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城南旧事读书笔记(实用8篇)
感恩是一种能够让人心生感动的情感，让我们明白了生活中
的点滴之美。那么我们该如何表达感恩之情呢？以下是一些
感恩的名言警句，希望能够激发大家对感恩的思考和行动。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一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面对许多我们不愿做的事，我们会
遇到许多困难，在这时，我们怎么做呢？无论有什么困难，
不要退缩，要迎难而上，就能闯成功。这是英子的'爸爸激励
英子的话，这也是我读这本书最受启发的一句话。这就好比
你去登山，看到山顶那么高，你会退缩，可当你硬着头皮爬
上顶峰时，回头望望，其实并不难。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我们人生中无数的第一次。胆
怯、迷茫、不知所措会像绳索一样束缚我们的手脚。我们要
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去做、去闯！我不做停下脚步的投降派，
我要做第一个冲向前方的战士，去迎接胜利的光明！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二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
见缓缓悦耳的驼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这段话，似
乎在回忆着什么，回忆着童年吗?我想，回忆的更多的，应该
是作者的父亲。

《爸爸的花儿落了》是《城南旧事》中的最后一篇小说，英
子已经12岁了!童年渐渐远去，病危的父亲要求她去历练，让
英子意识到自己真的长大了。终于，爱花儿，爱生活，更爱
孩子的父亲去世了，小学毕业的英子则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
年，担起了生活的重任。



父亲的去世，英子思潮澎拜，见眼前之人，忆从前之事。内
容丰富而不杂乱，情感深沉而动人，失去父亲的离愁别绪与
人生的悲欢离合营造出浓浓的父女情怀，与萦绕瞭。是这样
的一个父亲：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
金钱。对每一个孩子都疼爱，教育孩子不受人恩惠，注意言
行习惯，乐于帮助别人……这样的父亲让子女尊敬、怀念。

直到去年暑假我和爸爸去泰山游玩，那天，真是天有不测风
云，我们在下山回宾馆的途中，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雨，是爸
爸开的车，因为山路不熟，在一个急转弯和对面两车交换时，
我们的车打滑了，撞上了路边的大树，我坐在车的右后座上，
因为剧烈的撞击，把副驾驶座的座位往后压，正好压在了我
的腿上，让我疼痛不已，动弹不得。爸爸也被前面的汽车玻
璃划得脸上都是血，但是他不顾自己的脸上的疼痛，急忙把
我从车里拖出来，背着我在路边拦车，雨水沿着爸爸的脸颊
流下来，也许是爸爸脸上的血吓坏了司机，拦了半个小时的
车，竟没一辆车停下来，爸爸的手机也淋湿了，没法打救援
电话。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三

我们总爱朗诵诗歌，文章。里面说互助的话语，词语，比比
皆是。

他出自己的一份力吗？会吗？或许不会吧。

这我不否认，确实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打开电视，讲这种案
子的节目数不胜数。

一两元钱不算多，给了便是自己的一份心。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四

一提起《城南旧事》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便是那首清越悠



扬、古朴深婉人的骊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
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
落。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以及落花下，一个留着
齐耳短发的女孩，在夕阳的余辉里静默着的画面。一边读着
《城南旧事》，一边回想着电影里的镜头，仿佛身临其境：
冬阳下的骆驼队，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蹲在草丛里为供弟
弟上学而偷窃的厚嘴唇小偷，漂亮爱笑的兰姨娘，从小在凄
风苦雨中饱受养父-待虐的伙伴妞儿，爸爸的好友德先叔，朝
夕相伴的奶娘宋妈和沉疴染身的慈父涉世未深的小英子的思
绪，久久萦绕在时光与命运的变迁之中。但是这些人都在童
年匆匆的脚步声中离去了。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小小年纪，为何却早已
体验了“知交半零落”的愁苦?夹竹桃零落满地，英子在懵懂
与静默之中送别了自己的童年读《城南旧事》的时候，没有
太多的杂念，因为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所以心绪是淡
然而平和的。感动着我的，只是这文字之间荡漾的一种淡泊
与纯净。海音先生以儿童清澈的眼眸，用清新淡雅的文字，
诉说她对城南旧事的情意缱绻。半个世纪的别离，城南的落
花依旧，然而零落的，只是人们记忆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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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
僻巷从容淡定之间，多少悲欢离合，掠过生命的轨迹。对于
一个孩子来说，愁苦又有何用?“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
寒”，童年去了，留下无穷思恋与怀想蓦然回首，满地零落
的花瓣儿，诉说着盛夏的情怀骊歌的乐音仍在耳畔萦回着，
一缕哀愁淡淡，一抹相思沉沉情思之中，少了一丝懵懂，多
了一点缅怀。正如她衣襟上的那朵沉默的夹竹桃。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五

读完了《城南旧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惠安馆”里的妞儿。

妞儿不是很好看，她只有一条有短有黄的辫子，像英子妈妈
在土地庙里给英子买的小狗的尾巴。

妞儿很文静也很温和，不像英子一样，是一个“小暴雷”.到
了春天的时候，英子和妞儿又去西厢房里玩小鸡。看够了小
鸡，她们又站起来玩别的`。英子和妞儿拿两个制钱穿在一根
细绳子上，玩踢制钱。妞儿踢时一扭一扭的，显得十分娇。

妞儿还会唱吊嗓子、打花鼓。一天，她和英子玩高兴了，就
扭着唱起了打花鼓：“……开哀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哀
哀……”英子也会唱一首歌：“想来么事想心肝，紧想心肝
紧不安，我想心肝心肝想，正是心肝想心肝……”

不过，妞儿也不是整天笑嘻嘻的，她怕她爸打，她怕她爸
骂……总之一句话：她怕她爸。一天，她又被她爸打了，她
不敢放声哭，之得小声嘤嘤的哭，很可怜。

到了故事最后，我才知道原来妞儿就是小桂子。

‘骆驼队’，‘惠安馆’，‘兰姨娘’，‘驴打滚’，‘爸
爸的花儿’，骆驼，秀贞，妞儿，兰姨娘，小偷，慈父……
他们都和英子在一起过，谈笑过。但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永远
离开了英子，让她变得更加坚强了！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六

英子看到了世间百态：秀贞丢了孩子，后来小英子有帮助她
找的了孩子，但不幸的`是，秀贞和妞儿对苦命母女压死在了
火车轮下。



性格外向的兰姨娘成了英子妈的朋友，有了兰姨娘，妈做家
事倒也不寂寞，她跟妈有诉说不尽的心事，奶妈、张妈都喜
欢靠拢来听，英子也“小鱼上大串儿”，的在大人堆里，仰
头望着兰姨娘那张有表情的脸。“我”还知道了自己是妈十
六岁生的，妈现在有要给“我”生一个小弟弟。

还有那个为了给自己的弟弟交学费而偷东西的小偷，“我”
说他不是坏人，“我”还和他说好要一起看海去，但后来他
被抓了，但走时还冲“我”直笑。

后来，爸爸因生病而驾鹤西去，“我”的小学也毕业了。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七

我认为，“疯子”这个称号对于秀贞这种人来说真是太不公
平了!为什么有人叫她“疯子”?为什么大家都怕她?为什么大
家都不和她交往?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要我是英子，我也会去
找她玩的。

作者描绘了她自己的'童年，也说出了当时她的爱好和天真的
想法。作者大概是住在四合院里吧，也不知道“宋妈”这个
称号哪来的，“惠安馆”这个称号又是哪来的?看来作者一家
是刚从外地搬来了北京，还说不好北京话，也不太熟悉那大
大小小的胡同，但“英子”好像生活的挺快乐，让我也想去
品品“八珍梅”，玩玩小油鸡，看看那可以直立放在那里的
大棉裤，听听“疯子”秀贞的故事。

我爱《城南旧事》，我爱读书!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篇八

我一向对名著不太感兴，往往是看了半截便将其冷落在旁。
《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北京。

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抒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间温暖
的呼唤，不但写得亲切动人，而且每个故事都能令我思绪起
伏，多种交集的感觉同时在心头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