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沈从文边城读后感(通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一

《边城》中外貌描写是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之一。作者
通过外貌描写，深刻有效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形象特色：“翠
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
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
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
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便
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的生长是自然教化，作
者对翠翠进行刻画是没有安照一般作家的描写方式，没有刻
画翠翠如何貌美，而是把她融于大自然，使翠翠的形象和大
自然美好的风光融为一体的，使读者感到的是她的自然美。

翠翠的形象是由“绒线铺里的小女孩”、青崂山的“一个乡
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即夫人张兆和）三个原
型“合成”的。翠翠的形象绝不是简单的合成，而是作者经
过项链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这个小姑娘名叫小翠是沈从文同伴赵开明的女儿一双发光乌
黑的眼珠，一条直直的鼻子，一张小口，眼前这个“小翠”
使沈从文想起十七年前与好友赵开明走进绒线铺里看中
的“小翠”一模一样，似乎把作者带到了十七年前，于是深
深地感慨到：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
黑暗河面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船正想靠码头停
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



“我不应当翻阅历史”。在理事面前，谁人不敢惆怅？《边
城》中主人公翠翠似乎已和泸溪县城绒线铺里新一代“小
翠”融成一体。青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的朴实无华、勤
劳、乐于助人是翠翠形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夫人
张兆和使翠翠的灵魂得到升华，达到了与作者思想的息息相
通、心心相印。张兆和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讲学时所教的一
个女学生。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
在学生中是公认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
为“黑凤”。“黑凤”的身影从此费尽了沈从文大脑的屏幕，
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最终成为作
者的终生伴侣。所以翠翠形象是集“绒线铺里的小女孩”的
天真骄傲，青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的朴实善良、“身边
新妇”（即夫人张兆和）的眉毛与沉静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复
杂合体。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二

却冲不淡那一份幽柔的爱。一首曲，唱了千年，

却道不尽那一段缠绵的情。一个是豪放豁达，一个是温柔美
丽，

却同是一种相思，一处哀愁，而这愁的对面，

也随着这一场浊雨落入碧溪远去。

不曾回来的歌声啊，是谁为你把灵魂浮起，是谁为你将命运
囚禁。是这一溪翠竹依傍的水，

是这一首翠雨相怜的曲。来来回回的渡船只为找寻那曾经的
一片磬香，

可终究离不了那摆渡的绳索，只得翘首远方的凶滩，守望这
一溪水，守望这一首曲。爱情无悔，幽幽水令。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三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性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
祖孙二人。祖父年逾七十，但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
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淳朴善良。在这个边远小城中处
处充满着人性之美，民风古朴而醇厚。特别是翠翠，这个天
真单纯的女孩，她敢爱、敢恨，又有着少女怀春的羞涩。

她对傩送的感情至真至纯，傩送也宁愿为了翠翠甘愿当个摆
渡人而放弃碾坊。这样，似乎应该有个美好的结局了。可这
一切都在天保死后被摧毁了。

傩送由于对大哥的愧疚，在碾坊和渡船的选择上犹豫了，便
出走他乡。祖父也因担心过度而去世。剩下翠翠一个，独自
守着空船，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结束了这个悲剧。人性的光
辉终究没有越过现实的障碍，漠视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又
怎么样，始终无法抹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射在淳朴人性
中的阴影。这注定是一场悲剧。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四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一部短小的中篇小说。
讲述的是一个哀而不伤、美而不淫、有浪漫又令人唏嘘的爱
情故事。电影《边城》是我国著名导演凌子风1984年的作品，
因其对小说质感的准确把握和镜头语汇的流畅运用而获得了
当年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和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最
佳大奖。

这是一出爱情悲剧。湘西山区一个偏远的小镇——茶峒。离
城两里有一个渡口，摆渡的老船夫唯一的伙伴是船、大黄狗，
唯一亲人是外孙女翠翠。17年前，翠翠的母亲因和一个屯防
军人相爱而有了孩子，结婚不成又不愿私奔，便在出下孩子
后喝了溪中的冷水死去。17年后，翠翠长成了一个甜美的大
姑娘，她的婚事成了老船夫的一块心病。



镇里有一位叫顺顺的船总，他家拥有四条船的产业，在方圆
几十里内颇有名望。顺顺有两个相貌英俊的儿子，他们都到
了该娶亲的年龄。天保大老生性憨厚、沉默寡言；傩送二老
地机灵乖巧，唱得一首好山歌。兄弟俩从小一起长大，感情
至深，可他们同时爱上了翠翠。

翠翠情窦初开，虽然从端午节夜晚第一次遇见二老时，心中
便产生了异样的情感，但在二老面前却总是躲躲闪闪。这可
难为了老船夫，当天保大老派人来提亲时，老船夫因不明翠
翠的心思，说话吞吞吐吐，引起了大老的不满。

在平静的溪边，兄弟俩不动声色地把话挑明了，他们商定，
同时到翠翠家小溪对岸的高崖上唱情歌，由苍天选择。老船
夫听到情歌，迫不及待地往城里向大老报信，说事情有望。
不料，这歌却是二老唱的。

半月过去了，老船夫再没有听到情歌，镇上却传来噩耗，大
老在货船下川东经青浪滩时，由于婚事未成，胸中郁闷，不
慎落水淹死了。顺顺一家便将大老的死怪罪于老船夫。老船
夫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船夫渐渐知道了翠翠心中真正喜欢的人。
一日，老船夫摆渡时，遇上二老，有心招呼他，二老由手足
情深，不能忘记哥哥的死，对老人报以冷眼。老船夫硬着头
皮去顺顺家提亲，又被顺顺拒绝。由于多次碰壁，老船夫对
翠翠的命运忧心不已。

中寨王团总派人到顺顺家为女儿提亲，他们拿一座新碾房做
嫁妆，使顺顺欣然同意。可二老心中想着翠翠，拒绝了这桩
婚事，但慑于父命，只好以跟货船下辰州、出去闯闯为由，
远走逃避。

老船夫见翠翠婚事落空，心力交瘁，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死去。老船夫死后，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单单地守渡口的木



船上，但她却明白了许多老人在世时所不明白的事，坚强地
接替了老人的工作，终日为来往人摆渡，同时，也在等候着
二老的归来。

整个电影完全还原了小说中湘西的特色和景致。对于沈从文
文字中的那种乡土气和深沉的情感的把握也相当准确。湘西
在电影中有种写意画的感觉，这就使得电影相当诗意。毫不
夸张的讲《边城》是中国诗电影中的优秀作品。

沈从文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很有个人特色的作家。他
的作品很少用浓重的笔墨去渲染人物心情、刻画人物形象、
叙述人物活动。他的一贯特色是用浅淡的字句、平静的描写、
稳重的节奏来表达最深沉的情感和最惊天动地的爱情。那么
如何在银幕上还原沈从文文字中这样一中含而不露却又波涛
汹涌的特色呢？导演凌子风在全片中用了大量的固定机位摄
影和长镜头来凸现文字中的诗情和画意。另外，极有中国画
特色的空镜头也使整部电影有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边城》
是一部很淡很静的电影。翠翠和二老的爱情没有任何的约定，
没有任何海誓山盟的承诺。让她等下去的和让他回来的只是
一个简单的“情”字。

在影片的最后，翠翠无依无靠的在江边生活，靠摆渡谋生，
一心等待二老回来——虽然二老也是生死未仆、返期未定。
电影在这里定格，留下的是翠翠独倚船头、若有所思的侧影。
远处漫天飘动的大雪遮不住山上的绿树、盖不上江中的青水；
近处，翠翠的黑发和脸上的红晕显得格外夺目。情在这部电
影里也是很淡泊和宁静的，通常就是一两个眼神的交流和一
个局部细小的动作就交代完毕。这样，爱情也便显得典雅和
隽永。无论是走车路还是走水路、不管是割爱还是等待。情
始终是小说和电影中的最值得人回味和把玩的部分。

在沈从文的文字中，几乎没有反面人物，他歌颂的是人性之
善和人性之美。反映在电影里也是一样。翠翠在电影里是一
个纯洁、善良的少女，无疑是寄托了导演对女性的美好情感，



除此之外，更是作者对故乡对土地的拳拳之情的一个具体的
人物形象的寄托。翠翠的美不仅仅是女性的美，更多的是一
种自然的灵动。

人性之善、人性之美和自然灵秀流露在胶片上就变成了一幅
幅干净、清隽的图画。在这些画中，最美的就是翠翠独倚船
头、默默等待的侧影。

沈从文边城读后感篇五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而化身
的，是《边城》这里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
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
好人家，他不计他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
错。前清解甲流落军人“顺顺”赁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
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

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
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

在渡溪或“逮鸭”的竞争后，大老输了，大老不甘心，决不
放弃对二老的竞争，大老含心，收了人的钱，把二老杀了，
从此以后，二老不在人间了。

大老太贪心了，把自己的亲弟弟给杀了，大老你要记住有一
句话叫：“贪心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