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沈从文自传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一

读罢此书，读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小时候的生活描写，那
么快乐无邪的时光，那么潇洒任性的年年岁岁，着实令我羡
慕不已。沈从文小时候特别顽劣，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
上私塾逃学是家常便饭，拐着弯儿走远路，只为了看路上的
风景。看路上铁匠打铁，杀牛，织竹篮子。看牢狱处杀人，
还会捡石头砸或用木棍戳没有收的尸体。这些游玩，这些生
活小情趣，都为他日后写湘西风景、古朴民风习俗埋下了很
好的伏笔。期间还说到他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可以不穿
鞋，专门走水坑。这让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小时候的经历，雨
天总喜欢穿雨靴去踩踏水坑，好像这便是下雨天最欢喜的事
了。他还喜欢在河边看人捞东西，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巷
子里跟人打架。这些这些，都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我所不曾经
历的，生动形象地让我跟他一起过了一次真正的童年。而小
孩子都是贪吃的，但凡伙伴身上有一个两个铜元，他们都会
到卖狗肉的摊边割一块狗肉，蘸点盐水，平均分来吃。沿路
有桃树、李树，还有黄泥田里的红萝卜，还有樱桃、枇杷、
山果野莓，这些东西都只是买来吃，从未体会过自己去采摘
的。他的童年是可以肆意疯狂的，可以任性的，这在当时都
是种不被接受的叛逆行为。他还掷筛子赌钱，常用母亲给他
买菜的钱在大街上跟乞丐们赌钱，赢了就把钱用来买吃的，
输了自然免不了回家一顿饱打。他总是因为犯各种错而被打，
家里人也觉得他给家人丢了颜面，因此在亲戚中他的地位似
乎就低了些。但他全然不顾，从别人那学了许多下流野话和
赌博术语。他的特立独行都是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所格格不入



的，但我觉得那样的任性疯狂才是少年应有的姿态。他的少
年经历是让现在的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当我们回忆起童
年恐怕只有特长班和各种习题了，正是他让我看到了青春真
正的色彩。

沈从文虽然小时候读书少，大点就进了军队，遇到了各式各
样的人，但社会这本大书教给他的，远远超过他在学校里所
学的东西，他以后的成就也得意于社会这本大书。”见识改
变自己的命运“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了，也是他登上文坛大家
的奠基石。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二

王朔说的：“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沈从文便是
那个年代文化流氓的代表。他每天不学习，上私塾逃学，掷
骰子赌钱，读书都很少，小时候在外面野，大点了进了军队，
成天跟着队伍跑。我们可能首先被沈从文的阅历“故事”所
吸引：这位穿着草鞋从边地走来，没有上过多少学、却最终
成为教授和大作家的“乡下人”，人物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
让我们了解沈从文从小如何“读社会这本大书”，感受他青
春期的悲欢得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这是一种收获。
但更加重要的是，把沈从文的传记看作是一本人在逆境中成
长的“教科书”。这部传记可能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是：
困难和艰辛可以转化为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锻造人坚
韧的性格，激励人追求生活的意义。

另外，《沈从文自传》展示了一幅幅神秘有趣的风俗画，有
的还很原始残酷，与我们当今的生活有非常大的距离，读来
有很强的“陌生感”。抓住这个感觉，我们可以注意其背后
可能蕴藏着的悲剧，阅读时不停留于猎奇，最好能发
掘“奇”中的人文思索，“奇”中的批判意识。比如，沈从
文对于城市文明过于物质化显然持批评与焦虑态度，他力图
从民间质朴原始的“生命方式”中提取人类文明的“活力”。
这种看法也浸透了他的自传。



《沈从文自传》做到了既有线索展开，又有某些生活细部的
回忆，两者结合，也就是“点”与“线”的结合。概括的叙
述犹如人的骨架，把握着叙事的方向，可以避免繁琐的叙述，
起到以少胜多的作用，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介绍，大多属于
概括叙述。生活细部的描写则像人的血肉，可以使骨架丰满
起来，显得真实生动。最后，他也让我们看到了湘西人民的
质朴，他说“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那么强”，我们
看到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勇敢直爽，即使打架，也显得那么
可爱。

《沈从文自传》是1995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
是沈从文。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了“”，希望能帮助到您。
（1）沈作传世今尚在，从始......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三

沈从文先生的自传通过叙述描写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使我对湘
西那个远离喧嚣远离繁杂的地方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对
沈从文先生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厚的感悟。

湘西是个民风淳朴介于自然与空灵间的美丽的地方。看沈从
文先生的自传我的感触挺深的，觉得看他的文章就像是在一
口古朴的井里取水一样，清清淡淡甜甜，没有可以雕饰的华
丽的辞藻，平平淡朴实的语言用心的勾勒着湘西边城这个美
丽的地方。他的文字就像温润的甘泉，自然流淌没有波澜，
但是每一股清流都缓缓流淌入人心肺。那美丽的地方那淳朴
的人们一直都向一幅不可触及的画在我的脑中出现。

边城的宁静让我沉浸，那悠长悠长的古韵让我不觉去领略和
感受。沈从文先生的童年快乐无忧，他在湘西这个地方度过
了自己美好的童年。“除此以外路上无处不是莓类同野生的
樱桃，大道旁边无处不是甜滋滋的枇杷，无处不可得到充饥
果腹的山果野莓。口渴时无处不是可以低头下去喝的泉水。
至于茶油树上长的茶青，则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意采吃，不犯



任何忌讳。即或者任何东西都没得吃，我们还是依然十分高
兴。”说真的，我很羡慕沈先生，因为他们过的很快乐，就
算在别人看来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沈从文先生喜欢下雨天，
因为可以不要穿鞋子，走路时专门走水坑，看到河里有人在
捞东西，他也要停下来看好一会，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巷
子里跟人打架，总之，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我从来没
想过，沈先生的童年会是如此，总觉得他应该跟其他人一样
从小就是一个佼佼者，而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孩子。

边城的宁静中却暗涌着最黑暗却又无可奈何的因素，落后的
思想对生命的无视、无一不刺激着我们的内心。人总是矛盾
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
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
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
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
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
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
矛盾。有人说沈先生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
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
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
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
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
士。

不管他人如何评价，看了沈从文先生的自传我只想认为沈先
生的童年经历是我们心向往之的，他后来的人生之路也是他
自己努力得到的。永远都应得到尊重。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篇四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学
者，我个人认为他是湘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沈从文
用他的笔，他的小说，他的语言让世人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
湘西，让别人知道湘西其实是一个民风淳朴、风景秀丽的地



方，而不是像传言那样野蛮、落后。

在我的印象里沈从文一直是一个热爱读书认真学习不断进行
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学者。但是，在我读过沈从文的自传后我
才看到他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孩童时代的沈从文是一个特
别顽皮不爱学习的人。在沈从文小时候，那时还是清朝统治
时期实行的是私塾教育。

而那个时候的沈从文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不务正业”的“不
良学子”，不爱读书不说还经常从私塾里逃走跑到野外去玩。
其实，这正反映出一个问题，沈从文从小就有一种发对封建
的思想，希望摆脱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追求自由生活的愿
望。他并不是不爱学习，而是不喜欢读那些封建统治阶级用
来束缚人民思想的书，那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书。

当然，沈从文的父母是不会容忍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的，
于是为了他的前途命运着想，他的父母果断为他选择了一个
离家较远教育叫严格的私塾去上课。但是，年幼的沈从文不
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辜负了”他们的付出。沈从
文依然没有好好去私塾读书。与去私塾上学相比童年时期的
沈从文更喜爱湘西美丽的自然风景。因为对自然风景这份热
爱，每次在去学校的路上，他总是喜欢拐着弯走很多远路，
为的就是可以尽可能地欣赏沿途美丽的自然风景。也许正是
因为看过了湘西无数美丽的大好河川，才让沈从文的小说写
得如此美丽、如此动人。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五

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在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童年，最能影响
一生的记忆也在童年。读完了《沈从文的自传》后，我明白
了这几点。

最先接触到沈从文是在他的《边城》里。“翠翠渡船、傩送
唱歌”这些构成了一个淳朴、真实、自然的湘西。读了他的



《沈从文自传》后才知道，沈从文笔下、书中一个个淳朴的
农民、一段段真实的故事、一首首迷人的山歌，都离不开
他“放荡而诡诈”的童年。

在《沈从文自传》中，他的记忆、他独特的童年，在我看来
他的童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放荡不羁。

在沈从文的童年里，逃学是必修之课。“当我学会了用自己
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他便肆无忌惮
地开始逃学越是受到家庭的牵制，越是想要逃学，“去认识
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那时的沈从文是一个不
受任何约束的孩子，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于是，
他逃学“看人做香、下棋、大拳”，甚至还有“相骂”，逃
学被发现后被转入离家更远的地方，这恰恰入了他的心愿。
因为现下的他不用故意绕道上学，一路上照样可以看到许多
有趣味的地方。有“带着极大眼镜磨针的老人、一起做三的
学徒、腆这个大二黑的肚皮的皮匠、揣在凹形石辗上强壮的
苗人。”还有“小腰白痴头戴头帕的苗妇人、扎冥器出租花
轿的铺子”等等新鲜真实得农民生活，在这些所见的事物中，
他懂得了很多，也为以后沈从文写乡土小说打下了基础。

现在，众多的人看来，要想学知识就在学校努力读书。我这
种观点放在沈从文身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向往自由的他喜欢
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
上要多十倍”在校外，他接触大自然“辨别各种禾苗、认识
各种害虫，”父母总认为这是调皮。对。他的确调皮，但因
为他的放荡不羁，他的诡诈，他才与大自然如此之近的接触，
才能受到大自然的触发，也才能让这个童年影响了他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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