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城南旧事阅读后感 城南旧事读后
感(通用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一

“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
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
年永存下来。”这是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中谈到的。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童年生活的写照，也是最具有影响力
的作品之一。林海音是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的，她
看到了变革时代新与旧的双面景象。而在她家中，经常出入
各式各样的人，有躲风声的学生，有逃到家里的一位世伯的
姨太太，这给她提供了观察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的机会，这
也是她著成《城南旧事》这部经典的原因之一。

《城南旧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借英子纯洁的目光，
以北平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惠安
馆”秀贞认亲、“荒草丛”中小偷的故事、兰姨娘与德先叔、
宋妈痛惜死儿失女、父亲离世……仅仅六年的时间，仅仅六
个故事，便在英子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不可泯灭的回忆。细心
的也会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规律：文章主角无一不离英子而
去：秀贞与妞儿死于火车下、小偷被捕、兰姨娘与德先叔离
开、宋妈回家、以及最后父亲的离世。英子记忆中的童年的
消逝。而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主题——成长与离别。六年，一
个懵懂的孩子长成了一个镇定的“小大人”，渐渐地，小孩
子开始负起了一份责任……人生的泪与痛，都化作淡淡的哀
伤渗进了《城南旧事》的回忆中。



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成长永远伴随着别离，可别离何尝
不是另一种开始呢？英子从一个单纯不谙世事的孩子，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次次的离别，直到那起偷盗事件，让我们真
正感受到了英子意识的成长。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是我第一次看的小说，这本书非常的精彩，让
我一看就非常入迷。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所记载和描写的一切事件和
情景，都是主人公小英子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感受或
思考的。这样一来，小英子经历的人和故事旧使读者既感到
新奇，又觉得真实可信。小说在语言上、人物形象和故事的
内容上，都体现了它的“京味”特征。为读者展现了浓厚的
北京地域特色，如北京话、北京人、北京的风土习俗等等。

我最喜欢“惠安馆”。这一段最精彩、最好看。英子帮助秀
贞和妞儿团聚，但不幸死在了火车轮下。秀贞和妞儿好可怜
啊!

我也喜欢“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在是小孩”里的插叙那
一段，体现了爸爸慈爱的一面，爸爸虽然严厉，但却是为
了“我”好，不愿“我”养成不好的习惯。

在“兰姨娘”中，为了让德先叔和兰姨娘彼此有好感，狡黠的
“我”耍了心思抹去了“四眼狗”，反而说兰姨娘夸德先叔
有学问。在午饭时，两人看着对方，表现了“我”的计划成
功。在这里小英子的角色就像似媒人。她用她的聪明、狡黠，
挽救了自己的家庭。

《城南旧事》实在太好看了。到现在都让我回味无穷。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三

“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读这本书，有很多的感悟。唯有文字，可以帮我表述内心的
千言万语。

童年如同青春一样，是人这一生当中仅有的一次，失去了就
不会再拥有。

童年，无忧无虑。现在回想，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人陪伴着
你，又有多少人离你而去……

人生路很长，所以有很多的美好。可是那美好，终究只不过
是昙花一现。再美好，固然也有失去的一天。那么，与其遗
憾失去，还不如眺望未来并心怀感恩。

像林英子那样，即使在不断的失去中长大。却依然，珍藏着
失去的美好。

当今社会，我们的青春或许大多数都被青春偶像剧占据了。
所以同学们不免发现，这些电视剧中总有一句台词，那就是：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句台词。并且，我想说：时间很无情，
它可以毫无忌惮地剥夺我们的一切。可是，难道我们要因为
那段很美好的记忆就回到过去吗？难道那段美好的日子流逝
之后，我们往后的人生都不值得一提了吗？仔细想想，当然
不会。

童年，每个人拥有的记忆都不同。不管是辛酸史还是幸福史，
我都希望大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因为，那是一场纯洁的盛
宴。有我们遇到的人，有我们经历的事。



拥有童年时，还小，不懂得珍惜。所以，正值青春年华的我
们，请不要把这大好的时光挥霍。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
定不能留下丁点遗憾。

最后，我想说，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我希望，在青春逝去
时，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能用心记述，那些远去的，属于自己的“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四

暑假，我读了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林海音奶奶写的自传体小说
《城南旧事》。林海音奶奶的童年是快乐的，也是不幸的。
十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此担起了带领六个姊妹的责任。
《城南旧事》是林奶奶写自己童年在旧北京城时“陈芝麻烂
谷子”的事，用自己童稚的眼睛认识这个世界。书中语言虽
然不华丽，但充满诗意，让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
代人们质朴的生活气息，欣赏到了那个年代旧北京城特有的
习俗与文化。

掩卷之际，书中主人公“英子”的形象与话语，几个重要人
物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令我历历在目，感叹
永恒!

书中《冬阳童年骆驼队》一文中，“英子”说：“老师教给
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它们从不着急，慢慢地走，
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初读这段话，毫不
介意;回头再读，茅塞顿开。“慢慢”咀嚼有“味”，越嚼
越“香”。反复琢磨，“慢慢”透露出了骆驼的那股韧劲，
那种顽强!我恍然大悟了“英子”的教导：无论多难的事，只
要有恒心，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作不懈的努力，总会做成的!

跳绳，每个女孩都是轻而易举的，就是男孩也不差。可对我
而言，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无论我怎么练，都跳不起来;



后来，我会了，可不管怎么赶，也都追不上同伴，甚至不如
那些男孩。出于自强，我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地
跳，跳，跳。“慢慢地”，“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赶上、
超越。后来，在全校跳绳比赛中，我居然拿到了名次，获得
了成功!

这不就是骆驼的“慢慢”精神吗?我决定，把“英子”的这段
话用毛笔抄写下来，贴在我的床头，或贴在书桌前，做为我
的座右铭，时刻激励我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林奶奶——书中的“英子”，五岁随父母从台湾来到北京。
作为大家小姐的小英子，她的童年一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
的。她周围一切的一切，对于她，都是那么的亲和，那么的
爱怜。除了疼爱她的父母外，那“为了一年四块钱”的宋妈，
那惠安馆里的“疯子”秀贞及其父母，那总是“蹲在空草地
上”“厚嘴唇男人”的“小偷”，那“招蜂惹蝶”被老爷赶
出的兰姨娘，那文质彬彬的北大学子“四眼狗”徳先叔叔，
还有她那最要好的朋友“妞儿”……无一不对英子好，无一
不爱英子。英子总是沐浴着情，浸透着爱。因而，她的童
年“真快乐”，“真高兴”，令人羡慕不已。

书中在叙述英子与妞儿——被世俗遗弃的“疯子”秀贞的亲
生女儿，一块儿欢乐时，这样写道：“我们真快乐，胡说胡
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还
有，“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我是多么的
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作为童年的我，何尝不与英
子一样的感受!只要能与同伴在一起，不管说什么，在哪里，
玩什么，都是快乐的。

然而，现实中的父母，大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自己的
孩子关在家里，读书呀，写字呀，画画呀，或者弹琴呀，等
等什么的。从早到晚，把孩子“绑”在身边，“锁”在家中;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大人，还是大人，哪还有什么“童
年”?这“童年生活”是什么?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常常抱怨，



哪有这么多的“休息日”，我们不情愿有“休息日”!相反，
在学校我们才有幸福，才有自由!校园里，才有“英子”
与“妞儿”的“胡说胡唱胡玩”的情景;而在家里，也只能
有“接不到妞儿”的“失望”!

世上的父亲母亲啊，敬请您也抽空看看这部《城南旧事》，
赐给我们快乐的童年吧!

儿童是懵懂的，是童騃的。大人的世界那么深邃，有时甚至
黑暗。儿童只能用纯朴与净洁的眼球，去看其表象，看不出
深层次的东西——有时却又看得很“真”，很“切”。

大人们都认为秀贞是“疯子”，在大人们的影响下，几乎所
有孩子都怕他。可英子呢，她与众不同，她看出了秀贞是因
为未婚就有了“小桂子”，而“小桂子”一生下来就被大人
们丢弃到齐化门，秀贞“疯”了：不停地唠叨着常人不能听
懂的话，操劳着常人不能理解的活计儿，这些都是秀贞挂念
丈夫想念女儿所致。

还有，那个“厚嘴唇的男人”，所有大人都说他是“贼”。
可英子却从他的故事里了解到，“厚嘴唇男人”从小就担负
起赡养病重且双目失明的老母，抚养他那要飘洋过海总考第
一的弟弟的重任。在英子的眼里，他不是贼，而是一个孝顺
的儿子，是一个负责任的哥哥。尽管他犯事了，被抓了，但
英子还是十分同情和不解，甚至萌生敬仰之心：与那些被抓
的抗日青年学生一样伟大。

至于贯穿于全书的另一主角宋妈，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个佣
人，是奶妈。可在英子眼里，宋妈并不低贱，并不卑微，她
是一个淳朴、善良、勤劳、和蔼、忠实的长辈。英子依她，
敬她，乃至宋妈走后，十分恋她。

总之，《城南旧事》虽是通过童稚的眼睛看大人的世界，却
更启人深思。英子眼中看到小世界后面却是一个悲惨的大世



界。

林海音奶奶用她那蘸满浓浓乡情的文笔，给当今儿童，不，
应该是所有儿童和大人，奉献出这部享誉海内外的永恒经典，
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回忆，给人以启迪……我们何不道一声：
“林奶奶，您老辛苦了!我们永远会记住‘英子’的!”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五

《惠安馆》是林海音所著《城南旧事》中的一篇回忆性文字，
读罢沉思良久。

七岁的小英子，本应是天真烂漫的年纪，但惠安馆的存在，
却一直勾着她的好奇心。因为大人们都说里面有一位疯子，
不许她往那里去。偏偏小孩儿总是不怎么爱听大人话，一个
偶然的机会，小英子见到了那位大人口中的疯子。其实并不
是狰狞的恶鬼，相反，那是个清瘦苍白而美丽的女子，是一
位想念着自己孩子的年轻母亲。她叫秀贞，曾爱上了一位大
学生。两人私定终身，后来大学生回了老家，说好来接她却
再也没有回来。秀贞怀了大学生的孩子，取名小桂子。出生
不久她娘怕她以后不好嫁人就背着她把孩子送人了，不想却
逼疯了秀贞。疯子秀贞也有安静的时候，不吵不闹。天放晴
的时候她要么在院子里缝制小桂子的衣服，要么就是晒洗大
学生留下来忘带走的棉袍，还时常自言自语，微笑着沉醉在
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小英子见到秀贞，心底里把秀贞当做了朋友。秀贞也很喜欢
她，搬来小凳子，一边给她梳辫子，一边给她讲她的小桂子
和她的大学生。小英子一直守着自己与秀贞的关系，没有向
任何人透露。她想帮秀贞找到小桂子。谁曾想那小桂子竟然
就是自己的玩伴。小英子发现真相之后，急切地领着小桂子
去和秀贞相认，她本着自己的善良、智慧和勇气为可怜的秀
贞找回了女儿。秀贞与小桂子是她唯一的朋友，她想要帮小
桂子从家暴中走出来，也想要帮秀贞找到失散多年的女儿。



对当时的小英子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她是本着善良的心
去思考，去尝试，最终才让母女二人相认的。

忘不了那场雨，秀贞不客气地收下小英子送她的金镯子作盘
缠，拉着小桂子，不管不顾地往前跑，仿佛在朝着希望、新
生奔跑。小英子的不舍，秀贞的情急与决然，小桂子的激动
与开心，都在一场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秀贞还回头对英子
说：“英子，回家吧，我们到了就给你来信，回家吧！回家
吧……”

看到远走的`母女身影越来越模糊，小英子又冷，又怕，又舍
不得，她哭了，然后就倒了下去。小英子在雨水中病倒，昏
迷了十天之久。

可小英子醒了之后，却没有收到秀贞的来信，只听来了两人
的噩耗。谁能想到，母女二人从此离开了人世。刚刚相认的
母女二人，于逃走的当夜死在了火车之下。读后感m这件事
对小英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善与恶的边缘，因
为那所惠安馆，她离开了那个生活了许久的胡同，也开始对
善与恶的边界有了模糊的概念。父母带她搬了家离开了那个
胡同，离开了那个伤心地，离开了那个被大人们认为的霉气
地，到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可小英子并不会忘记，这将是她一生心口永远的伤痕。

善与恶，到底以何为边界，也许没有边界，小英子也许懂了，
也许没懂。叹息世事无常，为何不能让悲苦之人的命运有苟
延残喘的机会呢？林海音的《惠安馆》己读过数日，心底五
味杂陈，时而酸涩，时而苦痛；偶有领悟，却还执迷。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六

最近，学校发了一本书，名字叫《城南旧事》。读了一下题
目，我立马对它产生了好感。《城南旧事》，多么朴实温馨



的名字呀！

小说透过英子的双眼，描述了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
合，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故事。惠安馆传奇里讲了
主人公英子瞒着大人，偷偷认识了惠安馆里的疯子秀贞。秀
贞告诉她，她的娃儿小桂子不见了。于是，英子便帮她寻找
着。可找是找着了，是她的小伙伴妞儿，秀贞却把妞儿无情
地带走了。

我非常喜欢《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在书中的一句名言：
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

是啊，每一个进步，都得靠自己的力量。我原以为学溜冰很
简单，不就是走路吗，只不过换了一双鞋而已！可事实并非
如此，我像模像样地穿上溜冰鞋，充满自信地站了起来。可
刚一起身，脚下的轮子就开始调皮地跳舞了。我的脚步错乱
了起来。虽然我双臂张开，保持平衡，可还是摔了个狗啃泥。
妈妈扶起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这个情景，可真像见义勇为
的好心人在扶老奶奶过马路呀！我可不甘心做“老奶奶”！

“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每
次遇上困难，耳边总会回响起这句话。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七

读了《城南旧事》文中英子的善解人意与富有同情心令我佩
服。

《惠安馆》里写出英子并不害怕许多人都怕的疯子，而且还
跟她交上朋友，并且还帮她渡过难关，找到失踪的女儿——
妞儿。我不禁大吃一惊：什么，英子连疯子都能交上朋友，
如果时我的话，我连看都不敢看，不会跟她走得那么近，那
么亲密。难道还敢和她交朋友。



《我们看海去》讲述的是英子与她的秘密朋友——小偷交往。
英子理解，同情小偷，为他担忧，为他难过。如果时我的画，
我可能就会报警了，连一句话都不敢跟小偷说，更别说同情
了，也别说保密了，就算是拿针缝住我的嘴，我都还会说出
来的。英子的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真是令人佩服。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驴打滚儿》，里面讲述了英子家里的
保姆宋妈，请她一同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她很爽快的答应了，
她跟宋妈从绒绒胡同走，穿过兵都洼中街。西交民巷，出东
交民巷，到哈德门大街，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这样长
路途，不辞辛苦，可是没找着。一路上她见宋妈难过，就想
要逗宋妈开心。宋妈要离开了，她是多么舍不得。

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的确如此。英子教
会了我：善解人意，教会了我富有同情心。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八

窗外，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屋内，我轻轻地合上了书。已
是严冬，可我的心中，却流过了丝丝暖意。

读完《城南旧事》，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书中的英子，
仿佛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向我倾诉着她的童年时光。在《爸
爸的花儿落了》那一章节里，想到所有人都告诉她，她已经
长大了，英子心中竟然有一丝害怕，有一丝胆怯。爸爸去世，
让她意识到在这个家里，她已经是一个大人了。“虽然，这
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
失去了吗？”爸爸去世，自己的童年也“去世”了，在一夜
之间长大的那种感觉，真累。

回过头来看一看英子的整个童年，是多么的丰富多彩：从认
识惠安馆里的“疯子”，与人人口中的“小偷”交朋友，在
兰姨娘和德先叔之间当了一次“小红娘”，宋妈也随她丈夫
回家了，最后，再到父亲去世。英子的一整个童年，有悲也



有喜。

童年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英子也成了大人了。累了，乏
了，才提笔写下《城南旧事》，再让童年像电影一样，在脑
海中重放一遍，再经历一遍那些童年的琐事。

童年时候的我，不是也和英子一样，总是盼望着自己可以长
大，成为大人，让父母不再“禁锢”自己。可当有一天，真
的成了大人，才会发现童年有多自在。

让童年永存吧，让童年没有拘束的生活一直存活在我们的心
灵中吧。还记得《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吗？他为什
么可以不假思索地喊出真相？因为他心里有童真，有童年的
整个世界。童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它没有夹杂着一丝
的虚伪和肮脏。英子童年也一样，没有被世俗所污染，她不
愿相信人们口中的什么“疯子”，什么“小偷”，因为她觉
得每个人都一样，都是善良的，都是最纯真的。

很多人都说，童年随着时间流逝，一去不复返了。确实，对
于时间，你拿它没办法，但是童年不一样。童年是没有界限
的，只要你还保留着一颗童真的心，那你依然生活在童年里，
世界万物，皆是最善良的，最纯真的。

别再想那些关于童年会消逝的话题，记住，只要你保持着一
颗童真的心，童年永存……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九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滋长出一种淳朴的气息，古老而悠远，
带着记忆的味道。每天都如此重复着。一天一月一年……跨
越了千年，这个地方依旧如同初见时一样。不会随着时间的
改变而改变。母亲低低的絮语，小贩们高声叫卖，孩子们嬉
戏打闹……古老而纯真，那么浓厚的历史气息在这里弥漫，
如同一碗热腾腾的粥，微粘而清淡。



古老的一切在这里沉淀，日复一日，所有的一切淹没在历史
的长河之中。

幽幽的小巷，跳动着身影的英子，被封尘了的身影，沉淀在
历史的长河里，不再回头。

只那一眼，恍然千年，一切不复。

城南旧事阅读后感篇十

这是一本风靡了几十年、被推上过荧幕的书，几乎没人不知
道她的名字。这是一本被推荐的书，因为新课标推荐书单里
有她。这是一本被藐视的书，因为她经常被视为儿童读物。
然而，这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很多人都想看她。

有人说开卷就睡着了，我也颤抖着打开看了几页——我怕上
班睡觉被扣钱！然而，打开书刚看了几页，我就看到了自己
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书从冬天的早上开始叙述，通过一
个名叫英子的儿童的眼睛，我看到了自己记忆的角落里那些
熟悉的镜头：每天清晨在爸爸的声声催促中艰难睁开双眼；
赖在床上用鼻子感受屋子里的暖暖的早餐香气；在一缕缕照
进屋子的阳光里观察灰尘飞舞，把灰尘想象成小精灵在演戏。
这就是家的气息。我瞬间就被书里的很多细节征服了。

有次陪孩子去上书法课，书法老师谈到“屋漏痕”，我不禁
莞尔，是的，那屋漏痕，太熟悉了！我完全能领会老师的意
思。然而，我的一零后小女，却茫然不知老师在说什么。是
的，生于幸福年代的她，在高楼林立的环境里长大，出门旅
游都会要求住“有游泳池的宾馆”，她怎么可能想象得出那
种屋漏的凄凉美。

这种物质充裕的生活，却让孩子失去了观察世界每个角落的
机会。人生，不仅有光明，也有黑暗；看到了丑陋，我们才
会倍加珍惜美好。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能从书中体会别人



体会过的痛苦，在生活中学会感恩，做一个阳光明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