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边城读后感(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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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边城读后感篇一

早在高中时，就接触过沈先生的《边城》。那时的我就是浮
躁的、稚嫩的，甚至还不知道里面的故事的发生的地点就就
是凤凰古城，也品读不出其中的韵味，更没有对它产生一丁
点的自己的想法，仅仅把它当一篇普普通通的课文，随便糊
弄就过去了。现在把《边城》通篇的读下来，我读出了沈先
生对湘西风情的钟爱，读出了当地的人们纯朴和赤诚，读出
了故事淡淡的忧伤。

在文中，先生用幽淡的笔墨向人们呈现出湿润透明的湘西美
景，其中，那座碧溪岨的白塔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那座立在半山腰的白塔就像就是一个沉默的精灵，远远地眺
望着老船夫和翠翠的家，默默地给予他们祝福。它就像就是
老船夫和翠翠心灵的港湾。每当他们有心事无处诉说，他们
总会出神地遥遥望着白塔，让被现实束缚的心起飞，在心底
向白塔倾诉他们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白塔在一次暴风雨
中绝望的倒下。我想，它一定就是不忍看到翠翠的眼泪。又
或者，就是翠翠已经长大，已经不需要白塔的守护吧。倒下
的白塔就这样，在唏嘘中久久地立在我的心里。

除了美景，文中更多的就是讲述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主人公翠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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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就是她至亲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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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涩使翠翠在面对二佬时更多的就是出奇的冷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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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宝和傩送互相表明态度后，天宝溺死与湍急的漩涡之中;
傩送只要渡船不要碾坊的决心由于大哥的死也变得不再坚定
如初，加上家人的反对，他毅然离家闯天下，没有人知道他
什么时候会回来恬静的茶峒。孤独的翠翠再没有听到在梦里
将她拖起的悠扬的歌声，她对此还一点都不知情。

直到最后，在爷爷怀着对翠翠的惦念离开人世之后，翠翠才
明白了始末。她哭了，眼泪的苦涩不堪的，因为她失去了最
亲的爷爷，也可能将失去那份还没来得及开花的爱情。

在那年的冬天，那座白塔又重新建起来了，但就是翠翠要等
的人还没有出现。可能，在某一年某一天，他回来把翠翠接
走，又可能，翠翠的遗憾就像白塔一样，永远地耸立在她的
心中。

这就是一个牵动人心的故事，但我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我喜欢
的故事。在我看来，翠翠如果能跟爷爷或傩送表明自己的想
法，悲剧就不会发生，遗憾也不会产生。我想，除了欣赏文
章中主人公们的淳朴善良以外，我们也应该以他们作为教训。
无论什么事情，机会就是由自己把握的，消极的等待只会让
自己陷入自己遗憾或悲剧。

这座边城，就是翠翠心灵的归宿，她一直留在溪边无尽地等
待。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有一座边城，它既就是我们的枷锁，
也就是我们的归宿。我希望，我能在自己的边城里面不断地
寻找，而不就是等待。

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众多鲜明的人物，甚至纯真的爱
情也只就是刚刚萌发，而没有如炽热的火焰。就在这平淡之
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恬静的生活画面——茶峒，小溪，



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
一只黄狗。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
如山间的溪水清流婉转，如天上的白云轻飘悠然。但却就是
生活的真谛。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读边城读后感篇二

是夜，窗外点点星辰，月光皎洁。屋里，床头的台灯还散发
着柔柔的光。我打开《边城》，轻轻靠在床头。

不知过了多久，猛然睁开了眼。眼前竟浮现出一条弓背般曲
折的小溪，清澈透明。再向前看，一座小白塔在阳光下静静
地伫立着，塔下有一间小屋，屋后的山上草木丰茂。一声悠
远的、带点娇的叫喊传来：“哎——船这就来——”我的心
突然狂跳起来。这溪，这塔，这叫喊，我莫不是来了茶峒!

渡船“咚”的一声靠了岸，一个少女下了船，她皮肤黑黑的，
眸子清明如水晶，船上的黄狗似乎受不了酷热的天气，趴在
绿茸茸的虎耳草上喘气。我怔怔地问她：“你……你是翠
翠?”“嗯，你是谁?”“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听了你的故
事，便想来拜访你。”她抿了嘴笑着，脸红红的，点了点头，
带着我撑了船，去屋里谈。

屋里陈设简陋，屋角的篮里装着虎耳草。我问：“傩送他回
来了吗?”翠翠似乎有些诧异，继而脸变得通红。“还没……
才过了两年呢。他也许……明天回来。”我有些局促地点点
头，轻轻问道：“那如果傩送……不回来了，或者变了心了，
那怎么办呢?”翠翠低着头，揪着衣角：“那我就衷心祝福他，
希望他能幸福。”

翠翠又抬起头，抿了抿嘴：“然后我就找一个憨厚老实的茶
峒人做伴，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渡船我不会放弃的，因为这



是爷爷给我的职责，我要好好履行。”翠翠有些苦涩地轻轻
说着，“实在不行呢，那我就像爷爷一样，带着狗撑一辈子
船，载着别的姑娘去喜气洋洋地出嫁，而空闲时就坐在石头
上唱歌、晒太阳。”我点点头。

翠翠撑了船送我离开，待我上岸离去，回头看翠翠仍带着黄
狗站在岸边向我挥手，我也冲她挥了挥手。这个娇憨的姑娘，
心思像水一般纯净，清纯可爱，但愿她能永葆纯真。

一阵冷风吹来，惊得我清醒过来。手中的《边城》打开着，
窗外的夜幕越发月朗星稀，夜已深。我默默沉思着：翠翠缥
缈的爱情何时得以开花?若翠翠能够果断地告诉祖父她真实的
感受，不仅天保不会死，翠翠和傩送也能终成眷属，而不是
只留下翠翠一个人清苦地守着渡船，怀着“这个人也许永远
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忐忑心情。这也告诉我们，机
会需要把握，幸福要靠争取，一时的羞于言表或者懦弱退却，
带来的可能就是漫长的等待与无尽的凄苦。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边城，里面不仅有着甘甜真实
的美好希望，同时也存在着艰难孤独的悲凉事态。我们应在
里面寻找并坚守心之所向，而并非怀着侥幸长久等待。

读边城读后感篇三

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散文小说，围绕了苗族小姑娘翠翠和顺
顺家二老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叙述。

小说最后以悲剧收尾，沈从文先生在描绘了翠翠和二老的纯
真的属于他们的浪漫的爱情时，却添了几笔惨淡的色彩，天
保老大的死，让二老对翠翠产生误会，进而对翠翠避而远之。
顺顺的阻挠，翠翠的迟钝，虽然最后二老没有抛弃翠翠，但
是却在那个雷雨天，翠翠祖父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爱本无错，是世间的种种封建制度给这么美的爱添上了惨淡



的色彩，蒙上了阴霾。也许读了边城，你会被湘西的风情所
吸引，被翠翠的灵气所吸引，被二老和翠翠那纯真的爱所感
动，但我相信，沈先生不一定只是想告诉我们这么多。他感
叹的是封建制度的可怕，以至于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存在。
但现在我们已然没有了封建制度，我相信每一个像翠翠和二
老的爱情，都能长存。他们的爱情不会再也不回来。

文章流畅，不乏对苗族风情湘西风光的描绘，展现小城的风
土人情和善良质朴的人们每一个想翠翠的生活。无论是澄清
的在阳光下闪着光的湖水，还是苗苗祖父的那艘小船，还有
满山坡的狗尾巴草，门口大黄蹦蹦跳跳，无不向我们展现了
这个小城镇最朴质最迷人的魅力。

可是这又是谁的错呢？谁都没有错。难道天保的死是翠翠祖
父甚至是翠翠的错吗？不是。是二老的错吗？很显然也不是。
那到底是谁的错？是他们的善造就了他们只能以悲剧收尾，
翠翠是什么样的女子，是在柔情的河水，浪漫的狗尾巴草坡，
在湘西那种令人向往的地方造就出来的钟灵毓秀的，充满灵
气的女子。她太美好了，以至于她只能收获悲剧。因为美永
远是容易消逝的，为什么？就如红楼梦一般，曹雪芹老师为
什么要把红楼梦里的美得动人的女子一个个赋予悲剧呢。因
为她们太美好了，但美人也是会老的，封建制度思想也是会
使美人憔悴，因为这种令人厌恶的制度，美人只能烟消云散。
是封建制度阻止了他们的纯真的爱情，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和
一个撑船的孙女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即使你为了她唱完
三年六个月的山歌，即使你摘了满山的狗尾巴草。

读边城读后感篇四

小说一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湖西一个叫“茶峒”的小山
城的美景。从茶峒的地形地貌，到那里的白河，再到茶峒的
居民与风气。占了很大一段落，也描写得极为出色。

其中，在描写白河下游水中的鱼时，作者是这样写的：“水



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我读到后的第一反应就联
想到了《小石潭记》中的一句：“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
游无所依。”“这也太像了吧！沈从文会不会就是从这儿借
鉴的呢？”我想。

描写完环境，故事也该开始了。小说的主人公翠翠就与爷爷
住在这儿，这个美丽和谐的地方。翠翠的妈妈生下她后就自
杀了，这么多年来翠翠就一直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是这儿
的老船夫，对生活唯一的希望就是翠翠。想给翠翠找个靠谱
的人家，自己也就可以安心闲眼了。

一个清纯、天真的15岁少女坐在山头上精静地望向天空，发
着呆。天保与难送兄弟俩就同时看上了她。他们决定以唱情
歌的方式一分胜负，天保自然比不过弟弟，于是离开了。谁
知天保几天后就意外去世了。弟弟傩送也自责地离开了。紧
接着老船头又郁闷而死。翠翠只得孤身一人，接下爷爷的活
儿，等着傩送回来。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很显然，这是个悲剧。翠翠本可嫁给天保傩送中的一个，拥
有一个大家庭，却最终落得一个不但婚没结成还送走了爷爷
的这样一个下场。虽是吸取了教训，但人是回不来了。

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有很多。在翠翠方面，她没有即时说出
自己的想法，错失了最好时机。在天保傩送方面，他们不够
理性。总之，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就产生了此悲剧。

我认为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十章前后下的那场大雨，下得很猛，
还打雷。在这个雨夜，翠翠的爷爷死了。那场雨似乎暗示了
夜里爷爷的死，这可能是作者特意安排的。环境描写通常起
到宣染气氛的作用，但在这里，我认为它起到了为下文作铺
垫的作用。真是神奇！

此外，我还有一个发现。在第十九章中，当老船夫问健送去
哪儿了时，船总说：“二老生船下桃源好些日子了。”这里



的桃源指的是什么？傩送真的很情愿走吗？这里的内容是否与
《桃花源记》有一定的联系？可惜，我答不上来。

读边城读后感篇五

爱是最美的名词，它寄予了人们最真挚，最纯真好情感，不
管是亲人、朋友、乡邻、陌生人都存在这爱。在《边城》这
篇名著中，有让我了解到了翠翠与爷爷、天保、傩送之间深
深的感情。

在翠翠与爷爷的对话中，让我体会到了他们彼此是那么的相
互关爱。翠翠对爷爷的关怀备至，爷爷对翠翠的无比疼惜，
都能联系到我们生活当中。自古以来，孝亲敬长，尊老爱幼
这一传统美德一直被后人所推崇，更何况是至亲的亲人呢？
其实，爷爷奶奶对孙子女的照顾一点都不亚于他们对子女的
关怀，甚至较之对孙子女更疼爱有加。但是，做为晚辈的我
们是否能像翠翠一样聪明乖巧，孝顺懂事，这是直得我们深
深思考的问题。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加追求享受生活，渐渐变
得叛逆，庸懒起来。面对爷爷奶奶的关怀，而开始显的不耐
烦，认为他们的关心是多余的，简直就是精神虐杀。有的人
甚至以粗*的行为来表现对他们的反感，显然，这样的爱就失
衡了，相比之下，翠翠为了得到爷爷的爱而想出出逃的计策
来引起爷爷的注意。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应该学
会尊敬他们，多花时间关注他们，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安慰。
这也是一种爱的完美表达。

从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悲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
们之间纯洁的爱情，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
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
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之易，有的只是原始
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
清新而健康。现代生活的男男女女，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淡化



了爱情的真正含义与价值。他们一心希望嫁入豪门，成为金
龟婿，从而失掉自尊，失掉人格，失掉已有的完美恋情。而
他们的一生也在被人摆布，任人牵着鼻子走的道路上苟且偷
生，这样的人生，即使是丰衣足食但毫无意义可言，又有谁
会羡慕呢！相反，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虽然是以悲剧告结，
但是他们曾经留有最美好的回忆。

读完《边城》这篇名著，他寄托了人们“爱”与“美”的美
学理想，老人与外孙女翠翠之间真挚的亲情，翠翠与船长的
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纯洁的爱情，表达了沈从文队田园牧歌
式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苦和当时动荡社会相比，
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而这就是因为爱
才使得生活充满朝气与精彩，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与美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