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城南旧事第五章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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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第五章读后感篇一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篇文章讲的是林海音对父亲的回忆。
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十分的深刻：“大小姐，到了医院，
好好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这是林海音知道父亲辞世后厨子老高对她说的话，当时林海
音就只有十二岁。

这是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老高的话回响在我耳边。大
了，就不再是小孩子了，就是个小小的大人了。就要勇于担
当，就要懂得责任了！

林海音十二岁，就是个顶梁柱了。她就要劝妈妈，帮助妈妈，
照顾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了！

再想想我自己，我如今已经十三岁了，但是还是把自己当做
一个小孩子，不懂得帮助父母，不懂得责任这两个字的份量。
以前有些什么事，我总是理直气壮地想：我还是个小孩子呢，
担心个什么呢？看了《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不禁惊讶：林
海音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我呢？我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
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己回想着，我真真为我们家中
做过些什么呢？偶尔做点小事，父母便说：“嗯，不错，长
大了。”我真的长大了吗？并没有，只是我自己认为的而已。



只因为我还是只把自己当做个小孩子，自认为做一些五岁的
小孩就能做到的事就十分了不起了。就算是五岁小孩就能做
到的事，一年中也难得有那么几次。

我已经十三岁了，真的应该长大了。

城南旧事第五章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人——林海音根据自己的
亲身经历与感受，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经
典“怀乡”作品，也是她影响力的作品。

正如作者曾经说过，“我是以儿童的口吻，写出一个在小学
六年间成长时所看见的成人世界”，“我是以愚昧童心的眼
光去写些记忆深刻的人与事”。

这本书共分为《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
《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五篇小说。其中，对我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看海去》和《爸爸的花儿落了》。

本篇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乱，民不聊
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英子又搬到了自己的新家——新帘子胡同，在这里她认识了
方德成、刘平等几个调皮爱踢球的男孩子，同时，她在替这
群男孩子捡球的时候，通过草下隐藏着的东西，认识了一个
大哥哥。英子和大哥哥很快成了好朋友，还彼此约定，等长
大了，要一起看海去。在英子眼里，这个哥哥慈爱，善良，
是敦厚的老实人，也是一个孝子。可惜，英子怎么也没有想
到，这个“善良”的大哥哥竟然是人人憎恶的贼!

我们看海去，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约定。这反映了20
年代的北京，为了生存，穷人甚至被逼走上了偷盗、犯罪的
道路。透过朴实的文字，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作者对社会深



深的担忧、以及对穷人深刻的同情。

最后一篇小说《爸爸的花儿落了》，当时的英子已经十二岁
了，童年渐渐离她远去，爸爸被叔叔给日本人害死的事情气
病了。病弱的爸爸要求英子要去历练，让英子知道，无论什
么事情，只要硬着头皮去闯就能闯过去。此时的英子内心非
常矛盾：我们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但我们又是多么怕
呢!但岁月匆匆，英子还是认识到自己长大了，爱花儿、爱生
活、爱孩子的爸爸最终走了，往年美丽的夹竹桃散散落落的，
可爱的小石榴也掉了下了。英子担负起了生活的责任。整篇
文章情感深沉而动人，失去父亲的愁绪与人生的悲欢离合营
造出了一种浓浓的情调，余音绕梁。

在每一篇小说的最后，只要读者细点心，就会发现，里面的
主角都离英子而去，直到连父亲也走了。所以小小的英子在
十二岁时就早早的担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负的责任。

《城南旧事》跨越了时空、政治，以委婉的笔触去描写人性
和人类的命运内容丰富多样却又互相连贯，所以值得一读!

城南旧事第五章读后感篇三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会有很
多不同的借鉴和想法，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
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是小编为你们精心整理好的城
南旧事第三章读后感，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你买这本书时是兴奋的；看到一半的时候是激动的；看完了
整本书时是温暖的。

《城南旧事》它用了人世间最朴素的语言，它发生了人世间
最平常的事。却是50年来最让人感动的的读物。林海音对北



京有着深厚的情感，《城南旧事》一书既是她生活的写照，
更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也是她最具影响的作品。

我读了这本感触极深的书，书中主要讲了20年代末，六岁的
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
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
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
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
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
年的女儿相认。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
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
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
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
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
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
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
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也带着种
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英子的童年是那么快乐，又是那么凄凉。缓缓的流水、缓缓
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那一缕淡淡
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英子童稚的记忆里，
永不消退。整部小说充满了朴素、温馨的思想感情。现在已
经很少看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
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
说它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
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听到罗大佑唱的这首《童年》时，
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童年，也想起我读过的《城南旧
事》。



这本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以纯朴，天真的笔调，20世
纪20年代，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经历的童年往事，它向
我们展示了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一段上个世纪初北京人
的生活。作者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通过主人公英子
的双眼，观看大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将小英子眼中
北京城南的风光自然地流露字里行间。让人回味无穷。

在我眼里，英子是一个是一个天真，好奇，大胆纯朴的小女
孩。她的好奇心驱使着她进入平常人不敢踏进半步的惠安馆，
敢与“疯子”秀贞交朋友，敢和草丛里的陌生男人谈人生，
这些都是我们做不到的，而英子的善良也让我们佩服:她把妈
妈的金镯子送给了秀贞母女当盘缠，她为那个被迫做贼的感
到惋惜。这些都让我不得不拍案叫绝。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也都会失去自己的童年。
童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我们应该在这宝贵的时间
里留下美好的回忆。英子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我的童
年也充满了美好回忆。

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我在小区的门口的铁栏杆上
玩耍我看见栏杆上发着耀眼的光明，便想起了妈妈平时对我
说的一句话:“冬天千万不要把舌头放在铁上，舌头会粘在上
面的。”这时，我的心里仿佛有一只小猫再挠我。最终，我
还是决定试一试。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放了一小会儿，舌头
并没有粘住，我沾沾自喜喜，便又一次把舌头放了上去，并
很久没有拿下来，渐渐的，我感到了麻木的感觉，我匆忙的
把舌头脱离栏杆，却发现无济于事，一滴滴眼泪不争气的掉
下来，就在这时，妈妈拿着一盆温水向我走来，我得救了，
也多了一分教训。

在书店的“文学畅销书”架子上我看到了它——《城南旧
事》。四个刚劲有力的书法字体像磁石一样吸引住我的视线，
我决定买下它。



翻开书，油墨香味扑鼻而来，淡雅而清新。这本书的开头就
很新颖，带着童真和淳朴，引着我细细品味。第一页，第二
页，第三页……越看越惊喜，我知道，这不是一本平平淡淡
的自传体小说。虽然这些情节曲折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让我真切体会到林奶奶的童年生活丰富多彩，主人公的
积极向上。从每一个故事中，都能感受到小英子对童年即逝
的惋惜，对每个人物的深深回忆。

在《惠安馆》中，作者一开始给我们留了悬念，即使宋妈让
小英子不要接近“疯子”，但小英子依然很勇敢主动跑到惠
安馆去找所谓的“疯子”聊天。在他们大人世界里看到秀贞
那样“疯疯癫癫”的人，绝大多数人都会避而远之，甚至作
为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但小英子看人角度不一样，她认为
秀贞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和张家李家的大姑
娘一样!她不在意别人怎么说秀贞，也不怕被伤害。并且在她
们做朋友的期间，小英子没有嫌秀贞烦，若是常人，肯定
被“小桂子”、“小桂子”搞得一头雾水，早就离她而去了。
小英子富有耐心和同情心，最终帮秀贞找到了她日思夜想
的“小桂子”，让她们母女相认。她们走时，小英子还把妈
妈最宝贝的金手镯送给了母女俩做盘缠，可见她善良到了极
点。

除了《惠安馆》，我最喜欢的就是《兰姨娘》。兰姨娘是整
部小说中光环最大的人物，时尚独特，冰雪聪明，心思巧妙
都不足以形容她。她寄宿在英子家，本算客人，但她毫无架
子，对宋妈也是毕恭毕敬，她把自己当作和宋妈平等的人。
兰姨娘心思玲珑剔透，愿意帮英子做西瓜灯，让本来对她不
满的英子重新绽放笑容，对她产生好感。要做到这些是不易
的。且别看兰姨娘整天嘻嘻哈哈的，实则在她笑容背后隐藏
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她不幸的身世令人唏嘘。她却在英
子面前像个大姐姐，把正能量传递。她和德先叔叔的美好结
局虽是英子帮忙牵线，但她高尚的人格魅力是不容忽视的!

仔细一品《城南旧事》那透着质朴的字里行间，一定会被书



中人物所打动、感染，也会觉得，童年时多么纯真美好。

每当一缕缕清风拂过我的面庞，穿过树丛寻找花开的方向，
我便想起了那本使我难以忘怀的《城南旧事》。它讲述了作
者小英子在北京城南童年时的一系列悲欢离合，从一个天真
可爱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自强自立的女子的故事。

书中，小英子结识了一群敢爱敢恨的人：痴情天真的疯女人
秀珍、渴望得到关爱的妞儿、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偷东西的
偷儿、朝夕相伴的宋妈、敢于反对封建社会的兰姨娘……这
些人，陪伴她走过了一整个童年。书中一幕幕生动的情景在
我眼前上演，犹如一出出戏。那是一个一尘不染的年代，孩
子快乐，纯真的生活着。纯朴的语言之间，又夹着一丝丝忧
伤。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偷儿，她为了能让弟弟去上学，不得
已的才去偷各种小玩意儿。其实他的本性并不坏，只不过是
被生活所迫、走投无路了。当他被警察抓走时，他整个人沉
默无语，并没有一句话，但周边的人群全都在唾骂他活该。
从他那深沉的表情中有着文字难以形容的心情：羞愧、失落、
无奈！他低着头，仿佛再说：你可千万不能像我这样啊！但
是英子的妈妈却说：“你看见那个人了没有，你不是爱写文
章嘛，你就把这个坏人怎么做小偷，最后落的个怎么样的下
场的写出来。”看到这里我特别想冲进去，把偷儿给救出来，
告诉所有的人：“他虽然偷了很多东西，可是他并不是为了
自己，是为了他弟弟才这么做的，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啊！”
我一想，难道小英子不害怕偷儿吗？当所有人都对这个偷儿
避之则吉，恨不得躲的远远的，而小英子却很喜欢跟他在一
起玩。所以，这就是童年的可贵啊！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最为珍贵的东西，一样是稍纵即逝的青春，
还有的一样就是无忧无虑的童年了。童年是天空中的繁星，
一眨一眨的，眨出一个个神秘的故事;童年是沙滩上的海螺，
一传，传出一阵阵动听的歌声;童年是一只船桨，一晃，晃出



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童话。我想躺在属于自己的小床上看满天
的星星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在寂静的夜晚慢慢入睡。我羡
慕童年时的生活，那样的无忧无虑、悠闲自在。长大之后，
时光一闪而过，昙花一现。我要在自己的童年里增添不一样
色彩。

这本神奇的书，呈现出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演出。读了它之
后，我终于知道，童年是彩色的。

暑假里我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名叫《城南旧事》的书。

这本书主要讲了：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英子住在北京城
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在那里度过她的童年，也让她在各种见
闻和遭遇成长了起来。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而去世。宋
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
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我最喜欢《冬阳童年骆驼队》因为骆驼队很可爱，她给英子
带来了很多快乐，也给了我很多生活的启示，尤其是沉得住
气，不着急。

每年的暑假是我最期待的，但却也让我很头大，因为总会一
大堆一大堆的作业跟着我。就说今年的暑假吧。数学暑假乐
园、语文阅读训练80篇、英语阅读100篇等等。所以，我的暑
假永远快乐与烦恼并存。可是，今年暑假有点不一样。奶奶
把我送到姐姐家去写作业。姐姐给我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
我每天只做4页数学练习题，4页数学暑假作业，3篇语文课外
阅读，3篇英语阅读和30分钟课外阅读。完成了这些作业后，
其实我每天还有4小时和朋友玩呢。我就这样按着计划认真的
做，使劲地玩。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发现十天后，所有的作
业都完成了。真的就像骆驼一样要沉得住气，不要着急，慢
慢地做，慢慢来;总会做完的，而且之快让我有点吃惊。

其实，身边的事都能告诉我这样的道理：在1948年和1986年



的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均夺得冠军。
当记者请他谈谈经验时，性情木讷，不善言谈的山田本一的
回答跟谜一般：用智慧战胜对手。令人不得要领。原来，每
次比赛之前，他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上一遍，并
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
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
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向第一
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他又以同样的速度冲向
第二个目标，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
标轻松地跑完了。

原来“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就这样坚持不懈地一步
一步走才可以创造很多奇迹的。

城南旧事第五章读后感篇四

他们说：“一个好的作者是可以让读者调动起自己的经验，
参与到他的作品中去的。”这么说来，林海音是一个很好的
作者了，因为她的《爸爸的花儿落了》让我想起了那场小学
毕业典礼。

我们一起拍毕业照，大家站成四排，第一排是老师，后面的
是同学，大家对着照相机浅浅地笑。校园里的'香樟树叶在风
中好像要飞翔一样，夏日的阳光透过树叶落在我们的脸上、
发间，地上是一片斑驳的树影。

少年时分，离别季节，可我们还不懂惆怅的滋味。只是随着
日子慢慢地流逝，那些同学少年的记忆却如底片般渐渐在时
光的显影液下清晰起来——那些我们一起流泪的日子，那些
我们一起欢笑的日子。

我一个人站在窗前，雨水落在了窗玻璃上。



我从来没有害怕过离别，但是当离别被意识到以后，我还是
不禁感到伤感，它让我突然害怕起长大了，如果长大必须要
经历这些离别的悲伤。就像《爸爸的花儿落了》中说的一句
话：“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
呀！”

前几天参加一个阅读写作大赛，又见到了三个分别很久的小
学同学，微微和莹莹长高了，变得稳重了，小阳几乎一点也
没变，还是那么出众。比赛开始前，微微冲我晃了晃手臂，
兴奋地说：“加油！加油！”那一刻，我恍惚了，仿佛时间
又回到了从前。记得以前，微微总是鼓励我，每次都是晃着
手臂说：“加油！加油！”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简单的话，
却让我有了一份小小的幸福。

城南旧事第五章读后感篇五

每一本好书，都是值得让人细细去品味，我暑假读了林海音
《城南旧事》，不仅用眼睛看，嘴巴读，而且还用心在书上
划笔记，脑子在思考，看到了这个故事是那么动人。

作者林海音从小孩子到大孩子，经历了许多波折，伤心就流
泪，高兴就大笑，林海音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
色和人物，因此写下了《城南旧事》。这本书刚开始翻开目
录，一队骆驼印入眼帘，林海音把普普通通的骆驼写在书上
是为了什么，后来才知道林海音说“夏天过去，秋天过去，
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
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突然就被打动了。
全书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许多平平常常的细节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小孩的
天真，却又能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好书常如最精美的玉器，珍藏着人的一生思想的精华，若将
其中的崇高思想铭记于心，就成为我们忠实的伴侣和永恒的
慰藉，浸浴在“读书之乐，乐融融;读书之乐，乐陶陶”的境



界里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