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围城读后感悟(优秀9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心得感悟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以下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围城读后感悟篇一

有一些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缘由，形成了
一种先入为主的感知甚至偏见，那便几乎再也不去阅读或没
有意愿阅读了。直到一天，突然翻开，读罢，发现全书所述
所讲与读前印象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书的内容是那么或深刻，
或有趣，或文笔优美深厚，令人有一种深深的感知上的错落
感，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钱钟
书的这本《围城》，带给我的正是以上的种种感触。

钱钟书的这本书，文笔细腻精炼，对人物的刻画和心理描写
十分突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钱老做比喻、打比方
的深厚功力了，文中处处可见钱老那精妙绝伦的比喻了，令
人十分叹服。

所谓围城，我的理解是，婚姻是一座围城，工作是一座围城，
朋友是一座围城，家庭是一座围城，处处皆是围城，有人的
地方便有围城，这世上的人，都逃不出围城的圈圈。总结一
句就是，人生就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
去”，不过是人生的圈圈里，对于不一样人生的渴望和躁动
罢了。

因此，不管你的围城是痛苦，还是快乐，愿意留在原地，还
是渴求外面围城的生活，我们都应当让自己处于一种开放的
状态之下，只管去尝试，只管去体验，最终呢，套用沃尔什



的观点来说便是：经验生命中的一切，最终成为我们自己。

因为，如果心里没有围城，这个世界上便也不存在什么围城
了。

围城读后感悟篇二

生活是一座大围城，人一出生就困顿其中，小时候也许我们
不知道，因为围城够大，城墙都离你太远了。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你会遇到三座城，它们叫做家庭、事业和婚姻，然后
一生便过完了。

有的人在围城中终日无趣，一辈子都只想着怎样才能逃出来，
最后蹉跎了一生，因为，其实根本没有人能逃出最大的那座
城，如果你出来了，要么成仙了，要么轮回了。但有的人在
城里活得风生水起，生命之花灿烂无比。

说说《围城》里的方鸿渐吧，很显然的一点，他是典型蹉跎
了一生，疯狂从几座城逃来逃去的人，懦弱无比，遇到困难
只知道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可是这样只能一直走下坡路，只
能让心越来越暗淡。遇到困难又怎么样，为什么总要逃避，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就算碰钉子又怎么样，没有碰钉子的人
生还叫什么人生!

先说说在家庭这座城里吧，方鸿渐实在太听从家里人安排了，
老家沦陷后，失了身份和地位，连钱财也没了，他听从了父
亲的安排去成不了婚的岳丈家里做事，虽然在战争年代有事
做是还不错的，不用计较什么人给的，但是住在人家家里就
显得憋屈了，更何况还有一个丈母娘挤兑，他却懦弱的'很，
什么都没做，只知道逃。后来方鸿渐娶了孙柔嘉，一心只想
着自己家里人，只知道回去小房子时哄哄孙柔嘉，不知道帮
她在家里人面前说上一辆句话。若不是孙柔嘉这样做事情计
后果打算盘的女人，估计妯娌之争、婆媳之争早闹得不可开
交，连婚也结不成。在家庭这座城里他活得并不痛快，于是



他逃走了，逃去了三闾大学。

战争时期的大学里，各老师都不计较学生的好坏，只计较有
得教没得教，成日里勾心斗角的事情少不了。方鸿渐呢，斗
得累，以至于顿生一股清高，觉得来三闾大学就是一个错误，
连最后的垂死挣扎都不愿做，犯了一个错误被校长挤兑了就
带着所谓的志气和孙柔嘉走了。你看，他又走了，他又从事
业这座城里逃走了，没有一丝成就。

围城读后感悟篇三

当我们手捧书籍阅读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学习与进步的过程，
毕竟在探索知识的文学海洋之中，往往都需要我们参与其中
才能得以成长。以下是有过，那时只是随便地翻翻，并没有
认真地体会其中的含义。我最终仔细地读了一遍，读完以后，
对这本书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围城》在人物塑造及语言的幽默上的。在描述一个小孩外
貌时，为了表现眉毛与眼睛离得远，文中的语言是“眼睛和
眉毛彼此像是害了相思病”生动而活泼，让人发笑，却能达
到更好的表达效果。还有说鲍小姐穿着很暴露，文中说她
是“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总是赤xx的”。实在让人忍俊不
禁，却不显得庸俗。在刻画一个十分小资、小器的商人形象
时，这位商人的语言中便总夹杂着鼻音浓重的英语，而他那
自以为自得的“考婿”方法，是在让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作者时而尖酸刻薄，时而肚量大得惊人，让人琢磨不透，却
又像那样真切地发生着。

作者在文章中两次提到过“围城”。一次是经过苏小姐说出
来的：“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
出去”，另一次是方鸿渐在甲板上的感慨：“我近来对人生
万事，都有这个感想”。在本书中，作者所展示的围城现象
主要是婚姻和职业，以此证明“人生的愿望大多如此”。这
是一种人生哲学的问题。方鸿渐就在不停地进城出城，这似



乎多少说明了人总有一种盲目性，不停地奔走反复。这也带
给人些许对人生的茫然人的性格是围城，人的经历也是围
城……这一堵堵城墙将一个人牢牢地围住，制约他的思想，
他的行为，使他演绎出一幕幕的悲喜剧，也使他终究成为一
个被堵在城墙之中的鳖。

杨绛女士曾说过“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
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句
话便很好地为世人诠释了“围城”心态。人要学会珍惜此刻
所拥有的，让自我的生活多几分舒适，少几分带着牵挂的苦
楚；多几分欢乐，少几分带着瑕疵的不如意。珍惜此刻，就
是要避免让自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有遗憾；脚踏实地抓住今
日，充实今日，完善今日，在今日这张纯洁的白纸上画下美
丽的历史画卷。从某种意义上说，珍惜了今日，就等于延伸
了自我的生命长度，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拥有知足，就拥有
幸福。

有时候，什么值得珍惜，什么应当放弃，自我也会有困惑、
迷茫之感。那些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答案，等待时间来检验
吧。重要的是，学会珍惜此刻所拥有的，生活会更加完美，
笑容会更加灿烂！再也不要在所谓的“围城”中进进出出了。

围城读后感悟篇四

《围城》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点说是一本壑智的书，因
为它的有趣源有一位智者对人生的洞察与调侃。人这种高贵
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生处境实质上的尴尬与困窘，人对此的
浑然不知，洋洋自得或者有所不知却也无奈，偶然也会被它
深深刺痛。

“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职业如此，
其他大多也莫过于此，人生大都如此”这就是那本书阐释的
主旨。其实，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普遍想冲出那些
落后、守旧、不切实际的思想，而那些落后、守旧、不切实



际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却成了围墙，把他们包围住了，而人们
却要想方设法冲出去。”大概如此。

曾经，我也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资深的科学
家做了一个实验。他分别给在校的大学生和一群小朋友看一
个画在纸上的圆圈。在校大学生们的回答几乎一致，“这不
过是一个普通的圆圈而已，没什么特别”；而一群小朋友的
答案却是无奇不有，答案有很多，就只是没有一个回答说只
是一个普通的圆圈而已。

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年纪越大，学识越渊博的人想象力
就越差，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们是被模式化的教育培
育出来的，都被标准的答案所套住，如果人类真的被这样的
程式套住的话，那么就不会再有“夸父逐日，女娲造人”这
些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因为它们给予人类的`都
是荒唐。

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被学习禁锢着，我们成了学习的奴隶。
我们不需要口号，不需要看报纸上“应试教育vs素质教育”
长篇大论，我们想要的是实践！是接触新生的事物在学习中
得到乐趣。

模式化教育就像一堵无影的墙，人们千万不能偎依在它的怀
抱中，要学会摆脱，冲开这堵无影的墙。那么，才不会成为
被层层筛选剩下的畸形心理的学习机器，这样才不会被束缚
住，才可以追求自己的梦！

围城读后感悟篇五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还来不及遐想许多，满脑子都是方鸿
渐与孙柔嘉吵架时的情景。总感觉那末了的句号，并不意味
着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这个时间落伍的
计时机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
一切啼笑。”那只祖传的老钟大概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人情世



故，感叹之余忘记了跟紧时间的脚步，所以才成了“时间落
伍的计时机”吧。

初读《围城》，便被它细致，生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给
吸引住了，经典之句信手拈来——如描写陆子潇鼻子的.一句：
“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
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再如描
写一位女明星的歌声：“那位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
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跟鼻子
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的品性。”等等不胜枚举，让人读起
来都忍俊不禁，这也正是《围城》语言的最大特点，句句都
暗含着讽刺。

《围城》讲述的是主人公方鸿渐留洋回国后与苏文纨，唐晓
芙之间发生的事以及去三闾大学旅途的经过，在三闾大学当
副教授的经历和后来与孙柔嘉结婚的故事。有人说，《围城》
写的就是婚姻就像围城，“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
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
没有了局。”也“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
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但在我看来，里面的
围城不止一个，婚姻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大围城套小围城，
小围城里再套围城，人生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围城组成。
譬如方鸿渐的大家庭里妯娌之间明争暗斗，封建迂腐的繁文
缛节，正是方鸿渐一直想要逃出来的一个围城；再譬如在三
闾大学教书期间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教授们之间的勾心斗
角，更是一座到处布满机关的围城，幸而最后方鸿渐冲了出
来，但是，冲出来的同时，他又步入了另一个围城——与孙
柔嘉结婚。就这样无休止的出城，进程…。

由此，我不得不想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学生，我的那座城堡
有是什么？是学校吧，我是城内的人，拼命地想逃出去，城
外的人呢？是那些学龄前儿童，他们正无比兴奋地期待着进
入这座华丽的城堡，就像十几年前的我一样。这是一座坚不
可摧的城，在扣留我们十几年后才放我们出来，不，应该说



出去，然后，我们再满怀希望地步入下一个城堡——工作。

人生，城堡，我们就在这一个个城堡间，进而出，出而进，
周而复始，没有止境。

围城读后感悟篇六

经过了两个月的《围城》阅读，终于能够合上最后一页，我
的脑海中却不断重演着方鸿渐和孙柔嘉的争吵。

我从8月份起便开始读《围城》，倒不是我读书的速度慢，只
是钱老先生笔下的这几个风格迥异的女子和那“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方先生让我伤脑筋。我不禁想，什么样的女
子才能让方鸿渐舒心，到最后便成了“最理想的女子是什么
样的”。为此，我就带着这个疑惑，慢慢地分析。

首先，是对于理想的定义。对谁来说理想呢？不外乎是对方
鸿渐，对方家老夫妇，对赵辛楣等等。笼统地说便是传统的
理想女子和新式的.理想女子。这就有些头绪了。

首先，传统型的理想女子，不外乎就是《诗经》中的“之子
于归，宜其家室”或者“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种种，不外
乎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为女性塑造的“附庸”形象。这就
是明显的封建思想，难怪孙家厌方家陈腐。

再者，新式的理想女子，书中便有，就是方鸿渐苦苦追求、
望眼欲穿的唐晓芙。唐晓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子，她敢
爱敢恨、厌恶世俗名利、有自己的追求。我至今记得她的那句
“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
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好一个痴情的可爱的女子啊！
但是读过杨绛先生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便知道，钱老
先生偏爱她，不愿让她被方鸿渐这个花心大萝卜祸害，洁身
自好，成为了《围城》中完美女性的化身。



但是，我却很喜欢孙柔嘉，她虽然没有鲍小姐的风流倜傥，
没有苏小姐的博学多才，也没有唐小姐的清纯可爱，却有一
种顽强不屈的劲儿。她在方鸿渐对她无感时想方设法地引起
注意，在方鸿渐被三闾大学辞退时毅然与丈夫同行，在方遯
翁极力劝阻之下坚持出去工作，追求独立，而非一味地对丈
夫阿谀奉承，一味地对婆家唯命是从。我认为这才是新时代
理想女子所要具备的品质。

《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还有一句很有趣同时发人深思的
话：“她（孙柔嘉）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
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这句话看似自相矛盾，却又是
板上钉钉的事实。但我认为对孙柔嘉更多的应该是佩服和惋
惜，而非讽刺。毕竟她也差一点就成为了既传承又创新的理
想女子。

婚姻的围城其实内外都大同小异，自己心中的围城才会让自
己不断逃避。正如钱老先生所说，只有战胜自己，才能真正
脱离围城。我们又何苦去做别人眼中的理想女子，为何不去
追求真正的自己呢？做自己的理想女子，便足够了。

围城读后感悟篇七

今天，我读完了由我国著名作家钱钟书的成名作《围城》。
这本书文笔优美，写作手法较多，点点滴滴都令人回味。

《围城》这本书主要讲了：”冒牌“博士方鸿渐从国外回国，
不料被同船而行的苏小姐所追求。后来，方鸿渐绞尽脑汁地
切断了与苏小姐的情谊，才与原来是情敌，现在却是朋友的
赵辛楣一起外出找工作。途中，方鸿渐认识了孙小姐，三人
一起到一家国立大学当教授。慢慢地，方鸿渐对孙小姐产生
了好感，经过数年努力，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不料结婚以
后，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最后在一次次争吵中两人终于分
手。



在《围城》这本书里，写作手法就如同满天的星点般，数也
数不清。有比喻、拟人、夸张等许多手法，十分轻松幽默，
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

尤其是这几句：”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
上来的'汤是冷的，冰激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
登录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
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孩子不足两岁，塌鼻
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
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更是令人啧啧
称奇，也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摘抄，细细品味。

在细细消化优美词句时，我也十分佩服钱钟书老先生的写作
能力。读着《围城》这本书，会觉得这本书衔接得很巧妙、
周到，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在行云流水中，《围
城》就读完了。

看过《围城》后，我学到了很多写作手法，对提高我的写作
水平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它对我意义重大。

围城读后感悟篇八

一本薄薄的围城终于看完了，之前看书评说：你能在围城里
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果然没错，即使我们追求自由主义，但仍然逃不过父母那一
辈的思想对我们年轻人和现在生活带来的影响。在年纪尚可
的时候，对追求一切都是充满了激情，但是随着自己阅历的
增加，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越来越透彻，为什么无奈反而
越来越多呢？说这些话听上去好像是悲观主义，也有可能我
明天再看见这句话，觉得自己十分矫情。

围城的墙实在是太高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需要用一把较长
的梯子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围城看



到后来其实挺悲的，心情复杂，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底色越
来越暗淡。对于主人公方鸿渐其实充满同情，但有时候特想
骂他coward，一生感情中，唐晓芙就是白月光和红玫瑰，孙
柔嘉就是蚊子血和饭粒子。可是从一个女性读者的角度来说，
每个女生都是从一个男人的'白月光，最后变成了蚊子血。男
人喜欢众星捧月，女人喜欢独一无二， 女人是从患得患失的
时候开始被厌烦的。 我觉得，可以换种心态谈感情，不去绞
尽脑汁想，怎么才能和这个人长长久久，只要想明白，两个
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才能开开心心，分开的时候也不留怨恨
和遗憾，就可以了。

婚姻虽然不是生活的大部分，但是他又如此核心，如果我们
不能够获得称心如意的婚姻关系，会不会有一种十分浪费生
命的感觉？可是没有往下走，谁又能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段
称心如意的关系呢？太矛盾了，我觉得围城它是圆形的，无
论怎么走？最终还是会回到起点。

还是很推荐钱钟书的围城，结合李安的电影《喜宴》一起去
看，感受中国式婚姻以及家庭的精髓。

围城读后感悟篇九

以前人们渴望安定于一座城，虽然进出受限，却也安贫乐道，
能图得热闹。如今越来越多人渴望静默于一座孤岛，无来无
往，处处是出口亦处处是入口。

这种变化未必是人世的复杂人情的冷漠所致。从原始的独居，
到往后的群居，再到城市化的聚居，拥挤感和空虚感日甚。
更为可怖的是，在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教育提升的幸福生活里，
甚至是在引以为傲的文化里，对心理环境的建设却严重滞后。

《围城》的优秀除了语言的浪漫瑰丽、清晰的时空脉络、鲜
活的`人物特色及流浪青春、爱情和婚姻的感怀外，最突出的
正是这心理环境的营造，使得人物和事件能够栩栩如生。



方鸿渐先是与鲍小姐，到苏文纨，到唐晓芙，最后与相貌平
平、能力平平的孙柔嘉成婚，呈现了方鸿渐清晰的人生脉络。

对于方鸿渐来说，自己年少贪玩时遇着鲍小姐，在城外边随
意撒野，船一靠岸就各奔前程，从此互不相干。毕业回国后
由理想进入现实时遇到的是苏文纨，处于爱意的更迭期，无
聊和有趣傻傻分不清，什么都不想要，又什么都不想放弃。
之后遇到唐晓芙，这个人小鬼大的女孩挑动了他全身脉络里
的所有情愫，一见钟情的痴狂，最后仍然噶然而断。这些都
算是他轰轰烈烈的理想的阳光，最后照在了孙柔嘉的现实里，
并在孙柔嘉身上投下了一个斜长的阴影，方鸿渐就在这个阴
影里归于平淡。

还没玩够的在城外，玩够了的在城内。没玩够的有玩够的时
候，玩够了的有想再玩玩的时候。可城并不是24小时便利店。

人身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这是城外，相反是城内。
或者它们各自本身就各成一座孤城，来来去去的其实只有自
己两个脚印。

幸福、美满和爱，最终都会走向孤岛，成为孤独。将激情当
成爱情，将责任当成婚姻，将存在当成肉体，这些都赶不上
孤独，唯有孤独能够定义爱和幸福。

书中所呈现的时局，相当于如今所谓的命运。命运不就是有
什么、谁陪伴你及到哪里去。在很苦很累的时候，其实你从
来都不是一个人在熬。

一个人住的时候，那所房子那座城就是你的陪伴。你抑郁、
失眠、沉默无语时，那座城不知道给了你多少的鼓励和信心，
而这些你可能正视而不见。

你住在这座城里，这座城在你心里。情路漫漫。祈愿你“有
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未来会怎么样就交给那



个未来的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