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萧沈从文读后感 沈从文萧萧读后
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萧萧沈从文读后感篇一

沈从文在《萧萧》文中描述了一个名为萧萧的女孩的故事。
萧萧，一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可是，在读完《萧
萧》之后，我有感觉到了这个名字中所带有的那一丝丝忧伤。
怎么来说《萧萧》这篇小说呢，它给我的感觉是十分的平淡，
就连那种悲惨也是一种很小、很细的一种悲伤，不与鲁迅的
《祝福》中的祥林嫂那么悲痛。《萧萧》全文是以一种平淡
的直述来讲述萧萧的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发生在我身
边的事，不同于祥林嫂，对于祥林嫂，感觉很悲惨，可是总
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觉得她是活在小说里的人物，而对于
萧萧，她更像真实的人物，没有用小说的那种夸大、巧合手
法，她更符合我对以前生活的想象。萧萧如同千千万万个普
通人一样，有着生活中的不幸，也有他人的关怀与关爱。

萧萧的身世是不幸的，她没有母亲，从小就寄养在伯父家，
在还不明白事理的时候，就出嫁给一个3岁的小男孩，因为没
有母亲，加上又是寄养在伯父家里，萧萧出嫁时并不像其他
女孩那样哭来哭去。关于萧萧的这段身世，沈从文老先生并
没有刻意从这里突出萧萧的`悲惨，反而是不加任何感情去描
述这一事实，这就让读者感受到一股淡淡的忧伤。也正是这
种不加感情的叙述让我觉得萧萧更加真实，仿佛就在我身旁。

在写萧萧做了小男孩的媳妇后,沈老描述了萧萧的日常生活,



就好像一个保姆在带一个孩子,平淡。后来又写到了关于女学
生的事情，把农村里的人对这场思想启蒙的态度写出，交代
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在说思想启蒙还是没有改变农村的固
化思想，农村里的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不能接受。

再接下来，就是萧萧在花狗的诱惑下尝了禁果，并且怀孕了。
而且在萧萧告诉花狗之后，花狗就跑了，留下萧萧一人独自
面对。在那个时代，一个本应为小男孩继香火的女孩，却坏
了别人的孩子，这可是一件大事，萧萧一个女孩怎么能独自
承受。这里让人十分揪心，心痛这个无知、被骗去身子的女
孩。只是后来的结局让我意想不到，但又是在情理之中。在
最后家中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萧萧受到所有人的歧视，大家
都在逼她去死，然后又说什么封建思想逼死了萧萧。很意外，
沈老安排了另一种结局。或许是大家和萧萧生活了这么久，
产生了感情，但出于礼俗，也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于是
就让萧萧的大伯做决定。因为没有受到过多的那些灭人性
的“子曰”熏陶，大伯决定把萧萧另嫁人。到最后又因没有
主顾，萧萧还是在这个家庭生活下来，这个家庭也就接受了
她。

这个美好的结局我很喜欢，不过在读完之后有点惊讶：就这
么完了?这就是大结局?这个结局更加凸显出这篇小说的舒缓
平淡。《萧萧》一文从另一个方面给我展示出当时人们的生
活：在不幸中也会有人性美的一面，在传统生活中并不全是
祥林嫂式的悲哀。

萧萧沈从文读后感篇二

萧萧，一个美丽纯真的女孩，却在十二岁出嫁为童养媳，丈
夫是尚未断奶的三岁小孩。从一开始，“童养媳”三个字就
奠定了她命运的基调。原来是一个可以恣意享受生命的孩子，
却已经失去了寻找爱的权利。十五岁被引诱“怀孕”，引诱
者花狗撇下她一走了之。她本想步花狗后尘，也想逃走，但
却被家里人发觉了。于是她将面对或“沉潭”或“发卖”的



严厉处分。最终因偶然的因素而幸免于难。

沈从文是仁慈的，这样一个集多重苦难于一身的悲情女子的
经历并没有演绎成一个悲情故事。既没有林黛玉寄人篱下的
辛酸，也没有萧红《呼兰河传》中童养媳的凄惨命运。最终
萧萧顺利产下一个“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的婴儿。丈夫一
家人都喜欢这个花狗撒下种子的儿子，“把母子二人照料的
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来补血，烧纸谢神”。缺失
了血缘关系，却没有缺失关爱和亲情。十年后，萧萧正式同
丈夫拜堂圆房，花狗的儿子喊萧萧的丈夫做大叔，“大叔也
答应，从不生气”。这似乎是个圆满的结局，然而萧萧却再
也不是以前那个萧萧。她再也不会做着会走路的匣子的梦，
再也不会到水边去，用手捏着辫子末梢，设想没有辫子的人
的那种神气，那点趣味。她羡慕自由，同为女性，她也希望
能像女学生一样自由自在，然而她是“童养媳”，这样的一
个身份定位就注定她的悲剧，她的人生不能由自己掌控，而
是被命运操纵，自由于她只是一个奢望。她的人生只是为夫
家延续香火，做劳力。女学生成为她少女时代的梦，永远都
不会实现的梦。或许怀孕事件是一个波澜，然而最终萧萧还
是留在了那里，抱了她新生的毛毛，像当年自己抱着丈夫一
样，命运几经转折，却又回到了起点。死水即使激起一点点
波澜，不久又复归于平静了。

萧萧仿佛是幸运的，她躲过了被“沉潭”或“发卖”的结局，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她一生都在被命运所摆布，或许当
她听说有女学生过路，就会像睁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
头出处痴了半天时，她心里会闪过那样一丝想法——随女学
生去，随自由去。可是她最后没有走出那一步。我们不能怪
她，只能怪当时的社会，只能于沈从文的文字中咀嚼萧萧的
悲哀。没有变化，如死水一样的乡下，萧萧迎来了自己的媳
妇，一个和自己同命运的女人。没有挣扎就没有变化，一个
又一个轮回，只要这童养媳的制度还存在，就会有无数个悲
哀的萧萧，无数个轮回。



无可否认《萧萧》一文中的村人其道德风貌与人生形式，与
过去的世界紧密相连，显然出于原始淳朴的文化环境，他们
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品行纯洁高尚趋近于天然，
但是这些天然的美物也不免会相伴着理性的愚昧无知，这又
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运幄自己的思维，从而导致其
精神悲剧。这种悲剧不但表现在种种有悖于人性的雇佣制，
童养媳制等丑陋的社会现象中，而且正表现在对自我现实状
态的无知与愚昧。

原因是村人的愚昧和无知。不错，他们是善良的，他们的决
定使萧萧免除一死，但他们又是愚昧的，不然怎么会想
出“沉潭”或“发卖”这样泯灭人性的惩罚，又怎么会出现
童养媳这种制度。有人说是由于环境决定的，我想这是一个
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世世代代沿袭着这种残酷的惩处方法。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是
在残害生命，是十分残忍的，相反的他们觉得这一切是理所
当然的。他们的脑子里始终存在着这种想法，并且认为这都
是对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怎么会错呢？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
封建礼教的奴隶，成为制造悲剧的刽子手，成为“吃人”的
人。

在《萧萧》一文中，无论是萧萧自己还是村人，都无法把握
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活在自己的愚昧和无知里，任凭命
运将他们带往何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
对，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要反抗。外在的压迫很可怕，但
是比之更可怕的是自己本身根本不觉得自己被压迫了，这是
一种最难以改变的精神悲剧。而村人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悲剧
里。

只要这种愚昧和无知不消除，那么童养媳制度一直会存在，
那么像萧萧一样的悲剧会一直轮回，而我们也只能对萧萧的
轮回报以无奈的叹息罢了。



萧萧沈从文读后感篇三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这是
沈从文先生《萧萧》的开头，点明了时间和地点，又是一个和
《边城》一样，描述湘西人情的故事，从小说开头萧萧被嫁
当童养媳，一遍看养自己拳头大的丈夫，一边生长，到后来
因和花狗越界而怀孕，花狗因此出逃，萧萧怀孕后被囚禁，
甚至可能会被沉塘而失去生命，最后因为生下男孩儿而幸免
于难，甚至孩子还叫自己的丈夫大叔，这一切的发生可以说
是悲剧的存在，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只十二岁。

萧萧从小没有母亲，被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自由自在
地生长，无拘无束，她的纯净和朴实正与湘西美丽的景色相
呼应，顺利地生长起来。而她的这种从小的自由和生长的顺
利，也是造成她悲剧的一个原因，她没有母亲对她的发育成
长进行正确的疏导，顺着心意随了花狗而导致了怀孕。

幸而乡人没有逼迫她去沉谭，等着二嫁，等着等着她把孩子
生下来了，却是个男孩儿，于是就不嫁了，不知该说是萧萧
的幸还是不幸，男孩儿的地位却比一个活生生的人还重要许
多，民风虽是淳朴却让人心里硌得慌。结局萧萧和花狗的孩
子牛儿也娶了亲，娶亲时新娘子在轿子中呜呜的哭，绕了一
圈却又绕回了童养媳，和萧萧一样。结局处轻描淡写的一
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却在屋前榆腊树篱
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几句简单的话，却
点出让人心酸悲凉的故事，一个周而复始的故事，又是一个
春去秋来，这也是最显得悲凉的地方。

文中还出现了“女学生”，她们不与当时的风俗“同流合
污”，追求自由，追求解放，是眼中的异类，当祖父和萧萧
说起这些令人不齿的女学生时，萧萧心里却模模糊糊有着一
些向往，也愿意被称为女学生，这暗暗中也包含着萧萧注定
和其他女人不同，她的心中对自由和解放有着向往。



《萧萧》和《边城》有着许多相同，却又有着许多不同，
《边城》最后悲伤却带着希望，但是《萧萧》却是以一种看
似喜的结局描述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悲剧，沈从文先生的文笔
真的可以说是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
方色彩，能够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萧萧沈从文读后感篇四

如同《边城》一般，《萧萧》的民风淳朴得紧。我倒是很喜
欢美好的东西。比如萧萧和她的“弟弟”，比如爷爷，比如
哑巴，比如那充满宽容的一家人。

“天亮后，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眼开眼，看一阵在面
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这倒是真的了。每个人是有些许熬夜至凌晨的经历，还会觉
得讨厌那种似睡又非睡的感觉。呵呵，但似乎，在沈老的笔
下，我不知怎的竟喜欢起来了。那些黄边紫心葵花，一下子，
安谧的不行。睁眼还是闭眼，皆是无边且无尽的享受。

说到了“女学生”的那一段，一开始，我会想到或许是笑话
乡下人的无知。但再多想一点，其实也会接受，这不过是接
受新事物的一个过程。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对此也不是
深恶痛绝的，反而是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潜移默化的
作用是在这里产生的吧。而更有趣的是，沈老在一九五七年
较改字句的时候，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小毛
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
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
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
也讨个女学生媳妇！’”就像是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
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可以看见，那些对当时人们而言，很新奇的事儿，于我们现
在，不就是生活么。倒是了，无非是些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
自由恋爱之类的。萧萧是个单纯的女孩儿，单纯的人儿终究



对美好的事物会产生愿景。萧萧本身就是活泼开朗又天真的
少女，或许，她太过于认命了，有着些许的麻木，可是在我
看来，她亦是随遇而安的，一个人，平平凡凡，安安乐乐，
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至少在我看来，平静而安详的日子让我
更随性。就性格而言，一定程度上，萧萧是和《边城》里的
翠翠重合的。

关于花狗，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怜悯萧萧，为什么在她花
一样的少女情怀里，没有遇上更对、更好的。不能否认的，
萧萧，由女孩长成了女人。因为一个叫做花狗的懦弱的男人。

我该庆幸么？最后的萧萧，没有被古老的制度荼毒，反而是
被朴实的乡情拯救，最后的最后，小丈夫没有嫌弃萧萧，也
没有嫌弃那个胖胖的男孩儿，男孩儿长大后喊他大叔，他也
答应着并不生气的；其他人呢？似乎也没什么，“照规矩吃
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竟
没有什么不同呢！

呵呵，这样安谧的结尾，是可以让我，舒舒服服的，梦见那
片黄边紫心葵花了。

萧萧沈从文读后感篇五

“萧萧是个可怜的女子”，看过沈从文的《萧萧》的人都那
么说。

是的，在湘西那个落后、保守甚至残忍的地方，保留着童养
媳的陋习。萧萧十二岁时嫁作童养媳，不明人事时被花狗玷
污，夫家伯伯本打算把她发卖，但她却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
小子，夫家又没舍得，又留了下来。作为一个童养媳的典型，
萧萧受人愚弄、摆布。她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人
生是操纵的被安排的人生。她渴望变成女学生，却始终与她
们无缘，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
苦和受人践踏，生活在无知当中。



但是，从另一种眼光来看，萧萧的乡间也有现代人所羡慕不
来的东西。

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永远给人出路。
它像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
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乡间，
它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因此，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
关。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得是人性的胜利。正
因为如此，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中，可以因为家人的消
极执行，而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湘西民风质朴，湘西人勤劳而善良。萧萧并没有感觉到自己
的可怜，相反，其实她很享受她的生活，旁人又有什么权利
置喙？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
她和弟弟相处愉悦，她夫家的人也没有亏待她。即使是她因
为被花狗玷污怀有生孕时，家里人因为当地的规矩准备把她
发卖，他们仍旧收留着她，在等待发卖的时候，他们反而可
以正常的生活，即使最后萧萧是因为生了个男孩而不必被卖，
这还是表现出了湘西民众的善良淳朴。

反观书中的“女学生”，她们对于制度有着自觉的反省与反
抗，她们是先进的群体，是萧萧羡慕却一生都无法达到的位
置。但是，她们的生活，却是奢侈而缺少温情的。小资生活，
不一定就比乡人的淳朴无知来得幸福。《萧萧》中有这样一
段话：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啬是
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
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
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
三十担瓜。湘西人在自己的辛勤劳作中，收获幸福，所谓的
文明人，却在随意消磨浪费时间，过着近乎糜烂的生活，竟
然还自诩为文明人。孰是孰非，谁也不能下定论，幸不幸福，
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

萧萧，那个小女子，在湘西的某个小乡村，过着无知却没有



忧愁与烦恼的生活，别人可怜她，她却依然幸福着自己的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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