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精选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边城》给我印象的最直接画面就是在青山绿水间有一个淳
朴的白发老船夫，一个着碎花布衣的天真活泼少女和一条忠
心的黄狗，没有喧嚣，没有张扬，生活简单而宁静，在我们
看来或许枯燥乏味，但对于一直在青山绿水间生活的他们仍
然把这日子过得滋味十足。我觉得写小说就是在说故事，而
小说能否吸引人就是看作者说故事的能力如何了，在看故事
的同时可以让读故事的人心悸动，读完后仍有回味，那一定
会是一个好故事吧。《边城》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好故事。

小山城茶峒更象是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当时在桃源外还有
着纷繁的战事，而这里的人们更关注端阳节的划船比赛，他
们无疑是那个时代比较幸福的人。在这个小山城生活的人们
都展现出人性善的一面，相互帮助，不注重物质，心灵也和
青山绿水一样安静、详和而纯净。渡船人和船夫常常会为钱
而推来推去：渡船人要给，而船夫因为渡船为公家所有而不
要。实在推不掉的，船夫便拿那些钱买来茶叶和烟草，供给
过渡的人需要。和每一个地方一样，这里也有穷人与富人，
但是好象看不出穷人和富人之间那条无形的鸿沟，有钱人船
总顺顺和老船夫进行的是平等的对话。老船夫虽然穷，但是
他并没有遭到什么歧视，相反好象得到不少尊重：买肉时人
家因为他一年四季为大家摆渡而不收他的钱，铺子的商人总
是送他这样那样的东西，船总顺顺也在端阳节请他在临河的
吊脚楼上看划船比赛。即便是最后老船夫在那个风雨雷电交



加的夜晚死后大家也义不容辞地来帮着翠翠料理后事，船总
顺顺带了人与物来到渡口，跟翠翠说：“翠翠，爷爷死了我
知道了，老年人是必需要死的，不要发愁，一切有我。”他
和这一对爷孙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况且翠翠是间接致他大儿
子死的那个姑娘。那是怎样的一个小山城呢？青山绿水滋养
着人的性子，人心如此平和与宽广。我是疑心这个世上本没
有这样一个边城，是沈从文杜撰出来的。他看惯了勾心斗角
的人心与纷繁复杂的世界，在心灵上需要一方净土，而小山
城茶峒就是他心灵中的净土，通过这一方净土而告知世人：
人心并不总是向恶，人心原本也是如青山绿山一样纯净与美
丽。

读这个故事就象看一幅韵味悠长的国画，无论浓墨重彩还是
轻轻刷过都足让人细细品茗。

我喜欢这个故事。

我喜欢这个故事的语言。如果不是那一夜的风雨，或许生活
仍将在平淡中继续。那刚刚萌发的爱情的念头，或许还要在
曲折中前行。然而就是这场风雨带走了渡船，也带走了翠翠
唯一的亲人——祖父。或许他就是为这里的渡船而存在吧，
所以当渡船被冲走时，作者给予了他们俩相同的命运。生命
就是这样，总会有消亡，也总会有继续。如老船夫的渡船被
冲走，新渡船又会出现。也如继承了祖父遗志的小孙女一样，
仍然在做着摆渡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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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是生
活的真谛。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
人欣赏。生活不是图画。生活需要流动。

因为爱，祖父操劳一生，当生命结束时，心中充满了挂念；
因为爱，少女重新对生活有了诠释，有了希望；因为爱，哥
哥选择了离开，以成全弟弟那分真挚的感情；因为爱，弟弟
去寻求那个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因为爱，她便从此守着
渡船，守着心中那个日日夜夜盼望归来的男人…到了冬天，
那个塔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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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还不曾回茶峒。

沈从文先生常说“美丽总使人忧愁”。事，对老船夫的感情
真挚而感人，对傩送二老的感情朦胧却执着，可就是这样一
个美丽的少女却始终不知道也没人告诉她，她应该要什么样
的生活，什么样的幸福，最终只能在一片凄苦之中，孤独的
守着祖父的渡船，等着不知归期的爱人。老船夫是也善良的，
他五十年如一日的守着一条渡船，不知把多少来来往往的人
渡过了小溪，“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
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他深爱着翠翠，他唯一的
亲人便只是那个女孩，他总是在为孙女将来的生活而担忧，
最后却还是在失望和遗憾中死去，就连撑了一辈子的渡船也
被涨起的大水冲走了，这是何等的悲凉啊。天保和傩送也都
是好男人，两人同时爱上了翠翠，却因为兄弟之情而相约采
用了美丽浪漫的“走马路”的为爱人唱情歌“竞争”方式，
做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开腔唱歌，一定
得让弟弟先唱，明知不是弟弟的对手之后就主动离去，在心
灰意冷葬身河水之中，也不知是为了心中美丽而死，还是因
为心中的忧愁而死。傩送二老爱着翠翠，宁可不要碾坊，却
因为一连串的误会，最终又因天保的意外死去而将爱意深深
埋在心中，却又难以割舍，最终只能带着深深的自责，选择
远行，把遥远的期望留给了翠翠。傩送几年前与翠翠的偶遇
是美丽的，心中萌生的爱意也是美丽的，却因为彼此的误会
交织着家庭的压力，而最终酿成了令人失望的悲剧。



故事里的人和事都生活在一个美丽的背景之下，看似平淡，
爱情纠葛也看似波澜不惊，最终却都在忧愁遗憾中收场。就
连留给翠翠对美好生活的最后一丝期望：“也许永远不回来
了，也许明天回来”，也是那么令人心生凄凉。守望幸福是
美丽的，却也让人心痛。有人说，那是“善良者的不幸、不
凑巧”，不如说，那是作者自己内心的一种无奈和感伤，边
城诗情画意的恬淡生活是作者心中的向往，然而现实生活总
是充满着忧愁，于是作者把这种体验写进了作品里，拿来与
读者共享。

读《边城》除了对美丽的乡村风光和纯朴的风土人情留有回
味之外，还留下一份感

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先生为我们塑造的一个理想式的翠翠才
是难能可贵的，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孤单的人，他在谈自己
的散文时，说自己的作品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朱光潜
先生给他的评价是“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
是一个孤独者”。所以，孤独也许正是源于沈先生骨子里那
一份追求至善至美之心，源于他对所爱所追求事物的执着之
心吧。他写下翠翠这样一个为幸福而凝望而守候的人。我为
翠翠而感动，也为沈先生而感动，为所有能为爱而守候的人
而感动。也许幸福的彼岸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边城》至少
给了我们一份对于人性的思考，对于幸福的信仰，有这样一
份希望在心底，便是收获便是力量了。 《边城》以清末时期
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
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
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
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
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
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
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
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
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
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边城》



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
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
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
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每一样事物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标签。春有花开，夏有蝉鸣，
秋有果香，冬有雪飘。季节如此，人亦然。

说到巴金我们会想到《家》，说到老舍我们会想到《骆驼祥
子》，那说到沈从文呢，您是否想起一个温暖的名字《边
城》？从某个角度看，《边城》就是沈从文的标签。

作者以湘西的小乡村为线索，描绘了一幅民风淳朴的风情画，
在这幅画面里，描绘了一个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
简单幸福的生活，描绘着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
曲折的爱情故事，深情地讴歌着亲情、爱情、人与人之间的
纯真的友爱之情的赞美，充分展示了湘西的古老民俗与湘西
人的善良，淳朴。

《边城》里的景是美的，美在景色的纯净。“有一所小溪，
溪边有一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溪流如
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的差异。小溪宽约有二
十丈，河床为大石头做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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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城有
一种静谧美。就连老人死后的天空作者都描写的那么美
好，“翠翠开了大门，到外面站了一会儿，耳听到各处是虫
声，天上月色极好，星星前进在天空里，非常沉静温柔。”
这是个健康，自然，优美的的世界。

《边城》里的情是美的，美在它的真，无论是亲情，还是爱
情。老人对外孙女翠翠的爱是醇厚的。他不只是作为外公爱
着翠翠，他还承担了翠翠母亲和父亲的责任。不只是关心着



翠翠的衣食住行，还得操心翠翠的感情归宿。他与翠翠之间
的亲情，读着感觉温暖，却又有着淡淡的忧伤；天保与弟弟
傩送在面对同一个爱的对象时展现的手足情；天保与傩送对
翠翠的爱情；顺顺和杨马兵对祖孙俩的关怀……无一处不展
示着那份难得的真情。

《边城》的一切都让人感觉到温暖，但是文字里也浸透着作
者很深的悲剧感。善良的老人死了，仗义的天保溺亡，深爱
着翠翠的傩送出走……沈从文说：“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
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
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

走进边城，重拾那远逝的梦，去追寻梦里那书，那景，那情。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
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
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小说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川湘边界茶峒交界那如弓背的溪流，
如弓弦的山路，如黑燕的瓦屋，如天擎的白塔……为我们展
现了一幅山灵水秀、天地和谐的风俗画。以至于“一个对于
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条小河中，蜷伏于一条小船
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
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如此美的乡土定然养育了美的人物，小说同样刻画了一群善
良、淳朴的人物。阅读此书，我似乎与三位主人公进行了一
次人生的回眸，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对话：

“船总，在川湘交界茶峒这个地方无人不知您，您有一副豪
爽的胸怀，一颗仗义疏财的仁善之心，有一种光明磊落、正



直无私的美德，在此地一提起你们爷三，无人不竖大拇指，
您自豪吗?”

“我在此地结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因此我做事问
心无愧，也不忌讳这是自夸。不过你莫说‘三人’，因为我
的大儿子天保已经——已经死了。而且二儿子傩送至今也没
回来，这使我太痛心。这都要怪翠翠他爷爷，不，也许不全
是，但定与他有关。”船总伤心地说。

“不要太难过，凡事都要看的开些，人生道路难免有风浪，
可绝不能让阴云永远遮住太阳，毕竟晴天是多的。”

“翠翠，想你爷爷了吧?”

“我自幼是爷爷养大的，爷爷对我亲情无限，为我担忧，对
我关怀备至......他性格直爽，人人也都知道他的正直。我
的好爷爷，可是他--他却永远离开了我。”

“不要太伤心，现在有杨兵马帮你，长大了总归有一天要独
立，要离开爷爷，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因为--因为我还要等二老。
”

“傩送，你秀拔出群，做事细腻，长得像岳云，但冒犯问你
一下，你可别不高兴。”

“问吧，没事。”

“你还会回去吗?”

“唉，我不想回去了。毕竟哥哥的死这件事有关，我忘不了
哥哥......再说我已经答应了山寨中团总的亲事，若回去我
与其成亲又忘不了翠翠。如此既对不起翠翠又对不起大哥，



也许这是我最好的选择……”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如果说《边城》是一首充满人性的诗，那么翠翠就是这首诗
的灵魂。她虽然从小失去了父母的关爱，但那些与自然为伍
的船夫和淳朴的父老乡亲给予了她无限的关怀，青山秀水滋
养了她纯洁的心灵。让她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出落成温
柔娴静的少女。翠翠的形象倾注了作者的理想和诗情，蕴含
了湘西女子诗意的美。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行举止，她的
欢喜忧愁，都掺杂着作者的审美观点和湘西人特有的情调，
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辉，表达了作者诗性的梦。翠翠的爱情几
起几落，似乎在那若有若无的歌声中，在那喜忧焦急的等待
中，在那亦真亦幻的氛围中，理想和现实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而作品中饱含着的人性气息则又体现出了一种诗意的美，那
种美清新自然，让人心旷神怡！

小说的诗意美还体现在对湘西旖旎风光的临摹中，小说的开
头便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美好意境，几支木桩
支起的楼阁，深褐色的雕花窗户边爬满了油油的青苔，在波
光的倒影中见证着岁月的痕迹。静静的河水，日复一日地流
淌着，幽幽的远山，渺渺的暮霭，青青的石板路，伴随着苗
家女孩甜美的歌声在古镇中渐渐荡漾开来！正是因为这样恬
静秀美的环境才养育出了湘西茶峒那些纯洁善良，质朴厚道
的人，也正是因为这群闪烁着人性光芒的人物才赋予了湘西
更深刻、更厚重的文化内涵！

作者用水一般温柔的语言，用平静的语调，勾勒出了一幅日
常生活中最为平凡的景象，文中并没有过于华丽的辞藻，也
没有矫揉造作的情感，有的只是一种平和与淡然。作者带给
我们一座他自己心中的边城，一座沉默的边城。也许，茶峒
的纯净与自然是先生心中所追寻的“桃花源”，也许，翠翠
的等待也是先生梦想的寄托。



“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
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
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仿佛一切都还停留在昨天，依旧是那
只古老的渡船却不见了老船夫的身影，只留下孤独的翠翠继
续地等待着，守望着她的梦！

翠绿的山，清澈的溪水。孕育着茶峒小镇一班厚实而又朴素
的人。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他们惺惺相惜，
过着平淡而又闲适的生活。

生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摆渡的依然来回于河岸之间，打
牌的依然喧闹着……然而这一切正常的好像令人发慌。也许
这真的应验了那一句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平静的。翠翠
跟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依然如故，然而在哪一天，有个男孩
的身影闯进了她的心里，于是她就有了秘密，那跟虎耳草与
山歌有关系的秘密。这个属于她的秘密在她看来是甜蜜的，
因为在她睡觉的时候也咧着嘴笑，一副甜蜜快乐的样子就可
以知道。

然而在未知的生命里，每个转变都充满着变数，你不知道下
一刻会发生什么？就好似那属于翠翠的爱情，最后还是在襁
褓中夭折了，不知道这是上天对纯真的她开的一玩笑，还是
一个美丽的误会。

但生活并不会因为我们而停止不前，在经历过青春这个“美
丽的忧伤”后，生活还要继续向前。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他也许明天会回来，也许不回来”这句话来自于沈从文的
《边城》一书，不知为何,每当听到人家说《边城》都不禁会
让我想起这句话。这句话代表着等待，只要等待就会有希望。
也代表着未知,等待着未知,也会让人深沉而压抑。



《过城》一听这名字,似乎讲的是在边境里的一座城,无疑会
让人觉得偏僻、荒静。也会汇想到许多关于边境的诗，比如
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
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
燕然。但这本书里的《边城》会让人温暖而处处似家的感觉，
翠翠这个人也像她的名字一样天真、善良。在我的回忆中，
她总会帮爷爷在岸上系船。她是个爱笑、天真而烂漫，无忧
无虑的女孩。

《边城》里的人们热情好客，非常善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翠翠去找爷爷时,天色已晚，但是还没找到爷爷,天保便邀
请翠翠到家里做客，翠翠那时候很着急，天保也不断在一旁
安慰她，还时不时逗一下翠翠，最后天保不放心翠翠，便一
路护送回去。而如今，看看这个社会,还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各种拐卖，上当受骗众出不穷，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陌生人，
也没有人会如此担心一个陌由人的安全。

天保爱上了翠翠，但他却深知自己的弟弟也在深爱着翠翠,为
了成全弟弟,便外出闯难,消解自己内心的悲苦，但不幸的是
出了意外。弟弟傩送一边深爱翠翠,一边自己的亲哥哥又因为
自己而死，便离家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俩兄弟
可畏是真情。翠翠的爷爷最后也去世了,结局令人发指。天保
村子里的人却还不忘翠翠，把她接过来住，所以村子里的人
们和翠翠一直都在等傩送回来。因此，本文的最后写了“他
也许明天会回来，也许不回来。”

傩送是个任性、酷爱自由，没有拜金主义色彩,苦心追求爱情
的一个人,而翠翠最后在性格、心理上都发生了变化,多了些
优思与羞涩，从小与老船夫即白己的爷爷生活在一起,没了爷
爷,也意味着她要更加坚强、勇敢的活下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我在心中朦胧勾勒出的天堂。人们说，
人情如水，也说世态淡凉。很多的人为了金钱，为了名利，
不择手段,不惜伤害他人，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来自于心底



的淡然。如今的城市环境污染重,宣器与浮华很多人都向往边
城那样的生话，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灯红酒绿，有
一种出尘而卓然的美丽。

边城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我记得，书中的二老岳云曾问过老船夫这么一句话：“伯伯，
你到这里见过两万个日头，别人家全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水好，
出大人，不知为什么原因，如今还不出大人？”老船夫的回
答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有聪明、正直、勇敢、耐劳的年
轻人，就够了。”每每看到这段对白，眼前的铅印黑字，便
仿佛忽然化散，凝成几道流畅线条，闲闲散散中勾勒出一位
佝背，衫褂素朴的老船夫，身骨硬朗地背手立在岩坎儿上。
看不见的目光中隐藏着，历经沧桑的深邃。就如二老所说那
般，“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
又大方。”

故事的背景应是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个动荡不安的
年代，却又让茶峒这个小乡城的人，忙里偷闲似的悠逸在这
个夹缝中。茶峒人的世界是单纯的。

不多么富贵的小日子。

我不好这样粗糙的定论的。他又必得思虑这些的啊，他到底
只是个普通的老头子，他和天下千千万万的长者一样，放心
不下尚未成熟懂事的孙女儿，毕竟他七十多了啊。人到七十
古来稀，孙女儿是和他那条渡船同等的，都是他割舍不下的
责任啊。然再怎么割舍不下，他还是走了，走在了那个雷雨
将息的夜晚。

《边城》，与其说是一个茶峒女子悲惨爱情的叙述，我更愿
将其定义为世外桃源中纯真人性的风情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