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实用8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我们应该重视心得
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寒假里，老师推荐我们看《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作者很有
名，在本学期里我们也学过她的《窃读记》，她就是著名作
家——林海英。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林海英（小名英子）从七岁到十三岁在北
京城南生活时所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它由五个故事组成：
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不再是孩子。每一个故事都让我难以忘怀。书有有很多有
趣的人物如：惠安馆的疯子——秀贞，英子的好朋友——妞
儿，藏在草丛中的小偷、不理小孩的德先叔，兰姨娘，及宋
妈等等。

读着这本书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真无邪、童稚青涩的世界。
书里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一一呈现出来，我感到很好奇，幻想
着自己也可以生活在那个纯真美好的年代。

童年，是冬日的阳光，是雨后的彩虹，是滋润万物的雨水，
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城南旧事》的结尾，英子告别
童年岁月，成长为坚强，独立的少年，迈向新的生活。

读完这本书，让我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
很短暂，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挫折，都要勇于面对不要逃避，把挫折化为勇



气，努力前进！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影,以其
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视作她的代
表作.它可能在座的老师看过《城南旧事》的影片,应该说看
书和看电视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想许多老师有这种经历,看
了书以后,再看电视,会觉得在影片中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正如著名作家秦文君女士所说:看电视不需要动脑思考,而看
书则是有一个思维过程。

通过前段时间对《城南旧事》的阅读，我了解到此书描写的
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
暖和乐的一家。它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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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
杂的情感。

《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八十年代还被搬上银幕,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
感动了一代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
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
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骆
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景，物，人，事，
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
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的残阳驼铃，
闹市僻巷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
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
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
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同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
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为何人世这般凄苦。不谙事理的英子



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

50多年过去，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
那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她童稚
的记忆里，永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读《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
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
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
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
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之心。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读《城南旧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关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彩描写和思考。作者林海音以作者自身的亲身
经历为切入点，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以及面
对现代化浪潮带来的变革中的矛盾和挣扎。通过读书，我不
仅有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于现代生活中
我们面临的价值和道德选择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在这些感
悟中，我觉得我得到了一种人生的指引，能够更加深刻地理
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第一段：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描写

《城南旧事》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作者以自身经
历为素材，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通过描写家
庭的日常生活，春节的庆祝活动，儿女间的亲情纠葛等等，
作者成功地把读者带入到了一个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时空。这
些描写不仅贴近人情，而且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这
些描写的背后，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家庭关系、尊老爱
幼和传统礼仪的重视，以及对于家族纽带和人伦关系的探索。

第二段：现代化浪潮和中国文化的冲突



尽管《城南旧事》讲述的是传统社会的故事，但作者也不回
避现代化带来的变革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小说中，作者
描绘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对现代化的潮流，
人们开始追求物质和享乐，追求自由和个性，这种新的价值
观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使得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改变
和崩溃的危险。在小说中，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遭到了
质疑和挑战，这使得人们倍感迷茫和无助。

第三段：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弘扬

尽管作者也对传统文化的现状感到担忧，但她并没有放弃对
传统文化的思考和追求。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述一些传统
文化中的美好事物，如传统习俗、传统匠人的技艺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等等，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推崇。
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描述让人们重新认识和认同传统文化的价
值，以及传统文化对于塑造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性。

第四段：思考现代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通过读《城南旧事》，我也对现代生活中的道德和价值选择
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小说中，作者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
角色的关系为切入点，描述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和现代
化带来的道德困境。传统文化中，更多是注重对他人的关切
和照顾，代表着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现代社会则更多
强调个体的价值和利益，代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
现代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道德与利益的抉择，而这种抉择
往往涉及对他人的关心和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通过读书，我
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种抉择的复杂性和困境，并探索我自
己在其中的价值取向。

第五段：对作者思考的总结

通过读《城南旧事》，我得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深入的
了解，也对于现代生活中的道德选择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我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及我们
应该如何与传统文化保持联系和传承。同时，我也认识到现
代生活中需要面对道德与利益的抉择，这需要我们保持良好
的价值取向和个人道德修养。读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自
己和周围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够给予我们指引和启迪。
通过阅读《城南旧事》，我对于自我认同和人生的选择有了
更加深入的思考，我相信这对我的个人成长和未来的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城南旧事是当代作家林海音的小说作品，以“若弱则贪婪，
若强则害怕”的悲剧命题，渲染了一幅农村剥削和悲欢离合
的画卷。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我深深地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
人性的复杂。以下是我对这部作品的读书心得体会。

首先，我被小说中表现出的农村生活的残酷所触动。小说以
农民家庭的命运为故事主线，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农民艰
难的生活。尤其是小说人物肖四的遭遇，他在贪婪的户主及
社会风气的双重打压下，一步步走向毁灭。这让我深思，尽
管我们现如今都生活在充满机会和繁荣的城市，但农民的辛
劳和困苦仍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促使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
活，也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权益。

其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也给我带来了对人性的思考。小说
中的人物性格形象饱满，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肖
四的形象。他在小说中一直尝试着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最终
因为自身的软弱和环境的压迫而失败。这让我得以思考人在
面对困境时应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同时，小说中还有一些
贪婪、冷漠的人物形象，这让我对人性的黑暗面有了更深的
认识。作为读者，看到这些人物的种种行为，我不禁反思人
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观念。

第三，小说中也给予了我对历史的思考。城南旧事背景设定



在上世纪的乱世时期，通过叙述农村人民在战乱、土地改革
中的遭遇，展现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困境以及历史悲剧。这使
我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全面，让我能够更客观地反思历史对现
实的影响，对我个人的成长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小说中通过细腻的描写与丰富的情感，展现了家庭、
友情和爱情的力量。小说中，虽然主人公肖四遭受了种种的
不公，但他在妻子张洼子的支持下始终保留着对家庭的责任
感，这一点令人动容。同时，在小说中也展示了真挚的友情
和深沉的爱情。这些情感在小说中相互交织，使整个故事更
加感人，反映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和温情。

最后，小说中的一些精彩的描写和寓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小说中，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如
城南的田野、美丽的星空等。同时，小说中也通过一些寓意
来影射社会现象，例如肖四的压迫和妻子的病情暗含着社会
的虚伪和不公。这些描写和寓意让小说更具有内涵和艺术性，
也让我领略到了作品背后深刻的思考和讽刺。

通过对《城南旧事》的阅读，我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小
说中所展现出的农村生活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以及历史的力
量，都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和启迪。我相信，只有通过阅读
优秀的作品，我们才能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思想。因此，
我会继续阅读，发掘更多的作品，探索更多的领域，不断丰
富自己的生活。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段一：开篇介绍

《城南旧事》是作者张文亮先生所著的一部小说，以生动细
腻的笔触描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沙城南发生的一系列
事情。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段揭示了那个特
殊时代的珍贵历史记录。通过读这本书，我深深感受到了那



个时代的动荡与沧桑，以及人们对于爱情、友情和家国情怀
的执着追求。

段二：人物情感的真实描写

在《城南旧事》中，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对人物内心情感
的真实刻画，让读者能够深入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
无论是女主角小桐子的不幸遭遇，还是男主角吴婉清的爱情
坎坷经历，都让人动容不已。正是这些人物的真实、生动形
象，使得整本小说更加引人入胜，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叹着上
世纪那段充满风雨的岁月。

段三：展现了抵抗命运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代表了那个时代
广大人民的命运。他们在战争和动荡的年代中品尝了苦难和
辛酸，但他们并没有被命运击垮，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力和勇
敢的行动，与命运进行着抗争。他们不愿沦为被动的牺牲品，
追求自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这种抵抗命运和追求自由的精
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予了我内心深处一份力量
和勇气。

段四：家国情怀的血脉传承

《城南旧事》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家国情
怀的记录。作者通过叙述那个时代的人民对于祖国的热爱和
舍生忘死的精神，展现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小说中描写的人
物在种种困境和压力面前，毫不退缩，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个
人的幸福而奋斗，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奋斗。这种
家国情怀的血脉传承，给予了我对于家国的一份深切的关怀
与热爱。

段五：对于历史的思考与反思



通过读《城南旧事》，我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在动荡的年代中，人们的命运像是被历史的洪流所决定，
但他们却始终坚守着信仰和尊严，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尽
管我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同时，通过思考历史，我不禁反思现在的社会发展，
希望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并为社会的进步共同努
力。

总结：

总而言之，读《城南旧事》给予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思考。这
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段宏大的历史叙事。通
过描写人物的心理和命运，展现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对于爱
情、友情和家国的执着追求。同时，它也激发了我对于社会
发展的思考，希望我们能以勇敢、坚强的心态在当下社会中
活出自己的价值。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这部作品
由五个篇章组成：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
及爸爸的花儿落了。全文由英子这个人物贯穿，记载了她从7
岁到13岁的成长经历。以英子纯洁的眼睛来看在北平生活的
点滴，旁观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凭着她微妙的记忆，将
年幼时围绕她发生的生活旧事记录下来。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
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所以，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
子的秀贞结下了友谊，三天两头地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
偷”写下承诺，甚而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
的奶妈，望着她离去而伤心难过。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我
们看到了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虽然很天真，却道尽人世复
杂的情感。



当读到英子和惠安馆的疯女人玩时，我真担心秀贞会不会做
出伤害英子的事;当看到英子知道自己的好伙伴妞儿就是秀贞
的女儿时，英子不仅帮助他们母女重逢，还将自己的生日礼
物——钻石表和妈妈的金手镯送给他们当作盘缠去寻找思康
叔。此刻，我不竟为英子感到骄傲，一个六岁的孩子竟懂得
友谊，懂得爱，这大概是一种来自生活的力量鼓舞着她在成
长吧!读着读着，我的心时而心惊肉跳，时而轻松自在。我觉
得很奇怪：难道英子不害怕秀贞吗?看到最后，我才明白;她
的童年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她有一颗纯洁净化的心灵，正是
她有了这一颗心，她的童年才幸福。那是真正的，无忧无虑
的，不折不扣的快乐。

读《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
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幺，只一幅场景一
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介绍
它自己。那样的不紧不慢，温厚淳和，那样的安静祥和，弥
久恒馨，那样的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之心。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
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初版1960年。全书通过
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
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可视作她
的代表作。

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
子温暖和睦的一家。《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
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
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
精细地表现出来。

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小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经常



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她曾与一个大学
生暗中相爱，后来大学生回了老家，再也没回来，而秀贞生
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因此英子
对她非常同情。当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
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
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小桂子)去找寻爸爸。后英子
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
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
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
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后来，
被赶出家门的兰姨娘来到英子家，英子发现爸爸对兰姨娘的
味道不对，英子很伤心，想了一个办法，把兰姨娘介绍给德
先叔，使他们俩相爱，最后他们一起乘马车走了，爸爸很难
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
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
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
不管，来伺候别人，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后来，英
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英子随着爸爸的离开，真正地体会到
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长大了。

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
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
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
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本文显得丰富厚重的
关键之笔。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
《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小说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
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
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
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
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
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
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
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
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
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
众生相。

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
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
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
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
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
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
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作老一辈女作家
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只
拥有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

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
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
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
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
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城南，在林海音笔下的'哪个年代的城南，每个人不同的命运
和饱经沧桑的人生，都在她童真的语言中惟妙惟肖地体现出
来。看似平凡的人、事、物，却都在经历着命运的轮回，以
及他们对世界的不同的看法。

童年对于英子来说是美好而又离奇的，她用平淡的文字娓娓



动人地叙述了主人公具有代表性的命运。可怜的秀贞，拥有
一段不完整的恋情，与思康有了小桂子。可他一去不复返，
私生子被扔到齐化门。那时的她成为了人们眼中的“疯子”，
但她坚忍不拔。可当她在英子帮助下找到小桂子时，刚刚重
逢的母女俩，为逃离现实生活，寻找共同梦寐以求的亲人，
竟双双消逝在了火车轮下……还有敢于追求幸福、面对挫折
乐观向上的兰姨娘；隐忍、坚强，质朴善良的宋妈，在悉心
照料了英子家四年后，却失去了一切。儿子早早夭折，女儿
竟被狠心的丈夫卖了，她是那个时代命运的悲剧者。

整本书从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惠安馆写到马路
边的小酒铺、卖报的孩子……无处不浸透着一股浓浓的乡土
气息，而这些在林海音的笔下仿佛更加真实了。她写出了自
己对童年的憧憬和祝愿，其实巴扎尔克说的很有道理：童年
原是一生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孩子是一朵花，是一颗果子，
是一片朦朦胧胧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
欲望。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而善良的，就同所有孩子一样，被大人们
称作不懂事的小孩，也许在某些时候也是最机灵的，也许人
情世故她并不懂得很多，但她有时也许是最看得清是非的人。
正如《兰姨娘》一文中，英子瞧见爸爸与兰姨娘闹“朱砂
手”一事，竟也想出了巧妙的方法拉拢了德先叔与兰姨娘的
关系，最终解除了家庭的危机。

合上书，最后一页写着：纯真善良的美丽童年，值得我们每
个人去珍藏、去品味。紧随英子的脚步，我陪伴着她，回味
起了她那五味杂陈又丰富多彩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