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城的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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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城的读后感篇一

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宋英健我的家乡是一座秀丽的小城，她四
面环绕着青山绿水，家乡的人们一年四季都在这片土地上辛
勤的工作着，把小城打扮的像一幅画。小城的每个季节都是
一个动人的故事。小城的春天是一个恬静的故事。

小草和枝条在春风中抽出了嫩嫩的叶子，给小城的山山水水
披上了一件浅绿色的外衣。人们愉快的在田间耕地播种，也
播撒着一年的希望。小城的夏天是一个热情的故事。遍地的
红花绿草给小城涂上了浓浓的艳妆。人们也追赶着太阳的脚
步早起晚睡，争分夺秒的为小城的美丽洒下自己辛勤的汗水。
小城的秋天是一个收获的故事。满山遍野的庄稼和果树都挂
满了累累硕果，仿佛是一群调皮的孩子等着人们去收获。

人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嘴里不时飘出甜甜的歌声。小
城的冬天是一个宁静的故事。当瑞雪给小城铺上了厚厚的地
毯，劳作一年的人们也可以安心的休息了，他们脸上带着迎
接新年的兴奋，也带着对新一年的憧憬。小城不光每个季节
是一个故事，她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故事，故事里有青
的山、绿的水，更有一群勤劳善良的家乡人。

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时间的彩线穿起来，就是一本永远读不厌
的故事书。



太阳高挂天空，强烈地阳光猛烈地照耀着大地，我独自走在
一条小道上，摸着旁边青铜色的砖瓦，冰冷冰冷。顿时我耳
边仿佛听到了“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
来……”悠扬清脆的歌声不禁让我回首到童年。

小时候，我和乡下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记得那时候，家
里没有电视，电灯也不是很正常，时有时无。家里唯一的电
器就是一台录音机，这台录音机它可不得了啦，除我之外，
它便是爷爷最爱的宝贝了。

想着想着，我便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的走到家门口了，可是心
里还在想着那些往事。心里有了想回一趟乡下的念头，于是
到了周末，我便告诉妈妈，我想回爷爷那里去，她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的就坐车了。当车子开到回乡下的路上
时，我看到的怎么不是用石子铺的路，而是一条宽阔平坦的
柏油大道了呢？不由从心里产生了疑惑，这是去乡下的路吗？
一定是的，不知道现在乡下变成什么样子了，爷爷奶奶他们
都还好吗？车子飞快的跑着，我的心也飞了，只希望早点见
到他们。一个小时后终于到家了，我迫不及待的下了车，呼
吸着以前熟悉的空气，好清新呀！眼前看到的是一幢幢崭新
的砖瓦房，以前破旧的木屋不见了。到了家门口，发现墙面
焕然一新，变得干净整洁了，轻轻的推开门，一台崭新的电
视机放在堂屋的正中央，两个熟悉的背影正盯着里面的电视
剧看呢，再望望旁边，还多了一台电风扇呼呼的转着。我轻
轻地走了过去，把头伸进了他们中间。顿时，入神的他们回
过头来，看到了我，激动地兴奋起来，一下把我拉到他们身
旁，嘴里还说：“孙儿，你可知道，是什么才让我们过上好
日子的呀？”我说：“当然是国家啊！”爷爷说：“不是的，
还有共产党，有社会主义，是他们让我们老百姓过上了好日
子，你要记住，以后要好好的读书来报效国家，多为祖国做
点贡献啊！”

今天，我依然一个人独自走着，但我这次并没有触摸砖瓦，



而是触摸着一面面光滑而又洁白的墙壁，这时，我便对美好
的未来憧憬着。

这――是一个小城，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城。这里没有大城市
的浮华，喧嚣，亦没有田园的蛙鸣和望不到边的星空。从小
城最繁华的一头到另一头最多也用不了30分钟。而我，就在
这不知如何形容的小城里度过了十余年。

小城的读后感篇二

因为喵姑娘约稿，想要把写318的那篇拆成两篇，一直没找到
什么新奇巧妙的办法（或者说书写的新鲜感已经过掉了），
这几天都过得很郁闷。

去翻萧红，希望借点灵感。她写人写事多情而富于趣味，让
人一看就知道这故事是她写的：行文的方式和字里行间流露
出的情绪不可能是别人。

读了篇《小城三月》。写一个年轻姑娘，萧红的远房小姨，
样貌和心地美好而纯净，许了个富家儿子，又暗恋自己的小
辈：萧红的堂哥。堂哥虽说是个小辈，年纪也和她差不多。
这两个年轻人，只有叫翠姨的小姨知道自己怎么了，然后就
慢慢瘦了，慢慢病了，慢慢地死去。翠姨死掉后，堂哥哭了
很多次，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写得好厉害哇！

这篇小说里，萧红以一个章节的篇幅铺陈东北的春天来了，
树如何绿，草如何绿，风如何暖，姑娘们如何乘着马车去选
衣料，做春衣。最后一句：“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
来。”

真是好厉害哇！



读最后一章时，想起沈从文，他写湘西有种很奇诡的风俗，
叫做“落洞”，“落洞”的都是些年轻未出嫁的姑娘，独自
在水边洗衣服或者山林里拾柴，被山神、树神或龙王看中，
落了洞的姑娘于是就病了，慢慢地瘦了，慢慢地死去。这种
死法，就叫做“落洞”，大体上是被神秘力量娶走的意思。

记得沈从文也分析了这种神秘的“姻缘”，大意是，年轻姑
娘敏感而富于幻想，“落洞”的真实原因可能是抑郁症。

《小城三月》里的翠姨，也仿佛是“落洞”了。

沈和萧，都好神奇。

看得我眼泪汪汪的。

小城的读后感篇三

我的家乡在一个美丽的小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我的家
乡，我觉得《小城故事》在适合不过了——“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欢迎你到小城来呀！收获特别多……”

我们五莲虽是一个小县城，但是有两座美丽的山，九仙山和
五莲山，九仙山有一个美丽的龙潭大峡谷，那里的水很清，
清的可以看见潭底的沙石和鱼儿。它还是江北最大的杜鹃园，
每到五月至六月，杜鹃、迎春花等许多漂亮的花儿就会竞相
开放。山上到处是红颜色、黄颜色，深的、浅的、明的、暗
的、红的似火、黄的如画，再加上翠绿的叶子，那恐怕只有
画家才能描绘出来；五莲山有水帘烟雨，那晶莹的水帘明明
亮亮的，薄薄的，像精心纺织出来的绸缎。温度变化出来的
薄雾飘浮在半空中，真应了“水帘烟雨”这个名字，因为有
帘有“烟”有“雨”，这不是给人以美的启迪，美的享受。
这些自然美景，真是如诗如画，令游客神往、陶醉。

五莲城内，人们住宅也建造得很有特色，一座座楼房拔地而



起，错落有致。也许受到水清水秀有影响，人们都比较喜欢
养些美丽的小花，每一条街道都栽上了芙蓉树，每到夏天，
整个县城就变成了花的海洋，空气中到弥漫着芙蓉花的香味。

我们五莲不但环境优美，人们的生活更美。小城的商店一家
挨着一家，繁华热闹。柜台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家庭
影院、手机早已走进了家家户户，不少家庭还添置了电脑、
数码摄像机等等。日子过得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相
信五莲的明天会更加美好壮丽。

我爱我的家乡，我喜欢这个故事很多的小城。

早晨的太阳伴着几多云儿升起来了。小城的故事又开始了

也许长大了才发现，原来熟悉的地方风景一直很美。 奶奶每
一天早晨都要与爷爷喝酒聊天，没有期限，也许当要把要讲
的讲完了就停止了吧。但是，我觉得奶奶每天要讲的实际都
一个样，无非是说：老头子，你过得怎么样啊，没钱就托梦
告诉我，或是我过得很好，不要记挂。说实话，有时候每天
看奶奶这样，对着一张已经27年的照片不断唠叨，觉得她有
点神经质，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可她就说：你不懂！问爸爸
妈妈就说：你总有一天会知道。 可是过了那么多年了，自己
还是不明白。

可今天，我好像从姑婆的故事中读懂了一些，事情就发生在
上星期我姑丈去世了。姑丈在世时，因为姑婆是童养媳，一
直看不起她，所以对姑婆很差，什么粗活累活都要姑婆干，
可现在姑丈走了，大家都在想姑婆的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吧，
但是现在姑婆却每天以泪洗面说她离不开姑丈了。

我想这就是爱情吧，就像爷爷和奶奶一样，经过了27年了，
但奶奶每天都在思念爷爷，从未停止过，也许这种爱情已渐
渐转化成了亲情，虽然体内流的不是相同的血液，但胜过流
着相同的血液！ 又逢清明，奶奶这几天怪不得脸色特别难看，



原来是对爷爷的思念又加重了啊~ 也许这就是美丽的小城风
景吧。 作为一个孩子，我希望人生若只如初见该多好，没有
离别，只有美好的相遇。可是这就是天方夜谭，看着这一天
的日历被撕下，才发现这一天又载入历史了。 早该回头发现，
物是人非了。

奶奶，晚安！晚安，我平静而又泛着清波的小城。

小城的读后感篇四

――读余小偶《小城女人》有感

任连巨

余小偶女士嘱我为其新近出版的小说《小城女人》写一则评
论，思忖良久始终没能提笔，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有两个，一是自己从未写过文学评论，勉强为之怕贻笑大方，
二是我知道每位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来源于作者多年的生活
积淀，是融入了作者本人经历的各种酸甜苦辣才酿就的醇醪，
个中滋味也只有作者自己体味的更深更透。作为一名读者，
我们对作品的品读往往会带着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做出自己
判断。正如一千个人的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怕自己
的解读有违于作者的原意，为此而惶恐，慎之又慎，久久不
能落笔。但苦于盛情难却，只能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不当之
处望与作者商榷。

品读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在反观书名，觉得作者小偶真可谓
匠心独运，全书突出了“小城”和“女人”两个词汇。

温馨幸福的情亲，无不令人羡慕和感动。是的，小偶没有豪
华的别墅，没有名牌的轿车，但比起那些丑闻爆屏的影视明
星、体育明星来，她的这些真实的、小小的幸福才是最令人
艳羡的。



小偶的作品突出地描写了一个小女人的普通生活。小偶是个
职业女性，高级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一个孩子眼中的“大
人”但无论在“胖哥”丈夫眼里还是在父母公婆面前她都是
一个小女人。《赶早市》、《争当二把手》相较于丈夫的做
事利落，霸道与粗放，小偶就显示出小女人的琐屑“屈就”
和羞涩；《家庭批判会》写出了一个小女人小小的虚荣心；
《吃凉面》，《又吃凉面》，《巧妇日记》，《万变水饺》，
《醉虾》、《大扫除》等篇文章里，一个居家的小女人形象
呼之欲出，各种生活情趣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回娘家》
《婆婆媳媳过个年》《我的公公》描写了母亲、公公和婆婆，
个个形象都那么真实可感，那么“接地气”.小偶作为一名高
中教师是很敬业的，作为女儿、儿媳、妻子、母亲也是很尽
职的。

小偶女士的作品要细细品读，才能得真况味。

巧思，不得不佩服小偶对文字的驾驭能力。

细腻精致，如春风细雨自然温润。作者以一位知识女性的感
悟，对待生活，美化生活。不管日子是清贫时代，还是已初
步步入小康，作者都已一种快乐而真挚的感情，以一种宠荣
不惊的心态来对待每一天、每一件事。这种心态，不仅仅是
表现在一个个“吃”的场景、情节上，还表现在对人物心理
的把握上。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亲朋
好友之间，心中都有自己的“小小九”,因此善意的“谎言”、
无公害的“欺骗”在所难免。不管是“小城女人”对丈
夫“哄弄”,还是“小城男人”对女人的“做戏”,都刻画的
仔细入微。在打麻将中，诸位晚辈想“欺负”作者是“生
手”,于脉脉亲情中又耍着小聪明，“妄图”以自己娴熟的技
艺来“宰”一下在外边混世界“有钱人”一下，不想偷鸡不
成蚀把米，作者接二连三的“胡”,他们的“嘴脸”就暴露出
来了――很不乐意，气愤填膺！作者把几位小“赌友”的心
理，通过他们的话语和动作，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一个
形象栩栩如生，让人忍俊不禁。凡此种种，一方面体现了作



者的独到的细腻而敏锐的观察力，一方面又凸显了作者不凡
的文字功底。

过她给学生讲授的一堂“文学”辅导课，不凡的气度，风趣
的谈吐，广博的知识层面，幽默的英汉穿插，让一百多位学
生如痴如醉，课堂气氛十分火爆而又井然有序。从同学们的
表情和语气中，我看出小偶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她获得
学生的认可和拥戴，与她的一位女性“纯天然”的爱是分不
开的，这在《小城女人》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篇幅的文章中，
尽情地展露出来。如《我的公公》一文，把公公与儿媳之间，
爷爷与孙子之间那种感情都表现得相当细腻而温情。一般在
农村，儿媳与公公之间是很少有“共同语言”的，也很少有
心灵的沟通。一个知识女性，之所以得到公公的认可和关心，
只能是自己的真心和真情使然。天长日久，相互理解，相互
体谅，相互关心，才能真正融到一家人的生活中。形成命运
共同体。当她兴冲冲地拿出给公公的新毛衣时，公公却不像
往常那样“高兴”,或佯装“不高兴”,而是懒洋洋的。后来
婆婆告诉她公公已经病了三天了，她不由“心疼”了，埋怨
婆婆让公公干活累的。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情实
感的流露。没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就没有生活的真谛。因此在
《回娘家》《婆婆媳媳过个年》《故乡的大门》《姑奶奶儿
陪灵》《爹说娘说我说》等等，都浸透着浓浓的亲情。爱殷
殷，情切切，似一根生命线，把小偶的情感世界贯穿于工作、
生活、交友中，让人感觉到春天的和煦，阳光的温暖，生活
的原味，生命的意义。

的所思所做，对他人他物的描写，都是寥寥数语，言简意赅，
语言简短而又灵动，活泼而不失幽默。这可能是《小城女人》
一书有别于其他作者，而又魅力四射，让人爱不释手的原因
之一吧。

有人说，文若其人。我与小偶接触中，感觉她是一个性情中
人，头脑反应灵敏，说话的语速快，相比她的生活、工作的
节奏也是很快，很讲究实效的。我想一个平时生活中拖泥带



水，拖拖沓沓的人，是不会写出这种充满“灵气”的作品的。

总而言之，我粗读《小城女人》，感觉到这是“小城女人，
大胸怀，大手笔”.但愿今后的小偶把自己放到更大的环境中，
更大的世界里，让自己的笔锋更多触及社会各个层面，让更
多的人物和事物在她的文章中得到尽情展现，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美妙享受，让人们感受到世界的更多精彩。

小城的读后感篇五

张淑春

――读余小偶散文集《小城女人》有感

以从未有过的速度一气呵成读完余小偶的散文集《小城女
人》。尽管多数篇章之前曾经拜读，但那些信手拈来的生活
片断依旧能轻易引爆我的笑点。

这是一部突出纪实性兼具灵活性与趣味性的文学读物。文章
或长或短，或诗或文，均取材于作者自身或者身边人的真实
经历。小偶文字多带有自嘲自娱成分，但更具分享价值――
让读者分享自己的快乐与感动，以及无处不在的生活感悟。

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轻松活泼的文风，
记录那些偶然划过脑海的人物或事件。或表达一份的莫名的
感动，或对一件事一处风景乃至一句话有所顿悟。当这些荡
漾于作者心底的生活微澜如汩汩流水从容泻于笔端时，平日
里那些纷繁琐碎的生活细节也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读着《万变水饺》，简直被眼前这位家庭煮妇的烹调烂技给
折服了。当然由此还让我想起了当年姐姐初学缝纫时的类似
遭遇：本来打算做一件长袖袄的，结果布剪坏了便改成短袖、
接着又改成马夹，最后衣服做不成了便直接缝成了小褥子。



而《小偶砍价记》则让我想起那次陪小偶买西瓜的经历。那
天我们在一中大门口发现一卖西瓜的。小偶提议“过去看看
的”.我说散步呢，买啥西瓜呀。小偶说：“不见得真买，咱
先砍砍价。”天呢，我最怵的就是砍价了，居然还有这嗜好。
要不趁这机会跟小偶学学？于是随小偶来到西瓜摊前。问完
价钱后，小偶故作吃惊状：

“啊？人家都卖五毛，你咋卖八毛？五毛卖吧？”

“切，批发都六毛，能卖五毛？我这是因为天黑了才便宜卖
的，平时卖一块呢。”卖西瓜的小伙子一脸委屈。

“再便宜点儿吧大哥（其实小伙子年龄真不大），你在俺大
门上卖，按说得收你摊位费呢！”

“那就七毛吧，不能再便宜了。”

“七毛太贵了，再便宜点儿吧哥，我身上钱不多。”

“已经够便宜了，你去别处问问有这价么？”

“这位大哥咋这么难说话呢，再便宜点儿便宜点儿……”

当然最后也没买，小偶还忿忿不平：“费这么多口舌才打下
这么点儿，太让我没成就感了！”

有时我在想，小偶轻松活泼的文风可能得益于她爱凑热闹又
擅长表达的个性。散文本来就是世俗化文学嘛。张爱玲曾直
言：“我喜欢听市声。”小偶则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喜欢看热
闹。当婆婆得知她这一“陋习”后，遇村里有红白事便及时
通知她：你不是爱看热闹么，爽快看看的吧！

有段时间，我们晚上散步发现路上时常有交警查酒驾。()每
遇交警拦截车辆时，小偶都难掩激动的心情上前打望，非要



看看交警到底怎么处理那些“倒霉蛋儿”.

小偶为文，常以细节打动人，这该归功于其善于发现的眼睛。
如在《乡居手记》一文里，与邻家兄嫂的拉呱、乡亲的质朴
与善良、老娘的深怀歉疚、孩子的天真无邪甚至狗狗的动作
与神态在她眼里都成了故事。所有这一切，看似一地鸡毛，
可谁又能说这不是生活本身？！

“四妹带着三岁的龙龙来了，我把小汽车拿给他，他从兜里
掏出一个橘子奖励我，后来可能觉得奖品有点单薄，于是趁
大家不注意，小家伙郑重地对我说：‘你咋长得这么俊
啊？！’”这典型的偶式幽默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想起早上娘对我说：‘你给你爹买的那件大衣，是他最喜
欢的，每年过年他都穿。穿完挂在大衣橱，那件大衣我没送
人，也没烧，我留下来做个纪念。’这些话在安静的夜里竟
像小刀似地割起我的心来。我盖上被子，允许自己想起爹来，
我呜呜地哭了起来。”伴随着作者平和自然的叙事风格，联
想到这个刚刚失去顶梁柱的家庭，那一瞬间，我的泪点也被
轻易突破。

综观小偶文章，大多饱含小女人情怀，偏向于女性的心理描
写。像《赶早市》、《一个人的排场》、《夫妻情话》等等，
在体现作者真性情的同时，也让女性惯用小伎俩及生活中淡
淡的幽怨跃然纸上。其实正是这些饱含人间烟火味的生活细
节才彰显出女人有别于男人的柔软感情和心理需求。在这方
面，小偶表达方式可谓以小见大、以微知著。

小偶散文以“真”取胜，真人真事真性情，算得上本色出镜。
对于散文之“真”,文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散文当以
“美”为主，可虚可实。也有人认为散文就当写实，“真”
是散文的灵魂，否则与小说无异。可当小偶把内心真实毫无
保留地捧给读者时，又难免遭遇尴尬。因为对于文章之“写
实”,有时连亲人也不能理解。也有朋友善意地提醒小



偶：“偶姐姐呀，你咋啥都敢写？”.这让小偶十分迷茫：难
道只有突出高大上才算好文章？我本小人物，没那么高尚，
也不愿违心地堆砌一些虚假的文字来迎合大众口味，我觉得
散文首先要“真”,而且先要感动自己或者自己觉得有趣有味
才好拿来示人。

记得小偶的《小城女人》刚收入《中短篇小说选刊》时，她
曾向编辑提出异议：文章写我自己的能算上小说？编辑笑了：
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更能打动人！我也曾就此问题试探过小
偶：如果说《小城女人》中的主人公以自己为原型的话，那
《小城男人》里会不会也有胖哥影子？小偶坦言：何止胖哥，
还得感谢xx也为我提供了创作的源头活水呢！

其实散文之“真”也在性情之“真”.有作家言：散文就是读
者与作家的心灵对话，散文就是作家有意无意间透露的心灵
呓语。从这一点来讲，小偶她的确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