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的读后感(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边城的读后感篇一

美丽的书就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杰出的作家就是上帝派来
传达这些财富的。

——题记

周末，带上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与朋友相约结伴驱车到
位于峨眉市区通往金顶半山腰的17公里(景区)处密林掩映的
金樽休闲山庄度假，在这个周末，远离喧嚣的都市，亲近幽
静山野，在大自然里感受到了满怀清凉，真正享受了一番读
书的乐趣。

清晨，天刚露出一抹亮色，山风阵阵，丝丝水气洗尽凡尘，
山野空气格外清新，微带凉意。随着古木葱茏，翠竹掩映的
山间小径，我手握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漫步来到小山坡
脚下的小溪边坐下。山中人家畦里的菜蔬与柴篱小扉，让人
恍若出尘又似身在红尘。静静地眺望远处的青山翠岭，细细
地倾听树梢上小鸟的啁啾声，任凭俏皮的晨风撩拨着我的长
发，感受到一种超乎常态的宁静。

我第一次阅读《边城》是在学生时代。

当年，《边城》一幅幅动人的乡村素描，一幅幅令人遐想的
水粉画，一幅幅连环的油画构成了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
优美意境，以及女主人公纯真质朴的爱即在我年少的心里留



下了印记。

事隔经年，在这个春日的清晨，在峨嵋山静寂的小山坡脚下，
在清风溪水声的陪伴下，再次捧读这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
歌传说中的顶峰之作。

沈从文先生的《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
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
乡已经，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看来，事事物
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
中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
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
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
到了湘西……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意思是什么事都无从
作……因此我写了这个小说，取名《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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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发生在湘西，一个遥远，与世无争的地方，一个人性闪
耀的梦幻天堂。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接近湘西边境，
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城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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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黄狗……”一个像神话一样美丽、静静的发生在
世外桃源的故事就这样从这淡淡的意境中无声的展开了，在
淡淡的叙述中带我走进一个吟着忧伤牧谣的童话。

少女翠翠与爷爷靠渡船为生。他们的生活是拮据的，但他们
却是快乐的。边城以其特有的妩媚和柔美孕育了翠翠，从小
和青山绿水为伴，“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



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
给了她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撑渡船的简单生活赋予了她一
颗毫不世俗的心灵。乖巧、伶俐、淳朴、天真而不娇嫩的翠
翠明净的眸子里没有悲伤，也看不见忧愁。每天编蚱蜢，摆
渡，唱渔歌，吹牧笛，仿佛全身上下都弥绕着清清淡淡的皂
角香。

15岁那年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傩送，如一粒
石子落入了潭中，激起了圈圈涟漪，她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
可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托人向老船夫求亲。兄
弟俩人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

年少的懵懂，对爱情的羞涩和不解增添了她的烦恼，翠翠的
心里喜愁掺半，多了一份心思，多了一份忧愁。因为她的纯
朴，她无法拒绝大老，也无法向傩送表白。她和傩送之间的
爱情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骇人之举，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
下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

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
朴的善终结果竟是一场悲剧：天保溺水身亡，“傩送记忆着
哥哥的死亡”，在哀伤与自责中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
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在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翠翠
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禁不起打击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
虑和期待溘然长逝，留下了孤独的翠翠和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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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故事没能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诗歌般精
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无限的牵挂期盼，
就象翠翠唱的那首歌，微笑里藏着哀痛，快乐里夹着忧郁，
非常柔和，又不知不觉浸着一丝凄凉。



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岁月轮回，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又一
次重演。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最终落得孑然一身，
独守渡船，惟有等待。如此清丽、稚嫩的一个女孩最后也消
融在淡如烟的悲剧氛围中。

沈从文生在、长在湘西，他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浓烈而炽热的
爱，他尽其所能地把这个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世界
上本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即使是湘西这么一个纯朴、
灵动的地域，仍然蕴育着许多不尽人意的故事：老船长的逝
去，翠翠和傩送未果的爱情。翠翠的母亲如此，翠翠亦如此，
在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在这个恬静幽美地方，一代
又一代地重复着这淡淡的爱情悲剧。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
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
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饱饮着五四时代文化乳
汁的作家，无论写什么，在他们的笔下，总有着一种深刻博
大的悲剧感，周作人平和冲淡的散文《乌篷船》是这样，张
爱玲素朴雅致的小品文《爱》是这样，这篇字里行间充满人
性美、人情美的《边城》也是这样。

沈从文先生用他凝练冷静的叙事模式，简单生动的心理描写，
穿越雅俗的语言以及平和淡远的美学风貌为读者展示了整个
故事的起起落落。在优美的描写中，平淡从容的叙述中隐藏
着一股忧郁与哀愁的情绪。

沈从文先生的嫡传弟子汪曾祺先生曾指出“后面隐伏着作者
很深的悲剧感”，这“很深的悲剧感”来自于对生命美丽的
易逝性、脆弱性的敏感、细微、丰富、深刻的洞悟，这种洞
悟又是融合在温暖的人性美、人情美之中的。

边城世界里如果仅有美好善，就缺少力的成分，难免流于单
调和不真实。由此，给作品生命之美以一种凄凉的色
调，“美丽总是忧愁的”，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一切充满



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
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的
那点夏雨欲来时的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

如诗的边城，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生活。书中
所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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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美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人性中不完美的、带
有缺陷的一面与美的一面相依相从。

人生也因此充满了遗憾，完美是不存在的，这本是关于整个
世界的永恒的悖论。湘西的美也由此散发着忧郁。悠悠散发
于美得如梦如幻的湘西世界。美丽中透露着悲凉，悲凉中展
示着美丽。我们感觉到了美的存在，而同时美的逝去也带给
我们深刻的悲凉意味。

叶郎曾说：“美学思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美学是对于
人生、对于生命、对于文化、对于存在的哲学思考。”“美
丽总是使人忧愁”，事实上不是美丽本身使人忧愁，而是美
丽的逝去使人忧愁。“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
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边城》原本是沈从文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
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人性的人生形
式”。他在小说中企盼的是“世外桃源”般的仙境，他将人
生当作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希望人与自然能够和谐，人性美
在原始状态下能够得以保存，他试图用爱和美来美化人性，
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

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优美”，也有人在
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沈从文用极美的文笔
写下了一个极大的悲哀，翠翠的爱情悲剧，并不具有戏剧性，
一切尚未发生就已经消失。也许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正
是这样一种矛盾，才映衬了《边城》的真实。理想的不可实
现性决定了悲剧意识的必然存在性。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以各种形式在。生活总会有不幸与
矛盾，生命其实如此真实又如此无奈。生活过，幸福过，惆
怅过，悲伤过，才是完整的人生，才让人懂得珍惜，学会记
忆美好。也正是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阐释了生活中坎坷，
不幸的必然，我们不必去抱怨，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是自然中不可或缺的色彩。

《边城》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优秀的美学作品。美不仅是
愉悦的主观感受，美与悲的交融缠绵展现的是更深刻的人生。
正是书中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有一种深邃的
品格和魅力。

读《边城》，是一种享受。《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简
单而清晰，纯朴而不做作，充满乡土气息，隽永的文字弥漫
着边地山村的浓郁气息，最适合在这个初夏的清晨，以任何
一种姿势慢慢的读完它。

掩卷，仰首眺望远方：谢谢您，先生，是您让我明白了“美
丽总是令人忧愁”。

《边城》读后感

“一切总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
单纯寂寞里过去。”心美，情深，境明。重温《边城》后慢
慢咀嚼，似乎对那片山水有了新的体味。在水一方，芦花荡
荡。轻挽罗裙，淡理云鬓，沈从文先生笔下云淡风轻的文字
里不尽是诗意，还有对人生乃至一个时代的描绘与延伸。

那座活在山水画里的边城，自然风光之秀美自不必说，民风
更是淳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
推心置腹的感情令人动容。外公对孙女的爱护，翠翠对傩送
纯真的爱恋，天保对翠翠真挚无染的依恋和兄弟之间诚挚的
手足之爱，无一不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原始美德。



湘西自然文明之明净，也是湘西人心地之明净。也许人都应
该有那边城水光般清澈的眼睛，透过它看世界—容许我们在
追求理想的同时，可以找到自我的天地，不至于迷失自我，
永远怀有一颗追求宁静的心，让本我在纷繁之中憩息片刻。
然而心静未必是要逃空谷。

正如最妙的修道不是逃离车马喧嚣，而是在心里修篱种菊。
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强调我们要宁静地面对一切，冷静解决
事情，如此方可在喧扰尘世中觅得一隅净土，一份纯粹宁静
的心态会让我们收获多少难以预料的欢愉和融合呵。

书中的那份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
在这小城中生活的，各人自然也一定各分定在一份日子里，
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就让心的声音随境而生罢，
不必太过在乎功与名。面对那仿佛命定的阴差阳错，一句淡
淡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也许就是
对明天最好的回答了。

活在当下，我们却再难觅得那片纯净的踪迹，多少人患得患
失，终日为充满铜臭的功利疲于奔命;多少人甘愿失去与心灵
之声音邂逅的机会，狂热地追捧“速食文化”便使留下“微
漠的悲哀”。北京城已套上了第六个大呼拉圈，且环距越来
越大，其态势唯巨石激起的涟漪可形容。

急剧的放扩，让很多人的生命虚掷在了路上——每天辗转于
各种交通工具，焦灼地看着其他车辆撩起的狂沙忍受塞车，
点与点之间，已成咫尺天涯的遥远。不必说诗意，也许，连
我们的脚步，甚至思考人生的时间，都正在丢失，脚踏实地
行走的产物，是好的灵感、音符、情愫。

淡泊宁静，不是要遁入空门，只是敢当万绿丛中的那点红，
选择有梦和有信仰地生活，让真诚和至诚烙印在你那颗赤子
之心上，面对生活中那些狰狞的诱惑，别迷失了你的灵魂，
你的谦卑还有爱生活的心，像岁月之流冲淡的岩石，少了埋



怨偏激，多了圆融平和，从刻意追求到怀着乐趣和淡然。奋
斗之余，我们是否也要慢下来，想想发展以后，我们是否忘
了本，缺了根。

边城的种.种，大抵都与中国人的”根“情结有着玄妙的联系。
尽诉衷肠的对歌，那份至善至纯的爱护，不正是国人传统的
最佳缩影么。我们是否要呼唤人性中最原始的善良美好和心
灵最本真的澄澈纯净。以歌求婚、兄弟让婚、祖孙相依，这
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那个年代里
古老美德和价值观失落的痛心，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思考
和批判。

生活虽然使我们拘泥于一方水土，受时间和空间束缚住，不
能远走天涯，不能品味各种人生状态的精彩与尽揽天下的百
态。但文字却可以带着心灵在情感的国度里尽情飞翔，肆意
宣泄，让文字清新明丽地组合，随心所欲，体验由心灵情感
带来的文字清茶。不需要刻意寻找，相濡以墨的文字就可以
抚慰你受伤的心。

放下杂念再次细读《边城》，才理解沈老的文字是带给了读
者怎样怡然舒畅的心情。没有哗众取宠的骇人字眼，字字平
淡，看似寻常却奇崛，说的大概就是这种看着令人舒服的好
文墨。行文处处水到渠成，自然不矫揉，更添烟雨朦，让人
觉得岁月静好是太自然的事。

从前我总爱速食一般翻阅一些畅销书，碎片化的阅读，心也
跟着浮躁起来，算是不求甚解，更无从谈起欣赏文字的美。
尤其是这种氤氲着传统韵味的文字，平淡之中见真淳，似乎
冷眼看着浮华在尘世中肆意横行，看形形色色的物欲覆盖原
本的素颜，在尘世浑水中人们浑然不知，终日惶惶而不可及。

这个暑假里最让自己欣喜的莫过于看了一直因躲懒从未翻阅
的书。感受最深的是一本好书能开辟你的另一个宇宙。他的
行文，他的思维，他的灵魂，构筑起的，如同一处静谧的居



所。

透过无声的窥探，可以看见暗藏汹涌的大海，可以望见广袤
的山川，可以发现埋藏了的历史与尘埃。你之所以可以触及
和品味他，源自于你已经走进了那个世界，你热爱甚至感知
到，他在维系和激活我们的另一个世界。我想《边城》就是
这样一本好书，仿佛是沈从文先生早已酿好的蜜，阅读起来
不过像是随意采摘那透着芬芳的果实。于是我甘愿踏上阅读
这段寂寞却欣喜的旅途，暂且搁下狂躁的内心，学会安静，
扑下一副身心，沉下去。我想，在我们内心深处，总藏着些
我们不得其门而入的角落，读书就是打开心扉的神奇钥匙吧。

翻开从前的摘抄本，竟发现不学无术的我很久以前也会工工
整整地抄下沈先生说过的一些话，读完边城，又遇到这份凑
巧，很多感受甚至组不成文字来表达。

“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我知道的并不比
任何人多。对于广泛人生的种.种，能用笔写到的，只是很窄
很小的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一个立场上看来
觉得不对，那也自然。”

“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

“永远只想用无私和友爱回答这个社会的无情。”

这样的大时代里，我们可能会为各种事情奔波，生活有时会
是那样令人震惊的单调和雷同。但是我们要有勇气和信仰，
要学会在单调中保护生活。诗意是生活最大的保护伞，如何
让生活充满诗意?重返天真、无悔付出、共同梦想。

边城的读后感篇二

阅读《边城》这本书是一种乐趣，作家沈从文先生以小西渡
口作为起点，描绘了一幅恬静的山水画，画里还有着现代城



市缺失的湘西边城淳朴的乡土风情，让我的心灵有了不一样
的感受。但跟着时间的推进，我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读它
不再觉得有趣，反而觉得凄苦。文中的女主角翠翠，她是深
山里养育出来的精灵，善良热心、温柔纯情。虽然与爷爷相
依为命，生活却很幸福。逐渐长大的翠翠情窦初开，爱上了
傩送，爱得痴心且深情，然而最终《边城》给我们呈现的却
是一幕爱情的悲剧，傩送因为哥哥天保出事而出走，“也许
明天那个人就会回来，但也许他永远不会回来”。翠翠的等
待是无尽的，也是悲苦的，因为她最亲近的爷爷也在那个雷
雨的夜晚离开了她，只留下了她和渡船。翠翠一直在等待着，
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傩送，或许也是守着继续生活的希望。
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渐渐习惯分别的过
程，再爱的人，再亲的人，都会和我们分别，与其绝望着拒
绝，不如尝试去等待。或许，明天，他就会回来。

边城的读后感篇三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
是淳朴赤诚的风土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地忧伤，
像是触及了什么，是童年某个太阳温暖的下午，还是现在有
些把握不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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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
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城的化身，从恋上
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得很远的人开始，她就
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
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
亲的命运，唯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
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绘得这
么悲伤，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
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
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
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
上加霜。在那**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
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
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淳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
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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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
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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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
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边城的读后感篇四

记忆中刚接触这本书是在高中时期的语文课上，虽然课文只
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内容却深深的吸引了我。如今
将整本书细细阅读品味，颇有感悟。

读完全书，给我的第一感觉便是书中的纯净朴素美。文中没
有华丽的辞藻雕刻，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就在这平淡之中，
就将我带入一个恬静古朴的湘西山城美好和谐的画面中——
在小溪边，一座白色小塔下，有一户人家，家中一位老人带
着女孩和一条黄狗在溪边撑着小船摆渡。这看似美好温馨的
画面却为边城中一段爱情故事埋下了暗暗的忧伤。书中主要
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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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翠翠爱着的却是傩
送，天保知道实情后主动退出驾船下辰州，好忘却那里的一



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爱着翠翠，却因哥哥的死而深感愧疚，
加之对老船夫有误会，在痛苦中离家远走。留翠翠一人承受
着变故等着那个也与会回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边城这
么一个“世外桃源”，却也最终以悲剧收场。翠翠的纯真，
老船夫对翠翠的疼爱，天保对爱情的退让，傩送对亲情的看
重，这些都体现了浓浓的素朴之善，然而这些善却处处显得
不凑巧，也最终善也难逃悲剧的产生。老船夫死去，渡船漂
走，白塔坍塌，傩送远走，翠翠陷入无尽孤独的等待，这些
悲伤结局给了我们对美好幻想的猛然一击，让我们不禁面对
现实轻叹，原来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世外桃源”，现实
的残酷世俗的文化总是带给我们许多无奈。纵然如此，我们
却仍然愿意追寻世间少有的那份充满淳朴纯净自然的“世外
桃源”......

边城的读后感篇五

轻轻翻开书页，“溪边有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的小塔，
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
狗……”

翠翠和她的爷爷靠摆渡相依为命，迎来了她对爱情的抉择，
大老二老都喜欢翠翠，可大老的殒命却弄得物是人非：二老
不再那么坚定地要娶翠翠，船总开始对爷爷有偏见，之后的
一场暴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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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安详。这样的生活如一潭平静的湖
水，澄明似练，却没有丝毫波纹。可悲剧就是这样，如一粒
石子落入了潭中，激起了圈圈涟漪，她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
可她依然每天编蚱蜢，摆渡，唱渔歌，吹牧笛，只是她的心
里藏了一个秘密，一个连爷爷也不能说的秘密。古朴的青瓦，
飞转上扬的阁角，檐下有古旧的风铃随风轻响，那声音好像
撞在心上，一下，一下……作者用清新隽永的语言淡化了翠
翠与祖父清贫的生活，然而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自然与乡人



的和谐，单纯的生活，自然的民风，善良的本性……或许是
秀美的景色，热闹的节日吸引了眼球，掩盖了喜庆祥和背后
的凄凉与丝丝忧伤的情怀。

一座沉默质朴的城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在诉说着翠翠的命运。
让人发自内心的对翠翠表示同情。可是生活就是如此，如一
条河流，激流曲折，坎坷辛苦，却永远也会不了头。没有谁
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勇敢的面对，总能遇见胜利的
曙光，或许能在逆境中发现人生的真谛。就如霍金在病痛中
学习，海伦凯勒在黑暗中生存，邰丽华在无声的世界里舞蹈！
美丽的背后也有诉说不完的苍凉，就像翠翠这样明媚的孩子，
最终也得在江畔一人地独自地痴痴盼想。夜阑人静的夜晚，
躲开白天城市的喧嚣，让自己沉浸在一片静穆之中：“那个
人也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