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边城的读后感(精选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
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边城的读后感篇一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
故事，也没有大气磅礴的场面，有的只是普通人近乎理想化
的生活。小说讲述了湘西小镇原始单纯的生活，以及那如诗
如画的景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边城，那是美丽与伤感
的存在，在浮躁的社会里，是灵魂的栖息之处。然而，整部
作品最令人遗憾的部分，莫过于翠翠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
以及等心上人回来，他呆坐船头无望又漫长的等待。

翠翠和天保，傩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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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哥哥为了弟弟，毅然放弃，一人将痛苦承担却突发
意外。而他的死亡给翠翠，翠催的爷爷，和傩送造成了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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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结尾带着一种凄凉哀愁牵挂和期盼的感情，是读者为之
焦虑又莫名伤感，但也许这不确定性的结局反而更好一些。
爷爷因为自己女儿的爱情悲剧而沉不住气，在对待翠翠与天
保傩送的感情上稍失理性，便奠定了这一场纠缠的悲剧性。
对于翠翠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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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能勇敢一点，和爷爷表达自己对傩送的心意和立



场，也许等待他的会是柳暗花明的幸福。对于傩送来说，他
在追求爱情的时候也不够勇敢。作为那个理应主动的人，他
总是瞻前顾后，考虑的太多，他明明知道翠翠喜欢的人是自
己，却一而再再而三谦让这份感情，可以说天宝的趋势和他
的优柔寡断也脱不了干系，而对于天宝来说明知道翠翠不喜
欢自己，但是却赌气离开，因为不冷静，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也让爷爷和傩送一辈子活在自责的阴影中。

也许真的是天意，如果天保没有死，如果傩送没有误会爷爷
的用意，如果傩送不是因为哥哥的死，再加上家里逼迫赌气
出走，也许傩送和翠翠就走到一起，可是又哪来那么多如果
呢？但是话说回来，谁能把握自己的幸福？谁又能跨越历史
享有不受时代束缚的幸福。

人的一生，如果把精力和希望放在等待上，那无疑就像一场
无期徒刑，少了凌迟处死的痛苦，却多了时间无情的吹打。
原本应该是一段青涩的爱情，在沈从文的笔下却成了灰色的
悲剧。尽管湘西小城的民风再淳，尽管翠翠美好的像一幅画，
可现实终究会有不完美和遗憾，这才是生活，理想中的生活
本应如此，但是既然是生活就注定不凡，总有一些有所谓的，
没所谓的事情使我们一步步成长。

边城的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兵荒马乱的时代之殇仍然在中
华大地延续，古老的中国在外来侵略下被迫经历着一场由封
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形态的'变革，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被逼
向崩溃的边缘。糟粕固然受到了批判，然而其值得继承的部
分也在分崩离析，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开始模糊。

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个人的存在几乎没有意义，所有的意志
都遭受到无情的碾压。沈从文岁出身在民风剽悍的湘西，性
格却脆弱敏感。



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革命狂热背后的隐忧，并在作品中流露出
迷惘和难以适应的情绪。

所以他以笔代画，“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
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

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
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
庙”的地基。《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可谓命运坎坷。
沈从文自建国以后，饱受左翼文化界的批判，其重要证据就
是以《边城》为代表的“颓废色情”作品，然而身后，《边
城》又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重新奠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文
学的地位。

世事反复无常，再对照着《边城》里宿命式的爱情悲剧，令
人喟叹。

边城的读后感篇三

小小的山城，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白塔。《边
城》的开篇便引领着我进入湘西绮丽的风光中，沈从文的小
说总是给人以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

白塔下的祖孙俩和黄狗生活在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如
梦境般的世外之境，一条小溪伴随着自然的生命，循环不息。
女主人公翠翠是《边城》中一个迷人的形象，茶峒的青山绿
水带给她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给了她不世
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同样依托
于大自然的老船夫忠厚老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渡
人而不计报酬。正是如此，老船夫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关爱，
这种超脱金钱利益的乡邻之情是罕见的，但在文中却并未有
不真实的表现。沈从文通过这种感情揭示了人物身上所蕴含
的美好人性，这样的生活一如茶峒的黄昏醉人、美丽和平静。



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曾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
使这些人们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
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用划龙船的方式活下去?”在
《边城》中，沈从文同样在端午节上用了较多笔墨，翠翠也
是在这样热闹的端午节萌发了朦胧的爱情，也像划龙舟一样
对它坚持着。而老船夫则被翠翠父母私情不容而自尽的往事
纠缠着，翠翠母亲的死一直是老人心里的隐痛，为了不使翠
翠重蹈覆辙，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障碍。在同样温柔、
美丽、平静的黄昏下，以前纯真无忧的少女因婚恋的挫折痛
苦着，黄昏也因人的心境变得凄凉。

老船夫的生命终将走向尽头，在沈从文笔下，我们感受着他
的挣扎，在层层绝望后面探出一点希望，又害怕揭晓的是更
彻底的绝望。终于，黄昏下翠翠的念头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翠翠无望的婚事使老船夫痛苦至极，在绝望中倒下了。一阵
雷雨过后，船被冲走了，屋后的白塔崩塌了，老船夫在翠翠
的生命中永远地消失了。

曾经的祖孙俩，一座白塔，一条黄狗，一只渡船变成了翠翠
独自一人在悲痛中等待着她那如萤火班微弱的爱情。其实，
《边城》中一只都潜藏着一种忧伤的情调。整个故事如梦一
般，却实则为梦的彼岸，是现实的，残酷的。

在许多脍炙人口的悲剧中，认为常为善恶对立的双方，他们
互相冲突着，搏杀着，最终使许多有价值的生命牺牲。《边
城》却并非如此，文中的人物都是属于美的，善的一方，他
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反而十分碰巧的都源于误会，而这
却仍旧伤害着文中的每一个人。

《边城》是一首美丽凄凉的乐曲，它弹奏出翠翠的爱情悲剧
与老船夫的离去，让人深深的感受着那围绕着茶峒的悲伤。



边城的读后感篇四

从最开始的不耐烦，到后来的沉淀尽浮躁，静心细看，再到
最后的久久回味，细细品读。沈从文沈先生的这篇文，给我
展现了一个令人回味的边城风情。我不知道别人在边城中看
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那美丽而忧伤的爱情。

脑中似乎还回味着翠翠和傩送的第一次见面，“是
谁？”“是翠翠！”“翠翠是谁？”“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
女。”“你在这儿做什么？”“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
家去。”“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
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
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
爷爷来找你好不好？”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
以为那人欺侮了她，又心中焦急，就轻轻的说：“你个悖时
砍脑壳的！”那时的翠翠，人如其名，整个脆生生水灵灵，
正所谓是“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
生养她且教育她。”她俨然便是大自然赐予的精灵般美好的
存在。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就在两年前得到那次偶遇中，各自在
彼此心中留下了磨不掉的美好。时间在平静而又平凡中往前
推进，天保对翠翠的喜爱，老船夫想为翠翠找个好人家而有
怜爱着这个相依为命的孙女，傩送不要碾坊要渡船的决心，
翠翠害羞却始终坚定的执着……一切平静而又不可扭转的往
既定的方向行去，我既喜既悲！

可惜没有这些要不是，一切都是命吧，谁这样感概？

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轻轻的各处飘着，
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
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那又软又缠绵的歌声带了翠翠的灵



魂欢欣着，那是翠翠最美好的回忆！

到了最后，老船夫离去，翠翠连同老马兵守在碧溪岨。冬天
到了，那个圮塌了的白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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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人，还
不曾回到茶垌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世界，翠翠和傩送在那生活着，那么，
幸福吧！

边城的读后感篇五

《边城》这本书，以前我并未看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也
不曾听过。只是在暑假里，才结识了他和他的代表作。

那一次是我去书城买书，看到了一本比较薄的，而又是中学
生必读的丛书，所以就买了。读吧，几天就读完了，便可以
写读后感了。

那是在鲁迅的时代，沈从文也同鲁迅一样写起了短篇小说，
只不过要比鲁迅的长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普通话刚开始
是根据北京方言和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修订的，后来又随着
时代的发展，逐步改进。沈从文的名气当然要比鲁迅小得多
了，可是，看他的小说，却觉得那是更标准的普通话。也许，
使他歪打正着，恰巧对上了今天的语言吧。可是，那很明显
是湘西方言。那或者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普通话受到了南
方的影响吧。

小说内容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大家是可以看的，我不比浪费
时间。对于看过的人，那我就更不必讲了。读后感唯一有价



值的，就是赏析、评论、感想。那事离现在已近八十年了，
那时的许多社会状态，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但那简洁、朴素
的文笔，却可以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湘西小镇。一
个老船夫和一个船家女，在一个小小的渡口上，开始了他们
的.故事。孙犁用平淡清秀的文笔写景，沈从文却可以记事。
平淡清秀的文风从头至尾，不浮不躁，以至于文中没有一处
难懂的地方，小说决不显得做作。这样的写法，的确不会 让
你心潮澎湃，因为平淡，你不能与书中人物同甘、共苦。但
是，你会如同畅饮着甘泉一样，你会如同沐浴着凉风一样，
四周都充满了诗意，阅读便成为欣赏。小说中心我还不太清
楚，说是反对包办婚姻吧，可那女孩子自己那么不好意思，
错过了大好时机；说是为穷人伸冤吧，可那老头子自己放弃
发财的机会。也许，小说也并非一定要有中心吧。作者自己
也说了，只是把这么一些故事，讲给我们听，喜欢听的就听，
不喜欢的就不听，他并不强求，也不图销量。

于是，我也和沈从文一样，送你一件平淡清秀，但朦胧不知
合物的东西。

边城的读后感篇六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新建的白塔下，看天空被夕
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最初接触《边城》就是从这句话开
始的，那是高中课本里的选段。一开始就被作者那高超的写
景技巧所吸引了。“空气里有泥土的气味，有甲虫的气
味”“甲虫的气味”这么微妙的的东西都能进入作者的视野，
可见作者的确是写景的圣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第一次读了
《边城》。

《边城》一般的语言讲述了川湘交界处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
城里的故事。小说最吸引人的不是其情节，而是作者用吊脚
楼、虎耳草、白塔、竹林、渡船所搭建起的一个世外桃源般
的世界。在这里没有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没有封建礼教、
政治压迫，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这里的人们也都保留着人



性中最原始、最本真的一面：纯洁无暇，纤尘不染。一套固
有的习惯支配着人们行事，完全做到了孔子说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在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间和谐一致
亲密无间，处于一体化状态。人们都如同老船夫那样“他从
不思索他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很忠实地活下去。代
替了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感到生活的力量”

整个茶峒地区的社会环境如平静清澈的一池秋水，无波无澜、
无沟无陵、无杂质无异味，俨然一个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
世界。如今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大抵也不过如此吧。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翠翠的17岁的女孩子与团总顺顺的儿
子傩送之间的爱情悲剧。读完小说，给人感性层面的的感觉
就是小说至始至终都充满了淡淡的忧伤，给人一种忧伤的唯
美。作者用平淡的笔触讲述着故事，没有海誓山盟、信誓旦
旦。就如同一个老妪絮絮的讲述着一个美丽的童话。这个童
话里没有大快乐，没有大悲伤，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坚定
的信念，没有顽强的追求，没有执着的坚持，有的只是日复
一日平淡而闲适的生活，一切都显得平和冲淡。甚至读完小
说都对翠翠的行为感到惊讶：恋人的生离只是在心中漾起几
缕涟漪，亲属的死别不过是哭泣一阵。这对于一般人来说都
是难以理解的，但在小说整体风格的陪衬下却显得十分协调。
我想这大概是由于沈从文先生不愿破坏边城在世人心中宁静
和谐的美好印象而有意为之吧！试想，宁静的边城突然来一
下撕心裂肺、哭天抢地，多杀风景。这样，翠翠本该有的更
加激烈的情绪被“和谐”掉，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不得不
佩服沈从文先生的高超的艺术处理手段。

这就是初读《边城》时的一些想法。如今再读，也有了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