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边城读后感(优秀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边城读后感篇一

初读《边城》是在高中时候，翠翠的故事让我着迷，于是到
图书馆借来看，现在印象还很清晰，是本薄薄的集子《边成
集》，有《边城》，还有《市集》几篇，书是岳麓书社出的，
封面以褪色，纸也变的发黄，放在手掌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边城》，即便是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
心情，一种很莫明的悲伤。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
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
路如弓弦，故远近有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
片石头作成。静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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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
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
像是触及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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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
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
选择沉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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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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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这么
悲伤，先生出生在19世纪初，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
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长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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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动乱的年代里，
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
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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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二

我不知道那是几年前，父亲推荐我看沈从文的《边城》。他
告诉我，《边城》写得很美，是一个发生在湘西的故事。一
直都不曾看，却一直都在心中留存着一份盼待。我明白我与
《边城》是宿世缘深。不必强求，命中注定属于你的终会在



某个合适的时候出现，终会为你所拥有。而万千错落的情缘
便只是匆匆交叉而过，它们不是一季的候鸟，逝去了就不再
回来。想起老船夫的一句话：“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
不必怕！”在这样的坚强与勇气背后，不是隐藏着一种对人
生的无奈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边城》讲述的故事凄美动人。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
没有撕心裂肺的感人场面，但他细腻而且真实，像一根轻柔
的丝线悠悠地牵动你心灵的一角，使你在不知不觉间已然泪
落满面。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
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
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
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

是的，牧歌，小说里始终洋溢着的牧歌的情调。看多了高楼
华厦，看惯了车水马龙，我的心憧憬着一片远方的土地。沈
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我在心中朦胧勾勒出的天堂。

人说，人情如水；人说，世态炎凉。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
多这样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算计他人，带上伪善的面具，
或违心或有意地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

人性该是世间最最甘美的东西。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石头森林
里，我们还保留着多少真正纯净的人性呢？它太剔透，剔透
到染不得一丝纤尘。可是，在大城市中终日奔波劳碌的人却
无力去呵护，只任由尘埃将它逐渐掩埋。诚信的埋没滋生了
欺诈，善良的埋没滋生了邪恶。人性中太多的美德被封锁在
心灵的一角，可是疲倦的都市人是否还有闲暇去将它开启？
或许很多人已经开始遗忘。遗忘不是罪过，但若任由它们成
为回忆，成为昨日的拥有，则将是人类的悲剧！

《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



西的河川明澈纯净。在阅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性的芬芳。
翠翠和爷爷一起守着渡船，相依为命，彼此关怀。爷爷意识
到自己的年老，担心死后翠翠无人照顾，总操心着她的婚事。
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免带着青春年少的羞涩。爷爷不便明说，
只是远远地观望，只是小心翼翼地探问。他是真心地为翠翠
好，却不知由于他太过的关心和太深的爱延误了翠翠一生的
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可是有的时候，爱也可以成为一种
负担。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爱子女的，含辛茹苦，穷尽一生，
只为孩子能避开一切灾祸，拥有灿烂的笑靥。他们的付出无
私无怨，然而内心总还是有所希求，渴望着孩子能长伴身侧。
看到子女点滴的成长便是父母心底最深的安慰。但是，漫漫
人生路最终还是要自己走完。我不相信，那个陪伴你终生的
人会真的存在过。于是，当父母的爱逐渐成为子女闯荡世界
的牵绊，当至亲之情终于缠绕住我们远行的脚步，我们变得
如此懦弱与无助。长期处于父母荫蔽之下的稚弱的翅膀该怎
样独自去搏击风雨？而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到彩虹？真的，
我们背负不起太深的情！

整篇小说，三年的时光被浓缩进了三个美丽的端午节。三年
前的那个夜晚，翠翠与二老傩送不期然的相遇在她心中埋下
了情愫。年少的懵懂，初开的情窦，却怎知终于落得孑然一
身独守渡船，为了一个未必会归来的人作永无尽期的等待！
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岁月轮回？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又
一次重演。

我们的碌碌，我们的匆匆，是否真的只是徒劳？低头看掌心
交错的细碎纹路，心中泛升起一片茫然：我们一路前行，可
是又有谁知道前方的路究竟通往哪里？幸而沈从文的结尾还
是留给了人们希望。

“或许他永远不会回来，或许他明天就会回来。”故事终于
哀而不伤，在凄婉中结束。



大老与二老都是茶峒地方的优秀青年，情深似海，却爱上了
同一个女孩。湘西的柔水与净土滋养出的是两个坦荡的襟怀，
爱已充盈，怎容得下恨去插足？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反目成
仇，彼此鼓励，彼此谦让。天保先走了车路，便说什么也要
让傩送走马路。两人相约为翠翠唱歌的夜晚动人已极。二老
的歌声美妙有如山间的竹雀。自他开口的一刻，大老已经预
知属于自己的命运。同去的是两颗紧紧依偎的心，归来时一
颗却已破碎。为了成全弟弟，大老决然出走。

两颗双子星，一颗在这头，一颗在那头。无情的洞庭湖吞噬
了天保，只留下傩送在岸上遥遥地观望。他一半的热情随着
哥哥的死而消逝了，内心的自责又将另一半隐去。在某个寂
寞的早晨，二老悄然离开，带着满心的伤痛去寻找自己的命
途。

边城读后感篇三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
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
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
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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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
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
像是触及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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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
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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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
就会回来。”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边城读后感篇四

周末，闲来无事，拜读了沈从文的《边城》，掩卷闭目，脑
海中存留的只有悲剧二字，还有一段简洁的.文字：溪边有座
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茶峒，地处湘川黔三界，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船都
承载着宁静、自然、淳朴的民风。

老船夫，一个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渡过这条小溪唯一
交通工具——渡船的管理者，他对职务认真负责，几十年如
一日，他从不思索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
地在那里活下去。他唯一的女儿十七年前秘密地背着他与茶
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发生了暧昧关系，最后男人服毒而死，
女人溺水而亡，他们留下了唯一了血脉——翠翠。翠翠便成
了他唯一的亲人，他疼爱翠翠，因而念及翠翠的婚事就让他
坐立不安，而女儿悲惨离去的阴影笼罩着他，导致他为翠翠
的婚姻设置了障碍，也推动了悲剧的发展。

翠翠，一个有着黝黑皮肤一对清明如水晶的大眸子的妮子，
为人天真活泼，处处嫣然一只小兽物。她，十四五岁，让人
看上一 眼便心生欢喜。它情窦初开，明明喜欢却故意岔开话
题，对于婚事的探询羞于回答……她喜欢二佬，二佬也喜欢



她，但命运好像故意和他们开着玩笑。由于种种原因（也许
是大佬的死、也许是翠翠的不知情、也许是老船夫的弯弯曲
曲 ……）那个在夜下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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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无语!

边城读后感篇五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也许是写得最好的，却不是我最难
忘的。《边城》的`好是顺理成章的，故园之美、人情之美，
溢于他的文字中，我早已不再陌生了。他最让我震动的小说，
是他小说中偶然一现的另类：他讲了一个血性的故事，我所
读之后的感受是，都市人也可以是乡下人。这个小说的名字叫
《都市一妇人》，一篇少有被人提起的作品。

这个故事即便被三言两语转述出来，也是让人难以平静的：
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二十岁的英俊上尉，爱上了一个三十五
岁的妇人，因为她的美丽、尊贵、善解人意和风情万种。这
妇人原本北京小户人家的女儿，天资聪明、俏丽，来往旗人
贵家以缝衣绣花讨生活。后来进了一个老外交家的宅中，被
收为养女，从此浸染了一身华贵人家的气息。后来，她未经
养父同意，和一个青年人私奔到上海。狂热的恋情后，青年
把她抛弃了。她那时仅仅二十岁，唯一办法就是回到北京，
在养父跟前滴泪悔过，得到了养父的宽恕，一切又恢复到从
前。然而自此之后，她成为了另一个人，从前她被男人糟蹋，
现在她学会了糟蹋男人。为了虚荣，她甘愿做了×总长的姨
太太。当×总长被刺杀后，她联合ji女出身的二姨太，各争得
一笔可观的遗产。然后她又去了上海，做了一个ji女。作为ji
女，她的华贵气质，是风采逼人的。有钱的男人争着为她折
腰，还有人为她自杀，而她想要就要，想甩就甩，很奢侈地
活了多年。三十岁后，她倦于风尘，做了一个老将军的别室，



想从此过上长久而安宁的日子。然而，两三年后，老将军死
了。老将军的朋友专门开了个俱乐部，请她来管理。于是她
就像个解甲归田的老兵，收了心，专意做掌柜，颐养天年了，
活得贞洁而素朴。就在这时候，她和上尉相遇了：一个快要
熄灭了的火把，同一个不曾点过的火把并在一处，又放出了
极大的光！在青年上尉滚烫的追求中，她嫁给了他。婚后生
活，如胶似漆。但一个夜里，青年的眼睛被人用药揉瞎了。
女人痛苦得晕死了好几回。后来他们八方求医，都没有效果，
最后决意返回家乡，相依为命。但天不从人愿，他们乘坐的
轮船，失事沉没，一船人全死了。当“我”晓得沉船的消息
后，自然是很沉痛的，但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老军人却说死
得好：一段孽缘总算了结了。因为他能肯定，下药的人就是
那妇人，目的要让丈夫永远看不见她衰老。

当年我读到这儿时，是有点心惊肉跳的。但更让我惊诧的，
是沈从文给予这妇人以超越道德的赞叹：“那么新鲜，那么
有力。”因为，他眼所见的都市妇人，都像蚱蜢、甲
虫，“不是极平庸，就是极xia贱，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什
么个性。”但这个因爱而揉瞎丈夫眼睛的妇人，却“如一个
光华炫目的流星，本体已向不可知的一个方向流去毁灭多日
了，在我眼前只那一瞥，保留到我的印象上，就似乎比许多
女人活到世界上还更真实一点。”如果说沈从文在经营纸上
的湘西时，是洋溢着自恋的乡情，那《都市一妇人》就是对
都市活生生、直接的挑衅。他何曾甘于寂寞呢。

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称的乡下人，他和跟自己经历大不相同的
胡适、徐志摩等人往来密切。丁玲对此曾在一篇文章中暗示，
沈从文这样做是出于自卑，因为他“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
会有些地位……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很想能当一位
教授。”丁玲的话是说得刻薄、浅陋的，她可能误解了沈从
文，也误读了沈从文侠肝义胆写出的《记丁玲》。丁玲的一
生很不容易，有过非常苦难的日子，但苦难似乎没有让她多
悟到点宽容，她给人的印象总有些自负、敏感，睚眦必
报。1980年6月沈从文在和美国学者金介甫的一次访谈中透露，



丁玲曾模仿他的笔迹给鲁迅写过一封信，造成鲁迅对他的误
会，他和鲁迅没有来往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沈从文晚年
口述》陕西师大出版社，20xx年版。）我读了这段回忆，吃惊
的程度，不减于读《都市一妇人》。说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