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读后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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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一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
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千年万年不变。生活里面的人
叫画中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画中一切
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唐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记载：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这些无论魏晋的人的生活在别人眼中却是豁然开
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交通鸡犬相闻的
怡然自乐。

沈从文也有文《桃源与沅洲》说：。。。千百年来读书人对
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力衰弱发生变乱时想
做遗民的必多这文增添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
至于住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
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农村的确只是失意人酒后的谈资或闲暇人的雅兴。至于生活
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以为自己是神仙和遗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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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
一只黄狗。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这生



活无形中就够成了一幅图画有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这意象与味道。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作为图景有永不退色的鉴赏价值浓厚的乡土气息。作为真实
却有它无法承载的厚重。作为生活其中的人更是另种悲凉无
奈。

翠翠的母亲与一个军官私生下她就早死去父亲她刚诞生起就
远去。从小相伴翠翠的是黄狗爷爷渡船渡口以及对母亲依稀
回忆。成年累月感受的是临溪石头天光日月河风。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
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
然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鼬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
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俨然图景中一道风景。她生活在
这亘古不变的图画里。

边城读后感篇二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名作。

小说讲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偏远山区所发生的故事，那里
有宁静优美的风景，那里有淳朴善良的人，那里更有感人至
深的情。

故事内容比较简单，翠翠是一个美丽、聪明、纯洁而又平凡
的女孩，她的父母在她出生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她与自己
的外祖父以及家里的一条黄狗相依为命地过着清贫的日子。

祖父年事已高，他希望翠翠能够找到一个家庭环境好点又能
深爱翠翠的人而早点成家，但是翠翠并不希望离开祖父。虽
然翠翠与祖父的日子过得清贫，但是充实而快乐。



我从小说和电影中还了解到，翠翠的母亲在生下翠翠后喝了
冰冷的溪水死了，如果当时的医疗条件好点，也许翠翠就不
会成为没妈的孩子，老船夫也不会失去女儿。大老天保的身
上发生的意外也说明了在当时纤夫们的工作十分危险！

故事的结局是只剩下翠翠一个人，一直孤独地守在碧溪岨两
岸，为来往的行人渡船，也在等待着她的远行的心上人。

翠翠的结局令人感到了悲伤与无奈。

边城读后感篇三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在书中作者以兼具抒情诗
和小品文的俊逸轻灵的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
情，表现自然淳朴的民风美，凸显澄澈纯净的人性美，描绘
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作品以充满温馨的牧歌情
调和浓郁丰厚的地方色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边城抒情特色，
从而使《边城》以个性乡土小说的姿态出现并一直感动着中
国文坛。

捧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书，从头至尾，一抹淡淡的愁
云萦绕于心。恍惚间，似自原始的清风轻拂着面颊，如梦如
幻。作家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把我们
带入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唯美的时空里，让我们陶醉于一
曲清新悠远的牧歌声中。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
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
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
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 房屋在悬崖上的、
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
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
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



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边城》展示给读
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
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这也
许正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作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展示出小
说人物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淳朴的民
风，善良敦厚的本性，与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
翠竹、白日喧嚣夜晚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
更像音乐的的梦境。作家敏锐清醒万分却万分痛苦地预感到，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愈演愈烈，这样的边城和边城里自
然古朴、原始和谐的关系，如梦境般一去不返，仅存于古老
的回忆中。自然的人性啊！你不要让梦流逝， 请你驻留，像
那边城的小溪，永不干涸！

你会惊异地发现， 沈从文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多么美丽的
世外桃源，那里纯朴的民风是我们这个霓虹闪烁的大都市里
所没有的，它好似一股细泉，它又似一缕清风，吹走了我们
脸上的尘土，带来一丝温馨。多么希望在边城能看到翠翠像
以前一样快乐地生活着，而那条祖父渡了大半辈子的船会依
然来往于溪间，那条黄狗也应该守在门前等待一桌喷香的晚
饭……在当代社会， 物质生活充裕，但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精
神环境却相对弱化。我们呼唤文学作品中的纯净而美好的风
景和人情， 期待它由“童话变为现实”。

《边城》或许是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最朴实的一部小说，
它能让浮躁的人心慢慢沉静下来，但当你合上书本，世事纷
沓而来的时候，《边城》的那好像恍若隔世的场景和瞬间是
如此的不真实，的确是一段偷来的并不属于你的时光……正
如作者所写“美丽总是愁人的”。《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
现这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
露出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沈从文先
生描述的边城在书中那么动人，而我们心中的边城呢？在我
看来，那其实就是一份宁静、一份心安，或者说是一份感动。



守住心中的这份宁静，我们便也找到了我们心中的边城。

在现今的时代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是那样的陌生和功
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似乎都卷入你争我夺的潮流当中。
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同时， 人与人的心灵同样显得狭
窄；在交通便利的今天， 人与人来往的途径是那样的便捷，
但人与人的沟通却是那样的艰难。一道墙， 不单是隔绝了人
与人之间的居住场所，也同时隔绝了人心灵的来往；一扇防
盗门，似乎避免了外人的闯入，但同时也囚牢了自己与外界
的联络。而边城所描写的这种平和纯朴的画面，正是抚平现
代人浮躁功利心的一剂良药。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
会无所适从时，不妨看看《边城》，保持一颗平常心。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
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
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
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
求。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个美丽的梦， 一个待实现的
梦。也许古老的文化会受到历史的淘汰， 但美丽的事物、高
尚的情操、美好的情怀，应当是永恒的。人们对美的追求，
也应该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不被磨灭的、最美丽的感情。

边城读后感篇四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边城便是他自己的世界。所谓浪漫，其
实大半是一种特质，他的文章从而定下了自己的基调，他的
笔触一再的重现着他的世界。当整个世界都在奔向繁华的时
候，他却穿山越水，终老边城。 沈从文常说，美丽总是愁人
的。然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刻意用笔在沈从文的世界里，边城
便是他自己的世界。所谓浪漫，其实大半是一种特质，他的
文章从而定下了自己的基调，他的笔触一再的重现着他的世
界。当整个世界都在奔向繁华的时候，他却穿山越水，终老
边城。



沈从文常说，美丽总是愁人的。然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刻意用
笔去写这种愁，《边城》充斥着这种淡淡的忧郁。整部作品
是美丽迷人的，山水之美，人性之美，爱情之美。悲剧隐藏
在若有若无的故事中。读完之后，我只是感受到遍布于全身
的惆怅，却找不到它的痕迹。无迹可循无处不在的中国式忧
伤，每个人都应该从这里读出一些什么。

小说最吸引我的两点：淳朴的人性和凄美的爱情

关于人性，沈从文自己用小说隔绝了都市，他笔下的人物却
用山水隔绝了人性的丑恶。《边城》里面的山水我个人很愿
意理解成是小说里人性之美的外化。也只有那么美的山水才
能孕育出那么纯朴的灵魂，也只有那么善良的人民才配得上
那片美丽的山水。我很羡慕边城里面的那种生活，并不一定
是日出日落的生活方式，确一定要是人性的纯朴。老船夫和
翠翠是边城这片山水养育出来的男人与女人，船夫是勤劳质
朴的老人，翠翠是天真无邪的精灵。人性美是这部作品很吸
引人的一方面，如同忧伤一样，沈从文并没有去直接刻画这
种人性，只是山水无言，人性本善。这种人性美体现于小说
的对话，沈从文实在是小说语言的大师，《边城》里面的对
话时是美的人性的直接流露。它还体现在每个人与人的相处，
隐藏在每年端阳时节县城的热闹景象，赋予了每个过往渡河
的游子。甚至吊脚楼边的妓 女，河畔的卖肉人家，船夫死后
照顾翠翠的老马兵。每个出现的人物都是被山水洗净的灵魂，
美丽的翠翠、死去的天保、远走的傩送、船老大顺顺、坚强
的老船夫...美丽善良的山水，美丽善良的人群。

关于爱情，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月老有时也是会糊涂的
吧，否则人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情怨纠葛。会不会有一
天，他也会把红线乱牵?徒惹人间一段段的纠缠心事?美丽善
良的翠翠就一定是被糊涂的月老搞混了，红线的那头既然系
在了二佬傩送心上，又何必说与天保大佬听。

我只是觉得每个人关于自己最初的爱情，其实都会很具体到



某一件物象或者事件上，那是我们情窦初开时的一种凝聚物，
就像多年以后柯滕记忆中那件被沈佳宜的圆珠笔弄脏的白色
衬衫。你做过关于它的梦，来堆砌你对爱情的全部向往。在
古时候它可以是一支玉簪、一双玉佩、一封信，在往前推，
它或者可能是你跟他看过的第一场电影、第一次的旅行、第
一次的牵手。对翠翠来说，它是两年前的端阳傩送在河畔对
她说过的那句话：

小心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喊救命。

傩送和翠翠可能都不知道，“鱼”一直象征着爱情和婚姻，
那片心海，也是从此泛起涟漪了吧。

然而爱情在这本书中一直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翠翠的父母，
那位绝美的湘西女子和质朴的屯防军人，为了爱情双双殉情。
在大佬天保同时爱上翠翠后，兄弟两个轮流为翠翠唱歌，后
来天保退出了这场爱情，一身好水性的他葬身鱼腹;傩送因为
哥哥的死与老船夫产生隔膜、误会，终于远走他乡不再归来。
而老船夫因为担忧翠翠的命运，身心憔悴，在一个暴风雨的
夜晚气绝身亡。那座象征茶峒风水的白塔也倾塌了，只剩下
了翠翠，只剩下翠翠孤单单地生活在这美丽的人间。

一直很惋惜的是，当初如果翠翠勇敢的说出爱，会不会一切
都不一样。她跟傩送明明相爱，可以有那么多的机会在一起，
然而每一个巧合事件的发生都在把这段爱情推向悲剧的命运。
那么多的遗憾，就是这婆娑世界。就像电影《那些年》里，
柯滕跟沈佳宜明明可以在一起，确总是因为一些很小的误会
彼此错过。数年过后，纵使大家相见莞尔，但在那段时光里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的爱情，谁的承诺靠不了岸，谁又可以讲
得清楚。有时候太不像电影或小说该有的情节，反而是像极
了我们的人生。

只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春天要看花，夏天要听雨，秋天看
落叶冬天看飞雪，天气晴好的时候要去看海，年纪正好的时



候一定要去恋爱。正如我始终相信多年以后傩送会回来的，
边城里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子在等待着他，可人如玉，与子
携藏。正如我一直相信爱情。

也许时光如水不再来，那我便将这青春冻结讨你欢。我是宁
静淳朴的山水，你是美丽无言的情郎。游子游子你快快回来，
恋恋旧日好时光。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边城读后感篇五

第二年端午，他又去了茶峒，这次她没有见到傩送，却见到
了傩送的`大哥天保，天保也爱上了翠翠，翠翠的命运从此与
天保傩送两兄弟的命运相联系了！

翠翠依然记得那年端午节遇到的傩送，和那天发生的事情，
又过了一年，新的端午节到了，翠翠在渡船的时候遇到了团
总的女儿，准备给傩送做媒的。傩送二老，派人来替他们，
接他们二位去茶峒看赛龙舟，他们到了茶峒，翠翠恰巧和那
个女孩子坐一起，很多人都来看那个女孩子，翠翠觉得无聊，
下楼，却又听到了楼上的女孩子准备用一座碾坊来作陪嫁，
给傩送做媒，同时也听说了，二老要渡船，不要碾坊。翠翠
心中的失落从这里开始，却又不带有一丝的喜悦。其中有一
段话，让我感觉很真实，当二老的长工告诉爷爷，二老安排
翠翠和爷爷坐在楼上，爷爷问翠翠你去吗，翠翠说我不去，
我愿意陪爷爷去。感觉特醇厚。

大老天保来渡船，对爷爷夸起翠翠。然后托人在端午节时向
爷爷提起了他想娶翠翠的事情了，爷爷很高兴得回去给翠翠
开玩笑的说，天保大老要娶她做老婆，翠翠不知道该怎么做，
装作生气，爷爷也没敢再问下去，这事情放下了，傩送明白
了哥哥的想法，同时也让哥哥，他不要碾坊，而是要渡船的，
但是兄弟两个却又不能向其他情敌那样决斗，他们只能有自



己的解决方法，他们约定为翠翠唱情歌，可是一开始唱歌时，
哥哥天保就认定自己输给了傩送，于是决定离开了茶峒。

不巧，当天保离开茶峒之后，在一次行船中，他在水中死去
了，一个水中生水中长的汉子就这样死了，傩送前去寻找哥
哥的尸体，但是毫无进展，途中，遇到了爷爷，爷爷含蓄的
一问一答，让傩送误会爷爷不愿意让翠翠嫁给他，傩送在回
到家之后与父亲因为是要碾坊还是要渡船吵了一架，离开了
家，而爷爷去船总顺顺家，顺顺由于大儿子天保的去世，对
爷爷的态度极其不好，爷爷由于担心翠翠的将来，在忧郁中
死去，他死去的那天，天下雨，雷声很大，第二天，爷爷死
了，屋后的白塔也倒了，可怜的爷爷，可怜的翠翠。

杨马兵来照顾翠翠，船总顺顺也来了，并准备迎娶翠翠过门，
搬过去住，但是杨马兵认为不成样子，要等傩送回来，但是
傩送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翠翠阿，你知道么，你所等待的傩送还能不能回来呢！

平实的语言却饱含真情，很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