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雨的读后感(优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雨的读后感篇一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是我国近代着名的作家学
者，我个人认为他是湘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沈从文
用他的笔，他的小说，他的语言让世人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
湘西，让别人知道湘西其实是一个民风淳朴、风景秀丽的地
方，而不是像传言那样野蛮、落后。

在我的印象里沈从文一直是一个热爱读书认真学习不断进行
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学者。

但是，在我读过沈从文的自传后我才看到他令人意想不到的
一面。孩童时代的沈从文是一个特别顽皮不爱学习的人。在
沈从文小时候，那时还是清朝统治时期实行的是私塾教育。

而那个时候的沈从文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不务正业”的“不
良学子”，不爱读书不说还经常从私塾里逃走跑到野外去玩。
其实，这正反映出一个问题，沈从文从小就有一种发对封建
的思想，希望摆脱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追求自由生活的愿
望。他并不是不爱学习，而是不喜欢读那些封建统治者用来
束缚人民思想的书，那些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书。

当然，沈从文的父母是不会容忍他这种不务正业的行为的，
于是为了他的前途命运着想，他的父母果断为他选择了一个
离家较远教育叫严格的私塾去上课。但是，年幼的沈从文不
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辜负了"他们的付出。沈从文



依然没有好好去私塾读书。与去私塾上学相比童年时期的沈
从文更喜爱湘西美丽的自然风景。因为对自然风景这份热爱，
每次在去学校的路上，他总是喜欢拐着弯走很多远路，为的
就是可以尽可能地欣赏沿途美丽的自然风景。也许正是因为
看过了湘西无数美丽的大好河川，才让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如
此美丽、如此动人。

童年时期的沈从文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极富兴趣的顽皮的孩
童。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从小就特别胆大，几乎
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在上学的途中遇到任何有趣的
事情他都会停下来看一看。例如，铁匠铺中有人在打铁、杀
牛的、编织竹筐子的等等。甚至在路过牢狱处，从杀人的地
方走过，如果看到没有收走的尸体，他都会捡起石头来砸一
下或者用棍子去戳几下。我认为童年的沈从文具有其他孩子
所没有的勇气与胆识，这也许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沈从文出生在湖南凤凰，这个拥有历史悠久的古城里。因此
沈从文具有南方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喜欢水。童年
的沈从文特别喜欢下雨喜欢，因为一到下雨的时候他便可以
不穿鞋子，光着脚跑到河边，水池里去玩耍。而且在雨天走
在路上他还会专门去踩水坑。他不光喜欢水，而且喜欢和水
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次沈从文看到有人在河里捞东西，
他便坐在河边看了好久。正是因为沈从文如此喜欢水，他的
作品里的人物都是那么的清纯，那么的善良，心灵那么的纯
洁。

其实，相比功成名就的沈从文我更喜欢孩童时的他，童年时
的沈从文天真无邪，顽皮可爱，勇敢敢作敢为。我十分羡慕
沈从文童年时的生活，与我的童年相比他的童年生活更加快
乐，更加自由。我很羡慕他可以玩每天不学习一有机会就会
到野外去玩，羡慕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玩没有任何压力的玩。
有时候他和同伴们出去，能逛一天，身无分文，去不挨饿。
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却做到了。让
我简单描述一下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吧。



间或谁身上有一两枚铜元，就到卖狗肉摊边去割一块狗肉，
蘸些盐水平均分开吃。或者无意中谁在人群中碰着一位亲长
被问到“吃过点心吗”，大家正挨着饿，相互望了一会，羞
羞怯怯地一笑，亲长知道情形乐和便说“这成吗？不喝一杯
还算赶场吗？”到后自然会被拉到狗肉摊边去切一两斤费狗
肉分割成几块个人来一块，蘸上盐水往嘴上送。机会不好的
时候，没能碰到这么一位慷慨的亲戚，他们也不会变了肚皮
回家。沿路有无说人家的桃树、李树，果实全把树枝压得弯
弯的，他们便可以去饱餐一顿。

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我未能体验到如此美好，如此快乐
的童年生活。但是有幸我现在来到了湘西，来到了沈从文所
描写的世界中。我亲身感受到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感受到
这里淳厚朴实的民风，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感受到外
人眼中不一样的湘西，一个真正的湘西。

雨的读后感篇二

天气渐渐凉了，看着花的凋谢和叶的飘落，我思绪绵绵，想
起了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情景，那种
忧伤的画面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难以忘怀。

那是秋风乍起，落花纷飞的季节，贾府花园里到处一片花谢
花落的景象，满园子的粉色花瓣，如同冬天的雪花纷纷飘落。
画面中黛玉满目凄凉，手执锄头，肩挎小布袋，捡起落在地
上的一片片小花瓣，慢慢的放进小布袋内，并不时的低声哭
泣，落花的凋谢使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与命运，花谢花飞花
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她不断的感慨，忧伤的音乐旋律随着
她的哭泣声此起彼伏，我仿佛身临其境，融入了那落花缤纷
的世界，泪水不断涌了出来。

这一幕结束后，我久久未动，无法立即从那忧伤的旋律中清
醒，不记得过了多久才回到现实，并顿时醒悟：花落归根，
这是自然规律。不必缅怀这一自然现象，这些飘落的花儿，



她们毕竟曾经有过辉煌，生命虽短暂，但她们没有虚度，而
是在绽放的时候尽情绽放、尽情美丽。落花不是无情物，化
做春泥更护花，她们的飘落既是对大地母亲的回报，也是为
了来年的更加繁荣，所以她们的飘落只是无声无憾的归隐，
在归去的时候她们是行色匆匆的，因此，我们实在没有伤感
的必要。

好比人生，我们在乎的应是人生旅途中的沿途风景，不必感
怀过去的每一天，只要不忽略途中的任一风景，生命中的每
一天都将是充实的。

雨的读后感篇三

沈从文带我们走进有单纯可爱的姑娘的边城。我们看见了美
丽的古城风貌。他，文字质朴敦厚，诗意浓厚。温润如玉的
先生，一定是很多人心中的完美男子。

他朴实无华，带着一颗宽容的心痴爱了张兆和一辈子，他对
张的称呼从三姐，三三，宝贝到小妈妈。张兆和亲切的呼唤
他为二哥。张与沈曾经趣事今人也觉得有趣。沈从文写很多
情书给张。当时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拿到张给的情书到当时的
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对张说，他非常顽固的爱着你。
张兆和回，我很顽固的不爱着他。最后，他也还是臣服于沈
从文的柔情里。

如果沈从文没有生在湘西。那他就不会是沈从文了。

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是他儿时的乐园，给了他童
年的快乐。他与小伙伴们在这里游水嬉戏，也常在河滩上看
见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这美与野蛮的结合，都对沈从文后来
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十五岁当兵，五年行涯生旅，
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流域。河水不但滋养两岸生命，也滋
育性情。所以他的小说、散文都与水有关。可以说对水的生
命体验，培养了他的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他小说优美的



诗意。

不是每个人都是乖巧的，而童年应该是充满乐趣的并且顽皮
的。沈从文小时候天性活泼好动又贪玩。看戏弄丢了书包，
第二天依旧去上课，被老师知道后被责罚，心理也特别不爽，
就直接说出来恨老师当众责罚羞辱。老师开导他，树木往上
长，人必须求进取，不能呢过自轻自贱要自尊自贵才是，沈
从文呢一改以往顽劣的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所
以说，你的生命里不只是需要名师指引的，还需要从善如流，
知错就改的自己。

湘西的大山啊，高大，坚实，岿然不动的其实，影响了他的
基本品质。他心灵的潜在力量也随时将要爆发，有一种不可
抑制的原始野性。而他的性情也来源于此，他想说什么，就
说什么。真性情，得到大家的喜欢。坦诚真率。他一生的追
求，是美。

他的唯美，不是惊艳，是平凡中的神奇。对美的感受，让他
似平凡的诗那样迷人。

从文永不过时，因人性尚性，让人舒服的美。

雨的读后感篇四

初读《边城》已经是初中时候的事情了，虽然过去了很久，
但是翠翠那个单纯善良、不谙世事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我脑
海里，刚开始看时，我主要就是围绕着翠翠与傩送兄弟俩的
纠缠不清的暧昧的爱情故事来看的。

一、“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

这句话是我对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在第一次看小说的时候，
我的情感几乎就是倾向于傩送的，从最初的翠翠和傩送的邂
逅，主人公翠翠是一个柔美纯朴的少女，与二佬傩送第一次



的见面两人便已一见钟情。情窦初开的翠翠把心中情愫一直
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不对任何人提起，甚至是她至亲的爷爷。
日子如翠翠家门前的溪水一样静静地向前流淌着，少女的羞
涩使翠翠在面对二老时更多的是出奇的冷漠。而此时，大佬
天宝也爱上了翠翠并请人做媒。翠翠惶恐之中从未向任何人
表明她的心思，但她已经有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但是或许也正是因为翠翠的腼腆羞涩，把心事藏在心里，才
导致了大老的意外死去，二老也因大哥的死去而将爱意深深
埋在心里，选择了远行，留下了翠翠一个人。

翠翠和二老之间的爱是美丽的，也是单纯的，单纯得就像纸
那么薄，一不小心就会碎了。

二、翠翠和爷爷的相依为命

翠翠和她的爷爷就住在城口，每天给进城的人渡船是他们唯
一的工作，有时祖父进城打酒，翠翠就和她的小黄狗为客人
渡船，他们的生活虽然过得平淡但是却很快乐。爷爷大半辈
子都在管理这艘渡船，却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有时客人想
答谢他放了些钱在船上，他是追上好几里也一定要把钱还给
人家，所以人们拿这位倔强的老头也没办法，只好在他进城
买东西的时候多给他加些肉，加些酒来酬谢了。爷爷是个老
实人，为翠翠的未来担心，却从不把烦恼告诉她，只是紧锁
在眉头里一个人承担。可以说在那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爷爷
走得是不安心的，因为他并没有把翠翠的终生大事操办好。

雨的读后感篇五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
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
的人。

因为这样一段直入人心的句子，第一次翻开沈从文的作品，



很短的一篇小说，躺在床上两个夜晚就读完，一如想象中的
湘西小城，沈从文的行文纯净质朴，描绘出来的那种宁静的
田园生活、像是记忆力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小说中的人物展
现出的那种最原始的人性美，始终贯穿全文，忠厚善良的撑
船老人、乖巧懂事的翠翠、受人敬仰的船总，以及天真的兄
弟，可惜这是一个悲剧、又或者这只能是一个悲剧。

少年时代的爱情、因为懵懂、因为纯粹、再回忆的时候才倍
显珍贵，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好彼此喜欢、还有什么比这
更美好的事情呢，翠翠是幸福的、因为喜欢的男孩也中意她，
翠翠又是悲剧的、有些懦弱的性格让她不敢去与现实抗争。
小说的最后，因为船总家老大的意外死亡，原本纯粹的喜欢
之间便夹杂了对已故人的罪恶感，所以一切都变了，即使还
是喜欢，那也和原来不一样了，纯粹的爱情搁浅了，青春已
经不在。

因为年轻，所以关注了太多小说中的爱情，但小说所讲述的
东西远不止于爱情，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
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也是应该看到的更
深层次的东西。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
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
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
天”回来！

一个感觉没有结局的结局，也许作者也如我所想、亦或在暗
示，青年人终究会在“明天”回来，因为有一个正当最好年
龄的姑娘，需要最简单纯粹的爱情。

雨的读后感篇六

怀着对湘西世界无以言说的温爱，寄寓着对人类社会“美”与
“爱”的理想，沈从文于1933年冬至1934年春谱写了一曲清



婉的牧歌——《边城》。在《边城》一书中沈从文以如椽巨
笔，为我们绘就了一幅如诗如画、如梦如烟、田园牧歌式的
美丽的湘西世界。

《边城》进述的是一个哀婉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
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
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
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
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
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
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
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
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
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为翠翠的
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
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

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
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首先，小说通过翠翠的纯朴，渲染了
一种强烈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翠翠的童贞纯情、害羞矜持却
又始终不渝，与当时的时代女性形成了强烈反差。其次，小
说描写了湘西边地特有风俗美和人情美，这种原始野性的风
情和田园牧歌的情调淡化了社会矛盾；第三，小说不以曲折
的情节取胜，而是创造了一种诗化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回
味的空间。情绪的体操。小说是存在着情节性的，但是它把
情节性埋藏在诗情画意之中。一部雅致、从容、乡土气味极
浓的《边城》凝结了人类灵魂深处至真至善的美。这种美融
入到了得天独厚的大自然中，也使作品大有一种“天然去雕
饰，清水出芙蓉”的风格。山美、水美、人更美。沉浸在这
自然的纯美中，作者善于揭示人的内在心灵探索人性的本质，
对人性美的孜孜探求也就汇成了一曲乡土挚爱之情的生命赞
歌！



《边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然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写意传
神笔法较深的熏陶，它的人物更具东方式的恬静的美，如翠
翠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
柔情似水：翠翠在风吹日晒里长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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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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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文中处处流露
出至真至善的人性的探求。这一点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表现
得淋漓尽致。“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
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正是他的
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在作者笔下这就是一个高度和谐、
统一的世界。无论是翠翠、傩送、顺顺他们身上都显现的是
一个与都市生活完全相对立的人性：自然、淳朴然而又强劲、
热烈的生命形态。女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
苗族文化女神，是一个生动、形象的“美”的形象和“美”
的化身。她是在这片灵秀山水和淳朴民俗的呵护下渐渐长大
的。“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正所谓的大自然的女儿：湘西的清
风丽日，灵山秀水陶冶了她的情操，质朴的民情民风净化了
她的心理。她有着水晶一样清澈透明的性情。从小与祖父相
依为命的她有着对祖父很深切的爱与依恋。常伴着月光偎依
在祖父的身边唱歌、吹曲。文中质朴的对祖父的描写中展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关爱外孙女、善良、勤劳、忠于执守、
坚强面对苦难人生、热爱生活、乐观的长者形象。也衬出的
他灵魂的美，人性美的闪光。从翠翠性格的另一方面看她有
着对爱情朦胧的向往与憧憬。沈老以细腻的笔墨描写了她隐
秘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多变的心理过程。诗一般的笔调叙述了
翠翠的爱情悲剧。她的爱情世界是那样的纯净、美好超越了
世俗的厉害关系，同时又有一点朦胧，若隐若现那样诱人却
又难以把握。



另一方面是作品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衬出了人的美、人性的
闪光。景物是小说重要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人物活动的
一个特定环境，是人物心灵的外化，是人物的一部分。现代
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景物描写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景即人”。
沈从文的作品也十分著重景物的描写，且擅长景物的描写，
他曾自信的说：“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
致。”作家在《边城》中极力状写湘西的自然景物有着多方
面的作用。1）借描写景美衬托人美。“翠翠抱膝在月光
下……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篁在月光下变成
一片黑，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这段极力渲染的景物
描写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月下少女”的美丽图景，更衬托出
了女主人公的美。2）借景物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翠
翠坐在溪边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
渡的人……就忽然想哭起来”。“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
一层薄薄的白雾，这时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
美丽了……她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这
几组景物描写每一段都是一幅很美的图画。黄昏、溪流、暮
霭、夜月，好似浓墨勾勒、渲染的水墨风景画。都通过写景
细腻的展示了人物内心世界：有黄昏时淡淡的的凄凉，暮色
中的孤寂、感伤及月色里的怀想与期待……不同的景致衬托
出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3）借景物描写渲染气氛。高崖上、
月光下、竹篁里，草丛中珍藏着多少美好、纯真的梦，印记
了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演绎了多少如梦似幻的故事。沉醉
在一幅幅美妙图景中，品味与自然一样博大的诗意。着也仿
佛镜花水月般朦胧，花前月下般的情深意浓。让我们从一个
充满物质世界走到一个世外桃源，体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的那中物质与人际、精神达到和谐同一的美好状态。

《边城》蕴含着诗一般的意境和韵味。无论是“凡有桃花处
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沽酒”的早春，还是“再落个不
停，溪面一片烟”的初夏，都显示出远离人事纠葛的和谐氛
围。作者不仅创造了诗一样的意境，而且赋予作品中的人物
与景物以深厚的象征意味。在暴风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
白塔，象征着一个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和对重造湘西未



来的渴望。

《边城》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
得如此朴素，悲剧得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边城》是
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

走进《边城》你一定会被那浓郁的质朴民风和大自然浑然一
体的人性美所深深打动。你的灵魂深处将染上这份清新、自
然的田园、牧歌的纯美，思想也会得到净化。脱下虚伪的外
衣，越过世俗的樊篱。品位与自然一样博大的诗意，追求至
真至善的人性美。

雨的读后感篇七

我知道，那是沈从文的世界，是他魂牵梦萦的一片乡土。有
一年出游，我也曾到过水雾蒙蒙的湘西小城，蜻蜓点水般掠
过那儿的青山绿水、黑瓦黄墙、吊脚楼，体味那一种久违的
安宁和潮湿，然而，不深刻，远没有这本薄书给我的多！

合上书本，一种莫名的情绪雪雾一样迅速包裹了我，可我说
不出哪是什么，似乎是书中反复出现的“薄薄的凄凉”，又
似乎不是，但它无比准确地击中了我，让我这个“现代文
明”武装到牙齿的庸俗之人，也不得不悲哀，不得不思考：
生命的卑微、朴素的爱情、人性的光辉、平淡的岁月、谜一
样的命运、冥冥中的天意，痛苦以及欢乐，追求以及失
落……善良的人们啊，其实想要的真不多！人总要坚守点什
么！不管是苦难还是幸福，不管走水路还是走旱路，不管是
负重还是轻松，酸甜苦辣总要一一尝过。心平气和，安安静
静地取走由造物分给你的那份生活，是苦是甜，均无须抱怨。
平凡的世界，无论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黄昏照样的
温柔，美丽，平静。

“要碾坊，还是要渡船？”这个苍凉的声音荡过万水千山，
经久在我耳边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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