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城南旧事读后感(汇总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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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
来，来时莫徘徊······”这一首让人回忆离别的歌谣在
《城南旧事》中浮现。

《城南旧事》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带进上个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作者抒
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间真善美的呼唤。六个章节分别讲
述了六个跌宕起伏的小故事，令我思绪万千。

《城南旧事》中小主人公英子人小胆大，热情、善良，和被
人们认为是“疯子”的秀贞结下友情，头一次邂逅妞儿就帮
她解围，还帮她找到了亲妈妈。是呀，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乏
需要帮助的人，每当帮助到别人，我总是特别开心。学习上，
遇到同学们有不懂之处，我总乐于帮他们答疑解惑；生活中，
我随时随地尽所能伸出援助之手。

记得一次上学路上，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手里拎着一
只塑料袋，正弯腰翻看路旁的垃圾箱。当时夏日里的烈日已
烤透了她的汗衫，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但仍
是聚精会神地寻找着。忽然寻到了一个“宝贝”，她脸上顷
刻露出笑容，原来是一只空矿泉水瓶。我想这值几角钱？我
该怎么帮助她？于是我眼疾手快地跑上前去向正要随手扔掉
牛奶瓶的同学要来空瓶子，并拿出书包里未打开的矿泉水，
双手递到老奶奶面前，说道：“奶奶，奶奶，这是给您喝的



矿泉水，这只空瓶子就麻烦您了。”“啊？……谢谢你了，
小姑娘。”老奶奶又笑了。虽然今天我可能就要“抗旱”了，
但却感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甘甜”，这就是“助人为快乐之
本”的真谛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花儿落了，英子也长
大了。伴着这淡淡的离别哀愁，我再一次捧起了《城南旧
事》，陶醉其中。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
外山……”

阅读是需要心境的，在什么样的年纪读什么样的书。倘若你
觉得一本书不好，很有可能是你没有读懂它，或许再过一些
年来读，会疑惑于自己当年的不以为然。

最近，我特别喜欢读儿童读物。比如沈石溪的动物系列小说，
曹文轩的《草房子》，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些以前不
看的书，这两天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她们先后走进了6岁小姑娘林英子的生活，又相继离开了林英
子的生活。林英子怅然若失又好奇的成长着，最后沉疴染身
的爸爸也去世了，英子因为爸爸的离开，体会到了自己的责
任，一夜之间英子长大了。

“我们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

扬着白色的帆。



金红的太阳，

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头。

我们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这首简单的诗，充满了渴望，一个孩子的渴望，一个大人的
渴望，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渴望。

在林海音的笔下，林英子的童年故事仿佛不是一个个平凡的
故事，而是关于过去的真实回忆，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回忆。

三毛曾经说过：“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才成就了那么完
美。”

这世上最有趣的事，是人和书。人是鲜活的，热闹的，复杂
的。书，是灵动的，静默的，纯真的。你和什么人交往你就
是什么样的人，你读什么样的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书籍和阅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心中理想世界的坚持，更是
对我们思想和心灵的升华与净化，进而改变。而阅读使文字
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比图像更空灵，比记忆更清晰，比说
教更深邃。

而现实是如此现实，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在掩饰、试
探、权衡，顾左右而言他。那种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
已经难得一见了。而林英子，这个6岁的小姑娘让我们感受到
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人性善的力量。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城南旧事。那飘散在童年角落
让人回味无穷的点点滴滴，或喜或悲，不想忘记又无法忘记。

我们一直都在离别，和我们的朋友，家人，还有旧时光里的



自己。在哀叹离伤的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悄悄的长大了。

请不要为了那业已消逝的时光而怅惘，如果这就是成长，那
么就让我们安之若素。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三

刚刚看到最后一个章节，是被气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天惠还会对那个所谓的爸爸有亲近感，这样的'
爸爸！

跟爸爸过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吧？他那么没出息，喝酒、抽
烟、赌钱，说一句都不可以，惠惠，记得你爸爸揪住我的头
发的一天吧？”

其实是天惠从心底里把他的继父和他划分开了，正因为这样，
他又需要父爱，所以，他想起了那个不成器的爸爸。

我真心觉得这样真可悲！这个孩子……

可是等到黄昏哥哥回来，却满脸堆了笑地走到“爹”的屋子
里，我听他跟“爹”说：

“这本韦氏大字典正合我用，太好了，您多少钱买的？”

对于家庭，他是有亏职责的，但他是爸爸，我们不能原谅他
吗？我们的身体里都流着他的血！

不可能，即使是心胸更宽阔者，也是算了。

还有这笔记可以分享，

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



手了。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四

《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音。该书通过英子童稚的
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的故事，
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每每读着
《城南旧事》，我就难以抑制内心的澎湃。

英子在城南度过的童年，童年里的一个个人、一个个地方就
慢慢渗入我的脑海中——缓缓的骆驼队、惠安馆、胡同的井、
闹市的巷子、草垛子、这些地方所浮现的人、冬阳下的骆驼
队、井边的小伙伴妞儿、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躲在草垛里
的小偷、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不理英子他们的德先叔和宋妈
以及有肺病的爸爸。但是，这些人与物陆续远离了英子，慢
慢地在岁月中消失了，英子的童年美梦就破碎了。但是，她
依然保留一颗快乐的童心，也能够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生离死
别，她懂得离开朋友的难过，懂得失去亲人的痛苦，懂得因
为自己的过错而导致别人的不幸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其实，
这是她长大了的表现。

也许，如巴金在《新生·四月十七日》提到——每想起我底
童年时代，我就蒙恩似地看见了你底慈祥的面貌。童年应是
代表着经历过很多事的人，对纯真年代的怀念。

相比之下，我的童年里无忧无虑，简单。除了上学，我就经
常跟一群小伙伴玩过家家、跳绳、玩泥巴，沉浸在小乡村里
的宁静之中，没有车水马龙的吵闹。爸妈也不会刻意阻止我
的行为，唯一禁止我去做的事——游泳，那也是出于安全的
考虑，还有就是女孩子也不好意思在公共场所游泳吧。

没有大风大浪，我的童年就只剩下蜻蜓点水的味道了。但是
往后余生，我希望保持这颗童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人生的波浪，至少我可以学习英子的坚强与懂得。



这本书就像夏季热浪里的一缕春风，让我回味童年，又激励
我向前。如李白说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那样，我也需积极创造我的未来。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五

第一次完完整整的读完《城南旧事》这本书是在高中时期，
而后又看了它的电影。以前从没想过，我会为一本书，蕴积
下这样多的感动。曾一直以为,所谓名著,就是思想深邃，复
杂难懂。但林海音却让我记住了，记住了一个孩子和一段故
事。这段故事深深的震撼着我。

这本书通过英子那童稚的双眼，向我娓娓道来，道尽世间各
种复杂的情感，浓浓的诗意和天真中又不乏一丝淡淡的忧伤。
只是这淡淡的一笔就足矣,足以让我们为这串连整个故事的别
样滋味而感动不已。

二十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
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
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大
学生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
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
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
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
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
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
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
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
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
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
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
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
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
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



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影片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
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
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影片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
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影片显得丰富厚重的
关键之笔。但这又不尽然，因为我曾在影片中看到的“城南
旧事”已经不可能是原来的事情了。她有着小英子童年往事
的烙印，但更多的是吴贻弓或者林海音想象中的“城南旧
事”，是他们记忆中挥散不去的一瓣瓣心香，是他们情感深
处发酵过的一坛陈年老酒，所以他们用自己的心滋润着孕育
着那段“城南旧事”。

而这种朴素、温馨的思想感情使我的心头漾起了一丝丝的温
暖，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了天真善良的英子。书中涉及到得人
物有英子、骆驼队的领队、惠安馆的疯子——秀贞、爸爸、
妈妈、宋妈、英子的好朋友——妞儿、藏在草堆里的小偷、
不理小孩子的德先叔、……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惠安馆的疯
女人秀贞。刚开始，我还为英子捏了一把汗;真担心英子会不
会被秀贞伤害;后来我知道妞儿就是小桂子时，不禁泪如雨
下——母女俩终于重逢了!秀贞准备带着妞儿去找思康叔，英
子就把钻石表盒金手镯送给秀贞……读到这里，我大为感动，
小小年纪的英子就懂得关爱、友谊。怪不得英子的童年是精
彩的，原来是英子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所以她的童年才幸福。
那才是无忧无虑的快乐。

虽然《城南旧事》看后叫人心酸落泪，可是它的每一个感人
肺腑的故事，都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和友爱。虽然每个故事的
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作者而去，可是作者透过正面的描
写和反面的烘托，把每个人物的样子写得淋漓尽致，性格表
露无遗，即使闭上眼睛，他们的影子还盈盈浮现眼前：井边
的小伙伴，椿树胡同的疯女人，藏在草堆里的偷儿，斜着嘴
笑的兰姨娘，不理小孩子的德先叔，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
加上聪明伶俐的英子，组成了作者的写作世界，在这世界里，



带着人间温暖的风吹遍了每个角落，吹醒了读者和平的心灵，
这是一本散发着芬芳的书，更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它能使
人从中领略到很多人生道理。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境是平和宁静的，作者林海音的文字纯净
淡泊，平白朴素的叙述，却道尽了人世的情怀。小英子
用“我分不出海跟天，我也分不出好人与坏人”的清澈童声，
为我们唱起一支支素朴单纯的歌谣——缓缓而去的河流，缓
缓而去的岁月，生活就在你眼前,缓慢地诉说着自己.黑白剪
影的冬日残阳里，缓缓而行的骆驼群，走过了冬，走过了夏，
走过了英子的童年，悲欢离合，世事变迁,花开花落的季节，
只有那缓慢悦耳记。的驼铃在心头一点点荡漾。像小英子的
思绪一样，文章情节的编排似乎很随意，然而正是这跳跃性
很大的语言，在潜移默化中让我们感受着孩童的可爱与单纯。
整部作品都是以小英子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以孩子的笔
触来描写一切，让我们从始至终都能处于一种阳光的和明朗
的氛围中，然而那个年代里的那些故事，却无处不透露着哀
伤，让人在一种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心情里体会着感动，体
会着当时的些许无奈。

《城南旧事》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内容上给人一种回味的思
绪，心头不由的漾起了许多涟漪，有对英子的喜爱，有对旧
社会的不解，有对老胡同的畅想。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让人不由的回味着这首童年歌曲。《城南旧事》它把我们拉
回了过去，回忆童年。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六

初读题目，不难品读这本书的韵味。“城南旧事”默读这几
个字，我总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城南一角，小贩吆喝，百姓讲
价，马车“嘚嘚嘚嘚”地从一个梳着黄辫子的小女孩面前驶
过的景象。这像一部老旧的留声机，有一个大大的喇叭，吹
出来的声音却慢慢悠悠，咿咿呀呀，虽然不再流行，可这留
声机里，却藏匿着数不尽意不明的时光剪影。

一条乌黑长辫子，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眼睛透亮，一
笑便有两个小泪坑，十分好看。这便是秀贞的模样。我很喜
欢看她笑，和英子一样，我也喜欢她两个小小的泪坑——一
个盛的是她朝思暮想的恋人，有一个盛的是她牵肠挂肚的女
儿。从痴心相爱，再到痴痴等待，最后因痴情死于火车之下，
成了众人口中皆知的疯子。秀贞的一生，是如此的落魄：她
思，她念，她等，那个去了外地的书生会遵守诺言回来娶她。
她摸摸自己渐渐膨胀的肚子，含泪笑着待在这惠安馆里；她
幻想，她隐瞒，她满眼痴柔，随后闻着醉人的桂花香，生下
小桂子，但她留给他的唯一珍贵，最后还是被埋没在齐化门
下；她疯，她痴，她傻，她是成了街坊邻里眼中的疯子，却
终归忘不了她所痴。于是总是在那惠安馆前望啊望，望了六
年。望什么？望他拖着行李走来的身影，望那桂花香里响亮
的啼哭，更想望到她曾经渴望的一切，直到对上那一双童稚
的大眼。那双眼里含着天真、善良，满目柔情，悲悲喜喜，
沉溺在等待之中，又值得喜爱的小桂子。

那一刻，她欣喜，她激动，她笑得灿烂，却哭得那样凄惨，
而与她相像的小桂子——英子的小伴侣——妞儿，这个同样
不幸的女孩，牵着她的手，在雨肆意的喧嚣中，在火车刺耳
的鸣笛下，在英子细小的叫喊声里，随她不顾一切地向前奔
去，但还是逃不过现实的火车被双双碾压。

也许，随着那幻想的小船行驶在天空之中，是秀贞与妞儿最
好的结局。这是一个凄美却又心酸的故事。



于是，英子便搬家了。

“我们看海去。”这是一个约定。从英子走进草丛里，这个
约定就悄无声息地开始形成了。可真是奇怪，为什么会有人
藏东西在草坪里呢？英子和我想的一样。这个答案在结尾便
已经揭晓了——这个人是贼。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穿着白
背心，腰挺得直直的，有一对厚嘴唇的敦厚男人——这样的
老实人，会是贼吗？贼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凶神恶煞，身着
黑衣的。而眼前这个老实人，从他的言语之中都能感受他的
善良。他有一个优秀的弟弟，自己却十分颓废，来不及自怨
自艾了，先供弟弟念书才是最主要的，他这么想着，却一小
心走错了路。他打心底里信任英子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于
是将心事都予之相告。他明白，却不肯承认自己明白。他也
在迷惑，当他问英子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英子摇了摇
头，表示不知道时，看到英子摇摇头时，他笑了。还是有希
望的。他一定这么想。“将来，等我那兄弟要坐大轮船去外
国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去看见大海了，看
它跟天有什么不一样。”当他满怀希望地说出这句话时，他
忘了，天和大海的区别在于天是遥不可及的，没能和英子去
看海，应该是他最后悔的遗憾吧！

于是，英子看着他被逮捕了。

你们可以想象吗？女人是有多么柔情，又是多么坚强，你看
她一笑——也品得出岁月的磨砺，与自身的忍让。她，兰姨
娘，忍住了三岁时被母亲抛弃的恨；她，宋妈，忍住了对儿
女的牵挂，用心哺育着英子家的弟弟妹妹。兰姨娘，纤手握
拳，忍过了四年“烟花巷”的生活；宋妈，辛勤劳动，忍过
深夜落泪，和切不断的乡愁。兰姨娘，去做姨太太，受尽了
欺凌与侮辱，最终飒爽地抛开一切，留下一抹妩媚的苦笑；
宋妈，去做了奶娘，努力赚钱，维持家里生计，可儿子早已
去世，女儿也被丈夫送走，滴过几滴泪，又红着眼眶继续工
作，如驴打滚儿，柔软的表面下，有一个坚硬的内核。她们
历经心酸痛苦，表态却淡然平常，她们是有着一些小小的丑



恶，但她们的隐忍促使她们拥有了新的希望！

于是，英子与他们送别了。

英子快毕业了。我十分欣慰。但令人悲痛的是，她的爸爸死
了。

爸爸最爱的夹竹桃落了，英子，就这样立着，曾经那么小的
人儿，现在也成了巨人，承担起家庭的重负。她不禁想到以
前在冬阳下的骆驼队，想起了自己以前学骆驼咀嚼的傻样，
终于意识到，童年已经离自己远去了。秀贞、妞儿、宋妈、
兰姨娘，她都曾用童稚的双眼送他们离去，但她在这期间，
却什么也不知道。她像爬台阶，一步、两步、三步……等回
过神来，向后望去，自己已经站得很高了，而以前的人，也
都没了影。城南一角，如今显得空空落落，如同丢走的童年，
只剩蜡黄；如同老旧的留声机，突然停止转动，贮存了道不
尽的旧事。

我们都该成长，或早，或晚，也许像英子一样，在平凡又奇
妙的生活里一步一步走，无论有多么不舍，都得将童年放进
回忆的匣子里，开启新的旅程。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于是，英子就长大了，惊人地成长了。

是什么驱使着这些发生呢？在这和平的城南之中，能有多少
的玄机呢？每个人都在努力，有些迎来好，有些迎来坏。就
像现在的我没发现洋洋洒洒几千字，只是空抹一场泪。现实
是要靠去奋斗，回忆也只能用来怀念，城南一角，不可能永
远是如现在这般的。很残酷，但，很公平。有些人觉得这世
间并不公平，是因为他们没有去争取奋斗。就如兰姨娘，正
因为她能忍，她会忍，她才能迎来自己的爱情。如此这般，
英子的成长必然是理所当然。每个人，都要面临成长，长大



以后，便和英子一样，去关上那城南旧事，去寻“新”了。

城南关上了大门，再没骆驼与铃声了。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不厚，还分成了许多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内涵却十
分深刻。或许每个人的观点不同，在我阅读时，并未感受到
作者的文笔有多么优美，多么细腻，但回过头来再次细细品
味，却是感悟颇深，甚至不禁潸然泪下。

正如我们读完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后，又有哪一个人
会不为之动容呢？但是你拿《老人与海》与其它一些名著对
比，着实感受不到小说的文笔有多么突出，甚至可以说是较
差的。但这完全影响不到作者对于美的表达。《城南旧事》
也是这样一本书，在朴实的叙述中，娓娓道来动人的故事。

童年的记忆永远是那样的美好与纯真。而童年时的我们也确
实是那样天真烂漫、充满好奇。孩子们拥有比大人更加丰富
的想象力，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与大人完全不同。《我们看海
去》一文中，当偷东西的贼被抓住时，大人们全都幸灾乐祸，
只有英子一个人内心里感到深深的同情。她说，她分不清好
人和坏人。只有她自己知道，男孩偷东西全是为了供他弟弟
上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世界上是不存在绝对的好坏
的。然而，只有孩子们能够看到那些“坏人”们内心深处的
真善美，而大人们却只能观察到那些浅显的表象，这也是很
可悲的。

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社会竞争也愈发激烈。或许，我们的
真正无忧无虑的童年早已走远了。但每当回忆起小时候的那
些事时，我仍旧感到很快乐——那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

纯真善良的美丽童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去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