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边城的读书心得(模板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一

在喧闹的城市，被钢筋和水泥包围的世界，很难想象那副农
村特有的画面。

“在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
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
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
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
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也许我们不曾想象，在这“世外桃
源”中有着如此凄美的爱情。爱情，同那哑哑的声音同竹管
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也使那条小溪有了一丝热闹的气息。

故事的开始与结束都围绕着小溪，因此，小溪也有了另外一
成含义。它孕育了勤劳的茶峒人民，也让渡船这一线索变得
自然。

读边城，是一种享受。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
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
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靠渡船为生。
他们的生活是拮据的，但他们也是快乐的，有了歌声的陪伴，
他们不寂寞，有了善良村民的帮助，他门也容入了社会。

文中的人都淡化了钱，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



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
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
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
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
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
熏染变质。

翠翠和顺顺的两个儿子，翠翠的父母的爱情，让整个小说变
得带有淡淡的忧伤。“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在小说中始
终没有得到体现。也许这是作者那个时代的悲哀。爱上一个
人没有错，但兄弟两没有与别人一样，哥哥为了弟弟，毅然
放弃，一人将痛苦承担。然而，他的死亡给翠翠，翠催的爷
爷，他的兄弟造成了难一挽回的悲痛。他的弟弟将一切责任
都归到自己身上，从此，白塔下在也没有荡漾着那动听的歌。
曾经兄弟两在百塔许下的诺言最终被溪水冲刷的无影无踪。

端午节，在小说中有被作者赋予了新的含义，二老在那天结
识了翠翠，有在那天大老与翠翠相遇。爱情在端午这天开始，
鸭子，这一普通的动物，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小说中的人物，也在作者笔下刻画得栩栩如生。翠翠，一个
封建时期女性的代表，”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
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
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
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
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
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
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
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
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
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二

一直是抽不出时间来写读书笔记，也算得是忙里偷闲，这种
闲适其实正好是印证了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边城》。

第一次读沈从文的这本书是在初中那年，苏教版语文课本上
有着一篇名叫《端午日》的课文，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下一
篇就是《本命年的回想》。

现在想来，恍惚间如同昨日，我还坐在教室中，看着书上那
些让人感到亲切的字体。听着老师的领读，鼻间都是书的香
气。

初中的语文课本实在是很简单，新书一发，我拿回家去瞅上
那么一眼。一般我都是吃着饭的时候看书的，这时书就成为
了我的一种下饭的宝贝。

《端午日》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看完的，其中的主
要内容其实还是在于沈从文对自己家乡的端午节的描写，我
先前还偷偷在黑板上用粉笔描摹过这篇课文的插图。

后来再读的时候，就是高二那年寒假在家。百无聊赖的下载
了一本边城的电子书，用了一个上午，十分开心地读完了。
当时临近春节，外面的地上都是积雪，但是阳光很大。

也许是在和寒风相抗，冬天的家中温暖的气氛愈加浓烈起来，
昏昏沉沉之中，我居然是真的看到了翠翠，看到了赛龙舟，
看到了唱情歌。

一直认为的最好的心境，不是避开车水马龙，而是在窗前看
着街道上熙来攘往的车辆，埋头是另一个世界，抬头又回到
了现实之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不断切换，似乎也是一种乐趣。

诚然，读《边城》之时，我凭借着的一种想法，无外乎就是



这样子。

最近一次完整地读《边城》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间。大学的
课本《中国近代文学作品赏析》被我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了，
不过在当时我一直是流连在上一个小说世界中无法自拔，也
就很难放空自己的心来看《边城》了，想来也是有些遗憾的。

《边城》之于中国传统的爱情，依旧是存在着很多的可借鉴
之处的，起码里面的翠翠、大老和二老之间都是十分单纯的
一种爱情观念。

就好像是木心说的那样，

人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们大可以想一想，如果翠翠有了微信，那么就不会是像早
先那样存在着自己的那一份善良或者可爱了。当然，没有什
么如果。

这本书主要的内容还是在于对于书中的那些人物的情感塑造
和爱情米描写，沈从文早年间的经历丰富，写出来的很多东
西都是带着自己的那份独特体悟的。

《边城》也只是因为自己给小姨子的一个"讲故事"的承诺。
但是这篇小说，却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凤凰古城。

文字的魅力在这里，却也不仅仅是在这里。这些作家们勾勒
着很多的青春美好，书写着无数的世态炎凉。

思来想去，仍旧还是心有期待。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三

一直听说过《边城》的大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都没有
看过。这一次在语文课本上与《边城》结缘，感触颇深。

人性是世间最美的东西。在现代都市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
森林里，我们又保留了多少纯净的人性呢？在城市中终日奔
波劳累的我们实在无力去呵护，只任尘埃将它一点一滴淹没，
甚至吞噬。人性中太多的美德将尘封的心灵在一角，疲倦的
我们如何有闲暇将其开启？或许有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它的存
在。可是在边城，在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了的边城，我找到
了人性的归宿。

湘西山美、水美，但人更美。青山绕水，水环青山，缠绵不
已。在大自然母亲的宠爱中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翠翠，山教会
了她坚强，水赋予了她柔美。在清澈的见底的溪水的眷顾下，
她的心纯洁无暇。年少的懵懂，初开的情窦，她的心里喜愁
掺半。因为纯朴，她无法拒绝大老，也无法向傩送表白。一
切都是源于善。然而终是凑巧，落得个孑然一身独守空船，
为了一个未必会回来的人作无期的等待！

其实不管悲惨也好，完美也罢，我们都要走下去，不管我们
高不高兴，花开花谢，潮起潮落。昨日随风已逝，明日迎风
将来，世界从不理会任何人。

翠翠的爱情随着傩送的悄然离开逝去，就这样，爱情之花还
没盛开就已凋落了。也许没有开始的爱情才是最完美的，因
为错过，才会刻骨铭心，没有结局。才会意味着永恒的存在。

属于边城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人生路
漫漫，吾等切记珍惜。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四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
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
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
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
亮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
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
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
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便是沈从文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一
座质朴的城，一座宿命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默默的
隐忍着什么。翠翠，这个像观音一样的女孩子，她就是这座
城的化身，从恋上了那个在梦中可以用歌声将她带到很远地
方的人儿开始，她便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
却始终如一。文中的结局疼爱她的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
保淹死，白塔坍塌，默默相爱的青年恋人离去。翠翠依然重
复着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
明天就会回来。

沈从文先生从人物的内心深处，以简练而又细腻，散淡而又
自然的笔法刻画着人物的心理，使人不由自主的融入人物的
心灵世界，融入湘西这片纯朴漂亮的土地，融入那群温良率
直的人们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
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这般深沉
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在想，为何取名《边城》，在心里它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
沈从文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
不都有一座边城吗?也许那座悲天悯人的城已经随着历史的洪
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深



深思考。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五

雨后，我坐在阳台，读着《边城》。

这部小说初读之下，语言很平淡，情节甚至算得上是平凡，
但细读之下，又会被小镇的悠闲适意，爷爷的朴讷，翠翠的
可爱以及字里行间的自然、优美、诗意所吸引。读着读着，
似乎自我也融入了这个很多年前的故事中。

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现了那片宁静的自然风光，寥寥几笔勾勒
出翠翠和爷爷简单的生活中透出的那些快乐和活力，然后便
讲述了那个热闹的端午节，翠翠的感情便是从这时拉开了序
幕。

到了小说的后半段，看得我有些急躁起来。翠翠的感情之路
似乎愈发崎岖了，就像京剧《三岔口》给人的感觉一样，一
件两情相悦好事却被一连串的误会打乱，总也成不了。

船总的儿子大老、二老都喜欢上了翠翠，刚刚开始竞争，大
老的殒命却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二老不再那么坚定地要娶
翠翠，船总开始对爷爷有偏见，而爷爷的木讷和口拙也让船
总和二老对他产生了误会。

小说接近尾声时，一场暴风雨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也许，
它也同样粉碎了翠翠刚刚萌芽的幸福。

在整部小说里，最幸福的人就应是爷爷吧，这位带着那个时
代典型特征的老船夫，他敬忠职守的在岗位上奉献了50年，
他拥有过平凡的妻子、可爱的孙女、几十年的至交老友，也
经历过妻子的死亡，女儿的离去。最终在对孙女的担忧中与
那条渡船伙伴一齐逝去。虽然一生清贫，但这也算是完满的
一生了。



读完了《边城》，我的心也变得酸涩、潮湿起来，不知是因
为窗外不曾停歇的雨点，还是文中的翠翠那飘渺的幸福。或
许，二者皆有吧。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六

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细品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思绪随
着书中人物的变化发展起起伏伏……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
整理的边城读书心得，供大家参阅!

翠绿的山，清澈的溪水。孕育着茶峒小镇一班厚实而又朴素
的人。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他们惺惺相惜，
过着平淡而又闲适的生活。

生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摆渡的依然来回于河岸之间，打
牌的依然喧闹着……然而这一切正常的好像令人发慌。也许
这真的应验了那一句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平静的。翠翠
跟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依然如故，然而在哪一天，有个男孩
的身影闯进了她的心里，于是她就有了秘密，那跟虎耳草与
山歌有关系的秘密。这个属于她的秘密在她看来是甜蜜的，
因为在她睡觉的时候也咧着嘴笑，一副甜蜜快乐的样子就可
以知道。

然而在未知的生命里，每个转变都充满着变数，你不知道下
一刻会发生什么?就好似那属于翠翠的爱情，最后还是在襁褓
中夭折了，不知道这是上天对纯真的她开的一玩笑，还是一
个美丽的误会。

但生活并不会因为我们而停止不前，在经历过青春这个“美
丽的忧伤”后，生活还要继续向前。

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变成黄金，毛毛
虫要蜕变成蝶......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长出鲜果，沙



漠布满森林，沟野流遍清泉......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
本分，青春的快乐!

______题记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
户人家。独门院里，只有善良淳朴的爷爷与聪明乖巧的孙女，
还有一只颇通人性的黄狗。

爷爷是个老船夫，他总是尽职尽责，有时对一些要渡船的人
一分钱也不收，还慷慨地施些茶叶与草烟。也许正是爷爷的
品德，才影响了翠翠的性格。翠翠，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有
着像溪水一样清澈的声音，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
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
长养着她且教育着她，造就了她的纯真，烂漫，她是大自然
的女儿。 天真活泼的翠翠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她和山头
黄廘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
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
那陌生人，做成随时可以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
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然而，这
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从那个端午节后就如小溪的水一样，一去
不复返了......

端午节，爷爷带着翠翠还有黄狗一同进城，到大河边去看划
船。爷爷看见了老朋友，便把翠翠留在河边并告诉她自己与
朋友喝酒去了。而翠翠，就在此刻遇见了那个改变自己一生
的人——傩送。傩送是船总顺顺的二儿子，他为人不爱说话，
秀拔出群。从那次见面后，翠翠的内心就隐藏了一个秘密，
一个连爷爷也不知道的秘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翠翠和傩送
彼此都了解了对方，也都喜爱上了对方，一颗青春爱情的种
子在两个人心中萌发。

青春时的爱情总是美好的，但也是凄惨的。傩送的大哥天宝
也早在几年前的端午节爱上了翠翠。兄弟两人爱上同一个女
人，当我看到这里时，我会想:他们肯定会来一场男人间的决
斗，可当我接着往下看时，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采用



当地的习俗进行决斗，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
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选择。 傩送是唱歌好手，天宝自知唱
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碧溪边只听过
一夜弟弟的歌声，后来，歌声再也没有了。老船夫忍不住去
问，却得知：天宝坐船出了事，淹死了......傩送最终也毅
然决然离开了这片土地。

老船夫的多事也导致了很多人的误解，终于，在一个风雨交
加，电闪雷鸣的夜晚，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带着遗憾溘然长逝
了。 可怜的翠翠每天都在碧溪的白塔等着傩送能回来。傩送
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看完了《边城》觉得意犹未尽，结局到底怎样，这对年轻人
究竟有没有在一起?从《边城》中，我们看到了那种人与人之
间的善意和坦诚，也唤醒了我们对传统美德的追求，对美好
人性的赞颂，还有那份对青春的憧憬。 青春是羞涩的，是纯
洁的，是美好的。世界上没有再比青春更美好的了，没有再
比青春更珍贵的了!青春就像黄金，你想做成什么，就能做成
什么。相信翠翠一定会等到心上人归来的那一天....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茶峒
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
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
了这个三角恋爱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
驾船下辰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仍
然爱着翠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
有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
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
人。

如诗的边城，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生活。书中
所示的人性美浸透着完美，而翠翠的无限期等待又显示着不
完美。她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造成的，她和傩送本
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



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

而现在谁会放弃自己的爱情呢?在当今这个社会谁主动放弃自
己想要的东西，完美的爱情都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在《边城》
中傩送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亲情固然重要，但为了亲情
而放弃了爱情，也是可悲的。而翠又在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
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
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
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后来在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
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这实在让人不免为她感到惋惜和可
悲。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给人留下了悬念，傩送最后回
来了吗?她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我不禁陷入了幻想之中，希
望他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看过《边城》，让我对世间完美
的爱情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对人性多了一份了解，但又明白
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去争取，争取了，得不到，也就没有什
么可遗憾的了。

边城就是这么一出健康纯洁，而又弥漫有淡淡哀愁和浓浓诗
意的爱情悲剧和人性的悲剧。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七

谈及和谐，《边城》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样一幅画
面：“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一位
老人，一个姑娘，一只黄狗。溪水潺潺流过，流入小城，溪
水却依旧清澈，仿佛渗入城里人家的美好，连接城里城外人
们的心。”那里的生活，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谱出和谐，
那么自然安和，在如今飞速发展的世界里，车水马龙，灯红
酒绿，处处高楼大厦，一派繁荣之景；但背后，却又是另一
番景色——那里草木不生，噪声不断，净气匮乏，飞禽走兽
不在；那里垃圾成山，泥沙入河，净水难寻。如此环境，是



和谐么？不，根本不是。人们的身心均受到严重压抑，所以
他们最初从落后的乡村奔入发展的城市，却在最后又从发展
的城市回到落后的乡村。我们谁，也不想到最后，子孙后代，
指着那突兀无林的肮脏的山，指着那泥沙堆积的污浊的河流
骂自己的祖宗，责怪我们。所以我们，该念和，该谱谐。

一棵树不能改变气候，但森林可以改变气候；一滴水不能掀
起大浪，但汪洋可以掀起大浪；一个人不能改变社会，但全
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则可以改变社会。每一个人的努力都
可以促成社会的发展，每一个人的一小步都可能给世界带来
变化。我想人们要的，该是美，是爱，是安，是平，是和谐。

念和谱谐，就像《边城》中所描述的，甚至感受到的画面，
人与人的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与发展的和谐。《边城》让我看到了
人们的淳朴，勤俭，友善，和谐，那也许是我们在生活中难
寻的美好，所以翠翠“天真活泼，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顺顺“大方洒脱，友善交友，正直和平”。那里的人儿，美
好到令人向往，和谐得让人们感慨，有时也会让人忧愁，思
索。

念和谱谐，就像《边城》触动人心的，一个人要和谐，一个
社会要和谐，一个国家要和谐，世界处处要和谐。人的和谐，
就是冷静与热情同在，就是刚柔相济，德威并存，就是身心
俱健，活力四射；社会的和谐，就是自由与正义同在，就是
肝胆相照，苦乐同在，就是众志成城，春意盎然。世界的和
谐，就是善意与美德同在，发展与健康的统一。和谐，和的
是心，谐的是情，和谐是真心真情的美。

《边城》或许就是展现了那样一幅人与自然相互接触，美好
和谐的画面，但毕竟是故事，而故事往往又启发着每一位读
者。到底是让《边城》告诉我们，还是我们告诉我们自己，
转念一想，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该有所调整。和谐，从来不
是说说而已。



念和，谱谐，念每个人心，谱世界美好。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八

有一种美，美得让我们无法触及；有一种爱，纯洁得让我们
如履薄冰；有一中生活，凄美得像一场氤氲的梦魇；有一则
童话，完美得让我们几乎不再相信人生这个假命题。

沈从文的一篇《边城》让他盛名天下。《边城》表现了一种
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小说里的人物个个都是勤劳、善良、质朴的。

作者笔下的湘西也是风光秀丽、民风纯朴。这一美好的事物
都是作者所向往的。而现在，在当今的社会中，这一切又是
虚拟的。作者笔下的湘西文明是多么的美好，又是多么的脆
弱、落后。禁不起时代潮流的考验。当今社会，却是一个到
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朽堕落的社会。

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甚至丧失了人性。
这种现代文明比起淳朴的湘西文明又是多么的空虚、渺小。
而我们在这样的社会下应该做些什么，必须做些什么……否
则，残剩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点本性也会被蚀掉！

它容纳了人世间最温暖的字眼，安静、恬淡和悠闲；它汇聚
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意象，小溪、村庄和渡船；它汲取了人世
间最细腻的情感，亲情、友情和爱情；它支撑了人世间最后
幸存的人性，勤俭、淳朴和善良。原来，他要我们相信美好，
憧憬未来。

沈从文，一个赤诚的游子。用他灵性的思维，假设了一个硝
烟里的童话，却只用了一座边城，论证了人生命题的真伪。

现实里的童话，不可期待但够浪漫，我喜欢。



边城的读书心得篇九

读完边城，我突然有种想去湘西看看的欲望，从前不知道什
么是牧歌式的小说，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
很美，很美。

天空是格外寂寥，夜晚格外漫长。如果没有她的骂他的笑，
那个五月端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暑天，淹没在记忆里再无他
异。只是，一切不是了。

爷爷是个淳朴的人，他不多拿客人的钱，跑上去追客人，他
兢兢业业从不让客人不能渡船，五十年如一日。他的牵挂只
有他的孙女翠翠，他也在最后一夜劝导翠翠“一切要来的都
得来，不必怕！|”坚定地活下去，让人忍不住有种要落泪的
凄凉。

翠翠是大自然的女儿，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山林中，是她
真正自由的地方，翠翠的心中是渴望爱情的，她常看着结婚
的新娘子，幻想着自己是新娘，当她想到端午，就闭上眼睛，
她期待浪漫的爱情。

读罢边城，真有种想要泪流满面的冲动了。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千年万年不变。生活里面的人
叫画中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画中一切
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唐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记载：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这些无论魏晋的人的生活在别人眼中却是豁然开
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的怡然自乐。

沈从文也有文《桃源与沅洲》说：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
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力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



的必多这文增添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
住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
着遗民或神仙。

农村的确只是失意人酒后的谈资或闲暇人的雅兴。至于生活
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以为自己是神仙和遗民。他们生存在所
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他们无法摆
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这潜在流动的悲剧命运。

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
一只黄狗。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