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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优质的心得感悟
该怎么样去写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
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边城的感悟和启示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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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清解甲流落军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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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的感悟和启示篇二

在喧闹的城市，被钢筋和水泥包围的世界，被霓虹灯照耀，
夜如白昼的世界，很难想象那副农村特有的画面，很难想象
还有湘西这个美丽朴素的小镇，不被世俗浸染，过着艰苦朴
素却快乐的生活。湘西一直以来在外界是神秘的，沈从文笔



下的湘西更是让湘西染上的神秘魅力的色彩。我们忘不了那
个单纯善良的翠翠，忘不了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场景，
忘不了沈从文笔下湘西那美丽的风景，忘不了天保和傩送的
那无坚不摧兄弟情，忘不了翠翠和傩送那凄美纯洁的爱情。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茶峒
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碧溪
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明白
了这个三角恋爱的实情，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
驾船下辰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仍
然爱着翠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
有误会，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
变故，在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
人。

如诗的边城，诗意地演绎着人生，诗意地演绎着生活。书中
所示的人性美浸透着完美，而翠翠的无限期等待又显示着不
完美。她的爱情悲剧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造成的，她和傩送本
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培育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可惜二人
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长的遗憾。

而现在谁会放弃自己的爱情呢？在当今这个社会谁主动放弃
自己想要的东西，完美的爱情都是我们想要追寻的。在《边
城》中傩送为了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亲情固然重要，但为了
亲情而放弃了爱情，也是可悲的。而翠又在不知道天保是因
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傩送是因为不
能得到她的爱而离乡远行，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
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后来在陪伴她的杨马兵
向她说明后，她才如梦初醒，这实在让人不免为她感到惋惜
和可悲。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结局怎样？给人留下了悬念，傩送最后
回来了吗？她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我不禁陷入了幻想之中，
希望他们有情人能终成眷属。看过《边城》，让我对世间完



美的爱情又一次产生了怀疑，对人性多了一份了解，但又明
白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去争取，争取了，得不到，也就没有
什么可遗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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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的感悟和启示篇三

事实上我在高中时已经读过了《边城》，那时语文课本上有
《边城》的`选段。我把它当成故事来读，感觉挺有意思，于
是自己课下把全文读了，但是那时读得匆匆，对这本书的印
象就只有民风的淳朴，和最后开放式结局带来的悬念。寒假
稍有空虚，我便重读了一次《边城》。再读这个故事，也有
了不一样的体会。

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部小说当中美丽的乡村景色，祥和平静
的生活，淳朴的民风了。这里的人宽厚友爱，相互之间理解
包容。

“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
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
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
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
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是小说中茶峒的美丽景色，在这样清新美好的环境中，所
有发生的故事或许略带伤感，但绝不悲哀，人间百态，世间
冷暖，都仿佛溶入小镇的山山水水，静静流淌。

然而茶峒最美之处不是自然风光，而是这里的人情。翠翠和
爷爷的祖孙情，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傩送与天保的兄弟手足
之情……正是这些感情的相互交织，使得这个平凡的小镇充



满了生活和人文的气息。特别是两兄弟比赛唱歌，使得故事
浪漫而温情。

于我个人理解，翠翠的人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她慢慢
成长的过程中，她也在慢慢地失去一些东西。比如她至亲至
爱的爷爷，还有傩送。但是翠翠也并没有怨天尤人，生活还
在继续，她也在继续努力地生活。这让我有很大的感触。不
管我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都要记得生活还会
继续下去，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继续走下去。

边城的感悟和启示篇四

一片树林、一片大地、一个蓝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当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变化：一座小屋、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个步伐、一辆
自行车、一辆轿车……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在进步还是在退化?
人手所创造的不知道得否满足于他们的心意?人心所追求的到
底是什么?当你贫乏的时候，追求的是财富;当你动荡的时候，
追求的是安定。而如今这个时代，繁华的城镇里高楼拔地而
起、街道上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人们在忙碌中建设着社会
的发展。这景象本应符合人类的追求，但经历过农村生活的
城镇人们却开始向往农村的环境。这似乎有点矛盾，从落后
的农村到发展的城镇，从发展的城镇又到落后的农村。

《边城》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溪，
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
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
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
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
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
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
皆可以计数。"在如今，城镇的物质建设虽然显得腾飞发达，
但是在建设的背后又显露出另一方面的破坏。就像自然环境，
是那样的污染不堪：树木被伐、空气干躁、噪声不断、垃圾



成堆。这样的环境，使人的身心受了严重的压抑。所以，人
又是那么向往农村那种清静、舒畅的生活空间。或许这也是
《边城》作者的思路。

并且在现今的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是那样的陌生
和功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似乎都卷入你争我夺的潮流
当中。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同时，人与人的心灵同样
显得狭窄;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与人来往的途径是那样的便
捷，但人的沟通却是那样的艰难。一道墙，不单是隔绝了人
与人之间的居住场所，也同时隔绝了人心灵的来往;一扇防盗
门，似乎避免了外人的闯入，但同时也囚牢了自己与外界的
联络。

而在《边城》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
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
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
去渡了多少年。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
许他休息，他仿佛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
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
去。"在写到主人公翠翠的时候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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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渡船上遇陌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
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
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头
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
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
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和平，
又不爱财"。在说到两位年青人的时候，又写得是那样受人欢
迎："结实如小公牛……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和气亲
人，不骄惰，不浮华。"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
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
一同动手，船将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
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



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现这一幅人
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露出一副面
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边城》作者沈从文所流露的这些思想，无意之中跟道家的
思想又有巧合之处。

在这里，也让我想起两句话，作为结束：

"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会安宁。"--奥古斯丁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边城的感悟和启示篇五

《边城》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
人生；以及这份平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与“淡淡的凄凉”。

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翠翠的一段朦胧而了无结局的感情。可
是感情却不是小说要表现的全部。翠翠是母亲与一个士兵的
私生子，父母都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更是无望的感情自我惩
罚而先后离开人世。翠翠自打出生，她的生活就仅有爷爷，
渡船，黄狗。

作者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翠翠与爷爷孤独清贫的生活，却尽
量展现他们与自然与乡人的和谐关系。这也是那艰苦生活中
的一种美。

然而作者在为我们描绘着人与自然相处得相融、优美和谐时，
却无法不体味到爷爷与翠翠这一老一小单纯生活中的孤单与
悲凉。“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栲下，看天空被夕



阳染成桃花色的薄云，”听着渡口飘来那生意人杂乱的声音，
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是一种少女春情初萌而又茫然无依，
说不清道不明的凄楚与忧郁。

翠翠感情的杯具，并不具有戏剧性，一切尚未发生就已消失
不见，就像生活中许多失之交臂的事情，爷爷的木讷与犹豫，
源于没有“碾坊”的自卑与善良人的自尊，而船总顺顺对爷
爷的误解，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人在根本
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大老，二老还未展开就仓促结束的
感情，大老的殒命，二老的出走与爷爷的离世，迅速将一个
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

而他们却是那样的完美。二老为了纯真的感情，宁愿放弃一
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渡船，大老则宁愿牺牲自我的幸福，期
望成全弟弟的感情，他们都胸怀宽广，光明磊落。

而这般对乡情世态的叙写，对乡土的感情，对生命的爱，总
是令人忧愁。这是一种梦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
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然而它们却不仅仅是“优
美”，也有人在命运的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