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中之城读后感 围城中学生读后感心
得(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城中之城读后感篇一

这个寒假，我在闲暇时间读了钱钟书的作品《围城》，文章
的内容使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篇小说主要是以方鸿渐国外留学回来的生活作为线索来围
绕而写，方鸿渐是以为先进知识分子，但却至始至终游离在
国家战争之外，着重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事业。他在各种情
场、名利场之中活跃，与各种人进行着一次次的勾心斗角，
争名逐利。这也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反映出了旧社会的
糜烂生活是如何蚕食一个锐气未脱的知识青年。而方鸿渐，
他却只是这群知识青年人群的缩影。作者用生动的写作手法，
语言特点，嘲讽的笔风，为我们呈现出了社会之中的各种人
性。

方鸿渐是一个失败的人，他在社会场上的争名逐利中至始至
终都缺乏了理智。他只是一个鸟笼里的鸟，就算他飞脱了这
么笼子，他却始终还是会被困在另一个笼子里。就像是生活。
脱离了一个圈，就会进入另一个圈，而方鸿渐，就是在这样
一个个循环中，乐此不疲。虽然最后方鸿渐还是如愿以偿地
结了婚，但他却还是只是进入了一个难以冲破的围城之中。

这篇小说作者多用的是嘲讽的语气来进行各种的细节人物描
写。就像鲁迅先生的阿q一样，他把各种人的性格特征完全呈
现了出来。



这篇小说作者主要剖析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个性与道德上的
弱点，把他们的精神困境展现了出来。

城中之城读后感篇二

“名著”两个字，托现代语文教育无孔不入的福，已经写
作“名著”，读作“无聊”。

多有趣的小说一旦“功德圆满”成为名著，都像被裹胸缠足，
活活把麻辣鸡包装成容嬷嬷——大名鼎鼎，可再也没有谁有
兴趣脱它的衣服去看内容。

最开始对《围城》感兴趣，是因为朋友分手后提到了烟吻。

她哭着说钱钟书骗人，说她试过了那样根本点不起来烟。

他用方鸿渐和赵辛楣的视角评价女人，又通过他们的心理剖
析男人。

然后谈婚姻，谈求而不得，谈鸡毛蒜皮。

他能把人逗得哈哈大笑，但是字里行间似乎总是悲观，极尽
讽刺世道，百态，和总是跃跃欲试去犯贱的人心。

而且男人女人，嘲讽得一视同仁，极端男权女权来了也挑不
出错——毕竟作者针对的是所有人类，调笑得从来不分敌我。

方鸿渐是所谓的男主角，他资质平平但运气好，借着未来岳
父的光出国留学，日夜努力玩乐，终于不负所望，没能拿到
毕业证，这几年彻底白玩，身体力行地做到了“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外国的一片云彩”。

只要肯思考，办法总比问题多。面对着投资以后期待回报
（方鸿渐镀金的学位证）的岳父，鸿渐脑筋一转，花钱买了



个假学位回来忽悠人……回来应急。

此前他一直嫌未婚妻丑，不愿娶又不能自主。进退两难之际，
未婚妻善解人意的在他回国之前自己死了。

这下好了，既能花（未来）岳父的钱，还免于娶他那东施无
盐一样的女儿，还能免费住在他家，挑剔一下他给自己找的
这份工作。

实打实做到了软饭硬吃。

他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吗？不，他诡异的非常有魅力，鲍小
姐，苏小姐，唐小姐，孙小姐，眼瞎的女生各个都或多或少
地喜欢他。

作者私心不想把唐小姐嫁给他，最后不幸地便宜了孙小姐，
赢得名为方鸿渐的结婚礼包。

赵辛楣这样的真·有才学抱负的前同情（同时喜欢一个女生
的情敌，类似词语包括“同学”“同事”），愿意和他做朋
友，并且每次看他们俩说话就像看一场脱口秀或者一场相声
表演，聊天吐槽刻薄幽默，像是离散多年的半条毒舌终于等
到了另一半。

浅薄归纳的话，鸿渐长得帅，有点小聪明，不烦人，即使他
毫无用处。

他像冰，阳光下闪闪发亮，路过的人惊讶于那瞬间的美，没
看到最后地面上融化的那滩泥水痕迹。

他像十块钱的钻石，漂亮但廉价。

他像所有初看美好而内里总有破落的事物。

他像“人”，像作者说的，他真的在写这一类“人”。



无能又不全是，不思进取，又不满现状；自尊心有时极强，
有时候无影无踪；有观点，又总是自以为是；对朋友不错，
但是需要日日夜夜的长时间相处的爱人，才能发现这个人有
多么不是东西。

偶尔又是个东西。

有时候觉得方鸿渐真实的烦人，作者用他们把所有时而冒出
不甚光彩的龌龊念头都抖在阳光下。

方鸿渐的，苏文纨的，赵辛楣的，孙柔嘉的，你的我的他的。

杨绛说钱钟书“痴”，但大家都能看出来，其实在变着法夸
他可爱。

事实上他拥有爱情，但他说婚姻像围城。

再仔细想想，“围城”这个比喻适用面太广，有什么不像围
城呢？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大抵人性如此。

城中之城读后感篇三

除此之外，书中大量精妙的比喻也运用的非常巧妙，为小说
的幽默效果增色不少。例如苏文纨刚出场时，作者对她复杂
的心情的描写：“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
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
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
有些自怅自悔。”如写李梅亭的肖像：“李先生脸上少了那
副黑眼睛，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

多么令人恶心。还有如“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
的共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是多么的形象。再如写苏文



纨和曹元朗的婚礼场面和二人的窘态：“曹元朗穿了黑呢礼
服，忙得满头是汗…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象洋
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
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不像上断头台，
是了，是了，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积犯相
惩的表情。”简直惟妙惟肖，其诙谐幽默的效果，真的令人
忍俊不禁了!特别是描写鲍小姐的形象，“有人叫她‘熟食铺
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
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看起
来虽然你能把人的眼泪都笑出来，实际上是在批判鲍小姐留
学出洋，一无所得，只学了一些坏的功夫回来。幽默的笑料
背后隐藏着多么深刻的讽刺意味!所以看完钱钟书的《围城》
是让你在哈哈大笑之后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顺着思路追
寻下去，你发现它看似爱情小说，实际是更多的是揭示了人
性，怪不得有人说《围城》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然也!

城中之城读后感篇四

在那片游离世外的土地上，时间仿佛是静止的。女主人公翠
翠像湘水一样温婉清澈，歌声悠扬清亮，老爷爷慈祥又宽厚，
船夫们浪漫又豪爽，就连生活的无奈，在这个地方，都带着
诗意的色彩，美好地令人不忍亵渎。大师用他的故事让我们
看到湘西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和忧伤，却也让我们产生对生
命的悲悯，对美好人性的信仰。

我最向往《边城》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翠翠和祖父去
看龙舟比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顺顺送他们很多吃的。有人家
娶新娘，翠翠的祖父送他们过河不收渡船钱。翠翠的祖父去
世，周围的乡亲都来帮忙。他们虽然生活很清苦，却能够互
相帮助，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



相比之下，我们每天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
人情淡漠，有时候，甚至邻居之间都互不相识。这不得不让
人遗憾。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城市也能变得温暖和谐。每一
个人都有宁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爱护着我们生
存的环境，彼此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家一样的世界。而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的
心去生活。

城中之城读后感篇五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是这样，
工作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干一行爱一行，富有兢业精神，
有的人频频跳槽，也难觅如意的工作，他们厌烦本职工作，
老是觉得别人的工作如何如何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换了新的工作后发觉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如意，想起原来工作
的种种好处。只恨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时光不能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