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街头的自语读后感(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街头的自语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见《芒果街上的小屋》是很久以前了，应该是在06年
的夏天，在一个灿烂暖日照耀下的午后，在我家后面那条小
巷路的拐角处的一角书屋里，在那个陈旧的蒙着灰尘的书架
上，这本看上去崭新的书很温和的躺在那里，淡黄的封面荡
漾着同这午后阳光一样的暖色。

它看上去很显眼，因为它很新，和其他摆放在那里书比起来
显得格格不入。我很好奇地拿起它，“芒果街？”我嘀咕着，
“那里会有一整条街的芒果吗？”这时候我听见了一串轻灵
的笑声，我扭头看见一张明净泛着阳光的笑脸，这张笑脸我
并不陌生，它的主人是我的一位可爱的邻居。

时隔多年，我竟然把她的名字忘掉了，记忆中只有她那张圆
圆的白白净净的脸，大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很多时候她
都是一个人在发着呆，看上去傻乎乎的，不过当时我拿起那
本书的时候她并不在发呆，她当时在看着我咯咯地笑，样子
就像发现了一个比她更傻乎乎的人。

我不好意思地把书放回去，红着脸说：“我从没见过芒
果……嗯，我说的是真实的芒果，假的芒果我画过好多
了。”

她歪了歪脑袋，说：“我见过，我还吃过呢，可好吃了！”

“我当然知道可好吃了，我在美术课里画它的时候我就知道，



长得这么漂亮的水果，一定是很好吃的！”我骄傲地
说，“而且，我还猜得出它的味道，一定非常甜，嗯……还
很香！”

她惊讶地望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更加得意了。

“不过……你说的也不全对，芒果除了香甜，还有种别的味
道……一种不太好的味道……”

“什么味道？”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就是一种让你的嘴巴感觉怪
怪的……”

多年以后，我再想到这些片段，不禁哑然失笑，笑过之后又
觉得怅然若失，仿佛心里也有了当年她描述的芒果的味
道——现在的我当然知道那是种什么味道——除了香甜，还
有涩。

第二天我借来了这本小书，我看了一遍，完全没有看懂，于
是我拿给她看。一星期后她把书还给了我，她迷茫的眼神告
诉我她也不懂，但是她说：“没全看明白，但肯定比你明白。
”

我当然不信，我从小几乎是抱着书长大的，读书理解能力同
龄人还没有超过我的，我说：“这本书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年
龄的小孩子看的，你一定是不懂装懂。”

“我是不懂，但我也没装懂。”她嘟着嘴唇说，“这本书是
写女孩子的，你们男生当然看不懂，我看自然是比你稍稍多
懂一点点。”



两年前寒假回家，我又见到她，因为我已经忘了她的名字，
所以不好意思主动称呼，但是她叫了我，我们坐在一家新开
的西点店喝奶茶，我们都点了芒果奶茶，她笑着谈及了我们
当时对芒果的那番谈话，我说：“小时候的事你都还记得啊。
”

“当然记得。”她说，“难道你忘了？”

“我当然不会忘。只是你说起这些事情我很惊讶，因为我的
那些长大的伙伴们，我跟他们说起童年的事的时候，他们仿
佛全都忘记了，所以很多次尴尬之后，我已经不再向故人提
起往事了。没想到你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楚。”

她笑了，她说：“我处境跟你一样，每次跟别人说起往事的
时候，他们都是一副很迷茫的表情，弄得我都不敢说了，不
过我觉得你不会像那些人一样。”

“哈哈，”我轻松一笑，“我是不一样，不过也快一样
了。”

她撇撇嘴，拿出一本书，她说：“这本《芒果街上的小屋》，
我一直带在身边，你还记得你说你当初说我没看懂这本书
吗？”

“记得。”

“当初我们没看懂，是因为这是一本讲童年回忆的的书，那
时候我们只有童年，没有回忆。”

我笑了，笑得很伤感：“那又怎么样，现在我一样看不懂，
因为现在我只有回忆，没有童年。”

童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故事情节，尤
其是度过那段青春期伤感期之后，整个人都会变得麻木很多。



她到现在似乎跟小时候没什么区别，一样是圆圆的脸，大眼
睛，薄嘴唇，有时候还是一副发呆的样子。她长得很美，很
可爱，我问她交了男朋友没有，她说没有，她说总感觉自己
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跟所有人都貌合神离。她说她其实有
很多朋友，但似乎只跟现在的自己比较熟悉，所以她觉得孤
独。

“跟过去的自己呢？”我问。

她捂着脸笑，不说话。

“芒果街上的小屋，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童话故事，虽然它
包上了散文诗或者小说一样的外壳，虽然它讲的都是现实的
故事现实的想法，但是它对我而言就是一部童话，没有连续
性没有故事性蒙太奇一样的童话。”

“回忆过去就像是在编造童话，因为我觉得记忆中过去的我
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曾经做过那些事吗？我曾经遇
见过那些人吗？”

“当一个开始回忆的时候就开始老了吧，老了吧……”

这些看似无病呻吟的调调我已不想再去过问，每本书的结尾
都说“结束也是开始”、“离开是为了归来”，当我再读这
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感觉上已经不属于我的记忆。我
想再遇见她，再听她提起童年的事情，我脸上恐怕也会呈现
出那种陌生的表情。我很抱歉，不得不对过去说再见，就像
对儿时的枕边童话说再见一样，这就是成长的代价。这些东
西，丢掉了，就是丢掉了。

街头的自语读后感篇二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桑德拉?希斯内罗
丝的成名作。这位美国墨西哥裔女诗人，以自己的成长经历



为蓝本，在书中刻画了一个生活在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芒果
街的女孩的成长故事，描绘了移民群落的生存情况，让读者
通过小女孩的喃喃细语，领悟到作者对希望的多维解读。凭借
《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书，希斯内罗丝一夜之间成为美国家
喻户晓的作家。此书曾获1985年美洲图书奖，并很快被收入
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此后又进入大中小学课堂，
作为修习阅读和写作的必读书广泛使用，成为美国当代最著
名的成长经典。

希斯内罗丝是墨西哥移民的女儿，六十年代在芝加哥的移民
社区里长大，受政府资助上了大学，后又因写作天赋而被推
荐进入国际知名的爱荷华大学研究生写作班，毕业后与少数
族裔的贫困学生们打了很多交到。在生活中，她看到他们的
困境和迷惘。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在酝酿了五年后，希斯内
罗丝发表了一种诗歌和小说的混合文体《芒果街上的小屋》，
讲述少女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故事。用作者的话说，“我写的
不单是美国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我肯定，在中国，也有这
样一条芒果街，陌生人去到那里时，会感到一种‘恐外’氛
围。尤其，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如此多的群体在相互
交融：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中产者与贫民、男人与女人。
我们每天都在跨越疆域，甚至不用离开自己的家就这样做了。
”作者在小说中一条暗线就是围绕着希望主题展开。

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为埃斯佩朗莎，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
希望。生活在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芒果街的女孩埃斯佩朗莎，
生就拥有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心和对美的感觉力，她用清澈的
眼打量周围的世界，用诗一样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讲
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与不易，讲述年轻的热望和梦想。
在希望中追寻自我，在希望中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
全书由四十四节短小的片段独白构成。每一个片段则是围绕
着不同的话题展开。在这些节或篇章中，讲述了在小埃斯佩
朗莎心中留下痕迹的一些经历，或围绕某人某事，或有关头
发、高跟鞋、云朵、小猫、树木或荒园等。这些人这些事，
都能让读者在心中投映出某些图像，呼唤出某些希望，那是



一种绝美的体验。

小说中房子是全书的核心象征，是小埃斯佩朗莎的希望，书
中主人公对房子的希望也包含了对理想自我的憧憬。作者在
书中用了多处意象，比如关于房子、气球和树木，都可以看
出主人公的自我感觉在客观社会的投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
讲，讲述一个人在世界上寻求自我，寻找希望和归属之地的
故事。梦想和希望并不是凭空而来。拥有对梦想的渴望和对
未来的希望，可是商业化的社会，人们总是以消费品来定义
美丑的标准，霸道地主宰了孩子们的感觉。随着小埃斯佩朗
莎的成长，房子不断地变化成一种希望。她羡慕那些能住在
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但也明确表示那些在高处的
人忘记了我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她梦想有一天自己在山
上有了房子，要在阁楼里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从房子这
一意象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边缘人群在主流文化中的尴尬身
份和贫困地位，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敏感与坚强，对未来
充满无尽希望。小埃斯佩朗莎目睹了芒果街上诸多贫困人们
的凄惨生活，她立意一定要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这
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是小埃斯佩朗莎对世界的宣言，
她要完完全全拥有独立人格的自己，让女性最终享有平等、
自由的权利；并且“可我不会忘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进一
步表达了小埃斯佩朗莎不仅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她还会为了
更多的西裔移民的政治、平等、自由权而奋斗，使他们都能
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自己的希望。

小说中关于女人们的高跟鞋的描写，也是作者对于希望的另
一种解读。女孩们穿着妈妈们的高跟鞋，显得异常兴奋并开
始模仿成年女孩性感的姿态走路。希斯内罗丝从鞋的隐喻中
深刻剖析了象征着边缘文化的芒果街女性的不利处境，以及
对强大男权反抗的无力被动局面。芒果街上的女人一生都被
困在贫苦繁重的家庭生活中，穿上非常不舒服的高跟鞋幻想
着有一天爱人可以带着她们脱离深渊，却不想又掉人另一个
陷阱。但是小埃斯佩朗莎却勇敢地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探索
出一条真正可行的出路，她拒绝成为芒果街上那些受尽折磨



的女性之一，而是毅然丢掉蹩脚的高跟鞋勇敢的拿起笔来改
变自己的命运。“我要离开芒果街，我要有自己的房子，不
是爸爸的，不是任何人的，而全部属于我。”这是小埃斯佩
朗莎的呐喊。而且小埃斯佩朗莎为的并不全是个人的发展，
而是全族人的希望。甩掉穿上高跟鞋那种虚幻的好感,成为具
有独立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小埃斯佩朗莎将用手
中的笔写出最真实的芒果街故事，激励千万墨西哥裔妇女探
询属于自己的真正出路，也让白人主流社会倾听他们的声音,
为改变整个西语裔的生存状态而击鼓呐喊。

在小说中，作者对四颗细瘦的树的描写，也是作者的另一种
希望寄托。正如读者所能体会到得，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都有支撑自己的理由。而这四棵细瘦的树，给了小埃斯佩朗
莎坚持希望的理由。不论压力有多大，不论挫折和伤害有多
少，小埃斯佩朗莎都会如房子附近那四颗细弱的小树一样突
破砖石的阻扰顽强的成长。小埃斯佩朗莎虽然没有能力主宰
自己的命运和改变世界，却仍用敏感而坚强的心去感受世界。
她充满希望的等待长大，等待足够的力量，然后奋力拼搏。
她相信如猛兽的树不可阻挡，自己有一天也一定能成功。在
痛苦时刻思考树的秘密的小埃斯佩朗莎的一首小诗，道出了
她的心声。“我想成为/海里的浪，风里的云/但我只是小小
的我/有一天我要/跳出自己的身躯/我要摇晃天空/像一百把
小提琴”，如此弱小，却又有如此强大的勇气和希望。

离开意味着更有意义的归来。如果说离开芒果街的渴望几乎
等于对成功和富裕的追求，那么返回芒果街的责任和期许则
在本质上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希望。作者在全书结束时
说，“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
那些无法出去的人。”那些身后的人，是离开的人永远的支
撑。回归，则是将梦想和希望重新带回，讲述另一个生命的
故事。每个人也许都曾像埃斯佩朗莎那样，对生活、对未来
迷惘，最后决定去寻找美好的未来，为那些留在身后的人，
为那些没法离开的人。《芒果街上的小屋》虽以一个孩子的
口吻轻轻地述说着周围的一切，但它丰厚的内涵通过这看似



不经意的淡淡的描写而凸现，让人满怀希望地期盼着明天。

街头的自语读后感篇三

它是一本日记，短小精悍，像是写些琐碎生活，却又富含诗
意。

它是一个童话，充满幻想，像是讲着梦幻故事，却又藏满忧
伤。

它是一首小诗，清新隽永，像是绵绵细雨，却又蕴含着许多
朦胧的期望。

21世纪的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我们总是不能静下心来，
去看，去听，去读，去想。在切得零乱的时间碎片里，让我
们留出一点时间，去芒果街看看一个女孩成长蜕变的经历。
作者用很少的字，写出的，却是忧伤一地的飘零纸片。

就这么一路过去，看着街道两旁破旧的房子，让人始终无法
联想到奢华、富贵、时尚这些词。而主人公埃斯佩朗莎却在
这里过生活，看似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浅近的视角里，却有
着大大的梦想。她一直幻想着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被别人
左右的空间，让不安定的心有个归宿。她用纯净的双眸看着
这个世界，用天真的想法勾勒未来的蓝图。终究，这一切都
是虚构的，面对她的，只是一间低矮的房子，雨天漏水的屋
顶，羞于示人的家。

撇开街道旁的房子，用诗意的情绪继续走在这条街道
上。“她的气味也是粉红色的”，通感是街道上的点
缀；“只是一所寂静如雪的房子，一个自己归去的空间，洁
净如同诗笔未落的纸”，比喻落得满地诗意。那里的世界，
似酸涩的柠檬被语言抹上了蜜，溢满了甜。“这些卑微的人，
上帝很忙，没空照看他们，让他们在人间一再摔倒”，从中
却透露出了主人公无限的坚强。“你永远不能拥有太多的天



空。你可以在天空下睡去，醒来又沉醉。在你忧伤的时候，
天空会给你安慰。可是忧伤太多，天空不够。蝴蝶也不够，
花儿也不够。大多数美的东西都不够。于是，我们取我们所
能取，好好地享用。”或许在某天仰望天空的时刻，会想起
这句话，感怀忧伤。

继续前行，继续芒果街里的童话。这是一条孩童般的街，它
的情绪底色是“等待”。在紧闭的房子里，等待大门打开，
柔和的阳光照进来，照亮了屋子里的一切，包括灵魂。用孩
子的眼光打量，透析，欣赏，接受这里。“一双妖娆的大人
穿的鞋子，或是一个可以自由玩耍的公园，可以彼此全心拥
有的小伙伴，一辆合骑的自行车，男孩无意的凝眸，一朵胖
乎乎的云彩。这些零碎的光斑，悉心地照亮了她的童年。”
街道上是明媚的，快乐的，美好的。没有现实的压抑感，却
是满怀的轻松与愉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芒果街，我们是在路上，还是已经走到了
尽头……

街头的自语读后感篇四

《芒果街上的小屋》凭借着它那芒果色的封面俘获了我的心。
书上只有三种颜色，黑色、白色和芒果色。插画上少女的清
澈眼神，带着几分惶恐，几分坚强；黑猫睁着神秘的双眼，
印花的窗帘与桌椅无处不在；长长的影子拖到画面之外，还
有那芒果色里无处不在的孤单与疼痛，即使不读文字，也已
是醉了。

买这本书的时候，恰逢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丝为宣传新书
来杭后不久，《都市快报》上详细介绍了她的作品。我记得
当时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一本无论从
哪里开始读都不突兀的书，无论你是读一章，还是几章，都
会是一种享受。读《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感觉，就像品味一
盒巧克力，单章的味道是甜美的，但手总是不自觉地翻了一



页又一页，对下一颗巧克力充满了期待。而德拉·希斯内罗
丝也从未令我失望，可以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处处是惊
喜。

书中叙述者的名字是“埃斯佩朗莎”，是英语中的“希望”，
西班牙语中的“哀伤、等待”。这个名字里带着“一种泥泞
的色彩”的小女孩，带着我们走进芒果街，走进她青涩的岁
月。

埃斯佩朗莎一家六口搬了好多次家，这次住在芝加哥拉美社
区芒果街。爸爸手握彩票，妈妈讲睡前故事时总向孩子们说，
有一天，他们会搬进一所像电视上一样的房子，尽管他们住
的房子“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像是在屏着呼吸”。

所以，当她在旧货店看到音乐盒，她“不知道为什么，不得
不背过身去，装做不是那么在意那个盒子”，免得妹妹看到
她有多傻，这种感觉，只要经历这段漫长的青春岁月的人，
一定会有共鸣。我每每读到这里时，总感觉有一把大锤狠狠
敲了我的大脑一下，我想到的是：天哪！那么复杂的情感，
桑德拉有多天才，如此完美地使之跃然纸上。

虽然我不是很能理解在家吃午餐和在学校餐厅吃的区别，也
许在餐厅吃午餐在小埃斯佩朗莎的心中有特殊的意义吧吧，
但看到管事嬷嬷居然连这个权利也要对小埃斯佩朗莎审查再
三，最后告诉她“只是今天”，小埃斯佩朗莎因此浪费了许
多时间，只能边哭边吃油腻的面包和冷掉的米饭，想来每个
读者都有一阵心酸感吧。

小埃斯佩朗莎在小表弟的洗礼晚会上局促不安，只因为她套
了双旧凉鞋，“配身上的衣服显得好笨”，直到拿乔叔叔对
她说：“你是这里最漂亮的姑娘。”埃斯佩朗莎才鼓起勇气
走进舞池，最后甚至忘记了自己穿的只是很平常的鞋子。也
许没有相同的经历，但那份小小的虚荣心与爱美心，全天下
的女孩子总是相似的。



还有许许多多年少时光复杂的感情，在桑德拉如诗般的语句
中娓娓道来，像在初阳中闪烁光芒的露珠，像是天空中的流
云，像是教堂里染上了琉璃色彩唱诗班的歌声，细腻而自然。

埃斯佩朗莎和芒果街上的孩子和大人碰撞着，她用青涩的目
光去触碰这些拉美移民的眼泪和欢笑，梦想和坚持，她渐渐
地长大了。走过这座“不可以指给别人看”的房子，告别白
人朋友凯茜的好多好多好多的猫，闲置了那辆三人合骑的自
行车，路过住了一家波多黎名人的地下室，跳下那辆路易表
兄偷来的黄色凯迪拉克，偷穿过不明来历的高跟鞋，吞下没
有肉的米饭三明治，踢掉蹋跟的旧鞋，安慰过在黑暗里醒来
的疲惫的爸爸，摘下大得像火星上的花儿一样的向日葵，扔
掉印有玫瑰的亚麻地毡。看着四棵细瘦的树，埃斯佩朗莎说，
有一天我会离开。埃斯佩朗莎怀揣着她的诗、书以及一个关
于房子的梦想离开了芒果街，但她永远是芒果街的人。她不
能忘记她知道的事情，不能忘记她是谁。《芒果街上的小屋》
是一本最终目的为了探讨“恐外”氛围、族裔问题的作品，
但我只对这段少女时代的最后光阴情有独钟。

也正是在这段时光里，芒果街不仅仅只是一条街了。

莫言的少年时光，是在高密度过的，那里有述说各种神鬼故
事的说书人，槐树上红锈斑斑的铁钟，枣核大的荧火虫，数
不尽的高粱玉米。这一切，滋养了少年的灵魂，他把这一切
拼成了自己的文字王国，每一片庄稼、每一只虫豸，每一条
河流，都被赋予了那片土地的气息。甚至连莫言自己，也朴
实谦逊得像那片土地。

沈从文的少年时光，是在湘西度过的。那里有温柔的河流，
清凉的山风，静谧的渡船，水边的竹楼上，又是哪家小姐的
笑声惊起了一滩鸥鹭。他提笔写下了这淳朴自然的世外桃源，
而他自己，也早已被湘西清澈的流水浸润成了一块古朴的玉
石，谦谦公子，温润如玉。



萧红的少年时光，是在呼兰河畔度过的。那里有祖父的后花
园，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报庙
会，还有艰辛的冯歪嘴子一家，那跃然纸上的风土人情，总
透着一阵北方的河流边特有的清冷意味。连《呼兰河传》也
鲜见几个暖洋洋的故事，或者说萧红的一生，也一直一直被
这寒风吹彻了。

北京之于老舍，绍兴之于鲁迅，波兰之于肖邦，约克纳帕塔
法之于福克纳……少年时光不同于童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天
真莽撞，也不同于青年时光的壮志酬情、朝气蓬勃。少年时
光是青苹果，酸涩中暗含着一丝甜意。我们是懵懂的小兽，
这个庞大的世界怪兽；我们开始渐渐了解大人的世界，可又
试探着依然脱不去一身稚气；我们做着天马行空的幻想，却
对现状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弃；我们犯着中二，但告诉自己那
是最初的梦想；我们变得无比敏感，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令人
疑神疑鬼。少年时光像巨大的、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是眩目
的。少年时光里的我们，如同天上的云彩，变幻无穷。每一
束阳光、每一声鹤鸣，都会或深或浅地在未来的人生里打下
烙印，埋好伏笔。

埃斯佩朗莎的少年时光，是在芒果街度过的。那里有四棵细
瘦的树，“它们是唯一懂得我的，我是惟一懂得它们的。”
埃斯佩朗莎如是说，“当我太悲伤太瘦弱无法坚持再坚持的
时候，当我如此渺小却要对抗这么多砖块的时候，我就会看
看树。”诚然，芒果街给埃斯佩朗莎更多的贫穷、等级观念、
羞愧和一丢丢与朋友苦中作乐的幸福，但这四棵细瘦的
树——芒果街唯一的必不可缺的四棵树——给予了这个女孩
最终离开芒果街的勇气和信心。

上帝也许暂时忘记了芒果街，但幸好上帝没忘了给这个街区
四棵树。所以在埃斯佩朗莎的少年时光，不仅仅有着每个少
女都曾有的惶恐、期待、青涩，更充满了那四棵树带来的深
刻思悟。



因为芒果街，她的少年时光沾惹了贫穷的痛苦；因为芒果街，
这个蹦蹦跳跳的女孩离开了芒果街去拥抱新生活的喜悦。

少年时光激起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终究伴着梅子黄时雨
永远地锁在芒果街上了。

一人一条芒果街。在我们的记忆里，总有那么几个像芒果街
一样的地标，它们在我们的少年时光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
色。这些地标像是一个个巨大的容器，沉默地矗立着，藏着
我们那回不去的少年时光。

晏小山梦后才知楼台高锁，而我们，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芒果街人去楼空，乃至轰然倒下。几
天前，我走过市心路，二号线的地铁站口已见雏形，记得几
天前或是几个月之前，这里还一直在加紧建设，忽然间就造
好了。这里曾经是一家电影院，是萧山较古老的电影院。我
还记得一年级全校组织学生来这里欢庆六一儿童节，妈妈还
特地带我去梳了漂亮的发型；三四年级来这里观看电影，帅
帅的班长嘀咕着说他已经看过一遍了；五六年级的“班班有
歌声”比赛也在这里举行，还记得当时唱了《大中国》和
《二十年后再相见》，同学们还拍了不少照片。可是，二十
年后怎么相见呢，连小学也已经和另一家小学合并了，如今
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曾经抓过蜗牛的花坛杂草丛生，玩过
捉迷藏的角落布满了灰尘，再也不会有人在这里在圣诞节把
教室装扮一新，再也不会有人在这里为了跳个长绳不辞辛劳
团结一心。再也不会有了。终究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埃斯佩朗莎离开了她的芒果街，从她拖着吱啦吱啦响的旅行
箱的那一刻起，从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的那一刻起，
从她向那四棵细瘦的树告别的那一刻起，她的芒果街就彻底
消失了。即使等她拥有了“只是一所寂静如雪的房子，一个
自己归去的空间，洁净如同练笔未落的纸”，再为了那些她
留在身后的无法出去的人回来，芒果街早已消亡。我们的少
年时光里的那些东西，自从我们从青芒果变成了熟芒果，就



不复存在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无可
奈何看花落去，只得在脑海里搜寻打捞那些久远的记忆。

一人一条芒果街。芒果街承载着我们的回忆。黑格尔言，回
忆是实体的最高形式，那么，实体渐渐消失之际，回忆便渐
渐开始了丰满。老旧电影院、我的小学以及更多人心中的那
条芒果街，在时间的长河里，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而这白衣
苍狗的世事，也许正是要告诉我们，少年时光就这样离开了。
但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活在我的身体里。承认或者不承认，
美好、青涩的那段时光，总将开败。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
怀揣着从那些房子、那些树上领悟的智慧和梦想，踏踏实实
地走下去。把那些更高形式的回忆，放在脑海里，始终记住：
你永远是芒果街的人，你不能忘记你知道的事情，你不能忘
记你是谁。这些话，早已深深刻入我的骨血之中。

一人一条芒果街，在地图上，也在心田里。那里承载了少年
时光的快乐和困窘、观察和思悟、幻想和伤痛。总有一日，
芒果街会塌败，可我们心中的芒果街，将永远屹立不倒。

夜深忽梦少年事，芒果街头谁在笑。

街头的自语读后感篇五

"我们先前不住芒果街。先前我们住鲁米斯的三楼，再先前，
我们住吉勒……"开篇那近乎透明的语句直接把我们带进了科
尔德罗们的生活。

此外，文章令人拍手称奇的想象力也是不得不提的，书中没
有什么赘词，每个词句的出现，都是那么精准有力："窗户小
得让你觉得它在屏着呼吸"、"野草多得像眯眼睛的星星"……
书中处处充满了这样诱人的比喻，的的确确是诗意盎然的童
话王国。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像"芒果街"这样一个被我们留在身后的
地方。它遥远但真实。在那里有我们的伙伴，房子，花草树
木以及它特有的"规则"。正是这些以前我们想要急切地抛在
身后的东西塑造了我们，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与过
去是密不可分的。这本书就透露出这中观点。而且作者还爱
着那个"芒果街"。这些使我回顾过去，看到是什么成就了我。
而且明白将来的路该怎样去走。

全文是用近似小孩子口气描述的，但所包含的内容却不是一
个稚气的小孩子能承受的，手法相当含蓄，像一杯蒙上白布
的灌满水的玻璃杯，感觉透明，又适宜。

有时作者会婉转表达对生命的依赖，在这里你可以知道一个
小孩的瑕想，一个孩子对生活的态度，一个孩子的悲悯之心，
她的认真，心思和感悟毫不吝惜的表现，在生活、社会及生
命中，孩子的思想，大人往往是不会理解的，大人就是解释
不了孩子的`思想。

像其他美国小说一样，主人公独立、坚强、又是个充满矛盾
的人，实际上她还是个孩子，生于墨西哥的"我"，还没看透
那里的亲切的黄棕色皮肤的人，吃够当地的土特产，就被父
母带到了美洲，仓促地让"我"感到"一战"中犹太人的处境。
接下来，顺理成章，"我"移民到了美国，陌生的空气，陌生
的大陆还有似友非友的大流士，但似乎很笨，移民给"我"的
也是矛盾，无论是卢佩婶婶变成已成为过去的黑白照片，尽
管她在照片上看上去很漂亮。

《芒果街上的小屋》就是这样一本"文字简洁"的书，她的文
字是那样的纯粹，纯粹的向北京的春天。那是一种只能飘在
几朵云朵，躺在几片湖泊，挂在几滴露珠的文字。

生活就是这样让人费解，它能让一群人找到语言，又让只一
群人述失，不过它确妙极了，它试图让一个人处于边缘，但
他身后就是空地，但他不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