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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一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
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初版1960年。全书通过
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
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可视作她
的代表作。

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
子温暖和睦的一家。《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
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
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
精细地表现出来。

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小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经常
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她曾与一个大学
生暗中相爱，后来大学生回了老家，再也没回来，而秀贞生
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因此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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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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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桂子)去找寻爸爸。后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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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
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后来，
被赶出家门的兰姨娘来到英子家，英子发现爸爸对兰姨娘的
味道不对，英子很伤心，想了一个办法，把兰姨娘介绍给德
先叔，使他们俩相爱，最后他们一起乘马车走了，爸爸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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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后来，英
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英子随着爸爸的离开，真正地体会到
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长大了。

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
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
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
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本文显得丰富厚重的
关键之笔。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
《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小说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
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
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
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
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
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
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
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
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
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
众生相。



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
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
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
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
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
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
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作老一辈女作家
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只
拥有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

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
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
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
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
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二

城南旧事的是林海音先生，文中的主人公也是她——林英子。
这本书是一本蕴含着浓浓诗意的纯美小说。满怀着怀旧的基
调写出了这本小说。本书通过林英子的视角来看待这世界的'
世态炎凉。

（故事）从1923年开始，从6岁成长至12岁，因父亲病故，她
的童年也因此结束，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该负的责任和担当。
在各篇中宋妈无处不在，无疑也是读者印象最深的一个人。
宋妈这位命运凄苦的卑微人物，在英子的回忆里有宋妈的智
慧和尊严。书中《驴打滚儿》一篇给宋妈的画像生命，也是
全书最有力量的一短篇小说。这篇是9岁时看到的——但她眼
中看到的小世界后面却是一个悲惨的大世界。而驴子每次出
现不仅是情节的联系，也衬托乃至增强了人物的造型。但是
如果不穿透有意留下童稚的迷茫，《驴打滚儿》就有了些诗
意的情调。



《驴打滚儿》有双重含义，一重指代黄土气息的毛驴在地上
打滚，又指裹着绿豆粉的黄米面，都带着悲凉、看不到希望
的黄土色，暗喻着旧社会妇女的悲惨人生。

而有些故事反映出的道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看海
去》，表达了对社会深深的担忧以及对下层人民的同情。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三

早看《城南旧事》这本书时，大约刚刚上学。对那名叫英子
的小女孩有着一种疑惑，此刻一想也就释然了。今日再读这
本书，真觉得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好像童年又重过了一遍。
我羡慕英子的善良与天真，也为自我的童年感到自豪。此刻
回忆童年，真是感慨万千呀!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四

的深处，曾经有这样一本书，它像一滴清水折射了我心中的
太阳，这本书就是

《城南旧事》。作者是林海音，它是以年少的心态来记叙自
己在北京城南的幸福童年生活。看完书后，古城的残片、大
树的几根垂落枝条、临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半扇院门的插
闩以及那些美好的回忆都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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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城南旧事》，我渐
渐地走近了书里，看着英子在城南度过的幸福童年，它们就
像是一股细流静静地，慢慢地渗入我的脑海中：惠安馆、胡
同的井、闹市僻巷、草垛子……这些地方所浮现的人物：井
边的小伙伴妞儿、惠安馆的疯女人一一秀贞、躲在草垛里的
小偷、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不理“我们”的德先叔、
和“我”朝夕相伴的宋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爸爸都与我
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筑成的。



当读到英子和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玩时，我真担忧秀贞会不
会做出伤害英子的事；当看到英子知道自己的好伙伴妞儿就
是秀贞的女儿时，英子不仅帮助他们母女重缝，还将自己的
生日礼物一一钻石表和妈妈的金手镯送给他们当作盘缠去寻
找思康叔。此刻，我不禁为英子感到骄傲，一个六岁的孩子
竟懂得友谊，懂得爱，这大概是一种来自生活的力量鼓舞着
她在成长吧！读着读着，我时而心惊肉跳，时而轻松自在。
我觉得很奇怪：难道英子不害怕秀贞吗？看到最后，我才明
白，她的童年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她有一颗纯真的心灵，正
是因为她有这样的一颗心，她的童年才那么快乐。那是真正
的，无忧无虑的，不折不扣的快乐。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五

在上个星期四，老师为我们找来了一部电影看，名叫《城南
旧事》。作者是林海音，她写的每一个字都充分表达了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的无限生活乐趣。

文中的主人公英子，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早在她三岁
的时候就随着父母来到了北京城南居住，她在这里认识了许
许多多好朋友一一妞儿，这是她儿时最好的玩伴；疯子母女，
让英子有了同情心；还有总是斜着嘴笑的兰姨娘……这些都
让英子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乐趣，增添了光彩！

书中的奴后一篇文章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们刚刚学过
去，作者把自己的父亲写的唯妙唯俏，文中的父亲的性格多
变，一会儿十分和蔼，一会儿又十分严厉，以《爸爸的花儿
落了》为题，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爸爸种植的花儿枯萎
了，另一个是象征着爸爸生命的结束。

读过之后我受益匪浅，英子的童年生活多姿多彩，这个小女
孩儿给我的印象的生活态度！！！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六

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2021年的寒假，我在爸爸的指导下读了《城南旧事》这
本书，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台湾的林海音，她生于东京，长于北
京，29岁时迁往台湾。书的内容主要讲一些她们以前的生活
是多么地艰辛，多么地困难!但是在贫瘠枯燥的生活中她依然
努力地学习，与现实生活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她创办了“纯
文学出版社”，提携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作家，造就了很多文
人学者，创造了台湾出版奇迹，同时也为台湾文学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现在台湾文学界的人一提起她，无不对她肃然起
敬!

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们的阅读条件也提高了，阅读方式也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获取文字信息的来源非常之多，纸质图
书只是其中的一种。但中国几千年留下来的“书中自有黄金
屋”之说，依然在引导着现在的年轻人手不释卷地去汲取知
识。父亲要我读此书的目的，无非也就是要我去体会人生的
不畅和生活的不易。从父命，也是孝顺的表现，基于此，我
再忙，也要仔细地读下去。

对《城南旧事》细读才知道，作者林海音离开了生活近30年
的北京到台湾后，展开了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作者感慨，美
好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熟悉的故乡也被海峡遥遥相隔，我
摸不着你的头，你看不到我的脚，一种不可言说的乡愁弥散
开来，两岸的乡亲不能来往，对面的亲人再不能相聚，就这
样胶峙着，凉挂着……思念的乡愁象一枚未发行的邮票，永
远也邮寄不出去!

林海音说：我写北平，是因为想她、恋她，写写我对那地方
的情感，让情感发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大凡
一个作者的情感，就是体现在她的作品和她的文章里。也许



正是隔了逝去的时光和遥远的距离，才使她笔下的童年旧事
写得从此从容豁达，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喜大悲，只有沉
沉的相思和淡淡的哀愁!没有怨天尤人，只有不停进取!

《城南旧事》在这特定的年代，触动了每一个人对童年的眷
恋和相思，深深地感动了几代人，她以超越作者个人的回忆，
成为了一代人关于童年记忆的文学范本，也成为一个怀旧和
相思的代名词。读完此书，耳目一新，唯有忆旧事来写出更
富有生命力的作品，这就是林海音作家的成功之处。希望将
来有一天，我也能写出更富于感染力的时代作品!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不一样，虽然
不能留住童年的时光，但是我们可以让童年在心灵深处永驻。

故事中英子生活在北京城，她一直跟妞儿一起玩耍，一直跟
秀贞说话，一直让宋妈帮她梳辫子，英子经历了许多事，我
仿佛看到了英子的童年。《城南旧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情感
波折，但是一样可以让人沉浸在心中的那个世界。“惠安
馆”中的“疯女人”秀贞被别人躲着，但是英子敢接近她，
这就是孩子，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因好奇，而想去看。童
年，就是拥有一颗童年的心，可以不必理解，但用自己的方
法去温暖。

英子的童年里出现了很多人，比如妞儿、秀贞、兰姨娘、她
的父母、宋妈等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人都离去了，
她长大了。英子的童年去哪里了？是跟着骆驼的铃铛走了，
还是跟着逐渐穿不上的衣服走了，还是跟着那个满身是伤的
妞儿走了。童年在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走了。

我的童年中有她的影子。读到文章中那个英子眼中的老北京，
我仿佛处在那个没有变动的街道，我的思想却不再是从前。
从前认为“童年就是学习和考试”，现在觉得说着这句话的



时候，就是童年。

时间沙漏下的沙子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躺在沙漏下的是我
拿不回来，却永远在我记忆中的东西。让我们好好珍惜仅剩
不多的童年吧。

城南旧事读书体会篇八

你去过首都北京吗?那你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北京是什
么样子的吗?你感受过北京城南胡同的人情冷暖吗?这个寒假
我跟随著名作家林海音去了趟她儿时居住的老北京城南胡同，
感受了英子童年的温暖历程和她成长过程中的精彩事迹。

过去我对名著并不太感兴趣，一般是看了半截觉得很没有意
思就扔在旁边，就算把一本书看完也是因为老师要布置作业。
但是这次对于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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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娓娓动人的描述
中抒发了对童年的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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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犹新。

《城南旧事》中满含着怀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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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由一个人引起——英子。以她孩子般纯洁的眼睛来看在北
京生活的点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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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她微妙的记忆，将年幼时围绕
她发生的生活旧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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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被人们认为是和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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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第一篇到结尾，主角似乎总是离开英子，像惠安馆的
疯子秀贞;我们看海去的那个小偷;奶妈;最后连她的爸爸也离
她而去了，当时她才小学毕业呢!《城南旧事》中的每一个感
人肺腑的故事，都洋溢着温馨的亲情。虽然每个故事的结尾，
里面的主角都是离作者而去，作者把每个人物的样子写得淋
漓尽致，个性鲜明，即使闭上眼睛，他们的影子还是浮现在
眼前。它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能使人从中领略到很多人生
道理。

看《城南旧事》，心头涌起了一丝丝的温暖，只见一幅场景
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介
绍它自己。那样的不紧不慢，那样的安静祥和，那样的满是
人间烟火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