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边城读后感(精选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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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幸拜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说来惭愧，沈先生
的传记20多年前就看了，而他的著作却没有读过。其实也看
过一些，就是当时觉得平淡就一带而过。而《边城》早已知
道，就是没有阅读而已，现在读也未必晚。用了大约一星期
的时间，隔三岔五地，断断续续地，直到今天傍晚，俺才读
完了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品——《边城》。

动机是最近想到湖南去旅游。我喜欢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先了
解一下当地的自然、人文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寻找先贤的
足迹。

沈先生是我敬仰的人，印象中他的夫人是苏州人，相濡以沫
了许多年。他这一代敬仰的较多，如：巴金、老舍、叶圣陶、
傅雷、冰心、钱钟书、启功、季羡林、南怀瑾等等。都属学
识渊博、虚怀若谷、真诚相待、表里如一、高风亮节的先贤
哲人。

《边城》看一篇是不够的，这次的心得也是肤浅的，随意了。
俺看到的版本是“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的。可能是因为
断断续续的原因，读完这本小说，俺没有多深切的感受，只
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和惋惜！

这本小说没写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也没有大气磅礴的场面，
有的只是普通人的近乎理想化的生活！



沈先生是从湘西走出来的人，代表作就是此《边城》。从此
凡爱好文学的华人都知道了湘西有个边城，好像叫凤凰城吧，
有待旅游时考证。文学的力量和魅力被沈先生优美的文字体
现出来了。

30年代湘西淳朴的民风随着时代的变化估计现在所存不多了
吧。也正因为不存在，所以美好的东西不但令人神往，而且
一直萦绕在人的心里。

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沈先生将边城的风土人情不疾不徐的
娓娓道来。许多描述的自然景观、风俗、人物、心里描写跃
然纸上，使人情不自禁读下去。字里行间透射着淡淡的乡意、
浓浓的乡情，无愧他的力作。1933年的写作至今已有近80年
了，我父辈出生时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读着就倍感
亲切。

翠翠的人物命运像是封建、半封建社会妇女的缩影。其实幸
福是没什么好写的，只有不幸才能打动读者的心。

命运是没有办法的，不想展开了。

还有一个就是心结。大老、二老由于同时看上翠翠，改变了
人生。一死一离家，美好的理想被现实粉碎，而翠翠也是一
个受害者。爱情也是不好说的。

文章到后面写老船夫想弥补，却是那么无奈。正如现在一般。
许多事都是从不经意或误会开始的，结束却以两败俱伤收场。
我现在的观点是尽早说明自己的想法，尽量避免误会，尽量
做到未雨绸缪。

主人公翠翠是个苦命儿，从小与外公（书中所称“爷爷”）
相依为命。祖孙俩本是农村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因为一个
端午节去城里看热闹，翠翠认识了她的“有缘人”——船总
顺顺家的“二老”傩送。上天就会捉弄人！在“二老”对翠



翠一见钟情后，“大老”天保也对翠翠一见倾心！3年后，翠
翠和傩送这对少男少女懵懵懂懂的爱情，因为两家的误会很
快夭折了！翠翠的外公也带着很大的遗憾故去了！翠翠在茫
然无助、孤苦无依中等待心上人，可“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
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翠翠前程未卜，令人担忧！这个少女的命运令人哀伤，她那
夭折的爱情让人惋惜！

正文和沈从文先生的“题记”前面，有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部的“导读”，里面有这样一段评论：

“翠翠爱情的悲剧，并不具有戏剧性，一切尚未发生就已消
失，就像生活中许多失之交臂的事情。爷爷的木讷和犹疑，
源于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和善良人的自尊，而船总
顺顺对爷爷的误会，无意中提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
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二老的爱情，某种程度上，
就阻隔在了这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空白’中。翠翠与大
老、二老没有展开就仓促结束的爱情，大老的殒命、二老的
出走和爷爷的离世，迅速将一个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
碎。小说接近尾声时，当我们隔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注视着
孤苦无依的翠翠时，我们不禁担忧：翠翠的命运，是否也会
像河边的白塔，有一天会坍塌呢？……”

细细品味后，真的有上述评论中的这种感觉！不过，俺还有
一个最大的感觉：

《边城》是俺看过的名著中最纯洁、最唯美的作品！那份质
朴的爱情深深地感染了俺，那近乎理想化的生活和有点儿凄
美的故事，将永远刻在俺心里！

边城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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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三

金色的光穿透云层，铺在鸳鸯江上，隐约几只渔船划过江面，
星星点点。紧接的一场蒙蒙细雨，是南方小城独有的情韵。



晨光弥漫了整个河岸，空气中氤氲丝丝泥土清香，早起的人
们在细雨中漫步，游人打着一把油纸伞，在堤岸边领略小城
早色。远方的来客啊，南方多阴雨，愿你缓步当歌，一缕炊
烟似是梦中多归客。此景，甚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一个山环水绕的历史古城里，人
也滋润美艳至极。不比北方的豪情，南方的女子，多是温润
细腻而多才情，山城水都孕育了多少文学的灵魂。而我也乐
得自在，从小耳濡目染中爱着书籍和文字。学习生涯总是苦
中作乐的，在人人竞争的大时代，知识的储备量就是第一资
本，无论何时，多读书总是好的，无论是与数理化的斗争或
是文科的背默，都将在人生历程里留下难忘的记忆。但比知
识更重要的，是爱和悲悯。不比往日学习的匆忙，每每持书
一卷在窗台仰坐，我便能静上一天，书中的纸墨书香深深吸
引着我。

我最爱的读书地点是学校的石椅，在一片红枫的艳丽色彩下，
它平凡普通的在那儿。当午后的暖阳穿透树枝和文字，那斑
驳树影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纸质书发散的魅力是电子书而不
能比的，它的每一个文字和标点符号都显露着作者的每一次
心跳，每一个呼吸。一本好书就是一个说书者，它静默无言，
在跟你娓娓道来作者的心绪。在美好的下午，去图书馆找书
看，已经是我课余时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邂逅了沈从文的
《边城》。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城水都女孩儿来说，看这
本书就像是在用文字的方式欣赏自己的家乡，家乡的每一座
石桥，每一处景致，每一段小溪流水就那样自然而然的在脑
海里一一过目。

几年前曾领略过凤凰古城的美，它是“边城”的原型。那里
浓厚的乡土气息吸引了我，一条河流就那样悠扬啊漫长的流
到了城边，不知来时路，也不问归处。河边吊脚楼，河上石
板桥，石板桥上的游人，是摄影师作品里的靓丽风景。“你
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美人，美景融为一体。
无比和谐而又充满了各自的与众不同。在小巷里，琳琅满目



的饰品和民族服装很是抓人眼球。充满文艺气息的小酒吧里，
民谣歌手弹着他那迷人的吉他，仿佛在说着这风光古城的辉
煌历史，讲故事的人入迷了，听故事的人听醉了。古城的夜
晚大概是最撩人的了，没有霓虹灯的璀璨但却有篝火的迷媚，
没有演奏会的宏大，只有几把吉他，几支笛，一把二胡一个
鼓。街边的艺人就这样自顾自的弹着，唱着。游人们喝着，
吃着，谈天说地着，一切都慢下来了，一切都随着河流的缓
慢而静止。远离都市的喧闹，它带来的是内心的平静与安乐。
读过《边城》便知小城情趣，去过古城便知作者心绪。 在那
个夜晚，我做了一场特殊的旅行，我又重新捧起沈从文的
《边城》，再读，便有另一番感触。眼前心上的，是我的家
乡梧州。那里淳朴的民风感染着我，令我不禁感叹我们家乡
的骑楼城，夜幕当空，华灯初上，无比旖旎。绚烂的灯打在
鸳鸯大桥上，七彩的江面令人叹为观止。不比夜晚的风情万
种，早晨的小城是静谧的，像一个含羞的少女，散发青春的
美丽。望鸳江春泛，一清一浊，一婉约一豪放，是苏子笔下
的：“我爱清流频击楫，鸳江秀水世无双。”凤凰古城的美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皆是山环水绕，却又各有特色。这类小
城，让人萌生千百个喜欢的理由。

我羡慕那些能把景致写得如此真实的人，每每看到精致处我
总会惊叹不已，究竟是有多深厚的文学底蕴才能写下如此词
句。说多了就是，爱生活，爱读书罢了。在那个没有电子的
时代，信纸是心绪，而书则是寄托。每每有着共鸣的人，一
定有那么几本同样爱看的书，它是精神文明中伟大的杰作。
在这个繁华绚丽的时代，电视剧电影代替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但我还是希望，多看书。纸墨书香带来的情致和温暖皆是这
些不可比拟的。人与人之间变得更融洽，更有气质，更具文
雅，都可以归功于看书。我泱泱华夏，一撇一捺是脊梁，
而“礼仪之邦”的美誉不能徒有虚名。

在学校的综合楼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牌匾正闪着
独有的光芒。 在教室的每一个位置，同学们认真看书的场景
感染了红枫树的每一片枫叶。红枫精神在学校里延续，读书



所带来的爱和对事物宽容悲悯的气量会为人所称赞。读书风
气在社区里传开，人人讲礼貌懂文明的好习惯在古城里划下
了这个时代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间流过，美好依旧，如茨维格所言：“一个人和书籍接触
得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
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
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
遍整个的世界。”

边城读后感篇四

一直听说过《边城》的大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都没有
看过。这一次在语文课本上与《边城》结缘，感触颇深。

人性是世间最漂亮的东西。在现代都市里，在这个物欲横流
的森林里，我们又保留了多少纯净的人性呢?在城市中终日奔
波劳累的我们实在无力去呵护，只任尘埃将它一点一滴淹没，
甚至吞噬。人性中太多的漂亮德将尘封的心灵在一角，疲倦
的我们如何有闲暇将其开启?或许有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它的存
在。可是在边城，在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了的边城，我找到
了人性的归宿。

湘西山漂亮、水漂亮，但人更漂亮。青山绕水，水环青山，
缠绵不已。在大自然母亲的宠爱中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翠翠，
山教会了她坚强，水赋予了她柔漂亮。在清澈的见底的溪水
的眷顾下，她的心纯洁无暇。年少的懵懂，初开的情窦，她
的心里喜愁掺半。因为纯朴，她无法拒绝大老，也无法向傩
送表白。一切都是源于善。然而终是凑巧，落得个孑然一身
独守空船，为了一个未必会回来的人作无期的等待!

其实不管悲惨也好，完漂亮也罢，我们都要走下去，不管我
们高不高兴，花开花谢，潮起潮落。昨日随风已逝，明日迎
风将来，世界从不理会任何人。



翠翠的爱情随着傩送的悄然离开逝去，就这样，爱情之花还
没盛开就已凋落了。也许没有开始的爱情才是最完漂亮的，
因为错过，才会刻骨铭心，没有结局。才会意味着永恒的存
在。

属于边城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人生路
漫漫，吾等切记珍惜。

边城读后感篇五

老船总的两个儿子也是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在良好的家庭环
境中，都结实的如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
伊势，倚势凌人，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一座3层楼的陪嫁
而选择渡船，天宝则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弟弟的爱情，
他们那胸怀宽阔，光明磊落。

边城正是通过书写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
情，在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老朴素象征着
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和这对互相深爱的年轻人既
没有海誓山盟生死别离，也没有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铜臭
味的金钱权势交易，他们之间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男
女之情，这种情感就如同让光下的花朵，清新而健康。

作者笔下的边城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这里自然美、人性
美。在这个利益当先的商品经济时代，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才是真正能够贴近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国人民只有这样
相处，才会共患难、互帮互助，一起度过最困难的时刻。

边城读后感篇六

清莹的河水摆动着，弯曲光线，斜射在水底的碎石上，微风
拂过，带来细碎的草叶及竹雀草虫婉转的歌声。溪边有座白
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狗。



简单的人，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情感。它没有大悲大喜，没
有惊心动魄，没有撕心裂肺。它就那样静静地诉说着，那样
真实，那样细腻，它就象一眼清泉，轻柔地将人包围，慢慢
地将人感化。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个朦胧的天堂。这里有秀丽的山水，醇
朴的乡民，热情的乡风，对于已习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灯红酒绿的人来说，这里不就是心灵的栖息地吗？作者从一
个在自然中长大的纯真女孩的角度向我们细细诉说着景与情。

十五六风的女孩的心思最为敏感与缜密。尤其是这样一个纯
真的女孩，在美丽的环境与淳朴的民风中，心也就更加柔软。
那个美丽的端午节的夜晚，那个美丽的少年曾触动她柔软的
心，谁知命运弄人，大老与二老却同欢喜翠翠。他们身为优
秀的青年，继承着茶峒地方的优秀品质，彼此鼓励谦让，公
平竞争。天保走车路，便要傩送走马路。傩送唱一夜的歌，
唱软翠翠的心，也唱黯天保的心。天保为成全弟弟而决心出
走。不想茨滩的水残酷无情，吞噬天保，只留下傩送呆呆在
岸边遥望，对老船夫带误会的傩送最终跟随哥哥的脚步。在
一场大暴雨中，人走，塔塌，只留翠翠在河边守望。

仿佛是冥冥中有命运刻意安排，翠翠终究走上母亲的道路，
这种无奈、悲伤、遗憾，就像是一层薄雾给最原始，最纯正
的美披上忧伤的色彩。

边城读后感篇七

沈从文先生所著的《边城》一共有五个主人公，分别是老船
夫、他的孙女翠翠、船总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
故事主要讲述了五人之间的爱僧哀乐从而表现了茶峒人民的
淳朴与美好。

提起爱憎哀乐这四个字，我主要想谈谈“爱”与“哀”。文
中第一份爱是傩送与翠翠之间的。二人第一次在端午节相遇，



便给彼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两年后，傩送主动邀请翠
翠及老船夫一同到河边吊脚楼最好的位置看船。当翠翠听到
旁人在说她与傩送的闲话时竟害羞地逃跑了；当傩送主动找
翠翠说话时，翠翠故意岔开话题，抿了抿嘴笑了。此时的翠
翠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对傩送二老的那份感情，并想将这份
感情埋藏在心中。而傩送二佬也愿意为翠翠而放弃一座碾坊，
只要一条渡船。二人两情相愿却迟迟没向对方敞开心扉。第
二份爱是翠翠与祖父之间的。祖父特别疼爱翠翠，翠翠想听
歌了，他便张口就来；翠翠想听故事了，他便娓娓道来；翠
翠想听曲儿了，他便立即拿起双管锁呐吹起来，翠翠要求的
祖父都无一不办。

因此我对老祖父这一人物印象最深。老祖父是一个忠实善良
的老船夫。每天尽职尽责地管理好渡船，他从不思索自己职
务所带来的意义，只是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他从不收取
过渡人的钱，如果实在还不了钱，他便托人将这钱到城中去
买茶叶和草烟赠送给过渡人。在生活中，老船夫特别疼爱翠
翠，也很尊重翠翠，当得知大佬天保相中了翠翠并立即托人
上门做媒时，他并没立刻不加思索地答应了那户如此好的人
家，而是询问了翠翠的想法后才做了决定。祖父为了翠翠的
幸福忙前忙后操碎了心，不惜托着带病的身子去城中找船总
顺顺商量傩送与翠翠的事，但如此忠实的老人最终并没有如
愿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出嫁便离世了。

《边城》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结尾了——“那人也许永远不回
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特别想知道
傩送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但就此戛然而止。这便是个“留
白”，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遐想的空间，通过自己对本书的理
解以及想法来补全结局。对于我来说，我心中的结局一定是
傩送与翠翠在某天不期而遇并向对方明确地表达自己心中的
爱意和想法，从此一起接管老船夫的工作，过上幸福快乐的
日子！而茶峒人民的.美好与善良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边城读后感篇八

那可怜的翠翠还在渡着船等着心上人吗？这是我读完《边城》
心中的疑问。

我处事尚浅，阅历不足，无法将这一部文学界的奇葩分析的
透彻细致，但我的确感悟出了许多。

初读《边城》我便深深地被沈从文先生的清丽灵动的笔墨打
动了。与其他书不同，没有太过绚丽华美的语言，也没有肤
浅通俗的普通。多得是轻灵中透着深邃，朴素中融着一丝悠
绵。虽然很多的方言我无法理解，但是却将湘西人民朴实积
极的性格展现了出来，为小说增添了不少的亲切感。我佩服
沈从文先生将山村写成桃源的手法，也佩服将人性展现的淋
漓尽致的感知。

接着，我了解了文章的内容。这也是我连连叹气的原因。山
村姑娘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
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在一次端
午集会时，爱上了傩送。却迟迟没有开口倾诉心扉，而是将
这份感情留在心里，静静珍惜。结果大哥天保以外去世，爷
爷的雷中归天，傩送不堪承受，独自漂泊去了，留下了翠翠
在村庄渡河。从初尝爱情，到静静守候，到孤独老去，这一
爱情的悲剧，让读者无不为之惋惜不已。

如果翠翠提前做出了选择，如果翠翠想傩送袒露了心声，也
许留下的会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了吧。

所以，我浅浅的悟出了一条道理，别让秘密融化在心里。

每个人都有秘密，或大或小。一定是自己所珍惜的，希望保
存下来的。藏在心里，生怕别人玷污了它。有时候，我们静
静守护，有时候，我们静静品味，一个人，孤独的享受秘密。
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袒露秘密，对他人。将我们的心声告诉



别人，将我们的心扉向他人敞开。

还有，便是情字。

爷爷和翠翠之间的亲情，傩送翠翠之间的爱情，天保傩送之
间的兄弟情。一个情字贯穿全篇。情得真挚，情的深刻。

爷爷，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为什么伟大？为什么平凡？
拿着不高的工资还处处想着他人。收集上等烟草，塞给他人，
沏了一缸的茶水，供人解渴。并不富裕却为人着想。对孙女
翠翠无限的爱，不让座热石头，怕她的病，在乎翠翠的感受，
感情方面一直听取翠翠的意见，伤心时给他讲笑话，讲故事，
唱歌，这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老人，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质
朴的湘西人民。与爷爷之间的亲情，一直是翠翠心里的最后
港湾。有了它，翠翠才能保持纯洁开朗的性格。

傩送与翠翠的爱情，只有一个字———纯。没有海誓山盟，
海枯石烂，没有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也没有天涯海角，惊天
动地。也许最纯的，最美好的，自然中孕育出的，男女之间
令人向往的爱情，莫过于此，一个为了她，愿落一个破船，
一个为了他，孤独撑船一生。

天保和傩送的兄弟情，也令我深深感动。当双方都清楚了情
敌关系时，兄弟二人没有反目成仇，也没有决斗，而选择了
一个和平公平的方式，让翠翠自己选。唱山歌。当天保自知
唱歌不如弟弟时，没有纠缠，没有埋怨，只有一个人默默承
受，默默祝福，然后浪迹天涯。多么潇洒，多么豁达。

这一个情字也令我感悟颇深。

我们要珍惜每一段感情，不管是来之不易还是天生存在，都
应该我们用心去维护。情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结果，如没有一
个情字，何谈进步，何谈和谐？互相体谅，互相鼓励，别让
情线纷纷崩断。这是宝贵的，也是自古以来受人赞美的。



还有就是那山村的美丽景色了，宛如水墨画一般，那么柔和，
那么恬静。黄竹中鸟儿交递相鸣，这是灵动，平静水面上林
立的吊脚楼，这是和谐，小河中的龙舟鼓点，岸上激动人群，
这是生气。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生动自然。

我们要保护这些人文美景，别让世界上仅存的美消失。

我年龄尚小，望到我成熟几分后再读此名篇，盼望有些新的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