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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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一

《边城》剪下一段遥远的时光，让我看见爱情。

泥墙黛瓦，桃花深处，自然就是无需过滤的美，三言两语，
点墨添色，已然沉醉。待细嚼慢咽，此间意味非生长在小城
镇的人难以体味，那般细腻到感知风的气息与流水温度的生
活，作为小城镇里的小生命，我深有感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船夫送人渡江从不收钱，总管顺顺家
底殷实而乐善好施。“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怀了对爱恨
必然的期待”，流淌着“善”与“美”的血脉代代相承。当
船夫的后代翠翠与顺顺的后代傩送相遇，这必然的缘分拉开
他们爱情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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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爷爷一定是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
醉倒后被人抬了回去!”

“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他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也点了灯的楼上去，
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你个悖时砍脑袋的。”

“怎么，你骂人!你不愿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
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鱼咬了我也不关你的事儿。”

初遇端午，两个年轻人一见倾心，从此情根深种。

一段新生的，让人欢欣的情愫萦在两人心头，事情发展却不
是开头的美满，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他托人向
老船夫提亲。当兄弟两都知道倾心的对象是翠翠时，相约以
唱歌比赛的方式寻获芳心，选出胜者。天保显然难敌傩送，
放弃追求翠翠外出闯滩却意外死去。顺顺给“搅事”的老船
夫吃“闷拳子”，傩送也深感内疚，不想触景伤情，决定下
海经商。老船夫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

翠翠守着旧渡船，盼着那个“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也许明天
回来”的人，或许这样的结局也是注定的，翠翠的父母双双
殉情的故事早已暗示一切。一段情，也许只是走了个过场。
一个人，也只做了个过客。但不可否认，他们在我们生命中
留下的宝贵印迹，才构造成了有情的翠翠与傩送，才构成了
千千万万个有喜有怒，亦悲亦欢的我们。

如果人生能够定格，许多不得善终的感情大概都会被定格在
他们美好的瞬间。因为“不愿与你相遇，只叹世事无常”，
年轻的沈从文遇到美丽的张兆和心动不已，主动出击，死缠
烂打。沈为张写下情诗“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地
方的云，喝过许多地方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最好年龄的
人。”因为我爱你，所以愿意倾尽所有，不问结局。这就是
沈诠释的爱情。

【本文作者：作者：高二(4)班邱海微(微信公众号：江西省
铜鼓中学)涓溪文学社】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二

秋天的午后，阳光柔和，万物舒爽，人也不例外。喝一口清
茶，捧起一部《边城》，不禁随之胡思乱想一番。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曾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一
个是福建的长汀，一个是湘西的凤凰古城。”这凤凰古城大
抵就是边城之所在了吧，也就是沈从文从小生长的地方。

《边城》之名，不禁使我们心动神驰。似乎那一块土地离我
们甚远，但又有一种冲动，似是对它有所目的'，有所企及。
人世间美的地方大抵不多，所以东方人在陶渊明的时代就已
经只能寄幻想于桃花源了，而西方人较幸运的则是稍晚才发
出乌托邦的感叹。但沈从文却告诉我们世间美的地方不只是
一个幻想，一个梦，因为还有边城。为了使我们相信，他说
不仅他曾在那里生活过，并请了翠翠，老爷爷等一干人为他
作证。边城确实是美的，美得让我们只看到文字，就已目迷
神醉了。

边城吸引我们的不只是那一道自然风光，那一份民风民情，
还有翠翠那一份等待的爱情。也许这份爱就像戈多一样永远
等之不来，空劳牵挂。但我们却不言之悲壮，不言之凄美。
这份爱就像流动的水，永远不死去。自然是因于翠翠的那一
颗执着，坚定的心。“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就回来了”沈大师的话似乎赋予我们无限想象的权力。不知
道美妙的歌声能否唤醒心爱之人的归来，但既然翠翠有等待
的勇气，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边城的一切，包括爱情也是完
美的吧！

知道凤凰古城的人，不知是否都因于《边城》，但不去凤凰
古城的人，似乎是永远也无法理解《边城》的。作为凡尘中
人，我们确实应对月夜的凤凰古城的流光溢彩抱一份幻想，
有朝一日亲身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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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三

看着眼前柔美而宁静的景色，远离了都市的喧器与浮华。让
我不禁想起之前欣赏过的沈先生的《边城》。文章的由始至
终都是以翠翠、傩送与天保三人之间的情感写起。他们之间
的爱情坎坎坷坷，最终却以悲剧告终。

茶桐、小溪、溪边白色的小塔。塔下的一户人家，塔下住了
一户单独的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
狗……就这样勾出了一幅和谐的画面。翠绿的山、清澈的水，
孕育着茶桐小镇一般敦实而又朴素的人。沈先生用他独有的
细腻的语言带着我走近了这座真实的边城，走近了那些鲜活
的人与事。

这部小说语言很平淡，情节甚至算得上是平凡，但却处处透
露出小镇的悠闲适意，爷爷的朴讷，翠翠的可爱。字里行间
的自然、优美、诗意安抚着我那颗浮躁的心。

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现了那片宁静的自然风光，寥寥几笔便展
现出翠翠和爷爷简单的生活中透出的那些快乐和活力，然后
便讲述了那个热闹的端午节，翠翠的爱情便是从这时拉开了
序幕。

船总的儿子老大、老二同时喜欢上了翠翠，刚刚开始竞争，
老大的殒命却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老二不再那么坚定地
要娶翠翠，船总开始对爷爷有了偏见，而爷爷的木讷让船总
和老二对他产生了误会。

小说接近尾声时，一场暴风雨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同样
它也粉碎了翠翠刚刚萌芽的幸福。

读完了《边城》，我的心也变得有些酸涩。《边城》就像一



首带有淡淡忧愁的钢琴曲，从我的脑海里卷过，留下了一丝
丝凄凉和哀伤。我看过这样一句话，悲剧之所以让人流泪，
正是因为它的缺憾。《边城》就是如此吧。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模凌
两可的结尾，似翠翠在喃喃自语，读起来有些悲哀和无奈。

合上书页，我不禁想，如果没有那场暴风雨，如果爷爷不那
么木讷，如果大老没有死，如果翠翠主动一点，甚至，如果
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时代，那么，她现在该是幸福的吧。如
果有了这些如果，翠翠便不是原来的翠翠，边城也不是这一
个边城了。

在文章的结尾，那座在暴风雨中倒下的白塔又重新建造起来
了，虽然那场暴风雨带走了很多东西，但风雨过后，活着的
还是要勇敢的活着。

沈先生也许只是在单纯的叙述一个故事，但我们又能在这样
一个单纯的故事中，品出许多道理来，比如沟通，比如坚强。
这便是《边城》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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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四

读罢《边城》，心中久久无法平静，那些平淡朴实而优美的
文字，那纯洁美丽却不得不以悲剧结尾的爱情，《边城》这
部作品是沈从文于1943年所作。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边
城读后感高中600字范文”，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
大家写文参考！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
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



名，选出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的
学者、作家。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
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而从单篇小说的角
度来评的话，《边城》排在第一。

初读《边城》是很疑惑，没看懂这篇文章究竟要表达什么，
有何现实的教育意义，只觉的文章很美，大量的描写文字营
造了一个很浪漫的气氛。那么，为何这部小说在中国现在文
学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可以从作者沈从文的写作风格上入手。

浪漫，恬淡是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在陈从文的笔下，没有苛
捐杂税，没有地位等级，没有剥削压迫。他在《边城》中所
描绘的，都是人间最美的事物：美丽的景色，凝重的亲情，
纯洁的爱情，并把这三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如此纯自然的
景色，正是那些与世无争人的生存境界，恬静，幽适。进入
故事中看，作者所需塑造人物形象都是最纯朴，最干净，最
纯本x的。清澈单纯的翠翠，朴素热情的老艄公，豪放豁达的
天保，秀拔出群的傩送。他们都不沾染任何杂质。天保和傩
送都爱翠翠。他们采用唱歌的形式。这是多么质朴。那歌声
中带有的是多么简单纯朴的爱。而翠翠这个形象，也不是现
实派小说中那种敢爱敢恨的妇女形象，她只有纯朴女孩子的
本源，她只知道自己要为爱守候，那么纯朴的等着傩送回来，
而什么亲情与之的选择，什么难以取舍，她都难以定夺。而
傩送的不归又增加了令人惋惜的悲剧色彩，同时也增加了浪
漫的因素。

所以，在本文中，作者在极力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这也是
沈从文一贯的写作风格。这篇文章写作与三十年代，茶峒宁
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的“世
外桃源，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环境。它不像鲁迅，批判现实。
在沈从文的笔下没有政治，只有人x的善良，美丽的景色，淳
朴的风气，一切都沉浸在美好之中。现在，人们在追求本源
的文字，越来越喜欢回归本x的文章，因此，沈从文的文章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边城》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生



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
的独特地位。

喜欢读书评，也就知道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很早就让我有
读它的想法，然而，当我把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捧在手里的时
候，却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

说这本书不容昜读并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复杂的情节，众多
的人物，相反，这本书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渡口的老船夫
临死前希望能给自己外孙女翠翠找个靠得住的孙女婿，在所
谓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傩中选择，结果大老在
一次载船运货途中溺水身亡，二傩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死在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渡口上只剩下孤零零的翠翠。

而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也给读者带来困难，当然可以称为一
种语言特色。例如“在这小城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
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这样只能
意会的句子到处都是，无疑会给“农人”和“士兵”带来阅
读的困难。

我只能说是作者杜撰了一个美丽而纠结的故事。

初读了《边城》，赞叹于茶峒的淳朴的民风。坚持要给过渡
钱的渡客，坚持不要过渡钱的、会去买烟草和茶叶送给渡客
的老船夫。这里的人如这里的风景，纯净美好，质朴真诚。

作者的行文如潺潺流水，细细的淌着，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
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更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但就是这
样的文风，却能够深深的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衬托出一
座纯净的边城。

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
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唱歌给女子听，一人
独唱或二人对唱，在唱歌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知道或分手或



结亲——所谓的走马路。这后一种方式，表现了湘西民众在
婚姻问题上的宽容和自由，也反映了这块地方人们善歌的才
能。

《边城》它不仅仅是一部描写民风、景色的小说，它更是一
部堪称绝美的爱情悲剧。翠翠，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
精灵，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他对填报兄弟的爱带着少女的
羞涩和幻想，或者说这种爱似乎一直是以梦幻的形式出现的。

在梦里，她“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于是她
“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在了一大把虎
耳草”。她只有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情的甘露，而现实却似
乎离她很远，于是，她只能“痴痴的坐在岸边”，凄凉地守
候，孤独地等待。

从翠翠身上，可以看到苗族青春少女的那种美好生活的渴望
与追求。因为她的淳朴，他无法拒绝大老，也无法向傩送表
白，但傩送驾船远走后，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心上人的归来，
爱的那么坚定执着。一个弱女子，满心盛的都是“爱”。

作者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给读
者留下了悠长的惋惜，无限的牵挂期盼。也许冥冥之中真的
有岁月轮回，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再一次重演，但不管未
来会怎样，自己的未来终究要靠自己去争取，但愿她等到的
不是无言的悲哀，不是追悔莫及的泪水，而是应属于她的那
份幸福。

我总在想，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是不是沈先生在心
中在守护着什么?在怀念着什么?但这恐怕只有沈先生自己才
知道了。

在这个嘈杂的时代，我双手捧一本《边城》，静心默读，仿
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在湘西这个清风明月般的世界里，有一
个自然凝聚成的美丽形象，她便是翠翠。



日光不如她的笑容温暖，绿水不如她的双眸清澈。翠翠生于
湘西这片宁静的天地之间，青山绿水给予了她一副天然去雕
饰的容颜。她的外表美得倾国倾城，天然的山水养育出她这
般水灵灵的模样，也赐予了她纯朴的品性。湘西的翠竹林边，
她与爷爷相依为命，平淡的生活中有甜甜的爷孙情;湘西的绿
水旁边，她在爷爷的耳濡目染中长大。不知不觉中，湘西人
特有的善良勤劳，便一丝丝渗透进翠翠的思想里。翠翠的心
灵更美丽，美得让人怜爱。

我喜欢翠翠纯朴的美。她勤劳善良，一眼就能让人看透所有
美好。青山绿水间，她与爷爷一起摆渡，这一奉献行为从来
与金钱不挂勾;月色竹林边，她与爷爷亲密交谈，雀儿般的笑
声回荡在山谷之间;晨雾江流中，她久久地等待，奋力地划桨。
她面对平淡清苦的生活，心中不曾生出一丝埋怨，多么纯真
的美啊!真让人由心底里生出一丝怜爱。她的真诚，便是那飘
荡在山谷中的清风，又如穿透万层云浪的阳光，直插进岁月
深处，感染了无数外表光鲜而背后复杂的人心。当今花花世
界，久违了这纯朴的真善美。

我喜欢翠翠自然稚嫩的美。沈从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如此娇
羞的一位少女，她恰如一朵娇滴的玫瑰，带着她含苞未放的
美面对着世人。初遇的懵懂，重逢的羞涩，少女的小小心思
是这般美丽。她虽有一种青青的生涩，但透着率真、坦诚，
美得自然。看那些经纶世务者，她们的身上，怕是只有在浑
浊世事中打磨出的一颗华丽麻痹的心 。

我亦喜欢翠翠这缺憾的美。尽管她的形象始终让人感到温暖，
但是字里行间却不乏一种无言的忧伤。这种小小的缺憾，或
许终究是融不进这个差强人意的世界。不论是抱憾的结局，
亦或是书中不言的人情，都让这份美烙上一份痛苦的印记。
然而这个世界，又有几卷真实的故事是圆满的呢?几份美好的
背后，没有辛酸与惆怅呢?因为遗憾，翠翠才真实。她的缺憾，
正是这个世界的遗憾。圆满的美，永远不存在于这个世上。
而那仅仅的一步之遥，便是我们人生之路要尽力迈过的一道



坎。

翠翠的美与憾，喜与悲，让天地动容，让花儿绽放，让徘徊
在迷茫人世间的我们有了新的方向。她那美丽纯朴的形象永
远伫立在我的心中。

湘西，那个有着星光般灿烂眸子的姑娘，因《边城》使众人
为之倾倒。待到今日，乘上汽车，踩足油门，进了湘西。眼
帘之下，唯剩一片城市的倒影。恰似童年的那首《拔萝卜》，
萝卜犹在，“拔不出的萝卜”已逝。拔不出的萝卜，透着乡
土气泽。《边城》里的那个小镇,名叫茶峒。是座拥在山水怀
抱中的小山城。明亮的白塔，如同点缀在小镇俏颜上的一颗
美人痣，宁静且妖娆。溪水涓涓地流淌，依在小木屋旁，数
爷爷轻声吐出的烟圈，听翠翠无意唱出的山歌，附了音符，
日夜摩搓着渡船。较之霓虹灯下喧闹的夜市,那时的湘西泛着
质朴的土气，而正是这份土气,使其在花底的布格子裙下，依
旧散发出不逊于洛神的气质。

拔不出的萝卜，浸着山寨浓情。爷爷渡船从不收赠物，即使
被人硬塞入怀中,也踏至岸边退回端午节喝酒,贪了杯,酒家扣
下他的酒葫芦，佯装抵了酒钱,事后又托人送回。翠翠受顺顺
船家邀请,到镇上看赛龙舟。爷爷醉洒而归问“翠翠生气
了?”翠翠只娇嗔道“翠翠早被湖里的大鱼给吃了!”如此种.
种，山寨中孕育的情，携了物作枝，开成山上最美的茶花。
爷爷的善心，顺顺的热心，酒家的好心，翠翠带着责备的关
心，心与心的串连，非是这番山水哺养不可。不比现在，水
泥压了沃土,只留下汽车的狂吠。人与人之间筑起的心墙，泛
着一股子铜臭味。孰不知山谷之中，夜半之时，响起的一阵
阵来自数年之前的沉叹。

拔不出的萝卜，溶着初始奇缘。最纯粹的爱情不是唱k时
的rab，不是谈生意时的协议,更不是随意变更的游戏。真的只
存在于《边城》，缘份，爱情，最初始的模样,露着婴儿般纯
真的笑靥。大佬、二佬同时喜欢翠翠，获悉翠翠心仪弟弟后，



大佬甘愿退出却在出海时不幸身亡。二佬心存愧疚，也离镇
出海。翠翠失去了爷爷，则接手渡口。年年岁岁等那个“也
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心上人。恋人们总希望
“人生若只如初是”保持初识的美好。可哪里懂得，消磨最
初印象的不是时间，是他们白己日益变质的情。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五

《边城》这本书是我近期以来读的书中，最能带动我的感情，
引起我的共鸣的。

这本书讲述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边远小城里发生的感人故事。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那个边缘的小城里，生
活着相依为命的爷爷和孙女翠翠。他们依山而居，靠着做一
些农活和为过渡人摆渡为生，过着清贫但安乐的小日子。他
们的家依山傍水，风景绮丽，清澈见底的溪水终日潺潺流动，
为他们演奏着最动听的歌曲;山上长满了清脆嫩绿的竹子，映
衬着这水这屋子，翠翠的名字便是从中而得。每每读到描写
这溪边两岸的风景和这座小城的风土人情，我仿佛置身其中。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我经历过与主人公相似的经历，我的家
也是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没到节日，例如端午节，我们也会
包粽子吃粽子，过节的氛围也十分浓厚，但我们那里缺少大
河，因此甚少看到赛龙舟。小说的前些章节多着笔于欢乐的
民间生活，为故事的开展提供一个温馨而简单的背景。

但是，随着翠翠年纪渐长，到了谈婚论嫁之龄，矛盾渐渐的
出现了。因为某次偶遇，翠翠心里有了小城里船户大家的二
儿子二老，那种暧昧、情愫在翠翠那小小的心里滋长、涤荡，
改变了生活的平静。

爷爷对翠翠的爱是故事中最为我所感动的，爷爷一心想小翠
有个好归宿，但又不会勉强她，他要让小翠选择自己的幸福。
但是他默默的在身后为翠翠争取着她想要的幸福。一心想要



娶翠翠为妻的大老不幸溺亡，让故事峰回路转，跌入让人心
痛的情节。爷爷默默忍受二老和他爹爹的冷漠，冒着病去与
二老父子商榷翠翠一事。最后的失败让爷爷倍感惆怅，在风
雨交加之夜，他走了，留下为之痛哭流泪的翠翠。而到最后，
二老，那个曾在翠翠的心上轻舞的男子，一直没有出现。

读完小说，我为爷爷善良流泪了，我为爷爷的死流泪了，我
为翠翠的不幸流泪了......但令我最心痛的是二老对翠翠态
度的转变，他认为是翠翠爷孙间接害死了他的大哥，虽不至
于仇恨他们，但已经对他们没有以往的感情了。理性一点的
人知道，大老的死是意外，与翠翠和爷爷是无关的，在我同
情大老去世的同时，我觉得二老对爱情、对翠翠的态度的冷
淡更为让我心痛。

我想，没有了生她的父母，没有了养她的爷爷，孤独的翠翠
是多么的可怜啊，我抱怨二老的无情更抱怨上天的不
公......故事最后没有确定的是二老是否会出现，他也许永
远不会出现，也许就在明天，翠翠也许会等下去，也许就这
样的把日子过下去，守着爷爷的山坟，守着那未知的“爱
情”。

她也许不会再悲伤了，因为爷爷跟她说过：“不要害怕，要
来的迟早会来的，勇敢面对。

边城读书笔记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六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子，我特别向往田园牧歌般
的乡村生活。最近拜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大师笔下
那个小小的边城水乡让我迷恋不已。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
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小说的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局的爱情，可是爱情
不是这本小说的全部。大师用他清淡的笔调娓娓讲述了湘西
小镇上纯朴的风土人情，原始单纯的生活，以及那如诗如画
的景致。

我最向往《边城》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翠翠和祖父去
看龙舟比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顺顺送他们很多吃的。有人家
娶新娘，翠翠的祖父送他们过河不收渡船钱。翠翠的祖父去
世，周围的乡亲都来帮忙。他们虽然生活很清苦，却能够互
相帮助，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相比之下，
我们每天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
有时候，甚至邻居之间都互不相识。这不得不让人遗憾。我
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城市也能变得温暖和谐。每一个
人都有宁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爱护着我们生存
的环境，彼此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家一样的世界。而这
一切，都需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去生活。

边城读后感600字【二】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子，我特殊向往田园牧歌般
的城市生活。最近拜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大师笔下
那个小小的边城水乡让我留恋不已。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常宁静的
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悲凉。
小说的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终局的恋情，可是爱情
不是这本小说的全体。大师用他油腻的笔调娓娓讲述了湘西
小镇上纯朴的风土著土偶情，原始单纯的生活，以及那如诗
如画的风景。

我最神往《边城》里那些浑厚善良的乡亲们。翠翠和祖父去
看龙舟竞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顺顺送他们良多吃的。有人家
娶新娘，翠翠的祖父送他们过河不收渡船钱。翠翠的祖父逝



世，四周的乡亲都来帮忙。他们固然生活很清苦，却可能相
互辅助，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远的小镇。比拟之下，
我们天天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薄，
有时候，甚至街坊之间都互不相识。这不得不让人遗憾。我
盼望，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城市也能变得暖和协调。每一个
人都有安静的幻想，人与人之间不私心，爱惜着我们生存的
环境，彼此互帮互助，独特建造一个家一样的世界。而这一
切，都须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领有一颗仁慈的心去
生活。

边城读后感600字【三】

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
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选出
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
作家。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而从单篇小说的角度来评
的话，《边城》排在第一。

初读《边城》是很疑惑，没看懂这篇文章究竟要表达什么，
有何现实的教育意义，只觉的文章很美，大量的描写文字营
造了一个很浪漫的气氛。那么，为何这部小说在中国现在文
学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可以从作者沈从文的写作风格
上入手。

浪漫，恬淡是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在陈从文的笔下，没有苛
捐杂税，没有地位等级，没有剥削压迫。他在《边城》中所
描绘的，都是人间最美的事物：美丽的景色，凝重的亲情，
纯洁的爱情，并把这三者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如此纯自然的
景色，正是那些与世无争人的生存境界，恬静，幽适。进入
故事中看，作者所需塑造人物形象都是最纯朴，最干净，最
纯本性的。清澈单纯的翠翠，朴素热情的老艄公，豪放豁达
的天保，秀拔出群的傩送。他们都不沾染任何杂质。天保和
傩送都爱翠翠。他们采用唱歌的形式。这是多么质朴。那歌



声中带有的是多么简单纯朴的爱。而翠翠这个形象，也不是
现实派小说中那种敢爱敢恨的妇女形象，她只有纯朴女孩子
的本源，她只知道自己要为爱守候，那么纯朴的等着傩送回
来，而什么亲情与之的选择，什么难以取舍，她都难以定夺。
而傩送的不归又增加了令人惋惜的悲剧色彩，同时也增加了
浪漫的因素。

所以，在本文中，作者在极力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这也是
沈从文一贯的写作风格。这篇文章写作与三十年代，茶峒宁
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的“世
外桃源，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环境。它不像鲁迅，批判现实。
在沈从文的笔下没有政治，只有人性的善良，美丽的景色，
淳朴的风气，一切都沉浸在美好之中。现在，人们在追求本
源的文字，越来越喜欢回归本性的文章，因此，沈从文的文
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边城》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七

从前读过《边城》，茶峒小镇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
同时爱上老船工的孙女翠翠，大老性情洒脱豪放，二老沉静
内敛，翠翠对两人均有好感，但对聪明俊美又重感情的二老
情有独钟。大老自知求爱无望，为成全弟弟乘船外出，不幸
遇难，而二老因对大老的愧疚出走，老船工也在一个雷雨交
加的夜晚。怀着对孙女婚姻的惆怅溘然长逝，留下孤独的翠
翠，守着渡船无望地等待……一度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故事，
一个湘西女孩与两兄弟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直到了解作者、
读完全文之后才明白，爱情故事只是一个依托，作者想要表
达的却不仅仅如此。

众所周知，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以其多产的创作和对人性倔犟的固守，创造了中国文坛一个
“乡下人”神话。正如他在《边城》的题记中写的那样：对



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
作品中随处皆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是的，在我
看来，他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离不开他所扎根的那块土地
所给予他的“营养”，《边城》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
出来的一颗明珠。

记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课上，老师曾经说过，沈从文的文
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有情感美、色彩美，
不过早期的语言有些扭曲，到了写《边城》，明净澄澈，完
全成熟了。其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
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
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沈
从文在文中写道“‘茶峒’的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凭
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临水一面则在
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
青盐，染色的棓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
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
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这些都是湘西
世界之美，仅用纯粹不加修饰的行字，就把观众带进那样一
个至纯至善的生活环境当中。随着作者的笔锋一路走下去，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朴实无华的当地建筑，还有“茶峒”悠
然自得的生活形式，好比文中所说的，“在春水涨进街头后
河街上的人家，便会用长长的梯子，各搭在屋檐口和城墙上，
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
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生活在这样一个艰难环境
中的人们才是最贴近自然，返璞归真。

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不仅
仅养育了沈从文，养育了淳朴真挚的湘西人，更加鲜活了沈
从文笔下的一个个生命。《边城》中一个个质朴的人儿便是
其最好的证明。

“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雇员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
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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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
读到这样的语句，脑海中总是不自觉的浮现出无尽想象中美
丽的青山绿水。这样原汁原味的日月山水养育的人民该是多
么的纯美至善!主人公翠翠便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
“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
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
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
发愁，从不动气”。

边城纯朴的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
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是美的精灵，亦
是纯净质朴的人性美的化身，翠翠天真含蓄的爱情便是其最
好的诠释。端午节，翠翠等爷爷巧遇二老傩送外出，虽是一
次偶遇，两人却心有灵犀，暗中生情，即使是这样朦胧的爱
意也并未因为时间与距离的阻隔而淡漠，反而愈加浓重，整
部小说中翠翠爱情的基调是自然恬淡的，没有浓情蜜意，没
有大喜大悲，这正是作者要歌颂的自然、朴素的人性美。尤
其是在小说的最后，二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痛苦
悲伤但并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她像
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二老归来，充分表
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作持久的
抗争，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

不仅仅是翠翠，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亦是这样的淳朴真
挚。“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淳
厚”，如果说这仅仅是沈从文笔下的一句话，那么，那一个
个鲜活的人物便可足够用来说明了。老船夫忠厚老实，重义
轻利，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
宜，“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以给人方
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关爱。卖肉的
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
这种超越阶级关系、金钱关系的乡邻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很
少见的，但沈从文却通过这种感情揭示了人物身上所蕴含的
美好的人性。



船总顺顺尽管有财却不吝财，他为人明事明理，正直和平，
老船夫死后，不计前嫌，依然一片盛情邀请那分明与他的两
个儿子不幸遭遇有密切干系的孤女翠翠到家里安住。他的两
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都“结实如老
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大老
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希望成全弟弟的爱情。二老为了纯真
的爱情，宁愿放弃一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渡船，就在知晓大
哥为了成全自己而出走遇难时，他也因重情而选择出走。

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有着自己的
美学理想，追求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风格，《边城》便是
如此，其主要表现的就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
被誉为“人性美的赞美诗”。小说中翠翠是人性美的化身，
亦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边城》写于1933年—1934年，此
时沈从文从向下到城市，目击上流社会的堕落、下层人民的
不幸、道德和人性的沦丧，对此深感悲痛。小说中这些理想
人物的身上。闪耀着一些神性之光，体现着人性之中健康、
美丽、虔诚，纯美的一面，也许，沈从文是想借有湘西影子
的小说表达一些东西，一些社会和现实正在失去的东西，而
这些东西，恰恰是不该失去的。

沈从文的学生、著名作家汪曾祺曾经这样描述《边城》：不
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单纯从小说中我始终无法明白这句
话的含义。大老遇难，二老出走，老船夫在惆怅与忧虑中郁
郁而去，独留无依无靠的翠翠孤独无望地等待。《边城》的
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又何来希望呢之说?沈从文在小说的结
尾处写到：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难
道这“明天”就是所谓的希望吗?我却觉得这仅仅是一种悲剧
的含蓄表达，也许是浪漫、古典主义作家不想把绝望写的太
明显，仅此而已。若说希望，可能是作者到城市后对现实失
望，才写下这桃花源中的失落，试图找回湘西文化中的自然
人性，唤醒社会大众的人性之美，以此来改变现实中道德与
人性的沦丧。在《边城》纯美质朴的乡土与人民背后我们不
难看出，其隐藏着沈从文对社会的一种忧虑，对人性品质的



一种留恋与惋惜，以及，对未来的丝丝迷茫与困惑，“也许
明天回来”!

但无论如何，沈从文在《边城》中所描述的边城的纯朴山水
养育的淳朴的边城人民都在现代文坛中熠熠生辉，每一个炎
黄后人都会知道，在那样纷乱纠结的年代，有一方水土，明
净澄澈，养育了一方纯美至善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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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八

初读了《边城》，赞叹于茶峒的淳朴的民风。坚持要给过渡
钱的渡客，坚持不要过渡钱的、会去买烟草和茶叶送给渡客
的老船夫。这里的人如这里的风景，纯净美好，质朴真诚。

作者的行文如潺潺流水，细细的淌着，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
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更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但就是这
样的文风，却能够深深的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衬托出一
座纯净的边城。

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



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唱歌给女子听，一人
独唱或二人对唱，在唱歌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知道或分手或
结亲——所谓的走马路。这后一种方式，表现了湘西民众在
婚姻问题上的宽容和自由，也反映了这块地方人们善歌的才
能。

《边城》它不仅仅是一部描写民风、景色的小说，它更是一
部堪称绝美的爱情悲剧。翠翠，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
精灵，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他对天保兄弟的爱带着少女的
羞涩和幻想，或者说这种爱似乎一直是以梦幻的形式出现的。

在梦里，她“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于是她
“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在了一大把虎
耳草”。她只有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情的甘露，而现实却似
乎离她很远，于是，她只能“痴痴的坐在岸边”，凄凉地守
候，孤独地等待。

从翠翠身上，可以看到苗族青春少女的那种美好生活的渴望
与追求。因为她的淳朴，他无法拒绝大老，也无法向傩送表
白，但傩送驾船远走后，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心上人的归来，
爱的那么坚定执着。一个弱女子，满心盛的都是“爱”。

作者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给读
者留下了悠长的惋惜，无限的牵挂期盼。也许冥冥之中真的
有岁月轮回，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再一次重演，但不管未
来会怎样，自己的未来终究要靠自己去争取，但愿她等到的
不是无言的悲哀，不是追悔莫及的泪水，而是应属于她的.那
份幸福。

我总在想，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是不是沈先生在心
中在守护着什么?在怀念着什么?但这恐怕只有沈先生自己才
知道了。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九

夜深人静的夜晚，躲开白天城市的喧嚣，让自己沉浸在一片
静穆之中，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品读《边城》，思绪也随
着书中人物的变化发展起伏。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
茶峒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
碧溪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
明白了实情后，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架船下辰
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一直爱着翠
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
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
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人。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繁华，却看不穿繁华背后的萧索与凄凉，
经历了喧哗，却没有想过曲终人散后的寂寞是否也会升华。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了现象，却拨不开迷雾，也有些时候，
有些话不说，就再难澄清，再难说出口。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长久以来，生命便如一条
河流，激流曲折，却永远也回不了头。

我们总抓不住一些东西，改变不了一些事物，美丽的背后也
有诉说不完的苍凉。就像翠翠这样明媚的孩子，最终也只得
在江畔孑然一身独自的痴痴盼想。

高中课文边城读后感篇十

沈从文先生的一本《湘行散记》将我们带入了那陌生而又神
秘的湘西，而他的《边城》让我们认识了生活在那片热土上
的人民。



在我初读《边城》一书时，书的内容似乎只是一个发生在湘
西苗族异地略带凄美的爱情故事，但当我再次细读两遍之后，
其实沈从文还在全书中表达了些更深层的东西，除了爱情，
更反映了当时湘西的一个社会。

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
西文化的眷恋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正
如这位“对于农民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
先生所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
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
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
来作朴素的叙述。”，也正是在这“朴素的叙述”和《边城》
中的几个普通角色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漪澜万状，莫可方
物。在全书中既有湘西温婉矫健的民俗风韵，更有着深入骨
髓肌里的东方神韵，同时也不乏作者对于潜藏忧患的'深层思
考。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翠翠在风日里
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
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
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麋一样，从不想到
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
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啾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
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从从容容
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
也正表现了沈从文先生发自心底的对于湘西苗族人民的热爱。
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麋一样……随时皆可举
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
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
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首先翠翠的身世就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



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本身是汉文
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
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文化的不平等关系，
以及这种权利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
剧。

而其后，大老天保、二老傩送同时爱上只与那象征着苗族古
老历史的爷爷相依为命的翠翠，更是沈从文先生对于湘西苗
族文化应有的未来进行的第一次更深层的审视。

很显然，大老代表的是依旧固我的传统苗族文化，而二老则
代表着超越传统，逐渐发展的文化。他们同时爱上翠翠，这
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
历史冲突。沈从文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了当时世界的处境，在
这样的环境下，湘西文化也同样面临是保持现状或是发展进
步的问题。但翠翠仍徘徊在大老与二老之间，自始至终未作
出抉择。最终，爷爷死了，大老死了，这不正意味着湘西苗
族文化不能再固坚自守?而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
许‘明天’回来”的二老最终会回来吗?这也许也是沈从文先
生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吧!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湘西苗族的“民
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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