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解读论文(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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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边城解读论文篇一

沉从文老师的《边城》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向我们展示
了别样的风采。虽然文字朴实无华，但美轮美奂的图画已经
让我着迷。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爷孙俩在渡船上的故事。文章
表面虽平静，平凡却掩饰不住淡淡的悲凉凄凉。主人公小女
孩翠翠，结局朦胧，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贯穿全文。或许是
因为年龄和阅历的不足，无法继续深入欣赏，但触动我心弦
的却是当地人的淳朴。

不用说，那个水乡的生活自然是清贫难熬的。但沉先生笔下
的人物，比一个更乐观、更单纯。我对那些可爱而单纯的人
们记忆犹新。顺顺乐于助人。老摆渡人不收摆渡费。老摆渡
人不幸离世，村民们自发相助……这些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总不时让我心头一暖。

相比之下，虽然身处大城市，但繁华喧嚣、灯红酒绿的生活，
却掩盖不了邻里之间的冷漠。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就像一个巨
大的笼子，隔绝了人们过多的构图/交流。在寒冷喧嚣的城市
里，真情似乎在人们匆匆的脚步中慢慢逝去。《边城》那片
世外桃源般的净土，让我越发向往。生活虽然清贫，但有一
种东西——爱，让我心情舒畅。



每次看完《边城》，眼前总会出现木板吊脚楼、摇曳的红灯
笼、狭窄的渡口、白塔。那些年，结识淳朴的乡亲，享受平
静平凡的生活。

又看了一遍《边城》，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或许一个人
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一定是懂得了它的艰辛，依然无怨无
悔。沉先生的文笔并不华丽，一如他笔下的湘西美景，湘西
人的自然、淳朴、美好到了极致。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
字给人一种舒畅、安详的感觉。

《边城》的每一个字，一个微笑，一个回眸，都能触动人心
最柔软的地方。难怪有人说《边城》是最动人的情歌。

边城解读论文篇二

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选入中学教材，我在读、在教的
过程中，有一些感受。

《边城》是否在写“桃花源”?作者说不是，有人说不是，有
人说是。首先《边城》中的人物都是那个地方曾有过的，这
便不是桃花源;另外，《边城》的悲剧性结局也不是桃花源应
该有的。所以，我认为不是桃花源。

《边城》在写什么?故事?人物?环境?作者说他在写一种纯朴
而可贵的人性，并不拘限于环境、故事和人物。其实，不论
换一种什么环境、什么故事和人物，这种纯朴而可贵的人生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也就是《边城》的价值所在。

作者为什么要写《边城》?作者说有感于大都市的反差，那么
边城就是和大都市相对应的生活。其实，我们知道边城之人
也有悲欢离合，这一点和大都市是一样的，作者并没有把边
城写成完美。但，我们宁愿承受自然的痛苦，也不愿过着扭
曲的幸福。这也正是《边城》吸引人的地方。



翠翠在等什么?是二佬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翠翠的等待
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无论过去如何，无论将来怎样，我们的
人性不变，爱不变，我们要坚持活着，让我们纯朴而高贵的
人性永存，让自然之爱永存。

边城解读论文篇三

20xx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填补了中国文学在
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上的空白，也抚平了中国文学爱好者
和中国作家曾经心中的痛。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还
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曾在1987、1988年两度进入诺贝尔奖
候选人终审名单。他，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边城》就是代表作
之一，这部作品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边
城》是一部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的小说，它以20世
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作为为背景，用兼具抒情
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在我看来，《边城》是一部充满爱与美的文学作品，不仅有
自然环境美的描绘，也有对人情美的歌颂。《边城》中的人
物勤劳善良，纯朴可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淳朴自然的。

翠翠和自己的爷爷相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清静安宁。爷爷一
辈子以摆渡为生。他敦厚朴实，恪尽本分，为了让过渡人能
赶回家吃晚饭，在渡船上忙个不停。虽然辛苦而忙碌，但他
从来都不收取过往客人的一丝钱财，如果有些人硬要给，他
就拿这些钱去买茶叶，放在船上供来往客人饮用。主人公翠
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这个湘西少女，是渡船
老人的外孙女，长期生活在山水间、渡船上，青山绿水与古
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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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



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
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
德——勤劳、善良、淡泊。

除此之外，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质朴且善良，虽有贫富之差别,
但在人格上却人人平等，不管谁家遇到事，总会有乡邻主动
热情提供帮助。如乡邻们对于独自带大孙女翠翠的老船夫的
回报方式也很淳朴，文中这么写到：那些受过老船夫帮助的
乡邻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身谢意，有卖肉的不肯收肉钱，
有商贩们送他粽子，还有送枣子、硬塞钱的......在这里，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与人为善，谁都不愿占他人半点好处，
并愿意倾自身所有去善待他人，这种和谐友善的乡邻关系超
越了阶级限制，与金钱无关，是人性本真善良的最真切体现。

再来看看船总顺顺，他喜爱结交朋友、济人之急，身上还全
无商人之贪婪与狡诈。他仗义疏财、豪爽慷慨，对于对其有
所求的人定会倾尽全力鼎力相助。他非常有钱，但是从来都
不仗势欺人,而且还是一个公正廉明、慷慨大方、救灾恤患的
正义人士，被乡亲们所敬仰。作为当地德高望重的人。船总
顺顺他对儿子的行为有严格的要求，从不娇生惯养。所以，
天保与傩送也练得身体结实，和气亲人，不骄不惰，与父亲
一样受人尊重。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同朋友，和谐、平等，演
绎着边城人特有的人世真情。

读《边城》，我们能感受的不仅仅是文字之美，更能感受到
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我认为：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边
城，在如今这个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中,我们有必要坚守
心里的那座“边城”，静赏内心的风景，保留对真善美的执
着追求。

边城解读论文篇四

说起爱情总有这许许多多的悲剧，似乎爱情就应该是悲剧。
《边城》就是一个爱情悲剧，边城的人们是那样的善良纯真，



翠翠的爱情最终也以悲剧结尾，说起来也只能是人性中的自
私才最终导致了这结局。

二老的离去酿成这场悲剧而二老离的主要原因无非有三，一
是大老的死。大老是一个善泅水的人，最终却死在了水里，
我个人认为故意死的可能性很大，而他死的根本原因却是得
不到翠翠。

在有和二老的竞争中二老原本已经商定要与团总的女儿结婚
却出于自己的私心不愿放开翠翠，这样的私心使他与大老竞
争最终胜利，却不科最终使哥哥死在水中。二是父亲的不同
意。只要二老娶了团总的女儿就有一座新碾房，是这样的利
益激起了顺顺内心的私欲，使他不同意二老娶翠翠，最终二
老出走，得不偿失。三是爷爷不理睬。爷爷一直都希望翠翠
嫁给大老，让二老觉得“这老头不痛快”，这也是出于私
心——要把翠翠嫁给更好的人。他对二老并不了解，他觉得
大老好就要翠翠嫁给大老，这也无非只是他的一已之私罢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最终压在了二老的心上，他不堪重负，远走
高飞，这也直接导致了爱情悲剧的发生。

诚然悲剧也不只有爱情，但另一种悲剧中却也透露着人之初
性本善良。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禅不甚重用，在诸葛亮死后
让他的国家最终走向了灭亡，亡国之日刘禅大开城门，不战
而败。这对蜀国、对刘备、对诸葛孔明来说莫不是最大的悲
哀。无疑，这是一出悲剧，但谁又知道刘禅不是为了让百姓
免于水火、免遭战乱而开的城门呢？也许酿造这场悲剧的刘
禅胸中怀着人间大善、黎民白姓呢？这也许是他那不为人所
赞颂的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从各种悲剧中可以看出人性是亦善亦恶的，不同的人不同的
胸怀所反应出的善恶是不一样的。文学作品中的悲剧大多高
于生活但也是对生活抽丝剥茧之后体现出的人的本源。人表
现出的善不一定能造就喜剧，一如《边城》。而人表现出的
恶也不定都要酿造悲剧，如张学良无恶不作，却也在国家生



死攸关之际，逼蒋抗日，这一壮举放变了历史走向，使事态
向好的发展，这也实为一出“喜剧”。

所以，是喜剧是悲剧最终也是要看其本性是善是恶。

边城解读论文篇五

《边城》是沈从文于1943年完成的一部小说。在沈老先生的
眼里，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
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为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
种人情；乡下古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
神和人生状态。

当走进《边城》时，那种最本真的自然文明将冲击着当代这
种物欲横流的物质文明，当走进那个湘西小镇时，那种情不
自禁的感叹将顺着这湘西的水慢慢延伸着，然而当走进那对
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而宁静的人生时，那种表面上的平静将
随着翠翠、老船夫、黄狗的一言一行而澎湃着，因为这是
《边城》中的爱。

翠翠是其母亲和一个士兵的私生子，父母都为这不道德的、
更是无望的爱情自我惩罚而先后离开人世。翠翠自打出生，
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老船夫）、渡船、黄狗。在这简单
的人际交往关系以及小镇的原始、淳朴、自然环境的中，孕
育着翠翠的单纯、老船夫的和善、黄狗的温顺，因为这是
《边城》中的爱。

老船夫，每天为要渡河的人守候着，与相邻四射和谐的相处
着，为翠翠的终生大事打点着，虽然所用的方式简单而纯粹
最终也葬送了翠翠的爱情，但那种一开始希望翠翠幸福的本
意却让人潸然泪下，也许这就是《边城》中的爱。

翠翠，每天帮着爷爷摆渡，静静地听着人们谈话，黄狗忠诚
的陪伴，对热闹的向往，对邻家女孩的羡慕，少女的心被山



那头一晚的歌声弄得蠢蠢欲动，与大老从未开始却早已结束
的爱情，等待着二老没有归期的爱情，以及爷爷的撒手人寰，
这一切所编制出的翠翠人生，都让我们想象着《边城》中的
爱。

黄狗，陪着爷爷，陪着翠翠，陪着翠翠去看赛龙舟，保护着
翠翠，亲近这《边城》里的人们，因为这是《边城》中的爱。

这些让人躁动的内心而倏然平静的景与人的和谐，会让你产
生对自然的感怀、会让你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以及和谐宁静的
理想境界充满想象；这些让人平静的内心怦然心动的爱，也
许在现实的生活中难以想象，但当你渐渐走近时，你会有一
种灵魂的洗礼，你会感到一种精神世界的充实，你会不选择
这样的爱但同时也跟着享受着这种爱。

夕阳易逝的叹息，花开花落的烦恼，然而当我们感恩着这种
体验，安然一份放弃，固守一份超脱，不管红尘世俗如何变
迁，不管个人的选择方式如何，更不管握在手中的东西轻重
如何，我们虽然逃避也勇敢，虽然感伤而欣慰，始终坚守着
那种像《边城》中的爱一样纯洁与自然，为心中的秘密花园
浇灌着更多的养料。

边城解读论文篇六

翻开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纸书页间，我的心情就此沉
静下来，如淡泊的`湖水，倒映着苍穹的颜色。一位青衣长衫
的老者乘舟而行，喑哑低沉的嗓音宛若诉说着岁月的光景。

忠实善良的老船夫，从时光深处穿行而来，带我走进那不曾
经历的动荡年代，探寻我未曾亲眼目睹的曾经。一辈子居身
渡口，与之相伴的只有孙女翠翠和那敦厚忠诚的黄狗。虽然
生活困苦，日子倒也安然。怎奈命运从不心慈手软，平淡的
表面下也藏着生活难以言语的苦难，女儿女婿的悲惨离世本
已经让老船夫感到悲伤，到后来连一手养大的外孙女都要重



蹈母亲的覆辙，这令老船夫彷徨又无助。可是万语千言终究
化成一句安慰，“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
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在这片土地上。”一
句诚挚话语，带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如涓涓细流，灌入我的
心脉，令我泪眼潸然，也令我心潮澎湃。

无论是在那临水而居的湘西吊脚楼里，还是在如今的钢筋混
泥土的森林里，平平淡淡的生活从来都是大人们的心之所向，
纵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我们仍然应该放平心态。徜徉在岁
月中，体会那藏在罅隙中的安然与恬静。无论是书中人的刚
毅不屈，还是那时正在与灾情作战的河南人民，他们都表现
出了血脉中流淌的坚强与刚毅，即使面对诸多苦难，命途多
舛，也始终保持积极乐观之心，与命运抗衡。他们以清瘦身
躯，岿然不动地立于足下的这片土地上，站成巨人之姿。

艰难困苦从不曾宽恕任何人，但他们总会向坚强的人俯首称
臣，只要我们坚强的站在这片土地上，所有风雨必将绕路而
行，没能战胜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愈加强硬。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在学习上，生活中也带上那
股韧性与拼劲，去抵挡生命中的不美好，实现一个又一个奇
迹，开辟一个又一个传奇。留下恢弘诗篇，供岁月传唱不朽。

边城解读论文篇七

初看《边城》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十分文质彬彬好似山间
清晨的空气般清新，细看全文，渐渐体会到其深意!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湘西山区的一个偏远小小山城--茶铜，
离城不远处有一个渡口，供人来往，摆渡人是一个70岁左右
的老船夫和老船夫的外孙女，这个外孙女名叫翠翠。翠翠的
父母，在她出生后相继离世。翠翠从小便由老船夫拉扯长大。

17年后，翠翠长大成人，有一位叫顺顺的船总，他有两个英



俊的儿子。，一位叫天保，一位叫傩送。他们同时爱上了翠
翠，但由于翠翠心中喜欢傩送，天保的提亲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提亲不成，天保心中郁闷，不慎落水淹死了。顺顺一家，
便把天保的死归结于翠翠一家。

老二傩送受到哥哥死去的阴影，最终离家，翠翠的爷爷最终
也去世了，只剩翠翠自己和渡船在等着傩送。

关于《边城》这部小说，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翠翠与
傩送的爱情的凄美小说。更是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真实写照。
沈从文的《边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纯美的湘西景色。文
中这个艺术化的美丽世界，正是作者沈从文的思想投影。记
载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要拥有爱与美的思想。

本部小说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翠翠美丽漂亮，勤劳朴实，让
天保与傩送一见钟情。天保老实憨厚。傩送清秀细心。表达
了作者对人性和爱的讴歌。作者描写的湘西风光美丽，淳朴，
自然，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这本书写两兄弟对
同一女子的追求的反应，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淳朴善良。在爱
情的主线下，他同时还是一部乡土小说。他反映了湘西地区
人民的朴素的民风。

这本书是理想化了的现实，但也真实地描写出了人与人之间
应该有的爱。所表现的是现实世界与内心理想世界产生的矛
盾冲突。描写了湘西地区特有的人土风情，借船家少女的爱
情悲剧，凸显了人性的美好，善良与心灵的澄澈透净，从文
先生的文笔清新，不以华丽的词藻雕琢，使人感觉像山间清
爽的风一般。沈从文先生从乡下来到繁华的城市，亲眼目录
和经历了大城市的庸俗与腐朽。体会了城市人和人之间的冷
漠。不禁想到了乡间的温暖与温情。



边城解读论文篇八

祖父是个阅尽人世饱经风霜的人。在祖父身上流淌着炽热的
爱，也存在着难以排遣的矛盾与孤寂。似乎他一生的目标只
为翠翠求得幸福，使她活的快乐。但他却未曾探造孙女的内
心世界。

翠翠内心杂乱落泪之时，他只是用语言激励她讲：“不许哭，
做一个人，不管什么事皆不许哭，方才配活在这块土地
上。”强势的话语下却也不乏祖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

为了让翠翠相信有个好归宿，也为了让翠翠不重蹈母亲的悲
剧，他去探天保的口风，询问孙女对二人的看法，甚至去隐
瞒二人唱歌求亲的事情。祖父做事过于保守，他一直讲究着
何样做才能万无一失，那些在他看来似乎能帮翠翠的做法，
却适得其反，得不到孙女的理解，也造成了很多误会，甚至
间接造成了摊送溺水的悲剧。

最终那个雨天，祖父心有不甘的永远的闭上了眼。

而翠翠也在湖边等待着那支归期不定的小船，也等待着自己
期望已久的爱情。

边城解读论文篇九

100多k的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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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解读论文篇十

《边城》这本书是我在读高二买的，但是因为学业原因只读
了一半就搁置在书架上了，其中的内容也已模糊不清了，依
稀记得一个叫翠翠的姑娘常在水边与鱼同舞。如今，她跳着
跳着便跳进了我的心房。

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

故事便从这里说起。

我十分钦佩沈从文老先生对景物描写的细腻质感，饱满丰盈
仿佛令人深陷其中，我们身临其境，成了这书中的一花一树
一草一木，然后静看这周遭的风起云涌。在这个故事里，我
变成了翠翠脚下的船。秀丽湘西的一个边远小城以摆渡为生
的爷孙二人过着恬静朴实的生活。然而，一次赛龙舟盛会打
破了那如银镜般宁静的小世界。傩送，天保，翠翠三人的恩
断情离正应了那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
味在心头”。翠翠的痴心，傩送的愧疚，天保的遗憾，又何
尝不让每一个局外人感叹惋惜。故事末尾爷爷离世更在翠翠
心头加上了一层霜，翠翠常在门口等，等的是傩送，也许还
有爷爷。

在沈从文笔下出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让读者不遗憾
却又让读者因为他们的经历而唏嘘。这篇小说读到最后，又
让人有种重新再读一次的冲动，我总是期盼也许再读一次就
不会是这样的结果。黄狗还在默默地看家，爷爷依旧不疲地
摆渡，翠翠仍然像一个水上仙子般起舞嬉戏。可是，这世间
常无道理可言，总有的是不尽人意。

一个女孩。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