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围城读后感(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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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
望大家可以喜欢。

围城读后感篇一

乍一看《围城》，感觉像是一本军事书或者是战术书。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我曾经被深深的感到动过，后又
读了杨绛的《我们仨》，在这里面，我第一次了解了钱钟书
先生，并知道他绝对不是方鸿渐。

杨绛在《围城》的后记中曾这样说到“《围城》的作者呢，
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书中的方鸿渐，博土学位是
买来的.，出国留学的钱是他已故未婚的家庭提供的，典型的
当时社会的渣男，开头仅仅30页，却出现了五六个与他有关
系的女生，无论是在邮船上的鲍小姐，还是苏小姐，还是苏
小姐的亲戚唐小姐，方鸿渐都与她们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这前提还是他还花着已故未婚妻的家的钱，这就如序所讲的
那样“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
的基本根性。”呼，这或许就是对方鸿渐这个人物的精准评
价吧！

前半部分，苏小姐苏文纨也是一大人物，邮船上孙太太那段
恭维的说话，让她最不喜欢小孩子的人说出了：“我最喜欢
小孩子”这样的话，往后中，她喜欢两个男人同时争夺她的
感觉：青梅竹马的赵辛楣、替她抄诗的王尔恺，却刺激不到
他心中欢喜的鸿渐，最后却和曹元朗订婚，这简直就是自私
的转型，或许邮船上孙太太对她说的话运用了反语。



围城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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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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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读后感篇四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一位学无所成的出洋留学青
年，在乘船回乡途中和到达上海之后的三段爱情纠葛，接着
因不满旧丈人家的鄙视，与同伴去内地大学任教后戏剧性地
结婚，以及回到上海与新婚妻子及其家人不欢而散的市井故
事。

除去时代背景，故事中所反映的'各色人物的性情、态度和行
为特征与当今社会的并无二致。作者在细微之处观察到，并
用文字描述刻画得精致而有准确。情场上，人们心态复杂：
庸俗空虚，存心玩弄；自作多情，妒忌生恨；暧昧纠葛、优
柔寡断；得陇望蜀，心有不甘。职场上，百态共生：有虚情
假意、内心龌龊、口蜜腹剑、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有攀龙附
凤、专事吹拍、结党自固、貌合神离、弄权整人的势力小人。



而那些善良的，原本可以真实坦诚地生活的人，或为维护所
谓的体面，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违心地做事说话，没法过
的自由洒脱。

小说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比如，经
典名句：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城
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经过比喻很容易让人体会
到其间即夸张又生动的相似之处，使读者印象深刻。

围城读后感篇五

合上书本的最终一页，久久不能忘怀，满脑子都是方鸿渐与
孙柔嘉吵架时的情景。那末了的句号，似乎并没有意味着终
结，反而像是在向人们宣告着另一个新故事的开始。

读完《围城》后，总是感觉心中有种莫名的压抑。总是感觉
有种难受的感觉，一方面是有太多的人生活在那种虚伪，软
弱，优柔寡断的气氛之下，有太多的人都像围城中的方鸿渐
一样。终日碌碌无为，消耗家中的钱财，浪费别人的机会，
欺骗家中人的感情，可最悲哀的是他们本人却活的毫不知情，
恬不知耻。太多的人活在自我封闭的区间中，躲在一边不问
世事，他们只明白为了自我的饭碗而努力，却对水深火热的
广大人民而无动于衷，身为读书人，作为当时中国思想最为
开放理解最先进的理论学习的一部分人，他们还仅仅如此，
那其他思想还处于封建中的更广大人民还有出头之日吗作为
国家最优秀的人，就应当负担起自身的职责。既然连出国留
学的这些人都麻木成这样，那整个中国社会就被外国的殖民
统治思想所包围一样，躲在那坚固围城下的一群麻木的人。
他们都是那个社会中悲哀的人。一群被困在思想之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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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仅有生命却无思想的人。

由此，我不得不想到我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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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呢是那些过去的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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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出去，
然后，我们再满怀期望地步入下一个城——工作。

人生，围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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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读后感篇六

小时候，父亲就把我往文学这条路上带，没事就在我耳边念
诗，我第一首会背的诗就是《水调歌头》，也因此，苏轼是
我最爱的诗人！

记得，他曾经逼我背《弟子规》，而我当时还小，顽皮，把
书的封面撕成了两半，他气得狠狠地打了我，那时我哭得很
凶，但他并没有解气，命我把封面粘好，后来一个星期左右
脸色都没有缓和。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

而我爱上钱钟书，则是《围城》这本书。我手里有一本父亲
给我的《围城》，书页已经泛黄，甚至封面有些掉色，但书
角却一点也没折。他给我时就是这样。他爱书，一同爱我一
样！



我不善于概括这本书，引用导读上面的话来说“这是本睿智
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

说到围城，它包含了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父亲一直说
的话，也与导读上的差不多“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
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大抵如此”

父亲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很小，并给有读出什么，反而
很糊涂。我没有恋过爱，更没有结婚；没有毕业，更没有就
职。书上说的种种，我并没有真实的体会，只有模糊的印象，
但这并不影响我判断，因为这围城，一如父亲给我的
爱......

父亲对我，不算严厉，但经常绷着一张脸，或许每一个父亲
都是这样。有时，他也会和妈吗一起逗我开心，虽然很少成
功。他不准我瞎跑，但同意我去旅游；他不准我买薯片、饼
干，但会让妈妈为我烧最好吃的菜；他不看重我的分数，但
会督促我的学习；他不会给我零钱，但我需要的东西一样也
没少过......

或许，很奇怪，在父亲这般的保护下，产生了逆反心理，会
叛逆，虽然仅仅止于心理。我不止一次的希望独立，希望能
脱离家庭的保护，飞向属于自己蔚蓝的天空。尽管知道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父亲因为信仰佛教，长达一两个月的
在外地的寺庙里。起先，我高兴过，以为自由了，却发现自
己离不开父亲，更离不开这个家，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
自己在这个家有太多的情，太多的爱！

父亲再出去的期间，给妈妈打了一通电话，后来这通电话转
到了我的手里，在电话的这一头，听到了电话那头的父亲的
话，我哭了，不是我爱哭，是真的忍不住......



我，重读了父亲给的《围城》，更加深了羞愧，羞愧于以前
自己的想法。虽然 有些不同，但还是觉得，以前自己就是
在“父亲的爱”这个围城里想要突出来，后来在围城外之后，
想冲进去。但有异于书中，我想一辈子在这个“围城”里，
一辈子都不出来，尽管不可能，但还是希望，一辈子，不出
来！

耳边还回响着父亲对我说的话，久久不能消失......

“对不起”......

围城读后感篇七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出自《围城》书
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此书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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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是 40年代的作品，阅读多次却能够无数次引起我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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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去看心理医
生的病人被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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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更深刻地说，这是一本睿智的书，因为
它源于一位智者对于人性的洞察与调侃。我惊奇于书中既有
《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渗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幽默。
那些信手拈来的比喻，不但诙谐生动，而且精辟警人，富于
哲理。 难以想象，拥有多方面造就的学者竟然还保有如此丰
富的想象力。这不是一般的想象力，不同于孩子般的天真烂
漫，它来自于智慧、学识、才华，以及自己的情趣。它时不
时地拿起生活中的可笑之处开开玩笑，将生活本身展现在读
者面前，将“围城”中人在各种背景下的痛苦、感伤、可笑
等作为自己观察、讽刺的对象，令读者感觉到一个个看似遥



远但却离我们很近的鲜活的人物形象。

他从身边琐事娓娓道来，总有那么一处是撞击到你尘世的灵
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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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样生动，鲜活、逼真地
呈现在读者眼前。

让我们不断自醒人生是围城，职业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
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扰包围。

像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小的时候，渴望成长；长大了，
却又怀念童年时风中荡漾的秋千。我们永远都不会对现在满
足。读完《围城》，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突然想对身边所有
人大声地说：“怀念已过去的，珍惜还拥有的。”因为从这
本书中我了解到，只有珍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才能看
清生活，不致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