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旧事读后感 寒假读城南旧事的心得
体会(优秀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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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一

在那个年代，人人都过着平淡、朴实而又快乐幸福的日子。
虽然有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们都健康快乐地成长起
来。“还没睡够啊”宋妈拿着鸡毛掸子来掸我的小床，接着
又掀起我的被子，穿着绒褂裤的我整个身体露在被外，立刻
就打了两个喷嚏;宋妈去买菜，我就跟在后面;和妞儿玩耍以
及和惠安馆的疯子聊天……每天的生活过得很精彩，很满足，
这就是林海音的童年。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它代表经历沧桑
后的人对纯真年代的怀念，童年，我们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
与期待。

英子的童年是丰富多彩的，从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惠
安馆里的疯子、宋妈、还有小桂子，也就是惠安馆里疯子的
女儿，她也叫妞儿我深深地感受到英子的童年生活真的非常
精彩、非常有意义，每天有这么多的玩伴。记得当秀贞准备
带妞儿去找思康叔时，英子就把钻石表盒金镯子送给秀贞;从
中我看出她很友谊;当最后她的爸爸过世时，她表现出一副很
沉稳、镇定的`样子，要担负起姐姐的责任，她是多么的懂事
啊，让我大为感动，我相信从英子的身上有许多都值得我们
学习。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是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品。在上个世纪的老
北京，不时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种着夹竹桃的四合院、
屋里冒着热气的暖炉、厚厚的能直立起来的小棉裤、西厢房
的小油鸡、佛照楼的八珍梅、城南游艺园、大鼓书场……书
中的小主人英子被这些充满温情的事物包围着，又被慈祥而
严厉的爸爸、操持着家务的妈妈、善良的宋妈等人宠爱着，
再加上几乎每年都会新加一个的弟弟或妹妹……这样一大家
子的生活故事仿佛一场韵味十足的大戏。

小英子乐于助人，会帮助有困难，被冤枉的人，还勇敢、善
良……这些优点我们都值得向她学习。

《城南旧事》故事中的主角都与英子建立起一定的感情，但
随着事情的变化，这些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英子，甚至
是永别。

现在我们正处在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要珍惜现在幸福的生
活，随着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不会向英子那个年代一样，
失去朋友了就联系不上。我们更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件事和
每个人。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的许多趣事为童年增添了色彩。童年，
像一条小河，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童年过得很快很快。所以
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美丽童年时光!

1.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600字范文精选

2.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最新范文



10.

读《城南旧事》有感精选范文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我读了《城南旧事》。它的作者是林海音。

《城南旧事》全书分为《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
姨娘》、《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
子》五个故事。用小孩子的口吻娓娓道来童年的那些往事。
宛如一缕春风，轻柔地飘过树林，飘过大地，飘过田野，飘
过每一个人的心间。

读《城南旧事》，英子天真无邪的话语和儿时趣事勾起了我
对童年的回忆。小时候的快乐度过时不觉得有多好，反而羡
慕大人的世界，整天在家里嚷来嚷去：“我要长大!”以前总
认为童年的烦恼说不尽，有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课，干
什么都不可以，家长总摇头说：“不行，你太小了”我简直
恨不得一夜之间就长成大人，想干什么干什么，“胡作非为，
上房揭瓦”……直到今天，我该上初中了，那个“六一”儿
童节不再属于我，我的童年也在阵阵叫喊中流逝，童年的生
活已成为过去，只能细细品味，无法再次经历了，我才感到
时间的不等人和一阵子迷茫。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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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使我们
走进了林海音的自传小说《城南旧事》。

我很喜欢《城南旧事》这本书，因为它蕴含着浓浓的亲情，
与小孩子的那种天真，渴望和期待，和震撼人心的友情!仿佛
身临其境：二十年代的时候，六岁的林英子住在北京的一条
小胡同里，她活泼好动，有着其他小朋友不具有的胆量，与



大家眼中的疯子秀贞做了好朋友，当她得知秀贞的女儿生下
来就被家人抛弃，英子对她很同情，经常找她玩耍，而她也
不停的嘱咐英子一定要帮她找她的女儿。可能世界就是这样
的吧，英子在一个狂雨的晚上发现伙伴妞儿正是秀贞要找的
女儿，小桂子。于是便冒雨带妞儿与秀贞相认了，最可怕的
是这对不幸的母女却在匆忙的赶火车中惨死在火车轮下。

后来英子搬了家，在家门前的废屋院子里中认识了一个年轻
人，他为了供弟弟上学，不得已才去偷东西，最后被警察抓
走了。英子很难过，因为，她不再有朋友了。英子九岁时，
英子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在无意中听到
了宋妈与她丈夫的谈话!她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了，女
儿也被她丈夫卖给了别人，而不是代养，所以直接崩溃了。
英子并不明白宋妈为什么会来到她家，照顾林家的孩子，而
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后来，英子的爸爸因为肺病去世了。
宋妈也被她丈夫用毛驴接走了。英子开始在马车上回忆她以
前的时光，和妞在一起、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光!

英子的童年虽然逝去了，但是，她却长大了。她感受到了世
间的冷暖，父亲的爱，母亲的温暖，友情的重要。所以，童
年逝去的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气，因为，我们已经长大
了!不知为何，我喜欢英子，喜欢她童年时对于别人那种天真
的同情，喜欢她对于友情的珍惜与渴望，更喜欢她对父亲的
那种情感。《城南旧事》更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题记

小油鸡吃米，海上旭日升，豆蔻凉苏苏，驴儿打个滚儿，夹
竹桃怒放。骆驼，慢慢走，铃声悦耳，童年已不还。



这是如琉璃般的世界，一切晶莹、美好。我看到了她，一个
稚嫩的孩童，坐在小凳子上望着车水马龙的街市，无聊地数
着石子的个数，边数边想：他们为何神色慌张，行色匆匆，
是时间不够用吗?我把时间借给他们好了，反正我也闲得慌。
后来那些多余的时光慢慢沉淀，拖住她的脚步，是她寸步难
行。那时再想起那些人们，她才恍然大悟：他们不是时间不
够，是时间太多，将他们的心拖住，拖进迷茫的深渊，他们
走投无路，才如此慌忙地挣扎啊。想到这一点的她，也早已
步入深渊，和童年告别。

我坐着时光机，将电影回放，看见那个孩子，她在古老小镇
生活;在土灰色的古老墙上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拾
起一枚枯败的银杏叶;握着小小的硬币激动地跑去买个包子;
为包子的落地而嚎啕大哭……她是谁呢?我绞尽脑汁地想，绞
尽脑汁地想。她似曾相识，却又实为路人，想不起来了，罢
了，让它随风去罢。

我坐着时光机，将电影快进，看见那个大人。她在高尖大厦
工作，早已熟悉孤影对阵，放言嘲笑那些坚持梦想的人们：
梦想不能当饭吃。踏碎无数人的梦想，对金山银山不屑一顾，
没有任何人能融化她心中坚冰，她从不落泪，从不展露笑
颜……她又是谁?我绞尽脑汁地想，绞尽脑汁地想。她似为路
人，却又实曾相识，想不起来了，罢了，让它随风去罢。

我们在无数相遇相别中长大，相遇的是世态炎凉，相别的是
永不再见的童年时光。慢慢，我们终于分清了海和天，分清
了好和坏，但我们再也分不清旭日和残阳，再也分不清驼铃
和风铃，童年，一去，便不还。

我走近了拉克西斯所守护的沙漏，欲把沙漏反转。忽见那烟
雨迷蒙，将愁思弥漫，缠绕复缠绕。旧墙立于我眼前，字迹
已斑驳……待醒时，已是“沉舟侧千帆过，到乡翻似烂柯
人”，尘满面，鬓如霜，沙漏已腐朽，女神已消亡。琉璃般
纯净的世界开始晃动，花儿落尽，天地变色，已到梦醒时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
来，来时莫徘徊······”这一首让人回忆离别的歌谣在
《城南旧事》中浮现。

《城南旧事》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带进上个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作者抒
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间真善美的呼唤。六个章节分别讲
述了六个跌宕起伏的小故事，令我思绪万千。

《城南旧事》中小主人公英子人小胆大，热情、善良，和被
人们认为是“疯子”的秀贞结下友情，头一次邂逅妞儿就帮
她解围，还帮她找到了亲妈妈。是呀，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乏
需要帮助的人，每当帮助到别人，我总是特别开心。学习上，
遇到同学们有不懂之处，我总乐于帮他们答疑解惑;生活中，
我随时随地尽所能伸出援助之手。

记得一次上学路上，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手里拎着一
只塑料袋，正弯腰翻看路旁的垃圾箱。当时夏日里的烈日已
烤透了她的汗衫，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但仍
是聚精会神地寻找着。忽然寻到了一个“宝贝”，她脸上顷
刻露出笑容，原来是一只空矿泉水瓶。我想这值几角钱?我该
怎么帮助她?于是我眼疾手快地跑上前去向正要随手扔掉牛奶
瓶的同学要来空瓶子，并拿出书包里未打开的矿泉水，双手
递到老奶奶面前，说道：“奶奶，奶奶，这是给您喝的矿泉
水，这只空瓶子就麻烦您了。”“啊?……谢谢你了，小姑娘。
”老奶奶又笑了。虽然今天我可能就要“抗旱”了，但却感
到一股沁人心脾的“甘甜”，这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的
真谛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花儿落了，英子也长大
了。伴着这淡淡的离别哀愁，我再一次捧起了《城南旧事》，
陶醉其中。

寒假里，老师推荐我们看《城南旧事》，一天晚上，我和爸



爸妈妈去钱江新城图书馆把这本书借了回来。看完书本才知
道，里面的主人公有：林英子，爸爸，妈妈，宋妈，“疯
子”(秀贞)，妞儿，小偷等。

《城南旧事》，作者是林海音，(原名林含音，小名英子)。
整本书一共有6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冬阳童年骆驼队，作
者介绍的骆驼个个都描写得活灵活现，让人似乎身临其境。
第二章惠安馆讲了在林英子的帮助下“疯子”(秀贞)找到了
自己的孩子妞儿。

第三章我们看海去这是一个小偷和英子的故事。第四章“兰
姨娘。”这章里讲的是德先叔和兰姨娘的故事。第五章“驴
打滚儿。内容主要是，宋妈和英子在找小丫头子休息的时候，
看见有人买一种叫：“驴打滚儿”的吃的，，很香;找不到小
丫头子了，宋妈很伤心骑着驴走了。最后一章，“爸爸的花
儿落了”讲的是英子的爸爸去世了，爸爸的石榴掉了，花儿
也落了。这本我最喜欢的是爸爸的花儿落了。

主要讲了“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个不好的赖床习惯，被
爸爸打了就再也不敢了。我觉得爸爸做得很对，因为这是对
英子今后有帮助的，如果爸爸不这样严格要求女儿，英子就
没今天的成就。还有读了这本《城南旧事》，林海音的善良
让我肃然起敬，别人在惠安管看到女“疯子”都要走开离远
点，英子不是的，她为了帮助秀贞找到自己的孩子不顾自己
的身体，在秀贞和妞母女相认的时候英子自己却病到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和英子一样善良的人，比如汶川
大地震使很多人失去了房子和亲人，为了受难者能早日重建
家园，善良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四面八方向灾区人
民伸出援助之手。总之，如果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
善良的心，世界就会变的非常美好。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四

读了城南旧事，我感慨万分。

“青春总是令人羡慕。”冰心老人如是说。是的，青春是喷
薄的旭日，是竞发的百舸，是无悔的追求。但是一颗青春的
心，比青春更难得。用青春的心来观察这个世界，可以有更
深更深的感悟。

拥有一颗青春的心，我可以和英子一样，用善良、真诚去接
待每一个人。无论是惠安馆的“疯子”，还是兰姨娘。也许
会有人说，那是天真，可我说不是，那是人心底的纯真，没
有受到任何污染。当人人都讨厌惠安馆的“疯子”时，青春
的心可以帮助“疯子”解放自己;当人人都憎恨那个小偷时，
青春的心可以了解那个人内心的痛楚;当人人都在为“花”落
了而悲伤时，青春的心可以学着坚强。我愿自己长伴一颗青
春的心，这样，我就能忘却一切，做最真的自己。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失落，自己一下子感觉到，人大
了，心也不再是那颗童心，世界一下子从欢乐的橙色跳成了
悲伤的灰色，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虚假、无情。但当我读
完了《城南旧事》后，以前那颗青春的心又再一次回来了。
我被作者的童心深深的打动，我羡慕作者的纯真与善良，她
的情感也一下子灌输到了我身上，我为秀贞与妞儿的团聚而
高兴，为那个好哥哥的被捕而感伤，为英子的坚强而欣慰。
我觉得我变了，又变回了以前的快乐，又拥有一颗青春的心。

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青春，总有一天，人是会老的，但我们
可以带着一颗青春的心，让我们的思想，身心都能够永远青
春。散发出最真的快乐气息。

爱心，善心，真心，都是一颗青春的心。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五

最早接触《城南旧事》是从初中教材中的《爸爸的花落了》，
文中的那份伤感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后来又读了《冬阳童年
骆驼队》，再次感受了文字背后童年的那份天真，感受老北
京特殊的韵味。这几天，终于有机会拜读整部作品。

《城南旧事》这部作品由五个篇章组成：《惠安馆》、《我
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
了》。全文以英子她孩子般纯洁的眼睛来看待记录北平生活
的点滴，记载着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成长经历，旁观着成人
世界的悲欢离合。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
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
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英子对她非常同情，帮秀
贞找到离散六年的女儿。秀贞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
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来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
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
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
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警察局抓走了这个年轻人，
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
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
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
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
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
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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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爸爸与兰
姨娘不太正常的交往，以她孩子特有的狡黠保卫妈妈，保卫
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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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没
有任何矫揉造作的用孩子的天真，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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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
徘徊。这一首让人回忆离别的歌谣在《城南旧事》中浮现。

寒假里，我读了《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深受感动，它讲述
了作者林海音在小时候成长的点点滴滴，道尽了小孩子之间
的纯真、当时社会的穷苦、人与人之间的离奇琐事和封建制
度的黑暗。读了它之后，我才发觉到有一种现实世界所缺少
的东西真善美。

故事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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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疯女人秀贞的女儿，
她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
后来大学生被警察抓走，而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
扔到城根下，生死未卜。英子对她非常同情。当英子得知小
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后，急
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
儿去找寻找爸爸，结果母女俩却惨死在火车轮下。后来英子
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
嘴唇的年轻人，他因为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
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
巡警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英子心里非常难过，后来做这无意
得知，她结交的这个朋友原来是个小偷﹗英子九岁那年，她
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
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
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
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
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虽然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以一种乐观开朗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只要有快乐
和友谊，还有自己的坚韧意志，就能克服重重难关，到达成
功的彼岸。

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坚强，要用毅力去克服成长
道路上的重重难关。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波浪就被打垮。在
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永不轻言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失败，哪里来的雨后的云彩。

3.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600字范文精选

5.

《城南旧事》读后感500字范文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八

我盯着末页那带些许忧伤与思念的的浅淡而清雅的笔触，那
再现了旧都城南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

亲爱的作者小英子为了留下心灵的童年，提笔作了这本浓浓
的回忆。冬阳下的骆驼队，引着英子学起了骆驼嚼东西。在
那儿，她认识了扎着辫子的妞儿和她的妈妈，“疯女人”秀
贞，那可是一个大家目光中的疯子，谁敢接近，反而我的小
英子却不怕，与她成了朋友，帮她找到了女儿，还送了她们
一个金手镯以帮助她们离开，过她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
们看海去”的誓言，草丛中本是好人的小偷。英子听他讲故
事，和他许诺去看海……六年级毕业时的马丽歌，“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痛了我们的心，我也想毕业，
想到了分别。她回家时发现爸爸的花儿落了，爸爸也走了，
她也该长大了，要担起责任了。故事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



她确确实实的故事镌刻在了我的心中，永远不会忘却!

童年小英子的童年有着暖暖的四合院，冒热气的暖炉，厚的
可以立起来的小棉裤，小油鸡，八珍梅……我的童年仿佛在
电脑前，游戏机和电视机前度过，从没有遇到过像英子那样
有趣的事。我好渴望有那样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
肯定也会像善良的英子一样，对待每个人和每件事。我也分
得清“海和天”，却分不清“好人和坏人”，我同她一样，
也认为那“蹲在草丛中的男人”是好人，也是可怜之人。那
确实是打从心底的认定，但我却不希望他落到最后的下场，
因为现在已找不到那样的比“好人”还好的贼了。

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英子面对许多离别和失去许多的重要
的人。离别是让人惧怕的，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是讨厌的，
知道现在为止，我已遇到了多次的离别。毕业，和朋友的分
开或者分隔两地……最近的一次便是新年从家乡回来。虽在
老家呆了十天不到，可却留下了最深的记忆。我喜欢那儿的
大自然，虽没有耸立或巍峨的山峰，也没有清秀或磅礴的河
流，在我的心中就是别有滋味。我们这群孩子们尽情地在满
是星星的夜空下放天灯许愿……留下了瞬间的美丽。时间在
幸福的时刻总是过得很快。临别前夕，我与表妹相约连年再
见，并拉了钩，作了记号，依依惜别。

我是父母的宝贝，英子也是。可她的父亲离去了，留她与一
家人，她必须得告别无忧无虑，开始学会长大，学会分担。
我可能比当时的英子大了几岁，可我还是那么的不成熟，不
会独立生活却仍停留在稚气懵懂的时光。也许，我应该要长
大了。可我舍不得现在的童年，还是顺其自然，留住这难得
的童年吧。想必当时的英子也是这样想的吧，可她却不能如
我一样。

《城南旧事》不近讲述着“旧事”，还分享着小英子纯白的
心灵和她心底的童年。翻过末页，心被淡淡的幽香填满，久
久无法停住荡漾!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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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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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这一切都令
英子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鳞伤的
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处的乳母宋妈、
沉疴染身而而终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
笑过、一同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一一悄然离
去。为何人世这般凄苦?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百思不
得其解。但也许就像英子所说的那样“爸爸的花儿落了，我
再也不是小孩子。”每一个人都会成长，这是我们无法阻挡
的脚步，可我相信年龄的童年会过去，但心灵的童年会永存
下来。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

后记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



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

我们又是多么怕呢!

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

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

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小英子

5.

《城南旧事》读后感最新范文

7.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最新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