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笔记城南旧事(汇总18篇)
熟悉范文范本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写作的规范和要求。在
写总结时，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写作技巧，比如使用具体的例
子来支撑我们的观点。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范文范本，
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一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是以主人公英
子从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背景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以
林海音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为雏形，透过小姑娘英子童稚
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一种说不
出的天真，道不尽的人间复杂情感，整部书所呈现的是一个
安定的、正常的、政治不挂帅的社会心态。故事中的人物以
自然、真实的面貌出现，透过童稚的双眼看大人的世界，发
人省思。

在《城南旧事》里，无论《惠安馆传奇》中椿树胡同的疯女
人，还是《我们看海去》里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这些不能
以常人眼光理解和衡量的“另类人物”，在作者温暖的回忆
中，却都含有人世的温情，闪动人性的光泽，读来刻骨铭心。
书内各小标题也起得绝佳，如《我们看海去》、《驴打滚
儿》、《爸爸的花儿落了》等。透过林海音的文笔，我么可
以看到《城南旧事》并不是冷峻的历史角色，你可以从中感
受到系人心弦的感动及亲切感，她最擅写动作及声音，不多
加渲染，淡淡几笔，便将其景生动勾勒出，栩栩如生。看似
简单的回忆，却能深深的感动人。

《城南旧事》一书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惊天动地，波澜起
伏的故事情节，一个个画面就如在梦中铺展开来，向我们展
示的老北京——古城的残片，大柯的几根垂落枝条，瓦隆中
存留的枯叶，临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半扇院门的的插闩，



还有屋顶上的花盆以及巴在皇城墙上的冬雪……展示了影子
的纯洁、天真、善良。展示了人间的悲悲喜喜，人情冷暖。
尤其是那字里行间没有任何的'追逐名利，满是人间烟火，那
情，那画面娓娓道来。使人读来感到温馨，宁静，可能这些
就是我对此深爱的原因所在吧。

纵观整书，每一个故事的人物在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人
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一个阶段的结束，也就是另
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人无法也不可能永远只停留在某一阶段
中，只有不断向前，才能体会各种不同的生活，使生命活得
缤纷灿烂，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你我的际遇各有不同，在漫
长的人生路途上，谁不希望踏着平稳的路呢？然而这却不常
见，因为往往会荆棘满途，要你铲除障碍，才能迈向璀璨的
终程。因此我们除了要适应现在的生活外，还要像林英子一
样，做一个坚强的人，无惧任何风险阻拦，在风雨中屹立不
倒。

看罢此书昔日的珍贵片段，难忘的美丽回忆，又浮现在我的
眼前，与此同时，我也后悔曾虚度过的光阴，以及没有好好
珍惜的东西，但是未来的岁月，我会努力争取，更会好好珍
惜，特别是珍惜父母以及身边的人，希望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不留下遗憾！

感悟

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二

早就会唱《送别》这首歌，而且知道它是电影《城南旧事》
的主题歌。至于《城南旧事》这部书和电影却都未曾欣赏。
如今，小学语文课本上选编了《城南旧事》的序言部分，于
是我赶紧找来读了一遍。读后，不禁被林海音那饶具魔力的
文笔深深吸引。



文中，主人公英子以童稚的双眼，透视着大人世界的喜怒哀
乐，倒进了人间的复杂情感，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北京城南
的风光人情。文中透出淡淡的忧伤，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
意，让人无法忘怀。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三

《城南旧事》是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英子童
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
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在北京城南度过的童年的怀念。

与其说是一种思念，不如说是对当时社会强有力的批判。贯
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时间是1923年开始。英子由一个
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到13岁。书中故事的发展循着英子的观点
转变。故事虽是全书骨骼，她的观察给了全书血肉。英子原
是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观看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直到
他爸爸病故，她的童年也至此结束，在13岁的年纪开始负起
了不是小孩子该负的责任。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促，更
衬托出无忧无虑的童年欢乐的短暂可贵。但是童年是不易写
的主题，由于儿童对人生认识有限，童年的回忆容易陷入情
感丰富而内容贫乏的困境。而林海音却能写到如此耐人寻味
的文章，可见功底之高。

在林海音的笔下，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而英子则是一个简
单的人。三毛说过一句话：“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童
年并不是一个苦恼的时段，而是这一生中对故乡的思念
和“根”的祭奠。心越简单，人越快乐。这也许是林海音想
要表达的主题吧！人们在高节奏的过着复杂的生活时，何不
妨拾取一颗简单的心，用来体验美好，寻找快乐。其实，每
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城南旧事。我们也像英子那样唱
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们一直都在离别，
和朋友，和家人及旧时光里的自己。

童年其实很短暂，长大后，怎么抓也抓不住。愿你在余生里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切安好！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四

《城南旧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林海音在书中讲述了
她童年在北京城南的生活，以一个小孩童稚的眼光去看待那
些人、那些事，从另一个纯真的角度分析了世俗和成人的人
情世故。那悠悠的怀旧笔调使得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思绪万千。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英子可以和每个人都成为朋友?为什么不
论是被所有人视为疯子的秀贞，还是被养父母打骂的妞儿，
又或是为供弟弟上学而偷东西的小偷都愿意把心事将给英子
听?我百思不得其解，有时能模模糊糊地想清楚，却又无法用
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这样一句话
解答了我的疑问：“主人公英子的世界时单纯的，充满疑问
的，她从不在自己世界里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
出。”“不在自己的世界里上锁”，这或许就是一条与人相
处的秘诀吧!敞开心扉，真诚地接纳别人，走进他们的世界，
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某件事，最终将会获得他人的信任。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五

这是我第一次读林海音《城南旧事》。很奇怪，过去许多次，
拿起书了，就是没有耐心读下去。或许，那些年月，燥热不
安，是读不进去的吧。

冬天来了。天气真冷。周遭一片冷落。是百无聊赖的日子。
就随手翻翻这本书吧。没想到，很好读，一口气，就读完了。
意境很美，故事很淡，但总有那么点点的忧伤。因为写的都
是离别的故事。不知怎的，突然想起奈保尔的《米格尔街》。
自然，两本书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但就是莫名地想起了。
或许是，都是写的离别的原因吧。

现在是只喜欢读散文化的小说。小说腔太浓，总怀疑了作者



的不真诚。我现在，喜欢读真一点的东西。

用童年视觉，去写往事，往往容易动人。但真没想到，林海
音写得那么感人，那么真切。闭上眼，能够感受到那冬天里
呵出来的白气，能感受到透过槐树叶子，洒落下来的阳光，
能感受到噼噼啪啪地打落在砖地上的北京的雨，能感受到那
个藏着童年秘密的草地，能感受到那散散落落的夹竹桃，和
掉在地上的石榴。心中，一片柔和，很软，又有些痛。

看过了大陆不少写童年往事的，有共鸣，但缺乏一种情感上
的认同。到底是《城南旧事》，到底是朱天文《童年往事》，
让人浸在她笔下所散发着的气息里，不能自拔。人物形象是
饱满的，是立体的，是活生生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人。喜怒
哀乐，平平常常，却实实在在。北京的风，北京的尘，北京
的雪，北京的雨，北京的花开花落，北京的日出日落。那剃
头担子，那卖驴打滚儿的摊子，那戏院。落入作者的笔下，
一段段难忘的城南的旧事，也就铺陈而来，读后，让人不能
忘怀。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六

最近几天我读了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看完
以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

刚拿起这本书，我只看了一章，就被作者所表达的童年的快
乐的感受深深熏染了，对这本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是
一本作者从不懂事到长大后的成长史，语言中透着淡淡的悲
伤，童年遇到的那些人和事，在记忆的脑海里逐渐褪去颜色，
却怎么也忘不掉。

这本书分为四章，讲述了四件不同的故事，每一件故事都会
让我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大人们眼中的疯子，可在作者小
时候的眼中却是那么的纯真，大人们的心灵已被世俗蒙上了



一层灰尘，用孩子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会发现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都充满着阳光，作者小时候善良，妈妈给自己买的糖果，
作者却悄悄留着给自己的好朋友，是啊！“人之初，性本
善”，每个人的童年都是这样的纯真无邪，童年的每一个时
刻都是快乐的，心中装不下什么，却稍纵即逝，童年一去不
复返，再也回不来了！

人世间所有的人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充满邪恶或充满
善良，这一切在作者小时候的眼里却都是一个样，作者小时
候不知道海长什么样，课文上说太阳是从海面升起来的，作
者却认为太阳是从天空升起来的。作者分不清海和天，也分
不清好人和坏人。一个为了供弟弟上学而去偷别人家东西的
坏人，和作者许下承诺，等作者长大了，一起去看海。作者
和坏人交朋友，和坏人谈心，是坏人唯一一个朋友，因为作
者还小，坏人将自己所有的事都告诉作者。当坏人被警察抓
住的时候，作者双眼还噙着泪水，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孩子们头上的那片天空是很蓝很蓝的，纯净的赏心悦目，童
年就是这样，失去一个人就会伤心，我们的思想和心灵都是
纯粹的，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搞不懂，所以童年都是快乐的。

“等你长大了，我们看海去。”坏人说。

“英子，你长大了可不能惹妈妈生气了。”兰姨娘说。

“英子，你长大了，可不能和弟弟吵架了。”宋妈临走时说。

当童年熟悉的那些人都渐渐离开时，我们才渐渐的长大，随
着时光的飞逝，等我们再想起时，一定会深深的怀念和感激，
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成长一些必要的道理，是我们生命的一
次转折点。

童年一去不复返，即使长大后，我们也不会忘记童年的岁月
和时光，让童年永远在我们脑海里永存，记住这段美好的时
光，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吧！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七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
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初版1960年。全书透过
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
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可视作她
的代表作。导演吴贻弓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了巨
大成功，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
一代人。

通常，我对旧事或名著都是不太感兴趣，但是，自从我读了
这本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后，我对名著的观念就大大地
改善了!

这本《城南旧事》是写英子、惠安馆的疯子——秀贞、爸爸、
妈妈、英子的奶妈宋妈、英子的好朋友——妞儿、藏在小草
堆里的小偷、不理小孩的得先叔、和斜着嘴笑的兰姨娘，这
些生活中的人，都陪着英子度过一个幸福与伤感的童年，也
陪着我们这些小读者体会20的老北京的一丝丝温暖。

林海音的这本书是充满着怀旧的感情，童年时的话语中，似
乎包含着一层层情绪，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慢慢
的流水、缓缓流过的岁月，所有的一切，合在一起，恰恰就
是一首优美而含蓄的诗歌。

这本作品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
娘，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落了，全书都是以英子——一个稚
嫩的小孩微妙的记忆力，去写整本书。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八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描述的是各种美好，或是乱世。作家笔下
的乱世各有不同，但林海音却改变角度看乱世。作家以一个
孩子的观点、看法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并没有写如大江大河



奔涌的场面，而是渐渐淡化整体，仅仅以描述社会上的不同
人的感情、生活变化。

主人公林英子的世界很小，她的眼中没有那么多的社会上的
招数，而是以天真、纯洁的心看待自己仅去过的这一点小世
界，可能父母允许自己出去看节日的热闹活动已经是求之不
得了。20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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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寻找“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的一个
朋友。

文中的人物最后都离小英子而去，本篇文章也主要表达了告
别童年的悲伤和痛苦的怀念的情感。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却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尽了悲欢离合。想象总于现实相差很
远，原我们都很天真，都很现实，但被当时的社会“磨砺”
的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人们的心灵也就显得越发弱小，这也
是作者文章的过人之处。

秀贞、偷儿、兰姨娘、宋妈这些人身上的悲剧，让本以善良
之心对待世界和现实的小英子也“打开了视角”。她的童年
有很多悲痛的回忆，但她仍向往着美好的生活。

可能我们本也是天真的，但因经历过这世间的形形色色，也
被打磨成了石沙，有时候，忘记自己的身份，做回自己，摆
脱世俗烦扰。不能被别人影响，你一定要影响别人，并且是
好的影响。

我默默地想，默默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
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九

看《城南旧事》时，我的心头不禁漾起一丝丝温暖，因为已
经很少看见这样精致的东西了，因为它不刻意表达什么，只
是一幅场景一副场景的从容地描绘了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



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那样的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的
纯净淡泊，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
名逐利之心。我被小说里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打动了。

《城南旧事》描写的是平民百姓间的寻常故事，是部具有极
强的平民意识的纯美的散文式小说，文中那委婉的诗意，宁
静的意境似乎一副素雅、淡泊、简约的中国水墨画，我不禁
沉浸于那淡淡的哀伤、弄浓浓的相思中，而无法自拔。它透
过小女孩英子一双童稚的眼睛看世界，从头至尾，描写得极
为细腻。

看《城南旧事》的时候，我想了许多，发现那些以为忘却的
东西以为忘却的那些人、那些事，原来一直潜藏在心的某个
角落里，以为无印象的旧事，以为早已消褪殆尽的那些童年
玩伴的脸，此刻竟又鲜活起来，仿佛就在眼前。其实每个人
记性都一样好，只是芸芸如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失落了那把
钥匙，无从开启罢了。

童年的记忆大多是片段因为不懂人世离合，因为无力探究世
事纷扰只能任听一切随缘而来，又随风而去。仔细想想又有
几个童年玩伴可以交代明了他们的今昔。这样的离别，比起
成年之后，犹更痛彻，因为多数只能留作一生的回忆，也正
因为如此，英子才更加害怕离别，也更加珍惜身边的人与物，
疯子也好，小偷也好，影子是真的把他们当作朋友般珍
惜。“我不懂什么是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的
确，英子的眼眸，纯净得不能容下任何尘埃，给这世界蒙上
了一层梦幻般的明朗。人世的挣扎与痛苦，在孩子的眼里滤
去了浮世悲欢，还原成生命本来的模样。疯子也好，贼也好，
贫穷也好，富庶也好，在孩子眼里，丝毫不带有任何人间烙
印，她的眼里只有生命本身。孩子的眼神，是非人间的。也
只有英子会蹲下来，在温暖的阳光下，静静地，认真地去聆
听一个“疯子”诉说过去;只有她会为了小偷被抓而感到伤心，
也只有她会认为他不是个坏人，而是和自己有着“一起去看
海”的约定的朋友，相信他是为了“奔窝窝头和供弟弟上学，



不得已才走了这一步的。”。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

“我默默地想，慢慢的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来，听见
缓慢悦的驼铃声，童年重临于我心头。”这段话把我们带进
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这本书是描写旧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童年的骆驼队到
爸爸的花落了，中间英子经历了许多成长的变故。也就是这
样，一个个人物开始走进故事里：惠安馆内被称做疯子的姑
娘秀贞、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无奈做小偷的
哥哥、常住在英子家躲风声的德先叔、被施家赶出来留宿英
子家的兰姨娘、英子家的仆人宋妈、因病去世的爸爸……他
们都是英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教会她许多道理的人。

我喜欢作者林海音，他在观察骆驼吃东西的情景：英子发现
骆驼们都一样，唾沫沾在薄薄的唇边，慢慢地走，慢慢地嚼，
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英子想就是因为这种不慌不忙的
性格，骆驼才能耐住长途的寂寞吧。我们学习也是这样的，
应该沉着认真地对待困难，要想做好，就要应该学会镇定，
多想办法，不钻牛角尖。记得英子爸爸总是这样说：“英子，
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
了。”其实我爸爸也经常用相似的话来鼓励我，一想到这里
就充满了对爸爸的感激和爱。特别是我在遇到难题时爸爸会
说：“别着急，沉住气，换种思路、换种方式或者动动脑筋、
想想办法，也许成功就降临在你身边。”在爸爸的鼓励下，
我试着用各种方法去尝试解决难题，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下，
解题思路不仅越来越开阔，而且还自信了许多，真是受益匪
浅。

我还喜欢《惠安馆》那一章。秀贞是英子搬到新家认识的新
朋友之一。她天天听着她念叨着小桂子之类的话，使英子很
好奇，她觉得很好玩，于是她每天上午偷偷跑去惠安馆和秀



贞玩，听她讲小桂子的事。直到有一次，她无意间听宋妈说
秀贞并不是真疯，而是女儿被扔到齐化门下丢了才疯的，英
子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得知小桂子脖子后面有一块
青疤，善良的英子经过了重重困难，发现妞儿就是小桂子，
于是拿了妈妈的手镯帮她们逃跑。

我还喜欢《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当英
子在散落的夹竹桃前默念时，那首哀婉、惆怅的《离别》一
直萦绕在我耳畔。梳着油松大辫子的秀贞、水亮眼睛的小伙
伴妞儿、一起看海去的小偷、清幽幽散发茉莉香气的兰姨娘、
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撒手人寰的慈父……他
们都曾在英子的生活里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真切地存
在过，却又悄然离去，如烟飘过。英子不喜欢离别，却也只
能在温情的回眸里用心灵的彩笔给岁月着色。英子的童年之
所以精彩，是因为她有一颗纯洁净化的心灵，正是她有了这
一颗心，她的童年才幸福。

《城南旧事》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这本书让我们体会到
了童年的天真可爱，无忧无虑，我想，这应该就是林海音写
这本书的目的吧！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一

在主人公林海音英子的童年里的人物：惠安馆的疯子——秀
贞，英子的好朋友——妞儿，藏在草堆里的小偷，斜着嘴笑
的兰姨娘……他们在这部《城南旧事》中体现的活灵活现，
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英子的童年生活为背景的
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全书围绕着英子眼中大人世界的喜
怒哀乐、悲欢离合为主线，描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
南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所发生的不普通的事。全书最后英
子随着爸爸的离开，真正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长大了，体会到
了自己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这个暑假期间，我回到了爷爷生活的小山村，体验了一次乡
村静谧的生活。在爷爷家，我体验的平时在城市中体会不到
的东西：犹如彩锦铺中一块块的田地，自种自收自吃的无公
害蔬菜，还有我印象最深的“螃蟹大餐”，所谓的“螃蟹大
餐”就是我和小伙伴从小溪里抓到的野生小螃蟹，炸一炸，
嗯么，别提多美味了！

抓螃蟹首先要从清澈见底的小溪中，轻轻地翻开大石头，仔
细观察。咦？怎么有黑黑的东西在爬来爬去的，嘿，快抓，
那就是野生小螃蟹！起初我发现不到也捉不到一只螃蟹，可
我旁边的小伙伴不一会儿就抓到一只，我的心里如同热锅上
的蚂蚁，焦急极了。渐渐地，我平静下来，意识到只有耐心
才能捉到美味。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发现了几只螃
蟹，并在小伙伴的帮助下自己亲手捉住了一两只。

准备晚饭时，大家一起把螃蟹清洗干净，滋啦啦，滋啦啦，
螃蟹在油锅里翻腾，它们的衣服褪去了黑乎乎的颜色，变得
金光灿灿，好不华丽？晚饭开始了，大家享受这自己的劳动
成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想，所有的人都向往着童年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
吧！

现在，我已经要六年级了，即将告别我快乐无忧的童年。
《城南旧事》就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小艇，把我们拉回了过
去，回忆童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南旧事》，每个
人都有快乐时光。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二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
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
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
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赏析：这一小段话



把骆驼咀嚼草料的神情与动作描写得非常具体、细致。我好
像真的看到了一只骆驼弓着身子，吃着草，牙齿磨来磨去，
发出“嗞嗞”的声音。磨着磨着，一些白泡泡就出来了，挂
在骆驼的嘴上，别有一番乐趣。我从“我看得呆了，自己的
牙齿也动起来”体会到，林海音对骆驼十分感兴趣，并且非
常之喜爱，深深地被骆驼吸引住了；也让我看到了梳着两个
麻花辫的小林海音看着骆驼，眼睛直直的，牙齿有节奏地磨
着。再来看看“大鼻孔里冒着热气”这半句，也充分说明了
作者对骆驼的喜爱，如果她不喜欢骆驼，她会观察那么仔细
吗？这就是林海音高明之处——一整段没用一个“爱”，却
通过自己的动作和骆驼的动作表现出自己的喜爱之情。

好词:慌慌张张，神出鬼没，轻快，孤零零，热气腾腾，整整
齐齐，缭绕。

好句:

1.把在他们施家的一身晦气，都洗刷净啦！好痛快！

2.乖孩子，好心肠，明天书念好了当女校长去，别嫁人，天
底下男人没好的！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三

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
离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妞死了，疯子慧贞带着妞去找她的亲爸，追火车被火车撞走
了。

当毕业典礼结束回家之后，却听说爸爸在医院里。。”她把
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赶紧去了医院，她走过院
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
是小孩子。作者在那里凭吊了她那过早离开人世的父亲，也



记述了她的成长。

从“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爸爸也不拿
我当孩子了”“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我好像怕赶不上什
么事情似的”“‘老高，我明白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等句子能够看
出：“我”已真正感觉到自我长大了，懂事了。英子在毕业
时成为优秀学生，代表同学们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她确实
已经长大了。

宋妈这样的离去，是喜是悲，似非英子所能理解，但书中应
为有了宋妈和她的故事，而添加了多层的深度。

其实，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奋斗中，绝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四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
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所以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
的秀贞结下了友情，三天两头的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
偷”写下承诺，甚而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
己的奶妈，望着她离去，英子伤心难过。

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那里
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小时侯爱听故事，爱问“后来呢？”，爱帮助人，动不动就
拍拍胸脯，说一句“包在我身上”，不懂大人为什么会互相
讨厌对方，因为在“我”的眼里，他明明是个好人啊。看不
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在一起玩
时，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即使闹翻了，哭鼻子了，到第二
天还是一样在一起嘻嘻哈哈。

为什么我们总是羡慕孩子的无忧无虑，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



里没有戒备，没有心计，只是单纯的。

“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
重临于我的心头。”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五

这本书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文中的英子）以其七岁到十三
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出版1960年。

其中有这么几个片段：

1、“乱数！”妈妈瞪了我一眼，“听我我给你算，二俗，二
俗录一，二俗录二，二俗录三，二俗录四，二俗录五……”
在旁边伺候盛饭的宋妈首先忍不住笑了，跟着我和爸爸都哈
哈大笑起来，我趁此放下筷子，说：“妈，你的北京话，我
都吃不下饭了，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录一；
二十二，不是二俗录二……”这一片段生动的写出了妈妈说
的北京话不标准语言风趣幽默，也写出了这一家子的热闹。

2、英子还有很多的秘密，例如：她和厚嘴唇的人的秘密，她
和秀贞的秘密，她和小桂子的秘密以及她和兰姨娘与爸爸的
秘密。但使我最感兴趣的一段却是她和秀贞的秘密。英子她
和秀贞一直在一起，直到秀贞和她失散多年的女儿小桂子也
就是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一起去找秀贞的丈夫，也就是
妞儿的爸爸，但不料却被火车扎死。秀贞蹲下来，看见我身
后的影子，她瞪大了眼睛，慢慢地，慢慢地，侧着头向我身
后看，我的脖子后面吹过来一口一口的热气，是妞儿紧贴在
我背后的缘故，她的热气一口比一口急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
秀贞这时也哑着嗓子喊叫了一声：“小桂子！我苦命的小桂
子！”

这一片段写出了母女相认的激动，我从秀贞说的这句话中读
出了她对小桂子的爱是深厚的，但她们却被火车扎死。英子



的童年可以说是悲伤的，因为她所认识的人：宋妈、秀贞、
妞儿、兰姨娘、厚嘴唇的人以及她的爸爸都一个个离她而去。
但英子的童年却多姿多彩，我也希望我的童年能多姿多彩！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六

这个假期，我读了一本林海青写作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
事》。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作者儿时在北京城经历过的一些趣事。书
中有《冬阳、童年、骆驼队》、《惠安馆》、《我们看海去》
等小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惠安馆》。

《惠安馆》讲的是一个叫秀贞的阿姨，她年轻时曾经与一个
大学生暗中相爱，而且还怀孕了，后来那个大学生因为老家
要卖田地，要回老家待一个月。可是，大学生回老家之后就
再也没有回来了，而秀贞生了个女孩，被家人给偷偷的扔掉
了，秀贞受到打击因此疯了。

主人公小英子知道了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后，就开始帮助秀贞
找她的女儿，最后，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小英子找到了这
个女孩儿，使得秀贞母女重逢。而且小英子还把自己的钻石
手表和金手镯送给秀贞和她女儿妞儿，让妞儿当盘缠去找自
己的爸爸。

小英子不仅善良，还乐于助人，我们要向小英子学习，有一
颗善良的心。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
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
离别多……”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想到了《城南旧事》，
脑海中浮现出小英子的形象，还有那伴随着她成长的一次又



一次离别。

惠安馆传奇。那是一段放不下的回忆，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那是永远切不烂，剪不断的情。也许秀贞和妞儿的生命就在
那个晚上画上了悲惨的句号，但是内心澄澈，对人真诚，乐
于助人的英子与她们母女;俩之间搭上的情感桥梁无论如何都
不会断。我还哑着嗓子喊：“妞儿!妞儿!”我又冷，又怕，
又舍不得，我哭了。这最后的告别给英子心中留了一道痕，
一道无法用创可贴修复的痕。走了的是人，来了的是伤，是
一种内心深处的痛。

暗黄的小灯有熄灭的时候，是朋友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金红的太阳，从海面上升起
来……”小英子再次念起这首诗。她与草地里的年轻热进行
着天真的对话，其中夹杂着美好的期许，就像分不清海和天
一样，英子也分不清好人和坏人。年轻人自责着，疑惑着，
也对自己迷茫着。在天真的英子面前，他才露出了自己善良
的一面。他们无话可说，他们推心置腹，甚至有了“我们去
看海”的约定。

英子偶尔也会想，会不会又失去一个朋友?“我曾经有过一个
朋友，人家说她是疯子，我却很喜欢她。这个人呢?人们会管
他叫什么?我很怕离别，将会像那次离别疯子一样与他离别
吗?”英子发问道。

《城南旧事》是纯净的，读完之后又使人恋恋不舍。书中的
每个故事都关系着生死离别，令人心酸，却有一种生命的本
真存在，有一种希望在升腾弥漫。

英子也逐渐长大，许多人都已离她而去，像那童年一般一去
不复返。成长意味着离别。

成长，离别……



读书笔记城南旧事篇十八

书籍简介：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英
子童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
时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

心得摘要：

这本书加上后记一共六篇文章，讲述主人公英子七岁到十三
岁的童年生活——那段在北京老四合院里的时光。孩子的视
角，看大人的世界。说不出的天真，却是道不尽的复杂。

《惠安馆》里，大家都认为秀贞是疯子，放她一人自言自语，
不理睬她甚至刻意远离。只有英子对她表示了友善，尽管有
不止一个大人提醒甚至警告，英子还是和秀贞成为了朋友。
孩童时期我们总听从大人的话，很少能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的勇气。英子能这样做，一部分是出于孩子的童真无惧，一
部分也是内心纯朴的真实体现。这样的英子，也就不令人惊
讶她之后会为了帮助秀贞和妞儿团聚认亲而偷偷从家里拿出
妈妈的金镯子了。

秀贞和妞儿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一个失去丈夫和孩子，被
人当做疯子；一个出生后便被抛弃，被人捡去后也还是被当
做卖唱挣钱的工具。一家人就要团聚时，两个生命的美好希
冀又被无情的火车碾得粉碎。英子得知两人死讯的时，“她
那又湿又长的睫毛一闪动，眼泪就淌过泪坑流到嘴边了”。
世事无常，个体的无可奈何在此刻只换得一声长叹。唯一能
给人希望的，就是还有这样善良的英子了吧。

英子遇到一个奇怪的人。他经常躲在草丛里，守着一个布包。
他有厚敦的嘴唇，英子觉得是个老实人相。他给英子讲他弟
弟、他自己的故事，他跟英子说自己也是好人。可是英子想



不清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他偷窃东西，有愧于失主；
但他却也是一个好哥哥，一心想着供弟弟读书，希望能让弟
弟实现到海外读书的理想。他不是好人吗？英子摇头。他不
是坏人吗？英子还是摇头。是啊，好人坏人谁又分得清呢？
但我们总是习惯给人贴标签，非此即彼，自此指挥着我们对
一个人的种种看法。而一个人活在世上，需要扮演多少种角
色，承担多少份责任，随之而来会有多少无奈。局外人会说
无论如何不可做偷鸡摸狗的勾当。当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
德要求我们如此。可当自己深陷于这样的生活困局，又当如
何选择，那样的辛酸与无力，不曾亲历，无法体会。每一个
灵魂，都会有一次紧咬牙关的时候啊。

看完英子给兰姨娘和德先叔做媒我不禁哑然失笑。看见自己
的爸爸和兰姨娘亲近，英子一下子反应过来妈妈之前的酸味
是怎么回事，心下也不禁深深地难过。精灵古怪的英子想出
一个主意：撮合兰姨娘和得先叔。看英子的计划一次次成功，
兰姨娘和德先叔越走越近最终真的走到一块，我心下真是十
分佩服英子的。可仔细想想，这该是令人心疼的。孩子内心
是多么渴望家庭幸福和谐，多么希望爸妈恩爱和睦。所以英
子会在撞见爸爸和兰姨娘的亲昵举动后对兰姨娘的好感大打
折扣，然后不断动脑筋撮合德先叔和兰姨娘，以让爸爸和兰
姨娘之间不再存有可能。天底下数不清的两口子，有多少三
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顾着自己发泄却看不见一旁孩子恐
惧的双眼，泪水盈眶又迷茫懵懂，担惊受怕却小心翼翼深怕
自己做错什么惹得爸妈又吵。也有的人为人父母，却不忠于
婚姻不忠于家庭，也罔顾背后孩子委屈怨恨的目光。这些经
历，又将给孩子留下怎样的心理阴影，给他们的成长造成怎
样的影响？为人父母的一言一行，均当谨慎。呵护孩子的心
灵，也守护他们健康成长。

《驴打滚儿》讲的`则是宋妈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折射时代的
荒乱。宋妈生下小轩子和丫头子儿后因不满丈夫的家暴而离
家出走，来到英子家里当奶妈。四年没回家，却总是念叨着
小轩子和丫头子儿，年年寄钱回家，还捎上棉袄和鞋。可就



在宋妈心心念念想见自己的孩子一面的时候，那个黄板儿
牙——宋妈的丈夫，送来的消息却让宋妈伤心欲绝。原来就
在宋妈离家那年，黄板儿牙就将丫头子儿送给了别人家，换
做钱自个儿耍去了。而小轩子也在一两年前掉河里死了。后
来宋妈就让英子带着她去哈德门找丫头子儿，最终无功而返。
宋妈个体的命运无疑是凄惨的，而她又能怎么办呢？最终也
只能无奈跟随丈夫回家，想再生一个儿子。另外，宋妈重男
轻女的思想也显露无疑而且在那个年代还无可厚非。除此之
外，城乡差距也是引人注意的一个细节。从乡下来的宋妈家
里贫穷，孩子无法上学，而像英子便能早早接受教育。这样
的差距直到现在的中国，也依旧未能彻底改变。而不受教育，
很大程度上又导致了个人思想的愚昧和落后，限制了发展，
家庭便富裕不起来。如此恶性循环，实在可叹！

最让我感怀的当属《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英子爸爸生病最终离世，这成为笼罩整篇文的一层乌云，让
人读来伤感满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每每读到这词我都会有落泪的
冲动。尽管是毕业离歌，却更像是英子和爸爸的告别曲，是
英子童年生活的袅袅尾声。以后的日子里听起童声版的《送
别》，都会想起小小的英子，和她的童年。

有人评价说，《城南旧事》是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电影，满含
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利心。确实，书中的真诚和温度让
人感动；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让人伤怀；它带我们用孩
子的眼睛看世界，结果让人发现看得更清楚，更透彻。感谢
林海音女士写下这样一本书，让人能时刻梦回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