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边城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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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一

这个冬天，阳光温暖，伸出温暖的手，让人感觉很舒服。刚
吃完午饭，我坐在椅子上，抬头看《边城》。

这部小说是沈从文写的。刚看的时候会觉得语言平淡，情节
甚至很一般。然而，当你仔细阅读时，你会被镇上的休闲和
舒适、爷爷的简单、崔璀的可爱以及字里行间的自然、美丽
和诗意所吸引。看书看书，似乎我也融入了这个多年前的故
事。

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纯朴的白发老船夫，一个穿着碎
花布的天真少女，一只忠诚的黄狗。没有喧嚣和张扬，生活
简单而宁静。这在我们看来可能很无聊，但对于那些一直生
活在青山绿水中的人来说，他们仍然对这种生活有着充分的
品味。

本该如此悠闲，但在一个热闹的端午节，崔璀走上了爱情
的“道路”.

在那次盛大的会议上，崔璀遇到了年轻英俊的水手，他给崔
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更巧的是，诺送的哥哥也喜欢崔璀。
两兄弟没有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决斗，而是用唱民歌的公平
浪漫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感情，让崔璀从中选择。诺松是个
好歌手。天宝知道自己比不过弟弟，心灰意冷。他肯定是远
航去做生意了，可惜淹死在了汹涌的旋涡里。因为天宝的死，



诺松自责，愧疚，于是自己一个人下桃源。

悲剧并没有停止.

夜里雨下得很大，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崔璀不怕，
崔璀说不怕。两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和雷声。第
二天，崔璀起床发现船被冲走了，房子后面的白塔倒塌了。
崔璀害怕去找她的祖父，却发现老人在雷死的时候已经死了。
虽然两兄弟的父亲在老船夫死后解开了心中的心结，但他们
答应只要愿意，就娶崔璀为妻。于是崔璀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想起了原来的那句话是这样的：“冬天，倒塌的白塔又被修
复了。但是那个在月光下歌唱的年轻人，那个让崔璀在睡梦
中歌唱，让他的灵魂轻轻浮动的年轻人，还没有回到茶洞。
这个人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再来吧！"

这样有多难过.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边城.

边城读后感篇二

那个年青人究竟有没有回来呢？《边城》里没有说，留下一
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给读者去猜想、去补充。象一首悠长的山
歌，旋律朴素，但嘹亮的音调却足以在听者心中激荡起层层
涟漪，久久不能散去。

如果把各种书籍比喻成各式的饮品，那么，《边城》就是一
杯白开水，透明、纯粹，不含任何杂质。入口的感觉虽然总
是淡淡的，但是你不会厌倦，反而，会在一次一次的品饮中
体会到她与众不同的风味。

不能不佩服沈先生的文笔，薄薄的一本小书，那样云淡风轻
的描写，就生动地重现了茶峒别具特色的人情风味、乡土世
故。还有翠翠，这个山泉一样清澈的女孩，她的爱情亦在字



里行间不动声色地铺展开来了。遍览全书，可曾有一处明明
白白地写出“爱情”两字呢？但凡是用心读过的人就一定能
够体会出一个情笃初开的女孩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

要怎样的一份情感，才值得用一生去等待呢？看书的人也许
不明白，但是写书的人一定明白，书中的人物一定明白。

翠翠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年纪吧，刚刚开始憧憬“爱情”这种
神秘的情感。她所想要的，不是富贵的家业，不是显赫的地
位，她所期盼的，不过是自己喜欢的人能够为自己唱三年零
六个月的情歌，而自己就能够在歌声的伴随下，在美丽的梦
境里遨游。

这本书把一个沉浸在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中的女孩的形象勾勒
出来了。我们的眼前也许没有这个女孩的相貌特征，但上司
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她一定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眸子，一定
有一颗晶莹剔透的心。都市里有太多纷扰复杂的情感了，就
像河水，再好的水质也免不了搀杂泥沙和石块。而在《边城》
里，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爱，或者不爱，一句话就可以说
明白。

《边城》像清风一般吹拂着都市人那颗不安分的心。简单决
不意味平淡，相反，简单的文字、简单的情节，蕴藏的正是
强烈的情感。《边城》里的文字正如茶峒小镇的民风，淳朴、
单纯、明了。在平凡中看出伟大，在琐碎中透露深刻。这就是
《边城》。

边城读后感篇三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
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
龄的人。”

这是沈从文写给妻子张兆和的情书。张兆和，据说就是书中



女主角翠翠的原型。在最容易倾心的年华遇见了正当最好年
龄的人，不仅是作者沈从文，也是翠翠，也希望是我们。

边城，由书中所说，应处在川湘边界，由一条官道延伸过去，
有山有水的一个地方。说是凭水依山，但水显然在茶峒人生
活中据有更重要的地位。端午的赛会，沿河的吊脚楼，载着
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的篷船，无一不是水的恩赐。
翠翠和她爷爷就住在一条溪水的旁边，老船夫管着过溪的渡
船。这溪水就汇入了白河，白河就流进了茶峒。“三丈五丈
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
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不仅如此，它还将
茶峒人的心洗得透彻。

翠翠是纯真的女孩，傩送是正直的男孩。而也正是翠翠的纯
真刺伤了那些深爱她的人，正是傩送的正直使他无法正视自
己内心的愧疚。如果给善良的人一个美满的结局，《边城》
就不会如这般直击人心。如果作者在营造了这般蕴藉温婉的
意象之后，又去亲手将其打破，才成就了一个永远追不回的
美好。读完这本书，虽然深深为茶峒旖旎明澈的风光吸引，
为茶峒人的质朴洁净感动，但却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彻骨凉薄。
这之中，不仅是对两位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追叹，也有对那美
好边城徒劳无功的寻求。

边城在哪里？“边”，就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在我们视野中招
摇，而选择在青山绿水中安居一隅。我们仅仅是知道，那里
有高脚楼和船夫，有清晨欸乃的桨声和夜晚悠长的歌调，有
从容飘去的空豆荚和满满一篮子的虎耳草。这一切都装进了
湘西的一个水乡，云雾缭绕的某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翠翠的爱情，就正应属于她的这个年纪，纯澈却凄凉。走过
那么多路，行过那么多桥，看过那么多次云，喝过那么多种
酒，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我们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
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也许明天回来，也许真
的不回来。



边城读后感篇四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一座宁静古老的城，
还有一群善良淳朴的人。

书中有大量笔墨描写山城的自然美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
好的向往之处。生活在现代城市中雾霾、酸雨的阴影之下，
作者刻画这样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小城更容易深入人
心。

水是山城的一大特色，为这座小城增添了不少灵气，也是当
地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儿的水清澈见底，深潭中
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
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如此干净澄
澈，当地过渡人累了、汗了、喝了酒的，就着河水洗把脸也
是极清爽的事。不仅如此，水给当地人带来许多欢乐、热闹。
每当到了端午，大家都聚集到河边，看河上的龙舟如箭一般
向下游射去;赛船过后，为了增添节日的愉快，人们都下水竞
争捉鸭子。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都离不开水，
更显这条河流于当地人的宝贵之处。作为与外界联系的交通
方式，人们的生活、当地的贸易，离不开水的工作，都使水
成为当地人们生存与快乐的源泉。

这座小城就像许多小家构成的大家庭。城中只驻扎一些戍兵
及五百家左右住户。人们过着安静闲适的生活，如书中所写
的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
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这像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大同社会一
样，与现代让人感到紧张压抑的城市生活截然相反，它给人
带来无比安逸闲适的感受。与小城里安静平和的情形有所不
同的。是城外小小河街，这里作为商业贸易接头处，经贸发
展起来，虽然宁静被打破，但也还是一处平静安宁的地方。

生活在这样一座美丽、宁静、风俗淳朴小城的又是怎样一群
人?他们十分敏捷勇敢，不拘救人救物，每当涨水有人遇难时，



他们定会伸出援手，并把这当做一种愉快的冒险行为。他们
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妓女，也是有人情味地做
着自己的工作，甚至他们觉得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
信任。掌水码头的顺顺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守渡船的老人恪尽
职守几十年，做着渡船的工作也是极有责任心的;老渡人的孙
女翠翠，单纯爽朗，性格之中没有一点娇柔做作生活在小城
中的人都十分简单且易满足，他们没有出大人物的抱负，而
是说：我们有聪明、正直、勇敢、耐劳的年轻人，就够了。
话语中流露着真挚与淳朴，不免让人感动。

边城给予人感触最深，除了美好景物，更在于美好的人性，
它向读者展示着一种生活和态度。边城是否也对应着城市中
的那些人事物，是这个物欲横流、人心复杂社会中向往的一
块纯净宝地。

边城读后感篇五

我读了一本书，里面正好有一篇作文对我很感兴趣，叫《边
城》。

如果不是那一夜的风雨或许生活仍将在平淡中继续，那刚刚
萌发的爱情的念头或许还要在曲折中前行。然而就是这场风
雨带走了渡船也带走了翠翠唯一的亲人——祖父。或许他就
是为这里的渡船而存在吧，当渡船被冲走时作者给予了他们
俩相同的命运：生命就是这样总会有消亡也总会有继续。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美丽的湘西凤凰的风景是动人的，山城凤凰山水环抱静静地
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
皆可以，数常年深翠绿色的细竹逼人眼目。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
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千年万年不变，生活里面的人
叫画中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画中一切
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