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边城读后感悟(汇总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
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边城读后感悟篇一

连日的阴雨，心情本就有些郁郁，更那堪是夜晚，似乎寂聊
也随之侵袭而来。不想陷入一种空洞和无助，就起身去泡了
杯咖啡，让自己温热和活力起来。然后端坐在电脑前，慢慢
地阅读起数日前朋友推荐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初读，许是习惯性的读小说的方式，急切的想寻读里面的人
物或情节，故对于小说开篇大段的景物描写似乎看不进去，
可渐渐的，一幅曼妙的风情画卷随着文字徐徐展开，使人不
由自主的沉浸其中，仿佛置身湘西那美丽的世外桃园。翠翠
就是在这样一个淳朴、天然、优美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自然
之女。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使人惊艳的文字了，这惊艳不是华丽。而
是不染尘世的纯美爱情遭压抑带给人的一种柔软、一种怜惜，
一种淡淡的忧伤，一种对命运不解的扣问。不由感慨有时男
子如何竟有比女子还极致的细腻，沈从文先生如何知晓那样
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那么隐微的心理，难道真如他所
说：“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女子?”

有时间，有合适的心情，再读《边城》……

边城读后感悟篇二



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器与浮华。一种出尘而卓然
的清丽;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的
《边城》。文章的由始至终都是以翠翠、傩送与天保三人之
间的情感写起。他们之间的爱情坎坎坷坷，最终却以悲剧告
终。

茶桐、小溪、溪边白色的小塔。塔下的一户人家，塔下住了
一户单独的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
狗……就这样勾出了一幅和谐的画面，正如马致远的“古藤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它们沉淀着黄昏照样的美丽和温
柔。翠绿的山、清澈的水，孕育着茶桐小镇一般敦实而又朴
素的人。

翠翠是湘西山水孕育出的精灵，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为人
天真活泼，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情窦初开，爱上了傩送，
爱得痴心;当傩送驾船远走，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
归来，却不知那人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整个只在一幅平静
沧桑的图画中，却给人一种无人承受的悲呛、无以承载的重
量。

翠翠平安地度过了人生开端的十几年，然而一连串的人和事
触动了翠翠敏感的心，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的心。一个简
单而又复杂的三角恋结成一个结捆住了翠翠。但这个结实际
上又拉住了翠翠，前面就是悬崖，让她在甜蜜和矛盾中享受
人生最大的快乐。不久，这个三角形的一条边折断了，翠翠
的命运已无法稳定。她像坠入深渊，天保遇险丧命，外祖父
的离世，傩送的出走，点动成线，悲剧似乎具有延续性。爷
爷在一场暴风雨中去世了，就只剩下她孤苦伶仃地生活着，
撑渡成为她生活中意义的生活。

到了冬天，那个蹋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
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
不曾回茶峒。 她只有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得甘露，而现实却
似乎离她很远很远，于是，她只能痴痴的坐在岸边，凄凉地



守候，孤独地等待，也就只有那清澈的湖水，依旧诉说着那
些古老的故事。

边城读后感悟篇三

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
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选出
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的学者、作
家。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
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而从单篇小说的角度来评的
话，《边城》排在第一。

初读《边城》是很疑惑，没看懂这篇文章究竟要表达什么，
有何现实的教育意义，只觉的文章很美，大量的描写文字营
造了一个很浪漫的气氛。那么，为何这部小说在中国现在文
学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可以从作者沈从文的写作风格上入
手。

浪漫，恬淡是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在陈从文的笔下，没有苛
捐杂税，没有地位等级，没有剥削压迫。他在《边城》中所
描绘的，都是人间最美的事物：美丽的景色，凝重的亲情，
纯洁的爱情，并把这三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如此纯自然的
景色，正是那些与世无争人的生存境界，恬静，幽适。进入
故事中看，作者所需塑造人物形象都是最纯朴，最干净，最
纯本x的。清澈单纯的翠翠，朴素热情的老艄公，豪放豁达的
天保，秀拔出群的傩送。他们都不沾染任何杂质。天保和傩
送都爱翠翠。他们采用唱歌的形式。这是多么质朴。那歌声
中带有的是多么简单纯朴的爱。而翠翠这个形象，也不是现
实派小说中那种敢爱敢恨的妇女形象，她只有纯朴女孩子的
本源，她只知道自己要为爱守候，那么纯朴的等着傩送回来，
而什么亲情与之的选择，什么难以取舍，她都难以定夺。而
傩送的不归又增加了令人惋惜的悲剧色彩，同时也增加了浪
漫的因素。



所以，在本文中，作者在极力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这也是
沈从文一贯的写作风格。这篇文章写作与三十年代，茶峒宁
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的“世
外桃源，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环境。它不像鲁迅，批判现实。
在沈从文的笔下没有政治，只有人x的善良，美丽的景色，淳
朴的风气，一切都沉浸在美好之中。现在，人们在追求本源
的文字，越来越喜欢回归本x的文章，因此，沈从文的文章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边城》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生
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
的独特地位。

边城读后感悟篇四

短篇小说《边城》，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
篇作品，这座《边城》，最为浓郁地飘绕着沈从文先生的湘
西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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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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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
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
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
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
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
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
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
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
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
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
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
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
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
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
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船夫”、“妓
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
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
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
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
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
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
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
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
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
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
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
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
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
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



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
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
那座“新碾坊”。“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
不清的“马路”，“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
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
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
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
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
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
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
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
场悲剧。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
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
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
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
鸣的夜晚，碧溪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
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
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
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
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
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
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
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
挂期盼。

最新边城读后感心得体会



边城读后感悟篇五

夜阑人静的夜晚，躲开白天的喧嚣，细品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边城》，思绪随着书中人物的变化发展起起伏伏……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
的生命形态。

小说《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
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情
节简朴优美。在小说中，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的边城茶峒，
青山绿水，美不胜收。秀丽的自然风光教化着茶峒白塔下两
个相依为命的摆渡人。外公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翠翠情
窦初开，善良而清纯。他们依着绿水，伴着黄狗，守着渡船，
向来往船客展示着边城乡民的古道热肠。谁又能想到，在这
古朴而绚丽的湘西画卷中，铺衍的竟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爱
情故事。翠翠与外公失散，幸得美少年傩送相助，从此翠翠
平添了一件不能明言也无法明言的心事。正是“以我心换你
心，始知相忆深”而愿“两心永相依”的美好爱情的萌芽，
谁知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翠翠。为了成全傩送与翠翠，
天保外出闯滩，不幸遇难，傩送也因此离开翠翠驾舟出走。
疼爱着翠翠并为她的未来担忧的外公终于经不住如此打击，
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溘然长逝。翠翠守着渡船深情地等待着那
个用歌声把她的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雁来音信无凭，路
遥归梦难成，翠翠也知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她
也希冀，“也许明天回来！”，令人无限感慨。

天真善良，温柔恬静的翠翠、古朴厚道的老船工、豁达大度
的天保，豪爽慷慨的顺顺，热诚质朴的杨马兵……他们都是
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征，都体现了理想人生的内涵。这里的人
们无不轻利重义、守信自约；酒家屠户，来往渡客，人人均
有君子之风；“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理和羞耻的城
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比起物欲横流、纷繁复杂的社会，
这里俨然是一派桃源仙境，令人无限神往。



读完小说《边城》，不能不被沈从文笔下湘西民族和整个中
华民族美好的文化精神所打动。那幽碧的远山、溪边的白塔、
翠绿的竹篁、质朴的百姓以及这美好的边城所发生的那段爱
与守候的故事，将永远在我心中闪耀着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