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围城读后感悟(大全8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好的心得感
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以
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围城读后感悟篇一

第一次看《围城》，是好多几年前的事，听说这书有名，于
是就读，除了觉得作者爱用幽默有趣的比喻，印象不深。近
日再读，越读越觉有味道，犹喜欢“导读”上一段文字，觉
得说出了自已的感受，也是对《围城》最好的概括和定
位：“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说点，是本睿智的书，因为
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在哈哈大
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者何以竟
能做到这一步。”

所以我个人觉得《围城》比《官场显形记》《儒林外史》等
讽刺遣责小说更进一步，就在于前者有固定的社会背景，离
了这个社会背景，人物意义就大打折扣。

“好书不允诺廉价的幸福。”

那么《围城》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围城》常被看作
关系婚姻问题，所谓“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冲进
来”，其实不止钱钟书先生把在方渐鸿的经历和其他人的小
故事来用来借喻自己的想法。

那我来剖析一下书中人方鸿渐。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
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



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方鸿渐是有点虚荣的，有点玩世
不恭的，但是，他又并不像辛楣一样有真才实学，也不像韩
学愈等人一样完全昧着良心。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
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城”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
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
假如方鸿渐玩世能够彻底点那也好，可是他没有像韩学愈一
样将他的假*凭发扬光大。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
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
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
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
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
玩世态度。苏文纨在归国的轮船上就表现出对方的爱慕了。
可是方并没有表达什么。到后来鸿渐的博士学位闹笑话之时，
本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苏文纨一点就会破。苏
博士不点破，这摆明白了，是因为爱。可是方鸿渐还一头栽
下去，当起了一个爱慕苏小姐的角色，与赵辛楣争风吃醋，
这都不无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以为玩世无所谓，但却不知道
是他自己破坏了自己与唐小姐本应美好的感情，流落到三闾
大学里去。与孙小姐完婚一起到上海打工后，他是被生活所
迫，才抛弃了玩世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撒谎往往是兴奋
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
一个人身心愉快，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
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
谎话都讲不好的。

也许从第一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
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

他层层深陷，却又浑然不知。



人的悲剧往往是由自己未能防微杜渐让造成的。

围城读后感悟篇二

《围城》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这次读完以后，对这本书又
有了些新的认识。

有的报道说，方鸿渐就是作者的化身，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作
者的博士单位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典
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
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
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
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
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
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
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
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
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
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
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
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
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
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
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
希望自己能够使家翁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
道德。

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
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
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
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

围城读后感悟篇三

很惭愧现在才开始读书，也正是这个年龄才开始在读书的时
候进行思考。

在此之前，一直以为《围城》是讲婚姻的，读罢才发觉，它
讲的是人生。

方鸿渐作为留洋硕士，回国后本应该有一番作为，和兄弟赵
辛楣谈天说地时也觉得很有思想，与一同去往三闾大学的另
外二人相比，也是不落俗套，可到最后偏偏他混的最惨，读
到最后，这样的结果让我不停地反思，到底时什么原因造成
了这样的结局？工作没了，感情也没有维护好。如果当初他
与苏文绔在一起了，还会时这个结局吗？如果他和唐小姐在
一起了，感情上会得到慰藉吗？如果当初拿了博士文凭回来，
命运会因此改变吗？然而，人生没有如果，走过的路不会退
回，错过的事无法弥补。

在我看来，方鸿渐即使有了上述的假设也不一定会过的美满。
首先，一直在外留学导致他不谙世事，看事情不够通透，不
会变通，这一点和赵辛楣相比，相差太远，虽然同行的另外
两人过于庸俗，但在这人情世故中不至于被当作靶子。其次，
方性格上不够坚定，甚至有些懦弱，几段感情中能够体现出
来，而且他没有自己的看法，容易受他人影响，这也正是孙
柔嘉处心积虑嫁给他的原因吧，她能降得住他。最重要的一
点，方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即使在动荡的年代，
人也应该有上进心，应该奋斗的目标。这三点提醒我在生活
中，要避免这些坑，要保持独立不被外界左右，要有自己的
人生目标，并保持学习的状态，不要随波浊流。同时，对于
方和孙的婚姻也提醒我，即使两个人相爱，相处的时候也有
禁区，不能在吵架的时候口无遮拦、互相讽刺揭老底。婚姻



中要相互理解和体谅对方，多一些温暖，少一些刻薄；多一
些谦让和包容，少一些专横挑剔。最后相互鼓励、相互扶持，
一起为了家庭努力工作。

围城读后感悟篇四

五一回家，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本书回家，这本书是亲爱
的姐姐送给我的，一直没时间看。本以为这次还是不会有时
间看，结果火车上很无聊，是一个消遣的机会，终于还是看
完了。看后觉得写得挺不错。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理解更
加深刻，借此机会发表一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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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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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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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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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无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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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学生，婚姻并不是我应当去讨论的话题。《围城》无疑
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的生活。每个人从懂事的那天起
就开始追逐自己认为理想的爱情，当追到的时候又在为爱情
寻找一个理想的婚姻，而真正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其实生
活已经教给我们一个规律：婚姻是随机的！结婚就像围城，
有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当爱情被岁月侵蚀，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这时的爱情已经升华为亲情了。

作者以《围城》做书名，也许想告诉我们：不仅婚姻像围城，
人生、生活、职业等等更像围城。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兜圈子，
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找个笼子把自己关起来，过了不久却
发现那边的风景比这边更好，于是出了这个笼子进了那个笼
子。就这样不断的重复并乐此不疲。

围城，是婚姻，也是人生生活中的围城太多了……“婚姻就
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嗯，钱
钟书先生不愧为大师！

围城读后感悟篇五

《围城》事钱钟书老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本
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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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围城中的
方洪渐感觉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事事都顺和缺少原
则毫无主见，在爱情方面屡受制约于人，无用之人却也并不
惹人讨厌，也并非一无是处，本性善良还颇有几分小聪明，
还善于诡辩，又虚浮。但又不失可爱之处。用钱钟书本人所
说方鸿渐"你不讨厌可全无用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这



也可以说明方鸿渐这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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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主角方鸿渐是不管是在爱情还是事业上都面临着重重危
机，在事业上可以说是很失败的，更确切的说是相当的失败。
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不得已受岳丈大人的资助得以出国留
学，在留学期间知识长了还真的不少可全无用处，不得已买
来个来唬唬父亲大人与岳丈大人。没想到被苏文执识破，颜
面扫地，更丢人的是给同乡的那场演讲，笑料百出，令人唏
嘘不止。虽有空头博士却无真才实学，还靠岳丈大人给口饭
吃，但好景不长，因与岳丈大人与岳母大人不合而投身下岗
行列。但不思从头再来，而又顺其自然，毫无进去之心。还
是靠所谓的假想情敌赵辛梅才找到工作，而处处依靠赵辛梅
工作还是难保，在大学赵辛梅因寂寞难耐而做出出格事件，
狼狈而走后，方鸿渐也大势已去，不得不离开。还是赵辛梅
帮他在报馆找到工作。处处依靠赵辛梅，造成这样结果--是
自己不学无术造成的，事事都做不好空有浮夸；但还有强烈
的自尊心，这又不能当饭吃，更是加剧了冲突。

在爱情上自身的不自爱而产生一系列的感情纠葛。另一个是
处在的环境，对于当时的社会动乱不堪，自己还不顾暇，又
有几人为了爱情而背叛生活呢?也许现实生活中就只有像方鸿
渐愿意这样什么也不顾地追求那所谓的爱情，虽然背离了生
活但也有一种坚持也是好的，最起码是追求过自己想要的东
西再没有什么遗憾，也是幸福的。相反，那些考虑太多，追
求物质的生活过的很舒服，可注定这辈子心灵将是永远的沙
漠。

《围城》评论者们看法不一，有的说方鸿渐是一个被作者嘲
讽的对象，是一个中国是的多余人；是一个连牢骚也懒得发



的玩世不恭的懈怠；有的说他是被作者同情的对象，是时期
的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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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
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
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
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
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
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围城读后感悟篇六

看到方鸿渐、董斜川、苏小姐、赵辛楣、褚慎明五人聚餐，
之前苏小姐还没来，方鸿渐问褚慎明一个哲学问题，当时褚
慎明装聋作业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苏小姐到来，听董斜川侃
侃而谈大家兴致颇高。待董君讲完，褚慎明（也想在苏小姐
面前表现一下）迫不及待询问方鸿渐之间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方鸿渐被问的突然，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当然不是问题！褚
慎明自然记得，问他只是客套一下而已，表演怎么能还不没
开始就谢幕呢！然后褚慎明就“研究什么哲学问题”发表了
一段演讲。具体如下：这句话严格分析起来，有点毛病。哲
学家碰见问题，第一步研究问题：“这成不成问题，不成问
题的是假问题，不用解决。假使成问题呢，第二部研究解决：
相传的解决正确不正确，要不要修正。你的意思恐怕不是问
我研究什么问题，而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

平心而论，这段演讲还是比较专业的。客观的看待它，我会
给他鼓掌。他确实是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而且条
理清晰，思路严谨，表达的.很清楚但绝不累赘。可是从内心
深处我不能给他太高的评价，原因在于：他全程都是在刻意
的表演，为了表演而高谈阔论，而不是平心而论就事论事的
回答方鸿渐的问题！



再看在座四人对这段高谈阔论的表演的感受！方鸿渐惊奇，
董斜川厌倦，苏小姐迷惑，赵辛楣大声道：“妙，妙，分析
的真精细，了不得！了不得”。这简直就是个世界的缩影，
同样的一段演讲，四人有四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接下来简单
剖析一下这四人反应不同的原因。方鸿渐惊奇，其实最初方
鸿渐问这个问题不过是席间无话找话，不至于冷场，况且他
内心也不觉得褚君能耐有多大。

褚君专业是哲学，而方鸿渐自己也略微学习了一点哲学，想
着聊几句也不是问题！但是他没想到褚君竟然回答的如此专
业，所以多少是有点意料之外的讶异在里面。董斜川的厌倦
就比较好理解了，之前董君是主角，他的侃侃而谈调动了席
间气氛，大家都认真倾听并且表示很欣赏，然而，他的沾沾
自喜才刚开始还没达到高潮就被褚君抢了分头，当然讨厌他！
苏小姐迷惑，苏小姐完全不明白褚君是在给她表演，因为至
少目前她对褚君压根没想法，所以他不明白不就一个席间谈
话，褚君何故如此专业、较真呢！赵辛楣的赞赏我还不太理
解，还需继续往后看看才好谈论。

围城读后感悟篇七

人生万事如围城。从19xx年重版到现在，学者钱锺书惟一一
部长篇小说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热销:1980年11月首印13万册以
后，迄今总销量达398万册。更被改编为小说连播、电视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研究著作和论文也不计其数。不管是从销量
还是影响上来说，都是30年阅读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
知识分子小说的典范，影响了几代读者。

作者以?围城?做书名，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不仅婚姻像围城，
人生，生活，职业等等更像围城。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兜圈子，
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找个笼子把自己关起来，过了不久却
发现那边的.风景比这边跟好，于是出了这个笼子进了那个笼
子。就这样的不断重复并乐此不疲。



围城读后感悟篇八

这是作者描述的感情世界，但也是现实中会有的，听说一个
人一生中会遇见四个人，一个是喜欢自己，但自己不喜欢的，
一个是自己喜欢的，但不喜欢自己的，一个是相互喜欢但不
能走进婚姻的，最后一个就是自己并不多喜欢，但也不讨厌，
但是会陪自己走一生的，也是这个人陪自己终老。这样相互
喜欢的人，鸿渐是遇见了，辛楣没遇着，只是遇到这样的人
时，不知道两个人是否都足够成熟，成熟到能包容对方的一
切，能珍惜对方的.一切。于是，婚姻终究成了围城，没有恋
爱的基础，婚姻只是牢笼；有了婚姻的条件，又未必真能和
喜欢的人进这样的围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