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城门开读后感(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城门开读后感篇一

北岛，提到这个词儿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是“海子”。久闻
其名，未见其文。或者说是道不明那一句句新诗的所有者。

一个诗人的散文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

我做好了跟他一起虚无缥缈蒙太奇意识流的准备，却没曾想
竟然文笔熨帖，低调坦诚，偶尔迸发的几个词句才让人记起
这朦胧派的代表。

也许是时间的味道，岁月的味道，年龄的味道。冲刷了棱角，
剩下的都显得柔和而温吞，不自觉弥漫着怀旧的哀伤。

初读的时候不时觉得乱了年代。“块”这个单位出现得太多，
和那个“分”为主流的时代格格不入，工人月收入20块的日
子，如何把一顿饭吃成26。于是不禁感叹，任何时候文学都
和贫寒无关。

北岛这一代人的回忆录，无论出生在哪一个角落，穿的是毛
呢桑蚕丝还是补丁摞补丁，都绕不过那段特殊的岁月。《往
事并不如烟》、《城门外》，还有小时候看过早忘了作者的
《长大不容易》，正好三段补全。勾心斗角与脉脉温情是生
活永恒的主题，无论是为了一个位置，还是一块猪肉，而永
恒平等的只有无尽的饥饿和欲望。长大的确太难，这个时代
给予的磨难太多，困惑太多，无法弥合的伤痕太多。



太多的相似与不同，拼贴成了这段破碎的历史，也拼贴成了
这代人破碎的童年和青春。

读书无非为了舒服。读者的电波恰巧能和作者的电波透过这
薄薄的纸张对上，那就是万幸。若有所得，不过是锦上添花。

城门开读后感篇二

原创：我的行书

我的故乡――北乾村

北岛在《城门开》中还原了属于他的故乡dd一座属于他的老
北京城。读时也诱发出脑海深处关于家乡的几个记忆片段，
便也将写出来，还原下独属于我记忆里的故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的家乡也如其它所有的小山村那样，平
常的时候，只余老人与几个小孩还在，其他人都出外谋生或
求学了，只有过年时才能暂时恢复以前的热闹。

电视

在小时候，一过晚饭，街上都是人，很热闹，特别是有电视
的商店，人尤其多，那时电视还不是每家都能拥有的电器，
所以大家都会聚店里一起看电视、聊天，那是劳作一天的人
们最惬意的时光。就算家里有电视的，作为小孩的我们仍然
爱挤在店里看电视，看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热闹。

八角井

在旧房子旁，有个八角井，其实就是蓄水井，引的是山上的
泉水，那时没有自来水管道，周边的人家吃用的水都靠这个
井。那时对于我们而言，最大的盛事就是洗井，至今那样的
画面仍存于脑海中：洗井之前，各家各户都有人在，大家将



干净的水先用桶装好备用，然后将井里的水放干，有几个大
人利用木梯下井刷洗井底和井壁，然后用事先备好的水进行
冲洗，如此反复几次，直至干净。那时大家配合默契，说笑
着就把井洗好了。

聚会

那是一次聚餐，不知是谁上山砍柴的时候逮着一条蛇，因着
这条蛇，大家在八角井旁架起一口锅，将蛇肉炖汤，加入粉
干，煮上一大锅，周边所有的人都拿着碗筷，一人分点，对
于那时的大家就是改善生活了。这样欢腾的画面似乎就刻在
我脑海中了，而这样的场景后来再也没有过了。

河

村里的河不深，河水在那时能不能洗菜，忘了，但绝对是可
以洗衣服的，我还是在那河边学洗衣服的，一条河边有几个
洗衣点，离我家最近的那个洗衣服的地方有几块大的平滑石
头，很适合当搓板。很多时候大家会相约一起去洗衣服，一
字排开便开洗，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又是一番休闲时光。
在夏日时，就在河里踩水，或者捡石头玩。

小学

那时的'小学有围墙，有一栋教学楼和一栋教师宿舍楼，都只
有两层，教学楼与教师宿舍楼并排立着，离得很近，在它们
的二楼有条木桥连接着。这条木桥承载着我的小学生涯的记
忆。

记得教学楼一共就八间，每间都会坐满学生，教师办公室在
二楼，最靠近宿舍楼的那间，走过木桥便是教师宿舍，宿舍
楼一层是老师们的厨房。因奶奶是学校老师，在学校有房间，
从有记忆起，在家吃过晚饭，大多时便跟奶奶去学校睡觉，
一过木桥就能看见两间的房门，第一间是我住的房间，另一



间是奶奶的，那间房原是我大姨的，那时她外出念书去了，
我便就自己一个人在那睡了。

那时学校的老师都在学校里生活，到晚上也还是灯火通明，
他们会在办公室改作业、备课，他们做完工作便会在木桥上
聊天，而我常就那木桥上玩，尤其是在夏日的夜晚，搬把椅
子坐上那儿吹风，感觉真好。

当年的学校学生多，老师也多，我们有升旗仪式，课间做广
播体操。还记得那时的上课铃声一响，全村都能听见，一放
学，整个村就活起来似的。而现在，学校有着新建的教学楼
与教师宿舍楼，但已经没有操场了，也只余三四个老师、十
来名学生了。我们村还算大村，尚还有学校，周边几个小村
的学校都已撤销了。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上去了，可乡村
小学却渐渐消退，这是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真是
令人不甚唏嘘。

算来真正待在家乡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因为新农村的建设，
家乡焕发了新颜，希望家乡越来越好。

城门开读后感篇三

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了《城门开》。北岛的18篇散文为他重建
起记忆中的北京，游走在其中，为他惊人的记忆力所叹服，
故事里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地名人名在几十年后竟然被
完整的复原，可见在游子心中故乡的感召是多么强大。我同
样惊奇的是北岛所描述的童年竟与我的童年是如此相似，除
了没有自然灾害和文革的冲击，其他的许多事情似乎我也曾
经经历过，比如我也曾弹过玻璃球拍过三角片养过兔；比如
我家里曾经的旧家具似乎也与他描述的有几分相似；再比如
他描述老北京的声音、气味似乎也都是我儿时所经历过，而
现在所再也找不到的了；甚至连他的小名也与我相同。北岛
描述他的小学时光，历历在目，可是我努力回忆，却想不起
来什么，时间就那么过去了。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也这些



记忆只是在冬眠，不到一定的时候醒不来。

“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
与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
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
角。”这句话对我同样适用，只是我走的还不够远，还没有
足够的回忆复苏让我重建记忆里的城。但是我所庆幸的是我
赶上了一个时代，一个后计划经济下的时代，我捉住了它的
尾巴，以至于我在看这些回忆时能找到许多亲切感。我想现
在孩子在市场经济、信息技术的冲击下可能再也不会去撅着
腚弹玻璃球，也不会再遇见挑着扁担卖小鸡和蝈蝈的游商、
甚至没有见过挑粪的驴车或是绿皮闷罐火车。的确时代在变，
虽然我的童年已经缺失了很多东西，但是能有这些回忆已经
够了。

北岛写他大串连时在广州的经历很有意思：“广州是另一个
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
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
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
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
衣一角。”这描述的是1966年的广州，即便是45年后，我来
到广州还是能感受到这“另一个世界”的文化冲击，女孩子
依旧风情万种，但至少我能用普通话找到厕所了。

北岛的《回答》是不多的我欣赏的现代诗歌，他也是那一代
不多的没有自杀的著名朦胧派诗人，加上他的流亡经历，我
一直对他感到好奇。书中描述的北岛其实与当时的孩子并无
差异，儿时调皮捣蛋，青年时疯狂躁动，如同《阳光灿烂的
日子》中的马小军，文革时期北京青年的生活如出一辙。北
岛的家境不错，父母当时能领到239元的月薪。家里有三个孩
子，他排老大。从小的成长还算顺利，自然灾害时期也并没
有受多大制，甚至一直有保姆。文革时期，他的亲妹妹意外
身亡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再后来北岛和朋友们创
办了《今天》，并任主编至今。这大概该是整本书的时间线



从童年到文革结束。

最后关于我与《城门开》。一零年刚出版时我就曾留意过，
后来也找到了不全的电子书版本，然后就因为忙碌逐渐淡忘
了。前几天考完试后想读些文学书籍，最先想到就是这本，
在图书馆一搜，还真有，赶紧去借。书的封皮已有些褪色，
边角被磨得发白，但书的质感还是很好的。我喜欢读一些散
文尤其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它能让我看到自己的过去或者了
解自己未来。

这便是我一天的收获，完全放松身心去阅读对我来说已经成
为一种奢侈了，于是在我还能享受的时候，痛痛快快地享受
了一次。

城门开读后感篇四

他用文字记录下他的北京。我读着他的童年故事，看到的却
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尽管时代不同，但人的想法似乎差不了
太多，尤其是童年感受:我竟然在他的叙述中闻到了自己的童
年味道，以致读着读着会走神儿，自己童年的场景唰唰唰地
在眼前过。这令我感到神奇。

他惊叹他的家乡面目全非。这种感受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已经没有了吧，因为人们每天都在看着家乡各种变，早就习
惯了吧。有人觉得以前好，可是真让他回去过以前的生活，
还未必能适应。也许只有在记忆中，童年和家乡才是永恒的
和美的，因为有距离，因为模糊。打开记忆中的城门，穿梭
其中，的确是一种享受。

最后，装帧很好，翻阅时的感受很棒。

城门开读后感篇五

六年级时接触到的诗，和一个完全不了解的诗人，曾经用这



首诗参加过小学的诗歌朗诵大赛，短短五个字，下面的同学
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走下台了，有人问我：“你在讲什
么?”那时只是高傲的抬起头，心里默默的说，说了你也不懂。

只是怀揣着对诗歌的迷惘，读完一本本诗集，如今回头来看
同是散文家的北岛，单纯的文字又是掺杂着无奈的心，对时
代的不满、对生活的希望、消失的北京和已经变了的人，都
完完全全被包围在那个奇妙的字里。

赵振开40岁，他离开生活了40年的北京，他写诗说：“我不
相信。”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父母的记忆，是胜利者的耻辱，
也是所谓“人民”的信仰。

短短的十几年，中国所有一线城市都以无法理解的速度改变
着，当一座座高楼竖起，马路代替了原本的河流，白色的洋
楼抹去了儿时的记忆。那些人，竟也都四方流散，那些愁，
随着冉冉升起的青烟不知飘向何处，那些爱，去了哪里。那
个北京、恐怕也只能留在我们心里了。画笔、将城门涂去，
那根桩、残败的屹立。北岛心中却还有一扇徐徐打开的城门，
通向北京，通向儿时的北京。

十三中，北岛初初明白了暴力与权力。差点误食抹了鼻涕的
烤馒头，北岛突然大悟人与人恐怕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
接受保护没有失去尊严来的重要，有些人无形中拓展着他们
的权力。今天的人们只会小声议论，正是校园中小政治团体
的压迫和暴力，才铸就了当今中国政治体系以及几年之后__
中各派之间的残忍斗争。在这之间，赵振开选择了坚强和容
忍。中饭在菜包子里吃到死蟑螂，和一群同学找管理员抗议，
而在处分的威胁下，赵振开才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
造反、也只是内心极其强大的人才行。

北京四中的第二年，赵振开恍然意识到，__爆发了。四中既是
“贵族”学校、也是“平民”学校。因为突然形式大变，这
之间的那道分隔却也消失混为一体。那些曾经华丽出场的老



师们，在学生的羞辱、拳脚中爬行，或齐唱我是人民的罪人，
在巷子里剪出声带自杀。那个年代的教室们，在尝尽心酸的
同时，何不为原朝夕相处的学生们痛惜。政治的魅力太大了!
这是我对__的唯一评价，当精神需求冲破常规的牢笼，学生
们对政治的渴望或许是几个世纪以来绝无仅有的，他们殴打
批判爱他们的教师，甚至与亲人划清界限。这是一个怎样的
国家，怎样的政治系统，怎样的意识形态，可以让书本中的
人们如此疯狂，如此爱慕。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极度
缺乏，潮水般的人们趋之若鹜像是找到了他们渴望的意识形
态，便以奇怪的姿态追随，并没有仔细思考，政治诉求是否
与意识形态一样，值得我们给予希望。

失败者、流亡者、漂泊者、父亲重病北岛回到北京，“我着
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北岛现任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接受采访的他嘴上说着香港，眼里
却分明望着北京，着一代人对故乡的渴望也许只能在漫天星
星的深夜去梦中游览。

唯独这样的文字被记录下来，一代一代的流传，呈现出一个
古老的北京。他们总是这样想着，回忆里的故乡永远不会变
的，那些声音、那些味道、那些兔子、那些巷口、那些人、
那些愁、那些爱，只要你推开那扇支离破碎的.城门，这些都
在里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