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精选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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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一

沈从文的《边城》中所描绘的茶峒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山
清水秀，美不胜收。在这样一个唯美的地方，一切都很淳朴，
生活淳朴，风俗淳朴，以至于连爱情也很淳朴。茶峒边白塔
下有一家人——一位摆渡老人，老人的孙女翠翠和一只黄狗。
一年端午节，翠翠和祖父走散，却碰巧得到船总的二老傩送
的帮助，回家，那一刻，他俩情窦初开。谁知大老天保也喜
欢上翠翠，但是天保最后成全傩送自己外出闯滩，却不幸遇
难，二老也因此离开翠翠，而老船夫也因担心翠翠的婚事而
在一个雷雨天溘然离去。一切都没，但那段凄美的爱情却在
读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边城》虽是一个悲剧，但是二老为翠翠唱情歌的那段故事
却是无比美好。没错，走车路看似平坦，但是怎么能和马路
的浪漫相比呢？整个故事，妙就妙在这条弯弯曲曲的马路，
是最淳朴的爱，而真正牵动翠翠的心的，也正是这种淳朴浪
漫的爱情。这段故事，也正诠释少男少女之间的感情。

但是，在整个爱情中，翠翠似乎起主导作用，翠翠喜欢二老，
这点翠翠自己也一定清楚。而二老也喜欢翠翠，这原本是一
拍即合的事，但是翠翠却太过羞涩，甚至连一句“愿意”也
不肯说，这么一个悲剧，也可以说是翠翠一手造成的。羞涩
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面对这种事时有时真应该果断一点，
因为在面对朴实而单纯的人时，过分的羞涩也许比什么都可
怕。



不过，在小说最后，也不乏有希望存在，正如书中所写“也许
‘明天’会来”。“明天”是多久呢，虽然无法知晓，但翠
翠的路还很长，也许真能“等”到也说不定。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二

初读《边城》已经是初中时候的事情了，虽然过去了很久，
但是翠翠那个单纯善良、不谙世事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我脑
海里，刚开始看时，我主要就是围绕着翠翠与傩送兄弟俩的
纠缠不清的暧昧的爱情故事来看的。

一、“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

这句话是我对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在第一次看小说的时候，
我的情感几乎就是倾向于傩送的，从最初的翠翠和傩送的邂
逅，主人公翠翠是一个柔美纯朴的少女，与二佬傩送第一次
的见面两人便已一见钟情。情窦初开的翠翠把心中情愫一直
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不对任何人提起，甚至是她至亲的爷爷。
日子如翠翠家门前的溪水一样静静地向前流淌着，少女的羞
涩使翠翠在面对二老时更多的是出奇的冷漠。而此时，大佬
天宝也爱上了翠翠并请人做媒。翠翠惶恐之中从未向任何人
表明她的心思，但她已经有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但是或许也正是因为翠翠的腼腆羞涩，把心事藏在心里，才
导致了大老的意外死去，二老也因大哥的死去而将爱意深深
埋在心里，选择了远行，留下了翠翠一个人。

翠翠和二老之间的爱是美丽的，也是单纯的，单纯得就像纸
那么薄，一不小心就会碎了。

二、翠翠和爷爷的相依为命

翠翠和她的爷爷就住在城口，每天给进城的人渡船是他们唯
一的工作，有时祖父进城打酒，翠翠就和她的小黄狗为客人



渡船，他们的生活虽然过得平淡但是却很快乐。爷爷大半辈
子都在管理这艘渡船，却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有时客人想
答谢他放了些钱在船上，他是追上好几里也一定要把钱还给
人家，所以人们拿这位倔强的老头也没办法，只好在他进城
买东西的时候多给他加些肉，加些酒来酬谢了。爷爷是个老
实人，为翠翠的未来担心，却从不把烦恼告诉她，只是紧锁
在眉头里一个人承担。可以说在那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爷爷
走得是不安心的，因为他并没有把翠翠的终生大事操办好。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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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但是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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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边城》段落）

流浪的生活是清苦而艰辛的。大师却让我明白，一个人对一
片土地的热爱，是懂得它的残酷以后美好的风光。读完全文，
我就开始幻想着那书中所述的景象。木制的吊脚楼，摇曳的
红灯笼，潮湿的青石板，窄窄的渡船，亭亭的白塔，还有那
升起在旧村庄上的青炊烟。这一切，构成一副图片，放映在
我脑子中，就像就像灭霸打响指，浩克揍洛基，蜘蛛侠嗝屁
一样，哦不好意思，说过头了，在那片仿佛与世隔绝的的土
地上，时间仿佛被暂停了一样。女主翠翠像湘水一样温婉清
澈，歌声悠扬清亮，老爷爷慈祥又宽厚，船夫们勇敢又豪快，
就连生活的阻碍，在这个地方，都带着不一样的色彩，完美
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地爆天星，哦不是，是惊奇，作者用
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湘西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也让我们看
到生命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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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相比之下，我们
每一天生活在吵闹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有时候，
甚至邻居之间都互不相识。这不得不让人可悲。我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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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四

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特别向往田园牧歌一般的
生活。最近读了沈从文老先生的《边城》，大师笔下哪儿小
小的边城水乡让我迷恋不已。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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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爱情，可是爱情不是这
本小说的全部，大师用平淡的比较微微讲述了湘西小镇上淳
朴的风土人情以及那如诗如画的景致。

读了这半数，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的热爱，是懂得它
的残酷以后去心疼那背后醉人的风光。读完全文，我就开始
向往哪个远在湘西边境的小镇。木制的吊脚楼，摇曳的红灯
笼，超市的青石板，窄窄的渡船，亭亭的白塔，还有那升起
在旧村庄上的青炊烟。这一切，构成一幅年代旧远的画，让
人向往不已。在这本书中，主人公翠翠像湘水一样温婉清澈；
老爷爷慈祥又宽容，船夫们浪漫又豪爽，就连生活的无奈，
在这个地方，都带着诗意的色彩，让我们既看到了湘西人在
命运钱的无助与忧伤，又产生对美好人性的信仰。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比如说翠翠和祖
父去看龙舟比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送了他们很多吃的。翠翠



祖父去世，周围乡亲都来帮忙……而相比下，我们生活在钢
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有时候，甚至邻居
之间都相互不认识，这不得不让人遗憾。我希望，有那么一
天，每一个人都有宁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彼此
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像家一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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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五

沈从文的《边城》里流淌着一条温情的河，河上摆渡的老人
和翠翠，唱着一曲温暖的歌。

老人摆渡50年，经历了“凡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乡下人，一生
中生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但是他一如既往的爱
着这方水土，爱着这方水土上的每一个人。

这位老人，从不肯收过渡人的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一把
钱掷到船版上时”，老人必定“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
心里去”，还以一副“吵嘴时的认真神气”说着：“我有了
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实在“却情不过”，老人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为了心安
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买来茶叶和草烟。茶叶放进大缸里，
用开水泡好，给人解渴;草烟，则慷慨奉赠给过渡人。

“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
实地在那里活下去。”老人每一次进城，总是把酒葫芦热情
慷慨地递给每一个爱喝酒的人，这一口口酒水里传递的是边
城人温润甘甜而醇厚的乡情!

老人的这份淳朴与善良，怎能不让人动容?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六

原想为这篇起名为“如水”———可是我不能悖着自己的心，
忽略那另一部分，于是我就给它起名为“纯美与暴力”。

清澈泠泠然地顺着书脊淌下来了。它流到我指甲边缘，渗入；
随后我听见了歌声，是晴雨后的泥土、时未融化的芬芳、时
初生的情感；它变成气态的、潮湿的诗，轻覆于我的睫毛。
我愿真正读懂，可这时能令我深切感受到的唯有自己思维与
语言的迟钝。

《八骏图》、《或人的太太》、《如蕤》我都翻来覆去地读
了三遍以上，直今还认为有些许晦涩。可是在阅读的当中，
纯美的环境、纯美的人们、纯美的对话，这些是不曾有变的。
就好似海浪，唯有那几朵不肯在礁石边迸成零散的珍
珠——————可你却仍能感知它滚动前进的节奏与态势，
然后受它的鼓舞与感动。

这里每一篇的人物都是有名字的。作者好像以“人”为开始，
再酿出甘冽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富有极鲜明的特征：他们的
每一次抬眼、每一次颔首，甚至每一次开口的时间都是自然
形成却又不能改变的——————就如《边城》中的翠翠，
她不答应别人的呼唤，定是心中有什么缠在一起；她总要先
解开它们才能回答，否则好似她便不是那个翠翠了。虽是每
个人物都独一无二，可他们的相似之处却又如恒河沙数。于
是，纯美叠加于纯美之上，虽是不至于令人头昏到只顾陷入、
无法自拔的状况，可也足以令人心生淡淡的疑惑与神圣的哀
怨。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写到暴力的部分来让自己产生些许
明彻。

《边城》中的暴力形式是非常多元的。有肉体所承受的暴力、
有感情所承受的暴力，当然，更有灵魂所承受的暴力。如最
后一篇《节日》便充斥了会鞭笞犯人至死的暴力，《虎雏》
便显现了一个硕大的希望被落空的暴力，而《七个野人与最



后一个迎春节》则昭示了人民的反抗被彻底扼杀的暴力。每
种暴力总难免给人心灵的重重一击，可这一击过后却会带来
从未敢涉足的领域的思考与悲悯，甚至愤懑。

也有少数几篇是纯美与暴力并存的。它们就似一架天平，平
衡达到一个令我望而却步的境界。最好的例子就是《媚金，
豹子与那羊》。我已不知如何去理解那纯美得暴力的爱情故
事。

《边城》，读一遍，便好似仅观览了一番好山好水般。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七

《边城》——边城，是两省交界处白河边的小城，一座充溢
着祥和恬适气氛的小城。它给我印象的最直接画面就是在青
山绿水间有一个淳朴的白发老船夫、一条忠心的黄狗和一个
着碎花布衣的天真活泼少女。这里没有喧嚣、没有张扬,生活
简单而宁静,在我们看来或许枯燥乏味,但对于一直在青山绿
水间生活的他们仍然把这日子过得滋味十足;或许更象是一个
宁静的世外桃源,因为当时还有着纷繁的战事,而这里的人们
更关注端阳节的划船比赛,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比较幸福的人。
我想这也是作者要表达的：在这个小山城生活的人们都展现
出人性善的一面,相互帮助,不注重物质,心灵也和青山绿水一
样安静、详和而纯净。

小说中的人性情质朴。在整部小说里，最幸福的人应该是船
夫爷爷吧，这位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特征的老人，他敬忠职守
的在岗位上奉献了50年，他拥有过平凡的妻子、可爱的孙女、
几十年的至交老友，也经历过妻子的死亡，女儿的离去，最
终在对孙女的担忧中与那条渡船伙伴一起逝去。虽然一生清
贫，但这也算是完满的一生了。老船夫将自己的一生束缚在
了渡船上，替人摆渡却不收一分钱，还煮好茶供来往过客饮
用这是茶峒人民的象征，更体现了作者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
往和追求。



作者通过对黄狗进行行动的描写，把动物和人的关系回归到
生命沟通的关系，彰显边城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黄狗其
实更像是翠翠家人，从开头一直陪伴到末尾，不同于爷爷因
年事已高而无法陪伴翠翠，也不像天保和傩送那样，只是虚
幻的存在，它一直陪着翠翠、保护着翠翠。还有便是色彩搭
配上，选择黄狗可能是乡村的土狗大多是这样的颜色，并非
名贵品种，表明他们生活艰苦但却自得其乐，而且不显过于
冷冽，就像读完书后给人的感觉一样，清凉却不寒冷，大概
与黄狗这一形象有很大关系。因为它，翠翠悲剧色彩并不显
浓烈，黄狗就像是爷爷和傩送的替代者一样陪着她。

最美丽的一条线索就是翠翠的爱情。小说中最吸引人们的是
翠翠的那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外公走散，遇到了傩
送，傩送帮助了翠翠，翠翠虽言语上并未表露，但她从此也
多了一分少女的心事。这本是“两心永相依”的一件美好的
爱情故事，但天保——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翠翠，天保知道
傩送要渡船不要碾坊，所以天保成全了自己的弟弟，自己一
人外出闯滩却不幸遇难。看惯了现代生活那种快节奏的感情,
阅读这种欲说还休的感情是需要慢慢回味的,也正是这种欲说
还休轻轻拨动了人心上那根细细的弦,在心灵上奏响最柔美的
乐声;又似在心上轻轻地挠痒痒,痒得让我觉得舒服无比。翠
翠在山水中成长,象一只轻盈的小兽,又象一只美丽的飞鸟,和
自然融为一体。她的成长中虽然没有母亲的指导,但是人的一
切情感不会因为没有母亲而停止,十五六岁的翠翠也在这样的
年龄情窦初开,灵魂也开始在睡梦里因歌声而浮起，在那样的
年龄,在那样的时代,翠翠无疑不是很明了自己的情感,也不知
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只能靠爷爷对她的观察与猜测来体会
她的心理活动,见到自己可心的人却如一头小惊兽,一下子消
失在山林里,由此而来,彼此内心的信息得不到沟通与交流,造
成的误会便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爱她的两兄弟中的哥哥心
怀失恋的剧痛而落入激流淹死,弟弟在失去兄弟的同时也得不
到爱的明确回应而离家远去。虽然两兄弟的父亲在老船夫去
世后还是解开了心中失子的疙瘩,答应只要小儿子愿意就娶翠
翠做儿媳。翠翠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



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
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
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