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实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一

在看之前，我除了知道这部经典之作的名字和作者外，甚至
连主要内容都摸不清楚。因为一种好奇与向往，在书柜前捧
起了它。每每去玩几页合上书后，心中便会升起一种挂念，
对下一段的内容便会有无限的幻想。就这样怀着始终不变的
热忱读完了整本小说。十分诧异的发现小说中的"围城"竟是
指--婚姻。"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在当今这
个流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的时代，真没想到早在上
世纪中叶，就有一位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伟大的作家，以高
雅而幽默的方式提出了这个观点，而非当今这般庸俗。凭借
作者对生活细微的观察、丰富的阅历以及深刻的感悟，足以
成就一部让人肃然起敬的传世之作。

整个故事的情节是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主人公方鸿
渐的一切遭遇--毕业、追求、失恋、任教、结婚…无疑不都
是在"围城"内外进进出出，这一切的目的也不过是要阐发结
婚就入深陷围城一样。但我想，方鸿渐到底娶的不是自己的
意中人，因此婚姻的不美满似乎还可以理解。而钱钟书先生
如果让他与心上人唐小芙成为眷属，结婚后再吵架闹翻，那
么"如果娶了意中人也不过尔尔，结婚后发现自己娶的总不是
意中人"的"围城"，会不会更加牢不可破呢?不过，也许作者
是偏爱唐小芙的，不愿让她嫁给方鸿渐。尽管这样。其实
《围城》还是一样的精彩。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
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
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
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当代社会，竞争
激烈，高手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
烈也更凶险。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
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同
学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
黑暗，从我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
我们只有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
这座围城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我们不会也
不可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
处于一座围城之中。

《围城》在人物塑造及语言的幽默上首屈一指的。在描写一
个小孩外貌时，为了表现眉毛与眼睛离得远，文中的语言是"
眼睛和眉毛彼此象是害了相思病"生动而活泼，让人发笑，却
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还有说鲍小姐穿着很暴露，文中说
她是"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总是赤裸裸的"。实在让人忍俊
不禁，却不显得庸俗。在刻画一个十分小资、小器的商人形
象时，这位商人的语言中便总夹杂着鼻音浓重的英语，而他
那自以为得意的"考婿"方法，是在让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作者时而尖酸刻薄，时而肚量大得惊人，让人琢磨不透，却
又像那样真切的发生着。

我想，《围城》中的幽默诙谐，有赖于钱先生博大精深的知
识以及深沉厚重的依托。而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幽默"，
显然就缺少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样的"幽默"，实在可鄙。
《围城》，钱钟书，才是真正厚重的高雅的幽默。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二

在《围城》中才女苏文纨在谈起婚姻时曾说过一句十分经典



的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起初，方
鸿渐在感情的围城之外，向往着城内的生活，向往着爱情和
婚姻。后来不知不觉中，在孙柔嘉的“引诱”下，走进了城
内。但身处围城中的他开始发现城内的生活并不如他所愿那
般美好，于是“城里的他又想要逃出去”。

其实，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婚姻，与此类似，三间大学的生活
又如同一个事业的围城。大学中，上至校长高松年，下到普
通学生教员，每个人都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整个学校一片
乌烟瘴气。等到好不容易从事业的围城中逃出来时，方鸿渐
又跳进到了家庭的围城之中。兄弟、父子、主仆、妯娌、朋
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头疼。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像这围城一样。“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可是等到“城外的”到了“城里”，才
发现城里的生活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于是又开始怀念城
外的生活。

如果你是个“城里人”，那么就过好你“城里”的每一天，
如果你是个“城外人”，那么就过好“城外”的每一天。城
里和城外的生活一定都有它各自的精彩和乐趣，相信这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与其怨天由人地抱怨，不如享受当下的生
活。别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现在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拼了命地要
把孩子送进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若是没考上，
拿钱买分的、送礼的、托关系的……家长们用尽各种手段，
也要把孩子塞到名校里去。其实我觉得部分家长没必要这样
做，在重点学校和名校里，学生们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学习压
力，反而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而在普通的学校，较为
轻松的学业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掌握课本之外
的知识和技能。既然进不了“城里”，那么就在这“城外”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也很好吗?有时候随遇而安也不失
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三

每当我捧起《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时，它就像磁铁一
样，紧紧的吸引着我，让我舍不得放手。读完了这本书，汤
姆那调皮捣蛋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

汤姆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小男孩，他不满于现实的生活，很有
自己想法，他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想做海盗，找到宝藏，然
后周游世界，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和带着鱼腥味的海风。

汤姆是一个可怜的小男孩，他的父母英年早逝，他曾经发现
了一场凶杀案，并为了这件事在良心与安全方面纠结了好几
天，甚至都觉得自己要疯了。

他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当他目睹那件凶杀案的时候，他完
全可以不理会这件事，他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也不用担心自
己的生命会受到伤害。但他说了，他也真正的做到了不拒本
心。

其实每一个小孩都跟汤姆有些相似，虽然有些调皮，有些任
性，但本质都是好的，作为大人，应该懂得引导而不是一味
的责备。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四

在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本诗集，名字优美优雅。但只有
读完它，我才能知道穿着散文集外套的痛苦和快乐的故事。
华丽的故事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也许这就是鲁迅寄托感情的
方式！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店》的老先生形象、《阿长与山海经》
的真实农村妇女形象、《藤野先生》的黑瘦先生形象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先生认为，微不足道的人和微不足道
的事物是深刻的记忆。当时黑暗遍布中国大地，人心的虚伪



和丑恶是无法掩饰的。鲁迅先生写下了他的童年生活，没有
让我们明白童年的逝去和黑暗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小问题而举手问
老师，管理是如此幼稚，但不理解就不会放弃。现在，即使
老师问有没有问题，他也不会有任何行动。当我还是个孩子
的时候，因为一个小测试没有得到满分会哭，现在拿着不合
格的论文只会说下次努力工作。为什么时间会让人在童年的
简单和无知中有如此大的变化？他们都跑到哪里了？还是故
意被我们抛弃？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悄然离去，只有那些
快乐苦涩的回忆伴随着你。

我们可能很幸运，当时没有鲁迅先生社会的黑暗。我们也可
能很难过，没有他们当时的童年那么快乐。童年渐渐远去，
只留下零散的`记忆，不如细细品味《朝花夕拾》，体验作者
的童年。不同时代的童年梦想也不同。让我们沉浸其中，感
受当时社会的黑暗，感受当时人们复杂的情绪。也许我们可
以在作者的童年中找到自己失去的记忆，回到童年，慢慢回
味。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五

“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
一面虽然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艳丽无比的旗帜，旗帜上舞动
着云龙一般的四个字闪闪发光——超越极限!”我轻轻翻开
了“老人与海”，让思绪随着老渔夫扬起的帆在叵测的大洋
中遨游。

这部书讲述了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连续八十四天一
无所获。第八十五天一大早老人独自把小船划出老远，出乎
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他从未见过或听说
过的巨大的马林鱼。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过硬的技术与它周旋
了两天两夜，最终抓住机会将它刺死。在返航途中，血腥味
吸引了许多鲨鱼，老人与它们进行了殊死搏斗。极度的疲劳



更加削弱了缺少武器的老人的战斗力，尽管老人杀死或重创
了前面的几条鲨鱼，但夜里鲨鱼成了群，抢光了老人的鱼肉。
最终精疲力尽的老人拖着森森白骨回到岸边。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负盛名的一部作品，曾荣获1953年
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作者是
“精通现代叙事艺术，文笔有力，自成一体，这在近作《老
人与海》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我认为这部作品大获成功
的关键在于它刻画了人性中永远不能被打败的坚强。

应对远比自我强壮有力的对手，老人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
调集手头仅有的物资为保卫战力品与鲨鱼奋力一搏。也许这
一群又一群打不完的鲨鱼赢了，因为它们夺走了全部鱼肉，
但我坚信老人永远没有被打败，因为他在这场与整个大自然
的恶战中已经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他所处的环境多么
险恶，应对的敌人多么强大，身边的物资多么缺乏，他都没
有向命运低头或放弃为梦想奋斗。“我会誓死奉陪到
底”、“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这两句嘹亮的口号体现出了
他在逆境中爆发出的可怕的巨大能量。圣地亚哥是精神上的
圣者，梦想上的赢家，他在这场心灵之战中完胜!至于物质上
的利益，能够忽略不计了。

老人的钢铁意志让我联想到了体内埋藏着几百块弹片的作者;
联想到了惨遭膑刑的军事家孙膑;联想到了全身瘫痪、双目失
明，又丢了手稿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告诉了人们
人性的强悍和生命的硬度，他们是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

人生的道路荆棘丛生、沟壑纵横，数不清的困难正等待着我
们。应对它们我们必须拿出人类意志中最强硬的部分，毫不
畏惧地前进，正如圣地亚哥所言：“一个人能够被毁灭，却
不能被打败。”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六

当我们手捧书籍阅读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学习与进步的过程，
毕竟在探索知识的文学海洋之中，往往都需要我们参与其中
才能得以成长。以下是由过，那时只是随便地翻翻，并没有
认真的体会其中的含义。我最终仔细的读了一遍，读完以后，
对这本书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围城》在人物塑造及语言的幽默上首屈一指的。在描述一
个小孩外貌时，为了表现眉毛与眼睛离得远，文中的语言
是“眼睛和眉毛彼此象是害了相思病”生动而活泼，让人发
笑，却能到达更好的表达效果。还有说鲍小姐穿着很暴露，
文中说她是“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总是赤裸裸的”。实在
让人忍俊不禁，却不显得庸俗。在刻画一个十分小资、小器
的商人形象时，这位商人的语言中便总夹杂着鼻音浓重的英
语，而他那自以为自得的“考婿”方法，是在让人觉得又好
气又好笑，作者时而尖酸刻薄，时而肚量大得惊人，让人琢
磨不透，却又像那样真切的发生着。

作者在文章中两次提到过“围城”。一次是经过苏小姐说出
来的：“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
出去”，另一次是方鸿渐在甲板上的感慨：“我近来对人生
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在本书中，作者所展示的围城现象
主要是婚姻和职业，以此证明“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这
是一种人生哲学的问题。方鸿渐就在不停地进城出城，这似
乎多少说明了人总有一种盲目性，不停地奔走反复。这也带
给人些许对人生的茫然人的性格是围城，人的经历也是围
城……这一堵堵城墙将一个人牢牢地围住，制约他的思想，
他的行为，使他演绎出一幕幕的悲喜剧，也使他终究成为一
个被堵在城墙之中的鳖。

杨绛女士曾说过“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
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句
话便很好地为世人诠释了“围城”心态。人要学会珍惜此刻



所拥有的，让自我的生活多几分舒适，少几分带着牵挂的苦
楚;多几分欢乐，少几分带着瑕疵的不如意。珍惜此刻，就是
要避免让自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有遗憾;脚踏实地抓住今日，
充实今日，完善今日，在今日这张纯洁的白纸上画下美丽的
历史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说，珍惜了今日，就等于延伸了自
我的生命长度，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拥有知足，就拥有幸福。

有时候，什么值得珍惜，什么应当放弃，自我也会有困惑、
迷茫之感。那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答案，等待时间来检验
吧。重要的是，学会珍惜此刻所拥有的，生活会更加完美，
笑容会更加灿烂!再也不要在所谓的“围城”中进进出出了。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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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从“围城”这个比
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
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
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
执著与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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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少不更事者茫然若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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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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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步步陷入攻于
心计的孙柔嘉的婚姻陷阱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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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
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
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
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
仅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
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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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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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
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
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
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
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
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
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八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
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老的文字朴素又针针见血，在日常对话穿梭的黑色幽默，
总让故事更有可读性。

以方鸿渐为主人公展开故事情节，从最初与鲍小姐的甜蜜邂
逅、草草收场，到与苏文纨的爱恨纠缠，到与唐晓芙的一见
倾心、感情碎裂，到最后与孙柔嘉的日久生情却又令人猝不
及防的婚姻生活。故事在争吵中戛然而止，似留有空间给予
喘息。

方鸿渐在与几位女人的故事中跌宕出人性的多变，与其他人
物的相处中透见每个人个性的本质。

一个人是一座城，心里住着人，心外围着门。门愈高，愈想
知道里面的世界，进了门，失了魂;摔门而去，再回不到原处。

婚姻是围城，外人只看到婚姻的表面美好，幻想婚姻多么美
好，围城却将争执不停的吵闹和愤怒死死框住。婚姻的门当
户对永远重要，方鸿渐和孙柔嘉在没有回家之前至少只是互
相耍耍小脾气，回到家后却因各自的亲人而吵得天翻地覆，
将个人过错上升到家庭原因。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柴米油盐
才是婚姻的实质，婚前旅行的`目的就在于此。虽然不曾踏入
婚姻，但始终对婚姻持有庄重和仪式，时间总会让对的人相
遇。

生活是围城，外人只看到你的光鲜表面，你自知那只是伪装
的保护色。

职业是围城，曾怀抱伟大的梦想，进入围城，才发现自我的
渺小。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九

《围城》是钱钟书的作品之一，讲的是解放前的一些事。

《围城》中的男主角方鸿渐，他的父亲很早就将他送到国外
留学。但方鸿渐不好好学，隔必天就换一个学校听课，不能
静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学校上课，直到几年后，他到了应毕业
的时间了，但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学校的毕业凭，他的父亲写
信催他快点回家，他不得已买了一个假凭。在回去的船上，
他与有夫之妇鲍小姐好上了，中途鲍小姐下了船，他又有跟
苏小姐好上了，回到家后，他在附近找了个工作，苏小姐一
直与他有联系，但有一个男的也喜欢苏小姐，但苏小姐最后
嫁了另外一个人。后来有一所新天的三闾大学写信来邀请他
来当教授，他与另外几个同样补邀请的人同路，一起上了路。
路上发生了一些不月愉快的事情。到了学校货后他并没于有
当上教授，而只被校长任命为副教授。在学校，有一些教授
经常找他的错，想将他赶做走。教了几年后，他被人流传与
孙柔嘉有关系，在多方压力下，最后他干脆与孙小姐结婚了。
过了一年，他没有在被任用，孙柔嘉也辞职与他一起走了。
回家后，方鸿渐的家人不太喜欢孙小姐。在往后一起的生活
中，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孙小姐被气回了娘家，方
鸿渐也离开了家乡，到其它地方去找工作了。

这本书写出了当时社会环境，人们生活十分混乱，人与人之
间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争斗。人们只为自己着想，排挤他人，
也表现出当时社会的落后，所带给人们的无限的伤害，我们
要正视过去，改正过去不好的风气，创造更好的未来。

围城读书心得知乎篇十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
罢，整个生活似在一个围城之中”。相信许多人都听这句话，
我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才决定去阅读《围城》，去了解这里面
的故事。



书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时过境迁，当今社会的我们
仍然有很多人不能逃出这座“围城”。如同方鸿渐，从国外
留学归来，虽然在学历上有“些许”的水分，但是在那个时
代也算是吃了几天的洋墨水了，他也有他的理想和抱负，但
无论是在家乡的学校讲课还是在银行任职，方鸿渐都好像与
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他有着一腔热血，却无法适应
那个时代的规则和约束。这点在他的爱情上也是如此，我曾
不止一次的为方鸿渐感到惋惜，因为苏小姐好像就是我们心
中的“白富美”，她也留过学，长的白净漂亮，知书达理，
对方鸿渐也是一往情深，但是就是这么个“教科书”式的美
人放在他的面前，他却喜欢上了唐晓芙，可能在方鸿渐的眼
中，苏小姐就像是那个时代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枷锁，她很完
美却不适合，而唐晓芙则是他内心对于爱情的追求与向往，
是他想冲出这片围城的动力，但是这座围城真的.存在么，还
是他根本就不了解内心深处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时常会和同学聊起工作的问题，
其中也不乏进入移动大家庭的同事，他们中有的人很快的适
应了现有的工作环境，但有些已经出现了迷茫甚至开始抱怨，
出现了很多年轻人不该有的精神状态。而我想说的是，我们
内心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工作和生活中出现了挫折和
阻碍时，我们就要去否认和逃避么，这种所谓的“洒脱”甚至
“佛系”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么，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

方鸿渐是悲剧的人物，而这种悲剧却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身
上。我认为在工作上我们唯有脚踏实地的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挫折，读后感需要从实际出发，想
办法克服和解决问题，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不应该
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份闲情逸致，而需要的
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宽广胸怀。

我作为一名移动员工，更应该肩负起公司赋予我的使命，尽
职尽责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将自己的汗水挥洒在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中，唯有这样才能让
自己的青春无悔，也只有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我们才无愧
于新时代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