来越高，越厚。但我相信，这
个世界上有人，能够走进彼此心中的那片空地，这便是所谓
的知己吧，我也希望，我可以遇见一个可以穿越围墙的知己。

围城读后感篇七

用了两个星期读完了《围城》，不得不说，钱钟书先生的文
学水平太高了，我难以理解到大家所说的层面，不得不从网
络上借鉴一些经验才能较好的理解这篇小说。

其实小说通过了方鸿渐的故事，写出了中国社会的市井百态，
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方鸿渐的爱情在我看来是个悲剧，一个本来玩世不恭的人在
苏文纨和唐晓芙中选错了人，更改变了自己的一生，最终无
奈的'和孙柔嘉结为夫妻，而求生路上也异常艰难。

美好的爱情是人人向往的，然而当你得到了爱情后却发现与
自己想象的大不相同，但你却已经步入了围城之中，尽管你
再怎么努力的挣脱束缚，却还是困在围城中。当你慢慢的在
围城中居住下来后，爱情也渐渐的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温暖
的亲情，但你却依旧没有离开围城，你依旧羡慕着墙外面的
人，外面的人也想进入城墙里。

也许题目的选取不仅仅是把婚姻比作了围城，它更是指着生
活中的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一直在一个空间里绕圈，突然
发现了更令人向往的空间，就费尽心思的进入了新的空间中，
却依旧是不停的绕圈，又想去其他的空间，从一个笼子跳到
另一个笼子，不停的重复，却乐此不疲。

生活中的围城太多了，婚姻、事业、家庭……它们都想一座
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围城》不得不说是一篇极好的小说，我感觉一遍是不足以
理解的，必须再读，多读，才能更好的理解小说的意义。

围城读后感篇八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
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
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
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
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
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
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书中



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情纠葛，每每因自己
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心计
的孙柔嘉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这座感情围
城，曾经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

而在三闾大学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里面充斥着尔虞我
诈、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方
鸿渐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面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
封建思想，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
城之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
无情的大手掌控着。本就无材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
这只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爱情
陷阱，事业低谷。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
些他试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
想斗争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
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
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
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
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
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堵墙下
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
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
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围城读后感篇九

《围城》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小说
以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以调侃、幽默和极
富讽刺意味的笔触，描绘了一群留学生与大学教授在生活、
工作和婚姻恋爱等方面遭遇到的重重矛盾和纠葛，揭示了受
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猥琐灵魂和灰色人生，表现了作
者对旧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无情嘲弄，以及对中国化了的西



方礼貌的精心审视。

小说中方鸿渐这一西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十分突出。他出身于
封建世家，其父亲是前清举人，他靠着其死去的未婚妻（包
办婚姻）的父亲（点金银行的周经理）的资助赴欧洲留学，
由于他“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懒散”，四年中换了几
所大学，但却一无所获，没有学到任何专长，眼看着回国在
即，最终他不得不从一爱尔兰人手中花40美元骗得一张“克
莱登大学”（子虚乌有的大学）的博士文凭。还有，由于他
受西方生活的影响，生活放荡，在回国的船上，他挡不住诱
惑，与轻佻的鲍小姐干那苟且之事。虽然方鸿渐的性格中有
不求上进、游戏人生的一面，但他的性格中也有正值和热情
的一面。在应邀的一次演讲中，他鄙薄西洋礼貌给中国带来
的只可是是“鸦片和梅毒”；他拒绝大官僚的千金苏文纨的
自作多情的许爱，多次揭穿对方的庸俗、势利和虚伪；在三
闾大学任教期间，看不惯那里的黑暗的人事制度和同事之间
的勾心斗角；还有，当他从职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后，
他没有顾及自我的生存问题和亲友的反对，毅然离开了报馆。
能够说，他是一个具有必须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可是
他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处处受到冷遇。方鸿渐的杯具，
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那些比较正值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这一
“围城”中的杯具命运。

小说除了着力塑造方鸿渐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外，还成功地塑
造了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满口仁义道德，但却满腹
封建半旧遗老李梅亭；虚伪庸俗的，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而
得意的大家闺秀苏文纨；俗不可耐的小胖子“大诗人”曹元
朗；外形木讷，内心龌龊卑琐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
却老奸巨滑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溜须拍马、浅薄猥琐的
势利小人顾尔谦等。这些活跃在新“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物，
真实地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空
虚和精神上的病态。

这本书写得很有文学色彩。作者幽默的笔墨使一个性格鲜明



的小人物跃然纸上。有人说，方渐鸿是作者本人的影子，无
论是真是假，方渐鸿这个人物作者描述得十分到位。作者的
笔墨幽默，在几处人物的外貌描述中也得以体现。但更令我
佩服的是作者以幽默的语言讽刺嘲弄一些社会现象，文字顺
畅，使人读起来易懂。在写作方面这本书也有很多我值得学
习的地方。

其实，有时我们也会身陷“围城”，但更多都是我们自我为
自我创造的。我以往也有很多烦恼和困扰，此刻看来，也不
足为奇了。成功要靠自我努力争取，“如果你失败了，就说
明你还不够强大，让自我变得强大起来吧！”读了这本书，
我明白了，想要成功，只能改变自我。只是我去适应环境，
环境并不会来适应我。想要打破自我身边的“围城”很简单，
凡事应更多地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研究，多找找自身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