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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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
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篇一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我没有品味出这位渔人在离开这个地方时的感觉，或许他已
经没有了感觉。但是，当我慢慢地盖上了这本书素色的封面
时，心，沉甸甸的。

我突然想到了沈从文的另外一篇《凤凰》，我看见湘西的凤
凰蜿蜒在各处而坚守堡垒还在，可是却没有守住最后的凤凰。
我看见在暑假，游人如织代替了当时的洗衣捣衣的声音，我
看见因为旅游业的发展，这个地方的美在逐渐被人所知的过
程中只留下了那端庄华丽的外壳。我们只能在山坡的最上方，
畅想那神秘的蛊蛊，让人脆弱的落洞和那个时候人们的善良。

陶渊明用了一种多么矛盾的手法去写桃花源!因为他知道桃花
源不是真的`。但是，沈从文他在湘西这个神秘的地方长大，
他看见他的故乡离桃花源越来越远，他感受到了他的理想世
界不再是他的故乡，而是一座幻城。

而我们，原本就已经没有桃花源，可是冰冷的世界却要我们
抹杀掉那最后的对桃花源的畅想。

每一个都忙忙碌碌，每一个人都相互猜忌。孩子们从小开始
竞争，要求赢在起跑线上，大人们为了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
线上用尽力量。官吏贪污，世界各处战火纷飞。



“落日黄昏时节，站在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
依稀可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而如今的我们，
只能够对着月色畅想着山涧里的蛙声了。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篇二

在喧闹的城市，被钢筋和水泥包围的世界，被霓虹灯照耀，
夜如白昼的世界，很难想象那副农村特有的画面，很难想象
还有湘西这个美丽朴素的小镇，不被世俗浸染，过着艰苦朴
素却快乐的生活。湘西一直以来在外界是神秘的，沈从文笔
下的湘西更是让湘西染上的神秘魅力的色彩。我们忘不了那
个单纯善良的翠翠，忘不了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场景，
忘不了沈从文笔下湘西那美丽的风景，忘不了天保和傩送的
那无坚不摧兄弟情，忘不了翠翠和傩送那凄美纯洁的爱情。

在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
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
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
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
排了一只方头渡船。”也许我们不曾想象，在这“世外桃
源”中有着如此凄美伤感的爱情故事。爱情，同那哑哑的声
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的空气里，使那条安静的小溪有了一
丝热闹的气息。

故事的`开始与结束都围绕着小溪，因此，小溪也有了另外一
成含义。它孕育了勤劳的茶峒人民，也让渡船这一线索变得
理所当然。

读边城，是一种享受。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
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
便会身不由己的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不由自主的忧伤，心
如刀割。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靠渡船为生。



他们的生活是拮据的，但他们也是快乐的，有了歌声的陪伴，
他们不寂寞，有了善良村民的帮助，他们没有被社会所忘记，
他们也容入了社会。

文中的人都淡化了钱，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
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
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
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
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
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
熏染变质。

翠翠和顺顺的两个儿子，翠翠的父母的爱情，让整个小说变
得带有淡淡的忧伤。“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在小说中始
终没有得到体现。也许这是作者那个时代的悲哀。爱上一个
人没有错，但兄弟两没有与别人一样，哥哥为了弟弟，毅然
放弃，一人将痛苦承担。然而，他的死亡给翠翠，翠催的爷
爷，他的兄弟造成了难一挽回的悲痛。他的弟弟将一切责任
都归到自己身上，从此，白塔下在也没有荡漾着那动听的歌。
曾经兄弟两在百塔许下的诺言最终被溪水冲刷的无影无踪。

端午节，在小说中有被作者赋予了新的含义，二老在那天结
识了翠翠，有在那天大老与翠翠相遇。爱情在端午这天开始，
鸭子，这一普通的动物，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小说中的人物，也在作者笔下刻画得栩栩如生。翠翠，一个
封建时期女性的代表，”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
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
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
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
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
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
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
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
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
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而顺顺的两个儿子，他们崇尚爱情，又有兄弟情，鄙视金钱，
敢爱敢憎，他们生存在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
与历史的厚重。他们无法摆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这
潜在流动的悲剧命运。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篇三

“萧萧是个可怜的女子”，看过沈从文的《萧萧》的人都那
么说。

是的，在湘西那个落后、保守甚至残忍的地方，保留着童养
媳的陋习。萧萧十二岁时嫁作童养媳，不明人事时被花狗玷
污，夫家伯伯本打算把她发卖，但她却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
小子，夫家又没舍得，又留了下来。作为一个童养媳的典型，
萧萧受人愚弄、摆布。她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人
生是操纵的被安排的人生。她渴望变成女学生，却始终与她
们无缘，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
苦和受人践踏，生活在无知当中。

但是，从另一种眼光来看，萧萧的乡间也有现代人所羡慕不
来的东西。

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永远给人出路。
它像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
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乡间，
它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因此，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
关。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得是人性的胜利。正
因为如此，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中，可以因为家人的消



极执行，而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湘西民风质朴，湘西人勤劳而善良。萧萧并没有感觉到自己
的可怜，相反，其实她很享受她的生活，旁人又有什么权利
置喙？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
她和弟弟相处愉悦，她夫家的人也没有亏待她。即使是她因
为被花狗玷污怀有生孕时，家里人因为当地的规矩准备把她
发卖，他们仍旧收留着她，在等待发卖的时候，他们反而可
以正常的生活，即使最后萧萧是因为生了个男孩而不必被卖，
这还是表现出了湘西民众的善良淳朴。

反观书中的“女学生”，她们对于制度有着自觉的反省与反
抗，她们是先进的群体，是萧萧羡慕却一生都无法达到的位
置。但是，她们的生活，却是奢侈而缺少温情的。小资生活，
不一定就比乡人的淳朴无知来得幸福。《萧萧》中有这样一
段话：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啬是
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
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
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
三十担瓜。湘西人在自己的辛勤劳作中，收获幸福，所谓的
文明人，却在随意消磨浪费时间，过着近乎糜烂的生活，竟
然还自诩为文明人。孰是孰非，谁也不能下定论，幸不幸福，
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

萧萧，那个小女子，在湘西的某个小乡村，过着无知却没有
忧愁与烦恼的生活，别人可怜她，她却依然幸福着自己的幸
福。

沈从文语录

马鸣风萧萧　微风燕子斜

沈从文文化思想研究



郁达夫致沈从文的公开信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篇四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这是
沈从文先生《萧萧》的开头，点明了时间和地点，又是一个和
《边城》一样，描述湘西人情的故事，从小说开头萧萧被嫁
当童养媳，一遍看养自己拳头大的丈夫，一边生长，到后来
因和花狗越界而怀孕，花狗因此出逃，萧萧怀孕后被囚禁，
甚至可能会被沉塘而失去生命，最后因为生下男孩儿而幸免
于难，甚至孩子还叫自己的丈夫大叔，这一切的发生可以说
是悲剧的存在，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只十二岁。

萧萧从小没有母亲，被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自由自在
地生长，无拘无束，她的纯净和朴实正与湘西美丽的景色相
呼应，顺利地生长起来。而她的这种从小的自由和生长的顺
利，也是造成她悲剧的一个原因，她没有母亲对她的发育成
长进行正确的疏导，顺着心意随了花狗而导致了怀孕。

幸而乡人没有逼迫她去沉谭，等着二嫁，等着等着她把孩子
生下来了，却是个男孩儿，于是就不嫁了，不知该说是萧萧
的幸还是不幸，男孩儿的地位却比一个活生生的人还重要许
多，民风虽是淳朴却让人心里硌得慌。结局萧萧和花狗的孩
子牛儿也娶了亲，娶亲时新娘子在轿子中呜呜的哭，绕了一
圈却又绕回了童养媳，和萧萧一样。结局处轻描淡写的一
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却在屋前榆腊树篱
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几句简单的话，却
点出让人心酸悲凉的故事，一个周而复始的故事，又是一个
春去秋来，这也是最显得悲凉的地方。

文中还出现了“女学生”，她们不与当时的风俗“同流合
污”，追求自由，追求解放，是眼中的异类，当祖父和萧萧
说起这些令人不齿的女学生时，萧萧心里却模模糊糊有着一
些向往，也愿意被称为女学生，这暗暗中也包含着萧萧注定



和其他女人不同，她的心中对自由和解放有着向往。

《萧萧》和《边城》有着许多相同，却又有着许多不同，
《边城》最后悲伤却带着希望，但是《萧萧》却是以一种看
似喜的结局描述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悲剧，沈从文先生的文笔
真的可以说是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
方色彩，能够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篇五

如同《边城》一般，《萧萧》的民风淳朴得紧。我倒是很喜
欢美好的东西。比如萧萧和她的“弟弟”，比如爷爷，比如
哑巴，比如那充满宽容的一家人。

“天亮后，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眼开眼，看一阵在面
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这倒是真的了。每个人是有些许熬夜至凌晨的经历，还会觉
得讨厌那种似睡又非睡的感觉。呵呵，但似乎，在沈老的笔
下，我不知怎的竟喜欢起来了。那些黄边紫心葵花，一下子，
安谧的不行。睁眼还是闭眼，皆是无边且无尽的享受。

说到了“女学生”的那一段，一开始，我会想到或许是笑话
乡下人的无知。但再多想一点，其实也会接受，这不过是接
受新事物的一个过程。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对此也不是
深恶痛绝的，反而是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潜移默化的
作用是在这里产生的吧。而更有趣的是，沈老在一九五七年
较改字句的时候，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小毛
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
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
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
也讨个女学生媳妇！’”就像是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
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可以看见，那些对当时人们而言，很新奇的事儿，于我们现



在，不就是生活么。倒是了，无非是些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
自由恋爱之类的。萧萧是个单纯的女孩儿，单纯的人儿终究
对美好的事物会产生愿景。萧萧本身就是活泼开朗又天真的
少女，或许，她太过于认命了，有着些许的麻木，可是在我
看来，她亦是随遇而安的，一个人，平平凡凡，安安乐乐，
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至少在我看来，平静而安详的日子让我
更随性。就性格而言，一定程度上，萧萧是和《边城》里的
翠翠重合的。

关于花狗，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怜悯萧萧，为什么在她花
一样的少女情怀里，没有遇上更对、更好的。不能否认的，
萧萧，由女孩长成了女人。因为一个叫做花狗的懦弱的男人。

我该庆幸么？最后的萧萧，没有被古老的制度荼毒，反而是
被朴实的乡情拯救，最后的最后，小丈夫没有嫌弃萧萧，也
没有嫌弃那个胖胖的男孩儿，男孩儿长大后喊他大叔，他也
答应着并不生气的；其他人呢？似乎也没什么，“照规矩吃
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竟
没有什么不同呢！

呵呵，这样安谧的结尾，是可以让我，舒舒服服的，梦见那
片黄边紫心葵花了。

沈从文小说读后感篇六

下面是我对他小说的一些看法，才疏学浅，有不到位的地方
请多多批评。

“朋友们，你们拉纤从这里经过，不拘是薄暮，是清晨，请
你们把歌声放轻。这土堆下面有一个年青朋友的长眠，他死
的是不很心甘的。”

看完上面这一段碑文，再加上《爹爹》第一节，对于纤夫生
活的叙述，很难相信沈从文在第二节开始只字不再提纤夫，



我还以为他会一直把纤夫那种悲苦命运延续下去呢。但是他
没有，而是转入了写那个叫做吴成杰的傩寿先生，原来那位
先生就那那位死者的爹爹。

这就是沈从文，他不会以情节来取悦读者，如果你看多了他
的文章就会发现，总是那样平平淡淡地开始然后再平平淡淡
地结束。但其中却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你看完，不是对最后结
局的关注。沈老先生的结局也总不会让你失望，即便《爹爹》
到最后，那个在众人心目中的好人也伴随着儿子而命归黄泉，
我们也看不到一丝的悲哀。为什么呢？这缘于他对儿子的爱，
这种爱就如琼瑶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那样热烈，却又无限地
深沉。而你也始终都伴随着主人公感受那垂手可得的忧伤。

这位爹爹为他的儿子做过什么？没有，我们没有在小说中见
到他儿子的出现，因为小说一开始他就化作了一段碑文。

倒是那个近于“迂而且傻”的傩寿先生在妻子死后没有再续
弦，这与他本人没有多大关系，甚至还有人看上他的小康生
活而想从自己亲戚中选一相宜女人送给他，这都被他婉言谢
绝了。因为三十岁以前他怕后母对孩子不好，而三十岁以后
又要想着为孩子结婚娶媳妇了。

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父亲，他却无时不在小说中表现着对自
己儿子的关爱，儿子活着的时候如此，儿子死后也不忘记，
只不过他把爱给了周围所有的人。

有人把沈从文的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用冷隽的写实笔调
表现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一类用了温暖的抒情笔墨
描写村野间耕夫船户的淳朴人性……”(摘自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

如此看来，《爹爹》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了，但如果不多读
几遍你是体会不出其中的那份深沉的。看看其中关于傩俦先
生思维描写的一句话：“多吃一碗是为儿子欢喜，少吃一碗



饭是为儿俭积。”儿子死后，他关闭了药铺的门，去玉皇阁
与孤魂野鬼为邻，在长长的钟声下哭着过日子。

但只要有谁家的孩子被打伤、摔伤或者是被甘蔗割破了手，
他还是会去治疗，而且不收取报酬。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
把他们都当做了自己的儿子，只是自己对儿子的爱的一种延
续。又或者真如周围那些人所说的，他成了一个“好人”，
只是为了给那小城市的人看病而存活着，看上去夸张得有些
像童话了。

三个月后，傩俦先生的`药铺又重新开张了，但作者却没有再
写他是如何做生意，而那些病人不是很穷就是忘了带医药费，
而他又全然不在乎。

终于有一天，他可能是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又去玉皇阁找那
那个把念经看得并不比说话为有用处的和尚来为儿子做道场，
或者本就是打算为自己做的，作者在临终了这样安排情节，
不知道是无法为这深沉的爱找到更好的结局还是说说那位傩
俦先生的愚昧。谁知道呢？等以后我买来沈从文的小说来慢
慢研究吧。

看完沈从文的《爹爹》，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来写。如散文
般不必太在乎情节地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这个世界的
看法；又如诗歌，通过夸张的手法来创造一种意境，表现人
性的美与最实的情感和欲望。你也可以这样试试，让自己的
文章也浪漫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