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沈从文边城读书笔记(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沈从文边城读书笔记篇一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
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
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
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
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特殊地位。

《边城》就是沈从文先生理想中的梦境，他把对山水的热爱
化为了这部饱含深情的作品，茶峒的自然风景清新隽秀，江
水清丽绵延，江上渡船每日在这山水之间运行，也俨然成了
这如诗如梦的景色中的重要点缀，渡船上的老船夫、小姑娘
和老黄狗便是这景中永远不变的主角。作者构筑了诗画般的
边城美景，把所有故事融合到这景中，景物便处处蕴含着纯
朴的人情味，弥漫着“桃源”般神秘的色彩。景色因人物感
情的朦胧而朦胧，因人物的忧愁而忧愁，也因故事凄凉的结
局而定格在一片凄凉之中，却因为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定
格的美景又在无穷无尽的等候中慢慢地绽放，任人思绪飘飞
到更广阔的空间。

可我又总觉得，能够理解梦境，能够书写梦的人，必定是一
个真实的人。可能因为梦总是太美又太虚幻，只有经历过真
实的人，才会知道什么时候是确确实实的真，什么时候却只
是梦而已。《边城》就是沈从文先生给读者构造的一个美丽
而诱人的梦，也只有沈从文这样经历过生活的真实的人，才



能书写出如此让人信服而神往的梦。他有过自由自在探索世
界的梦幻童年，他“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
以后又有了不平凡的随部队展转的军旅生活，对于社会这部
大书又有了更为真实而深刻地了解。所以他笔下的边城虽只
是一个美好的梦，但“这梦既非虚幻，也不拘泥于现实，而
是追求一种真实，艺术的真实。”所以小说描写边城美丽景
色的同时，又透出一份无奈和愁苦，主人公感情虽真挚却敌
不过现实的种种不幸。梦境有了真实的影像，梦境才更能唤
起人们的同感。

沈从文边城读书笔记篇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边城》都堪称沈从文的小说代表
之作。

《边城》所写的故事虽简单，但却极美。在湘西边境荣峒附
近住有这样一户人家：爷爷，少女翠翠和一只善解人意的狗。
翠翠从小就和摆渡的爷爷相依为命。长大后有一年的端午节，
翠翠上街看湘西人比赛划龙舟，遇见了当地管码头船总的次
子傩送，在少女纯洁的心灵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后来
托人说媒的是船总的大儿子天宝，兄弟俩同时爱上了翠翠。
按照当地的习俗，兄弟俩人要在溪边的山上唱山歌，让翠翠
从中选择。但天宝自知不是弟弟傩送的对手，于是在失望之
余坐船远行，不料葬身于漩流之中。傩送因父亲一时不愿把
间接弄死长子的姑娘娶进家中为媳也负气出走。这一连串的
事件让爷爷很惊讶，他在为翠翠的命运担忧，他不希望翠翠
有和她母亲一样的悲惨遭遇，但最终在一个雷电交加之夜死
去。只剩下翠翠和黄狗孤独的守着渡船，她还在等待着自己
心中所思的人回来。然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也许明
天回来!”整部小说就在这哀伤的气氛中结束。

读完《边城》之后，让人觉得它更像一首动人的爱情诗。语
言具有一种自然，清新的风格。其次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吃
惊的是作者沈从文对人物心理的揣摩十分透彻，以至于让有



的女性读者感叹说，沈从文是个男的，怎么能够把女孩子的
心里琢磨的那么透呢?小说中有几处都写到了少女翠翠在初涉
爱情时的犹豫，害羞而又心动的细微心里。如文章中提到的
第一个到她家来提亲的天宝。“翠翠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
佬，不曾把头抬起，心咚咚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
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望着他们在流水中从从容
容的流去，自己俨然了许多。”这里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翠翠
的惊慌和失望，掩饰的心里过程，让人难以忘怀。

在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无论是翠翠，
爷爷，天宝，傩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现的是一个与都市生
活完全象对立的性格：自然，淳朴，强劲而又热情。作者笔
下描绘的湘西风情渗透了强烈的乡土爱情。文章里不仅有动
人的爱情故事，还有绚丽的湘西民族风情与迷人的景色。在
这里，过端午节赛龙舟中富有激情的场面;男青年求婚时要向
姑娘唱山歌的习俗，尤其描绘了这个深受古文化的影响的地
方，把节日娱乐与当地古老的思想结合为一体的传统，这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的表现内容。

1.边城读后感字

2.边城读后感2000字左右

3.边城读后感2000字大全

4.边城读书笔记带赏析

5.汪曾祺散文读后感3000字

6.关于读后感600字左右

7.青春之歌的读后感2000字

8.关于《文化苦旅》读后感800字大全



[沈从文《边城》著作读后感]

沈从文边城读书笔记篇三

茶峒是个美丽的小山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

秀秀和她的祖父就住在城口，每天给进城的。人渡船是他们
唯一的工作，有时祖父进城打酒，秀秀就和她的小黄狗为客
人渡船，而小黄狗也听话地为主人拉绳引船，动作娴熟敏捷。
这样，生活过得平淡而又快乐。

不知不觉秀秀到了要嫁人的年龄，平淡的生活也因此慢慢走
到了尽头。我觉得那是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情，当
看到秀秀第二次遇见了二老的时候，我开始幻想他们以后甜
蜜的恋爱，可是当向秀秀提亲的大老下船出了事后，我知道
秀秀的快乐将一去不复返了。的确，自那以后，秀秀的生活
一天一天地发生着改变，致使最后永远失去了她的祖父，也
失去了每天为人过渡的那条船。

合上书，我的心里很难过，为秀秀的遭遇，也为她的祖父，
因为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多么快乐的人。秀秀常要爷爷唱
歌给她听，而爷爷又粗又哑的嗓子唱起山歌来却又显得那么
质朴、那么憨厚，总逗得在一边和黄狗玩耍的秀秀开心地笑。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有山，有水，有鸟鸣，有歌声，
有欢笑，……而现在全被打破了。

故事虽然用灰色的背景为秀秀的未来打上了一个省略号，以
悲剧收场，但我却非常喜欢《边城》，喜欢《边城》里每一
个善良朴实的角色，尤其是秀秀的爷爷。

他的大半辈子都在管理这艘渡船，却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
有时客人想答谢他放了些钱在船上，他是追上好几里也一定
要把钱还给人家，所以人们拿这位倔强的老头也没办法，只
好在他进城买东西的时候多给他加些肉，加些酒来酬谢了。



平时他还会托人买些上等烟草，过渡的时候谁需要就慷慨奉
献；到了天热些他还会和秀秀准备一大缸水，里面放了些清
热、解毒的草药给每位客人喝。爷爷是个老实人，为秀秀的
未来担心，却从不把烦恼告诉她，只是紧锁在眉头里一个人
承担。可以说在那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爷爷走得是不安心的，
因为他并没有把秀秀的终生大事操办好。

还有秀秀的不食人间烟火，顺顺的慷慨大方，傩送二老的朴
实真挚，天保的豪爽英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间每天都在发生悲欢离合，这和时代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但撇开那些令人伤心的悲剧去看里面的每个人、每个风景、
每个生活片断，你会惊异地发现，沈从文先生给我们描绘了
一个多么美丽的世外桃源，那里纯朴的民风是我们这个霓虹
闪烁的大都市里所没有的，它好似一股清泉，它又似一缕清
风，吹走了我脸上的尘土，带来一丝温馨。

多么希望在边城能看到秀秀像以前一样地快乐地生活着，而
那条祖父渡了大半辈子的船会依然来往于溪间那条黄狗也应
该守在门前等待一桌喷香的晚饭……在当代社会，物质生活
充裕，但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却相对弱化。我们呼唤
文学作品中的纯净而美好的风景和人情，期待它由“童话变
为现实”。

沈从文边城读书笔记篇四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
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
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
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
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
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



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
情故事。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
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
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
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
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
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
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
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沈从文边城读书笔记篇五

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水的平静，没有战争的那股硝
烟。它描述的是住在山区的`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孙女翠翠的平
静生活。在那个山村里有的是山，有的是水，有的是那朴素
的人的一张张面孔。

作者以往讲到：世间真有百思始得其解的怪事情，每次只要
我规规整整地写下“沈从文”三个字，我就立刻会想到水，
汪汪洋洋的水，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沈”姓有一个三点水的
偏旁，而是因为他如水的性情。

他曾在写于一九三一年的《自传》中说：“我情感流动而不
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
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能够说永远设在
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
”



我是住在海边城市的一位中学生，对于水我是不会陌生的，
我能理解：水和沈从文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
倾向不可分。

我明白了，也领悟到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
不一样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
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异常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
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
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
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

“正因为工作真正贴近土地人民，只承认为人类多数而‘工
作’，不为某一种某一时的‘工具’，存在于现代政治所培
养的窄狭病态自私残忍习惯空气中，或反而容易遭受来自各
方面的强力压迫与有意忽视。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
作环境，也并不容易。但这不妨事，倘若目的明确，信心坚
固，真有成就，即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个时代
的标志！”

他的这段话极具预见性，随后不久，他就因为不肯做“工
具”而“遭受各方面的强力压迫和有意忽视”，连“稍微有
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不可得了。这是作者的另一段描
述，看出他当时到达处境是十分之艰难的。

《边城》就是从这样一个人的笔下刻出来的，是多么的生动
传神，文中的人物都是在这山水的哺育中长大的，这一点一
滴是生就了多少美梦多少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