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事城南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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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事城南读后感篇一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发出耀眼的光茫;一本好书，
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受益匪浅。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
本这样的书，它使我懂得很多道理，这本书旧事《城南旧
事》，作者是林海音，她以一个孩子的心态来记录她得童年
生活，在北京城南的一点一滴。

看完书后，古城的楼房、地上的落叶、各种老店的招牌，都
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读着《城南旧事》，我似乎走进了书里。看着英子在北京城
南度过的快乐时光。我见到了与英子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人物：
妞儿、秀贞、在草丛里的小偷、兰姨娘、德先叔，以及与英
子朝夕相处的宋妈和因病去世的父亲。这一切的人物，都与
英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筑成的。

当我读到英子和秀贞玩的时候，我真害怕秀贞会伤害英子。
当英子知道妞儿是秀贞的女儿的时候，她不仅帮她们母女重
逢，还把钻石表盒妈妈的金手镯送给她们当盘缠，让她们去
找妞儿的父亲。此刻，我感到震惊，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竟懂
得爱，懂得友谊，懂得给予。

看完这本书，我知道英子的童年很快乐，很精彩，因为她有
一颗纯真的心，正因为她拥有着一颗纯真的心，她得童年才
如此快乐。这才是真正的无忧无虑!



合上这本书，我的心里飘出一股淡淡的幽香，久久不能散去。

故事城南读后感篇二

读完《妞妞》这本书，我并没有如先前的预想：泪如雨下。
我是很平静地看完的。我很诧异。

自想这其间的缘由：也许是这个故事被太多的获悉，先前已
早有预防，因此对于其悲哀的画面早已提前感同身受，在当
真面对文字的时候，反而多了一份理性的感知；也许是自己
也曾经历过和死神搏斗，将父亲从他的魔爪中挣脱的过程，
我也看淡了些人间的生死离别；毕竟，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静静。深夜，看着这些折磨人的文
字和故事，真的知道，什么是这世界最美的东西：坦诚和真
情。无价的宝贝。

我合上书本，走到女儿床前，轻轻地躺下，抱着女儿，是这
样的富有和知足。我的宝贝，妈妈永远爱你！轻轻地抱紧她，
眼前浮现的是妞妞无神的眼珠和窗外她一生也没有看见的太
阳。顿时，我知道，对于孩子，我们对他们奢求得真的太多。
面对变形的教育体制，我们也相应的将这些变形的压力转载
给了稚嫩的肩膀。我们应该给予的爱心培养，习惯培养，做
人培养这些真正对他们一辈子受益的东西却抛得好远，昨天
带女儿和美国的朋友一起吃饭，一双儿女，从小在美国长大，
那份天真的眼神，正直的气魄令人羡慕。轻松有趣的学业更
是令人心疼，心疼我们的孩子在受着怎样的待遇。女儿还不
懂得这种比较下的不平和不满，但是看着她专心看课外书的
样子，心中还是微微一阵心酸，孩子是不懂得选择，只是在
既定的路上行走，而我无法给予她这份轻松，还时不时以考
试分数要挟。我自知这份矛盾，但是很无奈。这更增加了这
份心疼，因为我知道我无能为力，进而心疼又变成了内疚和
自责。

每个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是难以描述的，各有不同。对于



女儿，虽不会如有些母亲般成了生活的全部，但是肯定是我
生命中最为珍视、最能令我因她的喜怒而乐哀的人，是我柔
情肆意播撒的天地。又想到妞妞，一岁半就离开了人世，将
最稚嫩的声音，最喷香肉体，最单纯的神采，最天然的喜怒
留在了爱她的人的记忆中，这是多么残忍的滋味。

哲学思辨是能让人坚强的寻找活下去的理由的，也能找寻到
逝去的缘由。钦佩在这样的巨痛中，周老师仍能如此冷静客
观的分析自己的感情和心绪，真实的袒露自己的心路历
程。“对于男人来说，唯有父亲的称号是神圣的。一切世俗
的头衔都可以凭人力获取，而要成为父亲却必须仰仗神
力。”其实，做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必去羡慕别人，珍
惜自己的拥有。很难去真正同情别人，没有亲身感受，任何
同情都只是隔靴抓痒，只有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周遭，尽可能
不让别人有同情的机会。

故事城南读后感篇三

在语文课上，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对周国平的真实著作《妞
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之就读起了这本书，这是一本记
载妞妞的苦难和父亲的无奈。

首先从主人公妞妞说起，这个昙花一现的小生命，刚生下来
就被查出身患绝症，在父母的陪伴下，度过了短暂而又幸福
的人生。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但她还
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明亮的世界，在她短暂的一年里，只
在自己乌黑的小世界里寻找方向，这种感受相信我们是无法
体会的，她让我们有敬又哀。

我想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吧，原本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每
天过着无忧无滤、快乐精彩的童年。而不是独自一人承担病
魔的折磨和病痛，每天都生活在黑暗世界里，老天爷你为什
么这么的不公啊，我深深地为妞妞打抱不平，可是这样也于
事不补啊！并不能为她减少痛楚。可我们打心眼儿里敬佩你，



在我们心里你是最坚强乐观、懂事可爱的小妞妞，我们永远
都记得你。

但对于父亲，我感到十分悲痛，在女儿患病期间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一天天被病魔吞噬，自己却帮不上什
么忙。尽管她有时被病魔折磨地睡不着觉，常常半夜疼痛地
哇哇大哭，那种感觉真是心如刀割，想让女儿去做手术，又
害怕更早的失去她，毕竟手术成功的几率很少。哎……在这
里我终于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无奈，尤其是对亲情，在这里
我只能对您说一声节哀顺便，您真的很伟大。

当翻到末页时，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再也无法用任何词汇形容，
我只能说命运就是如此，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

故事城南读后感篇四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人类永恒的
精神食粮，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
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老师，它可
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灵魂，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引导我们积
极向上、奋发进取。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一本很好的书，悲悲喜喜，快快
乐乐，都在这本书里完美地展现了。它以淡淡的文字、悠悠
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北京，在娓娓动人的
真挚叙述中抒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间温暖的呼唤。

《城南旧事》包括《冬阳童年骆驼队》《惠安馆》《我们看
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六个独
立的部分。里面人物并不多，除了聪明伶俐、天真可爱的英
子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惠安馆》中成天被养父、养母打
骂的妞儿。妞儿从出生就与父母亲失散，小小年纪就要去唱
戏赚钱给养父母花，稍有不慎就会挨打挨骂，胳膊上、腿上
经常有一条条肿起的伤痕，最后逼得她离家寻亲。每每看到



这里，我都为妞儿的苦难生活而伤心难过。

我，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和妞儿相比，我就是生活在
蜜罐里啊，何其有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梁启超说：“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掌
握更多的知识，长大报效国家，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人
过上小康生活!

故事城南读后感篇五

相比较周国平的其他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充满
了一种来自亲情的感动和温暖。书里，一个父亲用爱与深情
记录着他在世间存活了十八个月的、身患癌症的女儿的点点
滴滴，包括她的一颦一笑，她的一喜一怒，她超乎寻常的聪
慧，她面对病症的无知无畏，她原先散发着奶香的温热的饱
满丰盈的小身体，她最后被病痛折磨的可怜巴巴黯淡无光的
小模样，她留给人间的欢乐，她带往天堂的病痛……同时，
书中真实地记述了拥有这样一个可爱却注定会夭折的孩子的
父母要承担的凄苦、无奈、迟疑、委屈、愤怒、哀痛和绝望。
而身为哲学家的周国平，书中自然而然加注了在那个特定期
间，他对生命对生死对人性的慎思。然而，任何哲学、宗教、
信仰都无法拯救苦难，只能活在当下。当时的周国平，只要
做一个平庸的父亲，而不是什么杰出的哲学家。他的理由很
简单：“我爱我的女儿胜于爱一切哲学。没有一种哲学能像
这个娇嫩的小生命那么使我爱入肺腑。只要我的女儿能活，
就让随便什么哲学死去好了。”

最后，妞妞无可避免地离开了世间。而她的父母，在共同经
历这样巨大的丧女之痛后，各自走向自己未来的生命轨迹。
在这本书新版时，周国平已经再次拥有了一个像妞妞一样可
爱聪慧健康的女儿，这不是对他曾经丧女的补偿，他坦
承：“妞妞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而我现在的女儿不能、不应
该、并且我也无权要她成为一个替代。”“新生命的到来是
我生活中的一个独立事件，与我过去的经历没有任何因果联



系。”在他重享做父亲的天伦之乐时，他依然在心中最深处
为妞妞叹息。

探询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在美国，它被称为中国医学人文学
的重要作品，如果它能推动人类反省今日医学的非人道状况，
自然是好事，但这绝非作者本初的意思。它仅仅是一个父亲
对已逝女儿的承诺与怀念——写一本妞妞的书，为了忘却的
纪念，用文字守住妞妞生前带来的快乐，也用文字抚慰妞妞
离去的哀思，从而获得平静。

在我的想象里，周国平是个孤独的人。他说过：“如果你渴
望爱，你必将孤独。”然而，他依然选择爱，爱这个热烘烘
的人间，爱这世间的人和事。他的智慧不同于佛的智
慧。“佛的智慧是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
命的意志，他的智慧是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加以接受，
化为生命的财富。”他的爱不理睬佛的指导。在《妞妞》一
书中，我进而发现周国平是一个体恤的人。文中有这样一个
细节，他的朋友对他的不幸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周国平感受
到了朋友的体贴与窘迫。有一天，他把他们请到家里。“什
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他微笑着对他的朋友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
题。朋友走后，周国平感到一阵轻松。他终于把朋友在沉默
中分担的不幸全部归为己有了。能觉察并做到这些，不仅仅
需要从容的胸襟，还要温和的天性。因此，周国平的哲学，
有着人间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