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围城读后感(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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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围城读后感篇一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一句简单的法
国谚语就说出了钱钟书想要表达的主题。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看过《围城》，但是当时也仅仅是走马观
花地看了一下情节就放下不看了。记得那个时候语文课本上
有一段《边城》的选段，讲边城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记
忆犹新。他说：“在20_年左右的一年，《边城》被评为中国
最受欢迎的汉语小说，《围城》排名第二;而在亚洲，《围城》
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汉语小说，《边城》排名第二。”当时我
一下子想到了这其中的简单原因——《围城》在国外的受欢
迎程度要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看钱钟书的文章，尤其不喜欢长
时间看。因为总觉得看看的书特别地耗费脑力!就像《围城》，
很多时候我得在他那巧妙的比喻中先停顿一下才能够继续前
行。于是，断断续续地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才第二次把这本
书给看完。

《围城》的爱好者应该不止是一类人吧!我觉得从青年到中年
甚至老年都有其爱好的理由。青年嘛，正值恋爱的时节，正
好有着看这书中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心态。中年人嘛，自己的
家庭刚刚运营没有多么长的时间，有时候看看这书中的家庭
中曲折逗人又有点合乎情理的故事还是很值得他们深思一下，
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的。至于老年人嘛，老夫老妻们似乎最



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年轻一代的爱情生活与家庭生
活了，他们是资格最老的观众。

看书的时候有时候也能够看得我有点纠结。为什么纠结呢?很
简单，一个围城的故事似乎又让我觉得爱情与婚姻是一个不
好接触的区域。尽管，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以及国外那些童话
传达给我们很多令人向往的爱情故事，可是，这些美好的故
事比起那种《围城》中的纠结故事来说的话又似乎是地税之
余沧海了。有时候真害怕自己将来会成为那大海中悲催的一
滴苦水。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而我，暂时站在城
门口观看

围城读后感篇二

这本书大概是我用了最长时间读完的一本书了，因为每天读
书的时间都在来回通勤的地铁上，也因为这本书需要一点一
点慢慢的读。不像是以前读的推理悬疑的小说，爽就得了。

在读这本书之前，一直都只闻其名，不知其所以然。觉得围
城大概就是真的如名字一样，有的人在城里生活，有的人在
城外生活，两波人在相互羡慕着。实际上精神世界上的围城，
尤其是一个人的脑海里的围城，更叫人纠结。

我认为之所以有围城，其实就是人们总是想太多。自从工作
以来，不知道是产品经理这个职业对我的影响还是本身就是
一个纠结的人。在做一件事在想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会优先考
虑，如果***了，该怎么办？这种的如果全部都是坏的事情，
有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开始考虑到了最坏的结
果，而最坏的结果一旦出现在自己的脑海，就会想的很多，
越想越烦恼。但是事实上，真的出现这种坏结果可能性高吗？
不高，可能就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零点几的可能。而且还
有可能在我们做事的过程中，可能性降到更低。想太多究竟



是好还是坏？我认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太多以后的执
行力。当你已经想清楚了好的结果，坏的结果，那就去做吧。
不要因为还没有做，就被坏的结果给吓住唬住。在做呢过程
中，就更不要去想坏的结果，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坏的结
果。

这本书里起初我还是比较讨厌辛楣这个人，大概是因为他和
主角抢老婆吧。但是越到后来就越喜欢这个人。辛楣就是那
种爱人爱到痛彻心扉，恨人恨到咬牙，对朋友豪爽干脆。而
且辛楣这个人的情商极高，在一群人去往三闾大学的时候，
辛楣这个人知道其他两个人身上盘缠不多，所以就决定以后
吃饭的时候让其他两人来选择，而不是在大手大脚的花钱。
真正的情商高是从对方的角度来替对方考虑事情。

如果说辛楣这个人是社会上比较完美的男子，那么鸿渐这个
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鸿渐
一些影子，平凡普通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这本书读的之所
以有一些慢，因为读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把书中的人物套
在自己身上，有一些场景还真的是非常像。唐姑娘应该是鸿
渐最喜欢的一个女人了吧，但是唐姑娘耗尽了鸿渐的荷尔蒙，
鸿渐最后也表现的歇斯底里，甚至有种报复的快感，可见鸿
渐还是一个脾气很倔强的人。如果鸿渐和唐姑娘在一起了，
不知道最后的这段感情是不是平等的。但是我还是很乐意看
到这种场景，都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总觉得幸福的爱情或者是说两个人最合适的相处模式，就是
哪怕你和对方坐在一起，什么话都不说，也不会觉得不尴尬。
因为她就坐在你身边。而且一段好的爱情绝对不是靠某个人
对某个人特别好来维持的，是靠吸引，你可能有吸引我的能
力，我也有你羡慕的地方。这样慢慢相处下去才会越来越被
对方吸引。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围城读后感篇三

这两天刚看完《围城》这本书，故事的更概是这样的，主人
公方鸿渐在回国的船上与同船的.鲍小姐有些青睐，初尝了爱
情的滋味，但却有另一位大家闺秀苏文执小姐对他有了好感。
回国后，他通过苏认识了她的表妹唐晓芙，不想方却对这位
唐小姐产生了好感，但由于某种原因，两人的感情也并没能
长久。

后来经过好友赵辛楣引荐，同去三闾大学任教，同行时又认
识了孙柔嘉小姐，俩人也不过是普通朋友，可最终走到了一
起，不过他俩的感情实在糟糕透顶。书的作者钱钟书先生说
这本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语言
平淡无奇，所写之事也只是人间的是是非非。不过书中却始
终贯彻了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婚姻感情犹如围城，城外的
人想进去，城中的人想出来”，这也许是作者的得意之处吧。

围城读后感篇四

《围城》创作于1944年，1946年，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
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
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书中充满苦涩的笑，
无奈的自己欺骗。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
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怅然若失的往事。因
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
剧。

小说描写了19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爱情、家
庭。小说从方鸿渐留学回国的船上写起，接着以妙趣横生的
笔调叙述了回国后的几位上层青年的社交生活，穿插方鸿渐、
赵辛楣、苏文纨、唐晓芙之间的感情纠葛。然后是方赵的恋
爱双双失败，结伴去湖南内地三闾大学艰难曲折的旅程，学
校内的勾心斗角，最后方鸿渐与孙柔嘉结婚并发生矛盾吵架
直至动武。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
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书中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情纠葛，每每因
自己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
心计的孙柔嘉的婚姻陷阱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这座感
情围城，曾经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而
在三闾大学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这里面充斥着尔虞我诈、
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方鸿渐
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面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
思想，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
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
的大手掌控着。本就无才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
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爱情陷阱，
事业低谷。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
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
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除了方
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
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
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总而
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
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
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有的人干一行爱
一行，富有敬业精神，有的人频频跳槽，也难觅如意的工作，
他们厌烦本职工作，老是觉得别人的工作如何如何好，吃着
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换了新的工作后发觉不是想象中的那么
如意，想起原来工作的种种好处。只恨世上没有后悔药卖，
时光不能倒流。

《围城》里的很多的事情，就像是发生在身边；人物的心情，
就像是从自己记忆中掏出来的东西，贴切的让人吃惊！仿佛
去看心理病的人被人一下子戳中了心事一样，有几分不可思



议，又有几分难堪，却还有几分爽快。对《围城》这本书，
我也在边读边寻找这些虚构人物身上的真实人物的影子。那
些人物是那么贴切和生动，栩栩如生，让我觉得似乎一些角
色就是我的一些身边的熟人。其实我想凡人总是可以从这些
小人物的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

你看《围城》中，谈话、吃饭、交友、恋爱、工作、家庭，
全是生活中种种细节，极其普通的琐事，然而正是在这些琐
事中，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一个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
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呈现在读者眼前，是那样生动，艳
活和逼真。方鸿渐的虚伪，赵辛楣的坦白，褚慎明的爱面子，
苏文纨的媚俗，唐晓芙的纯真，孙柔嘉的狡黠，都一跃纸上，
让人又爱又恨。老处女范懿年华老去却乏人问津，一心想汪
太太帮他做媒，却又装腔作势，故作矜持。一见到赵辛楣就
原形毕露，“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华围在里
面，说话密切泼水不入”，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
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
会儿说桥太窄，让赵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
让赵辛楣陪她回去取。又有幽默，又有讽刺色彩，妙哉！第
三章写几个知识分子的聚会就更加叫绝了。赵辛楣一心想灌
醉方鸿渐以泄爱人被夺之恨，谁知苏文纨对方鸿渐的关怀更
教他醋上心头，褚慎明和方鸿渐在席上互相鄙视，相互拆台，
褚慎明看到方鸿渐酒醉后呕吐，故意嫌恶的捂着鼻子，心生
一种幸灾乐祸和解脱的快感，“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
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丑
陋灵魂，通过心理战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
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围城读后感篇五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
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
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
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然若失。



确实，我们的生活中“围城”随处可见。不仅仅是恋爱婚姻、
工作事业，还有学习生活、交友处世，无一不有一个“城”
把我们“围”着。

作者用幽默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巧妙的比喻，站在一定高
度俯看人生，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虚荣。如：“夜仿佛纸浸
了油，变成半透明体了，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
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
红”、“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
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苏小
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
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又如：“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
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人
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
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
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一个人的'缺点正
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
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
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围城读后感篇六

《围城》这部小说，从高中开始到现在，我已经读了四遍了，
每一次读完，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理解，《围城》读后
感1300字。书中把主人公方鸿渐的婚姻选择比作是围城，他
没进去前却拼命想进去，进去了就想出来，告诉我们婚姻也
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乎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
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书中那句"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
的人想进来"的经典名言让人回味悠长。书中揭示了生活的"
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
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希望与失
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重温这篇小说，我有了新的
感悟:觉得人生的追求不仅仅只在于结果，追求成功的过程也
许比结果更为重要。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围城"，有的人干一行爱一行，脚踏
实地，坚持到底;有的人却频繁跳槽，浅尝辄止，做事没有耐
心，总觉得别人的工作如何好，收入如何高，换了新的工作、
从事了新的事业，却又觉得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最后悔恨
不已。其实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
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城市的颜色。不想着努
力奋斗，老想突出自己心中的那座"围城"，有时会发现出去
了未必就好，正如文中所写"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
来"。

在网络上或生活周围我也时常发现，有人经常抱怨别人运气
多好，认为自己的工作岗位来钱不快，看着别人生活富裕，
心里十分难过，恨不得立马辞职跳槽去捞一把;有人认为踏踏
实实做人做事是窝囊、没出息的表现，通过投机取巧，甚至
违法犯罪的手段才能获得更大成功;有人认为靠努力奋斗太艰
辛，做生意才能一夜暴富，等到真的逃出去了才知道下海经
商也并不容易，风险大，竞争激烈,其实很多人的成功是自身
奋斗和运气相结合的成果，只看到别人的成绩，看不到别人
的辛苦努力，老想冲出被自己理想化了的"围城"，好高骛远，
是无法获得成功的。

有积极向上、敢为人先的事业心是可取的，但成功不仅要看
结果，更要看过程，一时的投机取巧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成
功，但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精神更加伟大，奋斗是永恒的
话题，是社会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衡量成功不能只局限于
金钱和物质层面，更要看是否取得了进步，是否有利于社会
发展和为整个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当今社会上流传着"一切
向钱看"的不良思想，误导很多人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只看是否
可以赚钱，事业是否成功只看赚到了钱没有。这种思想是很
狭隘的，它让很多人围绕金钱和财富，进入了追逐物质成功
的"围城"，甚至扭曲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酿成苦果。



围城读后感篇七

或许你我曾未经历过这样情境，但是读过之后，我们会为此
震撼。

不是无力冲破，只是在尝试之前，自己就被自己说服了，那
样的容易妥协，妥协给自己的懦弱。钱老的力作，方鸿渐这
个弱弱的doctor方，又或那一时期与方鸿渐类似的留洋纨绔
子弟。"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在人物的思想，语言，以及
心理上有细致的描写。从回国到定居，从船上到陆地，从单
身到结婚，从城外到城内，从想冲进城内到想逃到城外。有
过偷偷的欢喜，有过懊恼的悔意，那是怎样的纠结，怎样的
徘徊。是鲍小姐的诱人，是苏文纨的芳心自许，是唐晓芙的
美丽可人，到最后孙柔嘉的不谙人事抑或深藏不露。故事的
主人公经历了那样多，是欢是喜，是幸是悲，已经不为人所
道。给我们留下的是那未把答案公布的习题，是住在城里呢，
还是不顾一切冲出去呢?或许这不仅是一道习题而已，或许这
是我们要用一生来解答的一道人生的题目。还是一路走，一
路慢慢体会吧。

看名著的起始总会有那么点的厌倦，这就是缺乏那么点的文
学素养吧。在其中会有些迷茫，但在故事里可以学到的是很
多的，做人，做事，做好人，做好事，做所谓的令人景仰的
人，做所谓的令人称赞的事。不管其中掺杂的是人性的丑陋，
或是处事的圆滑，又或是那一缕缕扯不清的交际线，一切都
是那样的耐人寻味，让人却步呀，这个大大的染缸，究竟会
将跳进去的人染成什么颜色呢?没啥大不了，也就是我们变成
我们以前不熟悉的颜色。哈，或许吧，世界不是静止的，人
不是不变的，这是我相信的。在这世界，影响到我们的东西
多不胜数，是距离隔离了心灵的彼此召唤，是人世的变迁沧
桑了彼此的情感，是人情和事故让彼此远离，是我们在不觉
之中淡去了以前童真，在人流之中丢失了以前所忠守的航标。
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在留学时的随遇而安，如果不是在虚荣
的驱使下从爱尔兰人手中接过那假的博士凭证，如果不是一



时的兴起，如果不是轻易地随波逐流，如果不是那样的种种，
又怎会是现在的种种呢?谁又真正晓得呢?依然记得那个下雨
天，依然记得雨中的菩萨那样坦诚地说，无人渡，还是自渡
吧。在围城之中，依旧是自助吧。

依然是那样的结语，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

围城读后感篇八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三国。”之前我是不相信这句话的。
既然是名著，是众多人推荐的，为什么还要在不同的年龄去
读呢？所以，在我16、17岁时，在那个还不懂情爱的年纪里，
在阳光绚烂的夏日，我读了《红楼梦》、读了《红与黑》、
读了《安娜卡列宁娜》、读了川端康成等等，读完后，我还
狂妄地评价所谓名著也不过如此，只是一群男男女女在谈着
不知所云的恋爱。现如今再谈起那些书对我的影响，也只过
是记得一堆书名罢了。

在初中就读过《傲慢与偏见》，但只是当成言情小说来读，
只记得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了，“灰姑娘”伊丽莎白成为了豪
门太太，结局皆大欢喜。工作后再重读《prideandprejudice》,
我才稍稍读懂一些简和宾利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才对达西
傲慢的举止多了一些了解。也突然理解了“少不读红楼，老
不读三国”的原因。当你的人生阅历没有达到那个层次的时
候，你是不会理解和认同书中的观点，更不会从书中有所收
获。

很早之前就被推荐过《围城》这本书，但至从拥有了自己的
手机，就很少真正静下心来读过一本书了，一直都没有去碰
这本书。工作后的第一个寒假，突然对爱情和婚姻产生了一
些疑问，就找了很多爱情和婚姻方面的书籍，《围城》这本
书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我的书单。



读《围城》的第一章时，我就被钱钟书先生的文笔倾倒，好
犀利的文笔啊，短短几句描写，就将苏小姐的心理刻画地淋
漓尽致。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高情商的人就是那些
作家，他们能将人世间种种形态的人的心理都能琢磨地透彻，
并于文字间表达出来。

《围城》这本书有一种魔力能让你抛弃你的手机，一口气将
这本书读完，也能让你想再读第二遍。

能在23、24岁这个对爱情和婚姻好奇的年纪读《围城》，这
是我的幸运。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在之前，我一直在
好奇。网络上的许许多多的信息让我觉得婚姻就是爱情的延
续，而爱情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只有彼此的高贵事物。一
切都是美好的，爱情和婚姻都是美好。在《围城》这本书里，
我看到了爱情和婚姻的另外一面。有时你以为的爱情，可能
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婚姻更可能只是两个不讨厌彼此的人
的互相结合。而这种不美好恰恰是很多人的真实生活，即使
是接受最先进观念的人也不能避免这种俗气。

很喜欢书中的一句话“不见了好久的朋友，在我们的心目里，
还是当年的风采，尽管我们已经老了。”虽然我还未老，但
对于身边那些已经分离的朋友，他们在我的心中，仍旧还是
学生时代青涩的模样。

有关于围城的读后感

《围城》中的文化“围城”探析

《围城》中女人追逐男人的文化论文

解读《围城》中的女性知识分子

长城读后感



《鞋》读后感

担当读后感

母慈子孝读后感

围城读后感篇九

印象中，好象有人说:“《围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
说！”，《围城》读后感作文。对于什么是小说，怎样称得
上是小说，我不敢置喙？被誉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卡夫卡，
在他的《变形记》开头就是“一天早上，格里高从不安的梦
中醒来，发现自已在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小说，原
来还可以这样写！

再往深一层想，也许这句许真的说对了，说《围城》是一本
小说，倒不如说是一本充满睿智的书更适合。小说，一般都
是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思想，可并不是
所有的小说都能给人启迪，能让读者省视自已的灵魂。但
《围城》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人性的种种美和丑！“什么
都有”，就算不能等同包罗万有，但至少是能反映出人生百
态。我真的很惊诧，惊诧于作者有这种洞若观火的本事，对
人性的理解，人情百态的观察，细腻和深刻得让人难以致信，
读后感《《围城》读后感作文》。《围城》全都是生活中种
种细节，极其普通的琐事，然而正是在这些琐事中，在这些
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一个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一个个活灵
活现的人物，呈现在读者眼前，是那样生动和逼真。文中对
当时社会环境的着笔很少，所谓的历史容量，时代风云只是
点到为止，一笔带过，我却觉得这正是本书的成功处，因为
它不以特定社会下的典型人物为目的，而是反映共同的人性、
生活世态。我敢说，象方鸿渐的不学无术，董斜川的附庸风
雅，曹元朗的庸俗无聊，褚慎明的欺世盗名，孙柔嘉的胸府
心计，鲍小姐的轻浮肤浅，李梅亭的厚颜无耻，高松年的老
谋心，这一类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至于“文



化沙龙”的无聊，三闾路上的奇闻逸事，学校里的人情世故，
上海滩上的稻梁谋，大家庭内的口舌是非，无不这样真实，
又这般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