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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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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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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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一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林海音先生，文中的主人公也是她一一林
英子。这本书是一本蕴含着浓浓诗意的纯美小说。作者满怀
着怀旧的基调写出了这本小说。本书通过林英子的视角来看
待这世界的世态炎凉。

故事从年开始，从岁成长至岁，因父亲病故，她的童年也因
此结束，1923612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该负的责任和担当。在
各篇中宋妈无处不在，无疑也是读者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宋
妈这位命运凄苦的卑微人物，在英子的回忆里有宋妈的智慧
和尊严。书中《驴打滚儿》一篇给宋妈的画像生命，也是全
书最有力量的一短篇小说。这篇是作者岁时看到的一一但她
眼中看到的小世界后面却是一个悲惨的大世界。9而驴子每次
出现不仅是情节的联系，也衬托乃至增强了人物的造型。但
是如果不穿透作者故意留下童稚的.迷茫，《驴打滚儿》就有
了些诗意的情调。

《驴打滚儿》有双重含义，一重指代黄土气息的毛驴在地上
打滚，又指裹着绿豆粉的黄米面，都带着悲凉、看不到希望
的黄土色，暗喻着旧社会妇女的悲惨人生。

而有些故事反映出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比方《我们看海
去》，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深深的担忧以及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林海音从七岁到十三岁的童年生活。
在北京的老四合院里，住着英子幸福和睦的一家，它通过主
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
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我们的主人公英子，聪明善良。别人都认为秀贞是疯子，没
人跟他讲话，独独英子对她表示了友善，并和她成了朋友。
为了帮助妞儿和秀贞找她们的亲人，英子偷偷拿出了妈妈的
金镯子。

别人认为那是个“小偷”,而英子说自己分不清好人坏人，其
实她是用自己的标准在衡量着世间的人。为了供弟弟完成学
业，供养母亲，而自己要冒着危险去做贼，这在英子看来可
不是坏人，反而和他成了朋友。

这不是她善良的本性使然又是什么呢！蓝姨娘尽管可爱，讨
英子的喜欢，可当她发现兰姨娘和爸爸手拉手，而挺着大肚
子的妈妈正在灶台便炒菜时，她心里难过，为妈妈不平，可
又不知如何表达，最终，聪明的英子通过牵线搭桥，促成了
兰姨娘和德先叔的婚事，却把爸爸蒙在了鼓里，读到这里，
我不能不佩服英子小小年纪居然有这么多的心眼。真是个小
机灵鬼呀。

于是，我便再也忘不了那个扑闪着大眼睛的小姑娘——英子
了妞儿，一个不该出生的、苦命的孩子，但却有着有着与命
运抗争的顽强个性。她出生后便被抛弃了。被人捡去后，也
无非是把她当作卖唱挣钱的工具，还要动辄遭受继父的毒打。
为了摆脱苦海，她竟要偷偷去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没成想，
生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英子的引导下，她轻而易举地
找到了自己的生母。可是，这又能怎样呢?她的生母——秀贞，
由于过度思念丈夫和孩子已精神失常。最终母女俩人双双葬
身车底。读到此处，禁不住潸然泪下。



兰姨娘，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三岁时，生身母亲
由于生活所迫便把她卖掉了，后又沦落为风尘女子。被人赎
身后，作了一个七八十岁老头的姨太太，当然没有什么幸福
可言。好在她敢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脱离了那个家庭，最
终与进步青年德先走在了一起。

宋妈，同样是一个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妇女。她为了养家，为
了不遭丈夫的打骂，忍痛离开自己的亲身骨肉，而去给别人
的孩子当奶妈。最终，自己的孩子死的死，散的散。

《城南旧事》中，有太多有趣的故事，在冬天，小英子看骆
驼咀嚼食物，把它们的神态、细嚼慢咽的动作，个个都描写
得活灵活现，让人似乎身临其境;还有宋妈、妞儿和疯子——
秀贞，在惠安馆里，开始作者还以为秀贞是和她玩“过家
家”,后来英子把她那块很漂亮的表送给了秀贞;英子记得，
秀贞跟她说过，小桂子(就是秀贞的孩子)脖子后头正中间有
一块青色的胎记，而妞儿的脖子后边正中间也有一块胎记，
于是，英子带着妞儿去找秀贞，秀贞立马带着妞儿赶火车去
了;因为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英子发高烧，昏迷了十天。

“我们看海去”这是一个小偷对英子说的话，虽然我不喜欢
偷东西的小偷，但是不知为什么，似乎是林海音的语言打动
了我，我觉得这个小偷很好玩，很可怜，看到他被人家抓到
的时候，好像一只老鹰在欺负一只小鸡，而且还要听着周围
人的骂声。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两篇是“驴打滚儿”和“爸爸
的花儿落了”。“驴打滚儿”,我刚看到这个题目时，我还以
为林海音是要写驴怎么打滚儿的，可是读到最后，才知道宋
妈的小栓子死了，小丫头子不见了，宋妈很伤心，宋妈和英
子在找小丫头子歇息的时候，看见有人买一种叫：“驴打滚
儿”的吃的，那是把黄米面煮熟了，里面包黑糖，再在绿豆
粉里滚一滚，很香;找不到小丫头子了，宋妈就骑着驴走了。

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让我最受感触。英子的爸爸去
世了，爸爸的石榴掉了，花儿也落了。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三

人人都有一本能走进自己心灵的好书。能真正走进我心里的
书，还是那本《城南旧事》。

这本书有六个篇章，分别是《童年冬阳骆驼队》，《惠安
馆》，《驴打滚儿》，《我们看海去》，《兰姨娘》和《爸
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每一个篇章都像一
首带着淡淡哀愁的诗。

主人公英子的世界是那么的纯洁、快乐。可是她却过早体会
到人生的悲欢离合：“疯女人”秀贞和她最好的玩伴妞儿的
离去;“小偷”被警察抓去“出红差”;兰姨娘与德先叔一起
不知去了何处;就连最爱英子的爸爸也与世长辞了。

本书我最喜欢的篇章是《驴打滚儿》。它讲述了英子家的奶
妈宋妈的故事。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
明来英子家里。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小栓子两年前掉入河中
淹死，女儿丫头子也被丈夫卖给了别人。宋妈十分伤心。英
子不明白为什么宋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最
后，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了。我十分同情宋妈，因为
她儿女双亡，又嫁了一个无用的丈夫。但我又敬佩宋妈，因
为她虽然是那个时代的命运的悲剧者，但是她骨子里的坚韧
的是让人钦佩的!

《城南旧事》中满含怀旧的基调，将它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
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人觉得仿佛身临其
境。这是全书最大的写作优点。

读完全书，我感受到了作者林海音的写作技巧之高超。她不
刻意追求文字有多么华丽，她只是用平凡的文字向我们描绘
一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她以自己的经历，写下了



《城南旧事》。里面一个纯真的女孩英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里面，人物性格鲜明：汽车美容兰姨娘、天真的秀贞、坚强
的宋妈。

长亭外，古道边……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带着
淡淡的忧伤，我再次翻开了《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四

采一拮清香，赏一段好句，呷一口清茶，品一个好词。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在谈话。”这是歌德所
说的一句话，一本好书可以让人受益匪浅，仔细品读更是妙
不可言，在众多的书中找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细细品味，
有时也是一种享受，而在这众书之中我找寻的这一本书是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记述的是英子小时候所发生的事。英子是一个
善良、可爱、正直、讲义气的一个小女孩。她敢同大家所说的
“疯子”秀贞做朋友，她因为分不清“坏人”和“好人”而
没有向人们举报偷东西的陌生的他；她敢把家里的金镯子拿
给秀贞当作是找思康三叔的盘缠，她帮助妞儿和秀贞相认。
英子所做的事，充满了儿童的童真、单纯。

在书中，我觉得秀贞是大多数母亲的写照。她对孩子的不舍，
即便是被告知“早已扔到齐化门”那么远的地方，她也仍没
有放弃寻找，但她的种种怪异现象却被人们议论纷纷，被人
们视做疯子，在这时，她也仍没有放弃。她为孩子缝制了许
多衣服小心地安放好，只为孩子回来时能穿上她所做的衣服。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母亲都像秀贞一样，如果自己的孩子不
见了，定会使尽浑身解数去寻找。每一个母亲在孩子面前都
是金刚不坏之身。

兰姨娘是我在书中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她乐观、不受约束、



向往自由的性格深深吸引着我。兰姨娘的一生跌宕起伏，不
过好在她拥有乐观的心，到最后走向幸福，遇见对的人。每
个人都应有追求自由的心，在面对挫折和困难面前，保持乐
观的心态，才能拨开云雾见天明。

曾看过也听过许多身残志坚的人的故事，他们中有的是学生，
凭着顽强的意志完成了学业；他们中有的是追逐梦想的人，
凭着一腔热血实现了愿望；他们中有的是平凡的人，凭着对
家人的爱坚强的活着；他们中有的是意外固然可怕，但他们
却为我们诠释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颗乐观的心。

受兰姨娘也受坚强的他们影响，我觉得我也该拥有一颗乐观
的心，在一时的失意面前敢于抬起头来，不要再被恼人的成
绩所打压。嗯，乐观是面对困难的最好武器。

我喜欢这本书，喜欢他们乐观开朗的性格，喜欢他们的处世
之道，喜欢这一本散着淡淡墨香的书。

与书同行，用炽热的心倾听书中的智慧。我最喜欢的一本
书——————《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五

一段童年犹如一幅画卷，赏心悦目；一阵欢笑犹如一汪清泉，
澄净身心；一个幻想犹如一阵清风，放飞思绪……童年是多
么美好的时光啊！而《城南旧事》就是关于童年的一本书。

书中的主人公英子是一个天真、可爱、善良的孩子。这本书
讲述了英子在老北京的童年。其中我最喜欢《惠安馆》这个
故事。

大人们总认为秀贞是个疯子，可英子不这么，反而还和她结
下了友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喜欢
就是喜欢，不喜欢也绝不掩饰，从不以貌取人。



外貌，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外表；内心，才是重要的。以貌取
人并不是一个好方法，以内心来看人才对。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六

读了《城南旧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像，实在太像一个
人了。而那个人，就是我。

小时候，我也经常会像本书的主人公——英子一样和最好的
小伙伴在一齐，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玩耍。想到那里我就
不知不觉在嘴边挂上了一丝微笑。真是太幸运了，幸好我和
我的伙伴不用像英子的伙伴妞妞那样，天天只能玩一小会儿
就要去吊嗓子，唱不好还会被后爸打。

英子才六七岁，却机智的让人佩服：当她发现自我的爸爸与
兰姨娘的关系似乎有些怪时，她立刻将兰姨娘和德先叔拉在
了一齐，成功的保住了自我圆满的家庭这样可实在算得上一
种壮举。

要明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当我看到惠
安馆的秀贞，天天因为丧子之痛而变成了一个行为古怪
的“疯子”时，我的心为之一颤，天下父母心人人皆有。谁
知，正当我怀着一丝侥幸心理，期望妞儿全家团聚时，作者
却偏偏在那里画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留给万千读者一个
大谜团。我含着一丝失落继续往下看。

书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同时也感到十分遗憾，让我们珍
惜和亲人在一齐的每一天吧，因为没准哪一天，老天就会收
回你的幸福。

城南旧事精彩片段读后感篇七

《城南旧事》中是写作者对童年时的回亿，作者小时候站在



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
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样子，上牙和下牙交错
的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当
时作者也看得呆了，白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骆驼队过来时，
打头儿的那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一个铃铛。“为什么雯
系——个铃铛?”作者问父亲，父亲告诉她，骆驼很怕狼，因
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戴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
知道那是有人类保护着的，就不侵犯了。当时作者的幼稚心
灵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她对爸爸说：“不是的，爸!
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一定
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久的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
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了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当时咧开嘴笑
道：“英子的想象力真丰富。”

当童年已过去，一去不复返。现在作者再也不会做像学骆驼
咀嚼的傻事了，可是心里是多么想念北京城南的那些人和事
呵!

是啊，我也好怀念童年的那些人和事啊，记得一次夏天，和
弟弟妹妹一起捉蝴蝶。

那次，为我我们比赛哪个人捉的多，妹妹当时捉的比我多，
对我说：“你和弟弟捉的都比我少，这次我肯定赢。”我很
生气，把妹妹捉的蝴蝶给放了，妹妹气哭。了，弟弟劝我给
妹妹倒谦，我理直气壮地说：“谁让她那么骄傲。”弟弟说：
“你也不能把她的蝴蝶放走，你可以捉更多蝴蝶赢这场比赛。
”我顿时醒悟，向妹妹倒谦认错，捉、了很多蝴蝶送给她，
妹妹开心了，就座原谅我了。

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让我明白了任何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