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边城读后感(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边城读后感篇一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
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
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便是沈从文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一
座质朴的城，一座宿命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默默的
隐忍着什么。翠翠，这个像观音一样的女孩子，她就是这座
城的化身，从恋上了那个在梦中可以用歌声将她带到很远地
方的人儿开始，她便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
却始终如一。文中的结局疼爱她的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
保淹死，白塔坍塌，默默相爱的青年恋人离去。翠翠依然重
复着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
许明天就会回来。”

边城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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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三

当我走进《边城》时，那种最本真的自然文明将冲击着当代
这种物欲横流的物质文明，当走进那个湘西小镇时，那种情
不自禁的感叹将顺着这湘西的水慢慢延伸着，然而当走进那
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而宁静的人生时，那种表面上的平静
将随着翠翠、老船夫、黄狗的一言一行而澎湃着，因为这是
《边城》中的爱。

翠翠是其母亲和一个士兵的私生子，父母都为这不道德的、
更是无望的爱情自我惩罚而先后离开人世。翠翠自打出生，
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在这简单的人际交往
关系以及小镇的原始、淳朴、自然环境的中，孕育着翠翠的
单纯、老船夫的和善、黄狗的温顺，因为这是《边城》中的
爱。

老船夫，每天为要渡河的人守候着，与相邻四射和谐的相处
着，为翠翠的终生大事打点着，虽然所用的方式简单而纯粹
最终也葬送了翠翠的爱情，但那种一开始希望翠翠幸福的本
意却让人潸然泪下，也许这就是《边城》中的爱。

翠翠，每天帮着爷爷摆渡，静静地听着人们谈话，黄狗忠诚
的陪伴，对热闹的向往，对邻家女孩的羡慕，少女的心被山
那头一晚的歌声弄得蠢蠢欲动，与大老从未开始却早已结束
的爱情，等待着二老没有归期的爱情，以及爷爷的撒手人寰，
这一切所编制出的翠翠人生，都让我们想象着《边城》中的
爱。

黄狗，陪着爷爷，陪着翠翠，陪着翠翠去看赛龙舟，保护着



翠翠，亲近这《边城》里的.人们，因为这是《边城》中的爱。
这些让人躁动的内心而倏然平静的景与人的和谐，会让你产
生对自然的感怀、会让你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以及和谐宁静的
理想境界充满想象;这些让人平静的内心怦然心动的爱，也许
在现实的生活中难以想象，但当你渐渐走近时，你会有一种
灵魂的洗礼，你会感到一种精神世界的充实，你会不选择这
样的爱但同时也跟着享受着这种爱。

夕阳易逝的叹息，花开花落的烦恼，然而当我们感恩着这种
体验，安然一份放弃，固守一份超脱，不管红尘世俗如何变
迁，不管个人的选择方式如何，更不管握在手中的东西轻重
如何，我们虽然逃避也勇敢，虽然感伤而欣慰，始终坚守着
那种像《边城》中的爱一样纯洁与自然，为心中的秘密花园
浇灌着更多的养料。

边城读后感篇四

晚年的时候，沈从文对妻子张兆和不停的说，想要回到湘西
去。湘西之于沈从文而言是心中一方宁静。而在沈从文盛年
时所写就的《边城》，就是他对这心中宁静的比较美诠释。
这是田园牧歌，清幽隽语，缓缓道来却如何也说不尽那份对
故土的挚爱。

生逢乱世，人性的丑陋总是容易显露出来。然而却没有全部
的地区都是战火延绵，生灵涂炭。在湘西边境的一个小城茶
峒里，没有横征暴敛和鸦片的毒害，这里的人都活的努力认
真。沈从文抛弃了时代大动荡，选择了着重的描写这平和的
小镇和里面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和欲望。

读《边城》的时候能够看到单纯懵懂的翠翠、豪爽大气的天
保、秀拔出群的傩送、淳朴慈祥的老船长。当然这些是边城
的主人公们，边城的故事由此而来。而我读边城的时候为之
倾倒的不是翠翠，天保和傩送。在自然长养里的翠翠实际上
是有缺陷的，自然的纯朴教养着翠翠俨然如一只小兽，我想



这大概是天保和傩送喜欢上翠翠的原因吧！一个天真活泼的
女孩总是惹人怜爱的。但是这种天真良善会伤害到别人。一
味的混过着，从而错过了幸福的到来。天保的死，傩送的出
走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原因在其中。我们能够看见边城中全部
的人都是善良的，可这种善良并不能阻挡悲剧的到来。在悲
剧面前善良与懦弱是同义的。鲁迅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撕
碎了来看，但边城里的美好并未被撕碎。

我觉得这是沈从文似的田园牧歌的精髓所在。沈从文笔下的
湘西不是一味桃源，黄发垂髫，怡然自得。而是从不规避益
处与坏处。天保的死是悲剧的开始，但是纵有迁怒的情绪，
也没有迁怒的行为。老船长死后顺顺的大义是十分暖心的举
措。得知渡船人的死讯时便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着一副白
木的匣子向碧溪岨赶去。在老人的丧事上尽心，事后还可怜
孤雏无人照拂想要接了她家去。在天保的死上，顺顺不是没
有怪罪的，可逝者已去，余留一个年幼的女孩还懵懂不知。
这时候顺顺也放下了。这就是湘西人人性中的健康淳朴，这
是乡村人特有的风韵神采。是沈从文记忆里独特的湘西世界。
在都市文明的衬托下，难能可贵。

沈从文对农人与士兵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这在他的作品中
多有体现，《边城》也是。在行伍里呆过并做得不错的顺顺
在老船长丧事和翠翠的婚事上显尽了慷慨与仁义。同样的
《边城》中还有一个人物是杨马兵，被翠翠母亲拒绝的杨马
兵比较后担当起了照顾孤雏的责任，陪着翠翠在碧溪岨里等
着二老驾船回来。假如说主线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恋是
骨那杨老兵，顺顺这些小人物便构成了边城的血肉。正是有
了他们存在的边城才是沈从文的湘西风情。

边城读后感篇五

在《边城》中，作者沈从文用幽淡的笔墨向人们呈现出湿润
透明的湘西美景，其中，那座碧溪岨的白塔给我留下了最为
深刻的印象。那座立在半山腰的白塔就像是一个沉默的精灵，



远远地眺望着老船夫和翠翠的家，默默地给予他们祝福。它
就像是老船夫和翠翠心灵的港湾。每当他们有心事无处诉说，
他们总会出神地遥遥望着白塔，让被现实束缚的心起飞，在
心底向白塔倾诉他们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白塔在一次暴
风雨中绝望的倒下。我想，它一定是不忍看到翠翠的眼泪。
又或者，是翠翠已经长大，已经不需要白塔的守护吧。倒下
的白塔就这样，在唏嘘中久久地立在我的心里。

除了美景，文中更多的是讲述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主人公翠翠是一个柔美纯朴的少女，与二佬傩送第一次的见
面两人便已一见钟情。情窦初开的翠翠把心中情愫一直小心
翼翼地收藏着，不对任何人提起，甚至是她至亲的爷爷。日
子如翠翠家门前的溪水一样静静地向前流淌着，少女的羞涩
使翠翠在面对二佬时更多的是出奇的冷漠。而此时，大佬天
宝也爱上了翠翠并请人做媒。翠翠惶恐之中从未向任何人表
明她的心思，但她已经有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在天宝和傩送互相表明态度后，天宝溺死与湍急的漩涡之中；
傩送只要渡船不要碾坊的决心由于大哥的死也变得不再坚定
如初，加上家人的反对，他毅然离家闯天下，没有人知道他
什么时候会回来恬静的茶峒。孤独的翠翠再没有听到在梦里
将她拖起的悠扬的歌声，她对此还一点都不知情。

直到最后，在爷爷怀着对翠翠的惦念离开人世之后，翠翠才
明白了始末。她哭了，眼泪的苦涩不堪的，因为她失去了最
亲的爷爷，也可能将失去那份还没来得及开花的爱情。

在那年的冬天，那座白塔又重新建起来了，但是翠翠要等的
人还没有出现。可能，在某一年某一天，他回来把翠翠接走，
又可能，翠翠的遗憾就像白塔一样，永远地耸立在她的心中。

这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但我不能说这是一个我喜欢的故
事。在我看来，翠翠如果能跟爷爷或傩送表明自己的想法，
悲剧就不会发生，遗憾也不会产生。我想，除了欣赏文章中



主人公们的淳朴善良以外，我们也应该以他们作为教训。无
论什么事情，机会是由自己把握的，消极的等待只会让自己
陷入自己遗憾或悲剧。

这座边城，是翠翠心灵的归宿，她一直留在溪边无尽地等待。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有一座边城，它既是我们的枷锁，也是
我们的'归宿。我希望，我能在自己的边城里面不断地寻找，
而不是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