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边城读后感初一(汇总8篇)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一

《边城》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
说，它是由被誉为仅此于鲁迅的“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
家”—沈从文一手铸成。此书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浓郁的乡
土风情吸引万千读者的心，它在民间广为流传，名扬海内外。

“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志，像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
若我有空闲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像个老鸦到处飞，我
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多么纯朴的语言，多么
清纯的心灵，让人不禁心生美感思想联翩，但世事难料，万
事总不能完美，总会有那么一点点遗憾。更所谓“此事古难
全。”

书中一位摆渡老人与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生活恬淡平静，与
世无争。这种生活在现在人看来可称神仙般的生活，是多少
人所向往的隐人生活。可那有这样的生活?再一次赛龙舟会上
翠翠与船总儿子摊送结下了缘情，可是不由人，地方上王团
总想把女儿嫁给他，而他有只想做个摆渡人，天佑摊送的哥
哥也喜欢翠翠，但翠翠却不喜欢他，结局就可想而知，凄凉
中略带美好，惨淡中略带爱的'温情。

翠翠只好一个人守着渡口，在惆怅和期待中生活，只好接受
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只好面对着衰婉而凄美的结局。

世间万事也许开始是精彩的，但是结束却不是想象中的那麽
美好，但是我们也无法去改变，左右我们的命运。既然命运
如此人秘令人揣测不及，何不让我们去享受我们的命运，尽
最大的可能让自己幸福，让自己拥有专属自己的快乐与美好。

汪曾祺说，沈从文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



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是啊美好的结
局总是要经过磨练的，那么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奋斗吧，为
了那“完美人生。”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二

前些日子，有至交老友向我引荐沈从文代表作《边城》，空
闲时，我买了一本《沈从文集》，要点读了《边城》一文，
感触颇多。

尽管小说翠翠和傩送的爱与情以苦涩的悲情收场，这是我不
期望看到的，更是我为之怅惘的，但它又让我懂了夸姣的爱
与情有时并不能完全为自己所掌握的一面，它有其社会特点
的另一面，致使这中心或有悲情、或有无法，这让我联想
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慨叹，
当然我不扫除也有人能突破重重阻力寻求得到自己的爱与情，
如古代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但话又说回来，古往今来又有
多少人能掌握自己的爱与情?又有多少人能跨过前史享有不受
年代捆绑的爱与情呢?也正由于这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
属”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共识!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三

一直听说过《边城》的大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都没有
看过。这一次在语文课本上与《边城》结缘，感触颇深。

人性是世间最美的东西。在现代都市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
森林里，我们又保留了多少纯净的人性呢?在城市中终日奔波
劳累的我们实在无力去呵护，只任尘埃将它一点一滴淹没，
甚至吞噬。人性中太多的美德将尘封的心灵在一角，疲倦的
我们如何有闲暇将其开启?或许有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
可是在边城，在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了的边城，我找到了人
性的归宿。



湘西山美、水美，但人更美。青山绕水，水环青山，缠绵不
已。在大自然母亲的宠爱中出落得亭亭玉立的翠翠，山教会
了她坚强，水赋予了她柔美。在清澈的见底的溪水的眷顾下，
她的心纯洁无暇。年少的懵懂，初开的情窦，她的心里喜愁
掺半。因为纯朴，她无法拒绝大老，也无法向傩送表白。一
切都是源于善。然而终是凑巧，落得个孑然一身独守空船，
为了一个未必会回来的人作无期的等待!

其实不管悲惨也好，完美也罢，我们都要走下去，不管我们
高不高兴，花开花谢，潮起潮落。昨日随风已逝，明日迎风
将来，世界从不理会任何人。

翠翠的爱情随着傩送的悄然离开逝去，就这样，爱情之花还
没盛开就已凋落了。也许没有开始的爱情才是最完美的，因
为错过，才会刻骨铭心，没有结局。才会意味着永恒的存在。

属于边城的故事结束了，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人生路
漫漫，吾等切记珍惜。

文档为doc格式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四

《边城》的基调是忧郁的，可我们看到的不该只是忧郁，
《边城》这部作品是沈从文于1943年所作。你是否在找正准
备撰写“初一边城读后感6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
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
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小说的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局的爱情，可是爱情
不是这本小说的全部。大师用他清淡的笔调娓娓讲述了湘西
小镇上纯朴的风土人情，原始单纯的生活，以及那如诗如画



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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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是湘西的伟大的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篇描写湘西人
民美好而又淳朴的人性的文章，看了这部小说我不得不为女
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美好而又遗憾的爱情所感动。女主人公
从小生活在湘西这片纯洁的土地上，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姑娘，她与男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见后爱上了彼此，
但是，因为他们的善良，他们在哥哥出事后，不能什么都不
管的相爱，男主人公还是深深的爱着女主人公，但是他在最
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女主人公，可见当时的湘西人民是非常的
善良的。

今天，当有些男女相爱时他们根本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他
们认为只要有爱情就够了，就这样他们进入了婚姻，但是，
结婚不久就会发现不适合又离婚。他们的爱情仅仅只是所谓
的爱情而以。而边城中的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离开之后还是
每一天都等着男主人公回来，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虽然不知
道结果，但还是等着自己的爱人，想一想，现在的许多女人，
当遇到比自己的男朋友有钱的人时根本就不顾曾经的感情多
么的伟大。而是一切都是向前看，马上抛弃自己没钱但是爱



自己的男朋友。这种女生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价值
观呢。

除了爱情而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湘西当地的有情有义的人，
也是值得一看的，他们的一些美好的品质也是现代人所缺少
的。

读罢《边城》，脑海里留下的只有一片青翠的绿色，那种绿
不同于油画家笔下沉稳厚重的墨绿，也不同于水墨画中轻描
淡写的石青;而是一种纯粹且通透的青翠，翠得发亮，翠得莹
润，翠得仿佛能凭空沁出芬芳的水气，翠得仿佛草木间所含
的天地灵气都劈面扑来。

想必是沈老先生难以忘怀故乡的葱翠，所以他赋予女主角同
样秀丽的名字——翠翠。翠翠就如同白娟前的一条灵巧绣丝，
乌黑油亮的发辫透露出青春的气息。她一跳，白娟上就出现
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她一笑，白绢上就现出了一座玲珑的
吊脚楼;她走得越远，白娟上的景象就越多，当她拿起那支古
旧的船桨时，一座湘西边城的全景便跃然展示在读者眼前。

发乎情，止乎礼。翠翠的爱情似乎戛然而止，年复一年的渡
船上何时才会重现当年那个翩翩少年的身影?死亡建筑起一道
看不见的桥梁，被桥梁生生分开的爱人可还能重聚?年复一年
执着等待的翠翠不知道，最终允准这段姻缘的顺顺也不知道。
若是回来，便是爱情战胜了死亡;若是没有，那么伦理终究高
于情感;无论结局如何，茶峒里的人们都真诚地活着，他们不
愧于天地，无悔于自己，淳朴而高贵。

这本书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兵荒马乱的时代之殇仍然在中
华大地延续，古老的中国在外来侵略下被迫经历着一场由封
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形态的变革，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被逼
向崩溃的边缘。糟粕固然受到了批判，然而其值得继承的部
分也在分崩离析，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开始模糊。在这样动荡
的时代，个人的存在几乎没有意义，所有的意志都遭受到无



情的碾压。沈从文岁出身在民风剽悍的湘西，性格却脆弱敏
感。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革命狂热背后的隐忧，并在作品中流
露出迷惘和难以适应的情绪。所以他以笔代画，“以其独到
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
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
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
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边城》作为沈从
文的代表作，可谓命运坎坷。沈从文自建国以后，饱受左翼
文化界的批判，其重要证据就是以《边城》为代表的“颓废
色情”作品;然而身后，《边城》又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重
新奠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世事反复无常，
再对照着《边城》里宿命式的爱情悲剧，令人喟叹。

读《边城》，除了主人公的故事，最让人感怀的，无疑是作
者笔下那个安然而纯美的湘西小城。妓女与水手间独特的爱
情、渡客和管船人在金钱上的相互礼让，都带着酽酽的温情。
人与人之间赤忱相待，没有金钱和人情的纷扰，互相体恤、
互相尊重，与千年前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遥相呼应。如果说
桃花源是熏染着微微桃花色的人间仙境，那么《边城》就是
晕染着青翠之色的洞天福地。茶峒的地名里带着绿色，翠翠
的名字里带着绿色，还有作者不吝笔墨描写的青山绿水，以
及茶峒人民热情淳朴的生命之色。绿色象征着和平与生命，
茶峒里到处流露的温厚人情犹如丰肥的土壤，孕畜出健康自
然的人性，孕育出一处独属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乌托邦。
这座美丽的边陲小镇将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成为永恒的
天空之城。

“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雾，
惟书中人，俨若可以不死。”

那样一个少女，在古老、寂静的水乡叙述着她羞涩的爱情。
在那样一幅山水迷蒙的画卷中，永远印刻着一个老人、一个
女孩子、一只黄狗。那老人永远想要保护那女孩，而那女孩
永远需要那老人的呵护，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亲人。黝黑的皮



肤，清明如水晶的眼眸，让两位年轻人爱上了她;如燕雏般渴
求的眼神、寻求依靠的目光，让爷爷不忍离开她，并为之操
劳终身;不知不觉到来的青春，蒙上羞涩，带着些许萌动，最
终却无法掌握命运。

翠翠，翠色如翠竹，亦脆弱。爱情来得如此简单，几面之缘
就让爱苗滋长于心。然而旁人的促成似乎更多于本人的意志。
旁人并没有强加，而他们其实早已心意相通，只是不曾表露。
隔着山水，这感情来得如此朦胧。爱情却进行得如此艰难，
没有兄弟间的角逐，只有全身而退。是为了翠翠的幸福而退
出这场游戏放她走，还是为了兄弟间的情谊，不忍抹杀。最
终牺牲自己，让爱成为一把匕首，将自己的心割裂。

那段时间，那老人似乎在城内城外跑得很忙，然而更奠定了
结局的悲凉：爷爷终究死了，翠翠等待的那个人，他是否知
道翠翠在等他呢?他是否会回来呢?“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
了，也许‘明天’回来!”在这个寂静的水乡，从未说出口
的“爱”字，从未流露过的感情最终让一切心绪归于平静，
却让人心如止水，望眼欲穿。

纵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却也有命运弄人。为命运所掌控，
让他们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离，悲剧早已奠定，让
所有臣服者绕着既定的圈走，默默无言，只剩泪水。

为何只剩守候，为何要守望幸福，为何让萌动的心羞于见天
际?若是成为命运的掌控者，也许一切都会艳阳高照，照开愁
云密布，照亮城里城外，照亮左岸右岸，照亮山水两头。水
的一头会有鸳鸯共双溪。

全境抑郁到不能自已，然而让人不忍逆转。

喜欢读书评，也就知道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很早就让我有
读它的想法，然而，当我把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捧在手里的时
候，却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



说这本书不容昜读并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复杂的情节，众多
的人物，相反，这本书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渡口的老船夫
临死前希望能给自己外孙女翠翠找个靠得住的孙女婿，在所
谓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傩中选择，结果大老在
一次载船运货途中溺水身亡，二傩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死在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渡口上只剩下孤零零的翠翠。

而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也给读者带来困难，当然可以称为一
种语言特色。例如“在这小城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
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这样只能
意会的句子到处都是，无疑会给“农人”和“士兵”带来阅
读的困难。

我只能说是作者杜撰了一个美丽而纠结的故事。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五

来到地下室，东西杂乱无章地堆着，母亲让我好好收拾收拾，
我有些心不在焉，随意的翻腾着，眼前一个小盒子孤单的在
墙角放置着。思绪来到几年前。

那是外婆去世的几天前，她已经被病折磨得下不了床，整个
人面黄肌瘦，讲的话也不清不楚，当时她喊来我，指了指床
底下，我知道那有个小盒子，是外婆最宝贝的，之前外婆时
不时的就会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轻轻的擦拭着，但是那
时的外婆，已经没有这么多力气去再将它擦洗。我小心翼翼
的拿了出来，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打开了正前面的小扣，
里面躺着的是一本破旧的书，书名依稀可以辨认，是《边
城》。

我拿着走上客厅，母亲和我一起翻阅了起来。《边城》的主
人公有翠翠，翠翠的爷爷，傩送还有天保。边城写的是一个
恋爱故事，情节朴素优美。湘西山城茶峒顺顺的两个儿子天



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老船夫的孙女翠翠，天保明白
了这个三角恋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选择了退出。这
种手足情深让我有些情不能自己，我知道这是哥哥对弟弟的
爱。结果却是让我意外，天保孤独的外出闯荡，死于意外。
天保的死给傩送也带来了承重的打击，以至于最后傩送也离
开了，看到这，我觉得为了亲情放弃了爱情，是可悲的，而
翠翠独自承担着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
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人。

《边城》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也让我向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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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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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结尾，不是那么坚定有力，充满希望的，我看到了无
奈。但是让我回忆更多的是人性的美丽，是爱情的美丽，亲
情的美丽，邻里之间友爱的美丽。让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好似一股清泉流淌于全身。

或许全书着重在于爱情，但是我看到的是更多的亲情，在我
心中，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直挥之不去，久久萦绕。

教师评语：这位学生写出沈从文笔下边城风景的悠闲适意，
写出翠翠傩送爱情的悲凉，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学
生对作品的研读。教科书中也有要求需要学生研读把平时课
内阅读和课外阅读联系起来思考无疑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

文档为doc格式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六

第一次读《边城》是在初中时，那时我对于沈老先生这篇小
说是没什么感觉的，就单纯地认为文中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
描写异常细致，仅此而已。

如今的我重新拾起这篇小说，感悟油然而生。的确，作者很
用心的描写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朴素的乡风，
淳朴的人们就像无数的的dna，组成了一个如此大好的边城。
是啊，如此优美的环境，迷人的乡土习俗，清新的乡土气息，
谁不想去?而沈老先生却说：“我主意不在引导读者去那儿旅
行，却想借那儿一个小城小市中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
通的人和事牵连到一起时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
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一水，一舟，一老头，一女孩，一切尽是那样的惬意和美不
胜收，然而这种野性原始的美却不是沈老先生所追求的，他
所要给我们的是“爱”，一种纯粹的千姿百态的爱，。我一
直在想，沈老先生所说的“爱”究竟是什么呢?是翠翠的母亲
和军官的纠缠不清?是翠翠对二老傩送的痴情?是大老天保对
翠翠的喜欢?是厚道的祖父对翠翠的疼爱?还是所有人对于边
城山水的大爱?或许是沈老先生内心深处的记忆里那一点点叫
做纯洁的东西罢。

在作者笔下，边城的人们仿佛是没有任何烦恼的，正如他所
说，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还不曾
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边城的人莫不安分乐生，过着热闹的
节日。人们善良有责任感，热情好客，种种好的元素似乎都
集聚在了这小小的边城，我不知道这一切的一切是沈老的臆
想还是确有其事，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记得沈老先生有这样一句话：永远只想用友爱和无私来回答
这个社会的无情，这不禁让我觉得他试图用边城善良、淳朴、
正直、热情来对照抑或抨击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



私、势利。的确，这个社会缺少爱，各种各样的爱，需要爱，
需要很多很多。也许边城不富裕，没有醉生梦死、纸醉金迷
的都市生活，你可以说它穷，它一无所有。但是，边城的人
们很幸福，们它沐浴在爱中。它们很富有，它们从不缺少爱。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一条干净的河，

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一群纯洁的人。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七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
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写了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通过少女
翠翠的爱情故事来讴歌人性的美与善。翠翠与爷爷的难舍难
分祖孙之情，与天宝兄弟的真挚纯美的爱情，天保与傩送血
浓于水的手足之情，乡里人间热情互助的同乡情谊，无一不
是人性里美与善的体现。

正文：“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
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一.祖孙亲情——淡如温水，相依相伴

从一开始便是如此一个场景，直到最后爷爷离世，翠翠守着
爷爷的渡船江畔等待。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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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为了翠翠操碎了心，这个老人家从未因翠翠的身世而冷
落她，为了外孙女的归宿而辗转在天宝兄弟，船总顺顺与杨
马兵之间，却在无意间为翠翠的爱情设下了障碍，最后带着
遗憾与愧疚而去世。

相伴的每个时刻，温柔的情感皆在其中。

二.纯粹初恋——徘徊之外，朦胧之中

翠翠在那个最美好的年纪遇见了最纯粹的爱情，纯洁的如同
一张白纸的少女在水边低头浅笑，天真烂漫的笑容不知惊艳
温柔了谁的年少时光。

他们在山上唱了一夜的山歌，那个夜晚终将成为过去，却给
了这段情感最朴实的馈赠与留念。

和很多人一样，这段初恋无疾而终。傩送走了，天保死了，
翠翠在边城一直等待着。又或是守望着。

初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语，每个人的一生中终会遇见这样
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直到青梅枯萎，竹马老去，各奔东西，
天涯海角。可彼此曾给予的故事与心动，将永远是一生里不
可磨灭的痕迹。

这段爱情的美，永远都在徘徊之外，朦胧之中。

三.手足之情——血浓于水，灼艾分痛

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却没有因此互相算计反目成仇。他



们选择了公平的竞争，尊重女孩的选择，相约在山顶与心上
的女孩对唱山歌的那个夜晚美得令人心碎，傩送的歌声美妙
至极，结局自然可晓而知，那个夜晚没有证人，天保却接受
了这个事实，为了成全弟弟的幸福，带着伤痛远走他乡。

互相成全着，互相牺牲着。

血浓于水，灼艾分痛。

那里有最平淡的亲情，最纯粹的爱情，最美最好的人情。

人情之美，不外乎此。世界之美，不外乎此。

关键词：骨肉之情爱情手足之情人情善美

边城里的故事由此开始。这部极具桃源色彩的抒情中篇极具
艺术的美学，以山清水秀的湘西风景为衬托，以翠翠的爱情
纠葛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极其美好而令人向往的理想世界。
世间之美，高山流水，世俗人情。《边城》便是人情之美的
典范，美好之中又藏着浅淡的忧伤与愁绪，缥缈的欢乐与朦
胧。

翠翠与爷爷，黄狗与小屋。

爷爷的爱，偿了他的余生。

翠翠这个美与善的天使是被爷爷养大的，她与爷爷相依为命，
守着渡船。翠翠每天跟着爷爷坐在岩石上晒着太阳，听着爷
爷讲述城中多年前战争的故事，望着爷爷在溪上唱歌，有时
还会帮着爷爷渡船。她总是跟在爷爷身后，爷爷在哪里，翠
翠便在哪里。

故事的结局或许并不完美，但这份情感却得到了善果。点点
滴滴，朝夕相处，相依相伴，不可分离。平淡的日常在不经



意间的关怀与温暖里闪闪发光，终究成为了人们一生最不可
分割的回忆。

这便是亲情，人世间最平淡也最无偿的情感，淡如温水，相
依相伴。

初恋的美，纯粹的让人落泪，美好的让人叹息，脆弱的让人
无力，珍贵的如一生臻宝。

年轻而英俊的青年爱上了那个水边的女孩，他说他要去继承
老船夫的渡船，而不要别人的磨坊。

少女不识得心动，那些悸动徘徊在朦胧的边缘，似乎称不上
爱情，却比爱情更为纯粹。

但这一定不会是一个悲剧，漫长人生里终有落幕的时刻。是
这花夭折的太早，还未绽开她最美的模样，春天便远去了，
记忆里永远是那含苞待放的模样。

人们因此伤痛，因此缅怀，也因此成长。最后开出最绚丽的
模样，夏花绚烂。

天保与傩送，兄与弟。

但洞庭湖吞没了他，天保再也没有回来过。而傩送因为哥哥
的死被自责与悲痛淹没，最后离开了小城，留下心爱的女孩。

在这个世界上，除却父母，彼此便是世上最亲近的人，流淌
着一样的血，共享着一个灵魂。

一座小小的城，一群普通的人，却成为了世间千千万万人的
缩影。

生而为人，最珍贵的那些情感。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八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茶峒
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
老船夫的孙女翠翠。

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了这个三角恋爱的实
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驾船下辰州，好忘却
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仍然爱着翠翠，但哥哥
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也在痛苦中
离家去了桃源。

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
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人。

如诗的边城，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生活。

书中所示的人性美浸透着完美，而翠翠的无限期等待又显示
着不完美。

她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造成的，她和傩送本来完全
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却失之
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

而现在谁会放弃自己的爱情呢?在当今这个社会谁主动放弃自
己想要的东西，完美的爱情都是我们想要追寻的。

在《边城》中傩送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亲情固然重要，
但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也是可悲的。

而翠又在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
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
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



后来在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这实在
让人不免为她感到惋惜和可悲。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给人留下了悬念，傩送最后回
来了吗?她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我不禁陷入了幻想之中，希
望他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

看过《边城》，让我对世间完美的爱情又一次产生了怀疑，
对人性多了一份了解，但又明白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去争取，
争取了，得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边城就是这么一出健康纯洁，而又弥漫有淡淡哀愁和浓浓诗
意的爱情悲剧和人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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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祥善良的摆渡老人，乖巧伶俐的
孙女，还有一条黄狗。他们靠渡船为生，过着淳朴快乐的生
活。

《边城》就是这样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为读者描绘了湿润透
明的湘西美景。一切都是那么淳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
美好总是存在那么一些不可避免的缺憾。《边城》为我们展
现一场爱情悲剧和人性的悲剧。湘西山城茶峒掌水码头顺顺
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老船夫的孙女
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了这个三角恋
爱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黯然驾船下辰
州，却不幸遇难。天保的永远离开在傩送和翠翠之间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阴影。即使傩送仍然爱着翠翠，但哥哥为此而死，
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
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
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人。



虽然我希望翠翠不用白等一场，希望故事能有一个美满的结
局，能为茶峒这个美丽的小山城添一分亮丽色彩。但我更相信
“明天”再也来不了。无论是公主和王子，还是灰姑娘的故
事，永远只可能发生在童话故事里。小孩子总相信，即使遇
到了挫折和失败，但结局总是美好的。因为他们还活在完美
的童话世界里。可是，长大了，明白了，也懂了现实总是现
实，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边城》是一个有关爱情的
故事，可它不是那些赚读者好心情的言情小说。它描写了一
段现实中的爱情，一段有喜有悲，又笑有泪，恋爱过后也可
能曲终人散的爱情。

这或许不是一段令人满意的故事，却可让我们享受其中。不
要纠结于他的不完美，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人间每天都
在发生悲欢离合，这和时代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但撇开那些
令人伤心的悲剧去看里面的每个人、每个风景、每个生活片
断，你会惊异地发现，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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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好似一股清泉，它又似一缕清风，吹走了我脸上
的尘土，带来一丝温馨。

“一条小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还有一条
方头渡船。”《边城》的开头，如同一位长者悠悠地讲着故
事一般，于平静处见着波澜，于朴实处透着光辉。

作者沈从文描绘出湘西质朴的风土人情，使我们这些习惯了
喧器，曹杂，在冷漠的水泥森林中生活的都市人看到了人间
真情：翠翠与祖父浓厚的亲情，二老、大老对翠翠朴实的感
情，翠翠对二老美好单纯的爱情。

生活是美好的，生活要的就是快乐。活得轻松一点吧，世间
有许多值得人珍惜和留恋的东西，真情就是那最宝贵的财富。

“小溪流下去，绕山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
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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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
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
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便是沈从文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一
座质朴的城，一座宿命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默默的
隐忍着什么。翠翠，这个像观音一样的女孩子，她就是这座
城的化身，从恋上了那个在梦中可以用歌声将她带到很远地
方的人儿开始，她便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
却始终如一。文中的结局疼爱她的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
保淹死，白塔坍塌，默默相爱的青年恋人离去。翠翠依然重
复着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
许明天就会回来。”

沈从文先生从人物的内心深处，以简练而又细腻，散淡而又
自然的笔法刻画着人物的心理，使人不由自主的融入人物的
心灵世界，融入湘西这片纯朴漂亮的土地，融入那群温良率
直的人们中，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
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这般深沉
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在想，为何取名《边城》，在心里它就这么“遥远”吗?还
是在沈从文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
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吗?也许那座悲天悯人的城已经随着
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
社会的深深思考。

刚刚读完了沈从文的《边城》，感触颇深。



小说并不长，却把我带入了长长的思考当中。小说以川湘边
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当时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为基
本，以渡船人的孙女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而展开。

小说的主人公，也就是老船夫的孙女翠翠，其父母迫于内心
的道德压力而殉情而死，留下翠翠与老人相依为命。虽然身
世有些许凄惨，但也许是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长大的原因，触
目为青山绿水，翠翠却依然长得天真活泼，单纯害羞，惹人
怜爱。她不谙世事，只懂得乖巧地尽力帮忙爷爷守好渡船。
就是这种朴素的美丽，也使得当地船总的两少爷都喜欢上了
翠翠。

爱情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能够轻易拥有的。
大少爷天保性格豪爽，他本想退出成全弟弟傩送与翠翠，但
却不幸溺死，在原本有发展机会的翠翠与傩送之间形成了隐
形的障碍。守船老人因操心孙女的幸福而不断的向人试探，
更加深了船总顺顺与傩送对他的误会，使得傩送好几次见面
都表现冷漠。翠翠的羞涩，本应是翠翠美丽的一面，但却让
傩送错解了。

猝不及防的大雨冲倒了白塔，爷爷的死让翠翠明白了更多，
翠翠也许真的再也听不到曾触动她的歌声了，也许美丽的爱
情终究注定在悲剧中让人留下遗憾。原本只要说清楚就能得
到的幸福就这样在读者眼前生生地错过了。一切像是冥冥中
自有安排，近在咫尺的幸福，本可以得到的快乐，却就这样
在现实中硬生生地被错过了。

这似乎也在启示我们，很多时候，该勇敢时候就千万不要懦
弱。

之前我听有些同学说过“《边城》，是沈从文‘理想主义的
幻灭’”，我做不出如此深奥的评价，但我却能深刻感受到
沈对他自己笔下世界的向往。那里的人民善良热情，淳朴勤
劳，人与人之间没有猜忌，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帮助与理解。



我仿佛可以看到老船夫把钱一一拾起硬塞回到渡客的手上，
然后从腰间拿一小束草烟扎到渡客包袱里的场景;我仿佛可以
看到老船夫善意的勒迫过路人使用他的药方，喝那一碗解暑
的凉茶;我仿佛可以听到竹篁里黄鸟与杜鹃的叫声，和回荡在
山间如竹雀叫声一般的傩送的歌声;我仿佛能感受到满眼碧绿，
流水潺潺的惬意与悠闲。这是一个美丽而难以寻得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