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的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边城的读后感篇一

沈从文先生的名作《边城》选入中学教材，我在读、在教的
过程中，有一些感受。

《边城》是否在写“桃花源”?作者说不是，有人说不是，有
人说是。首先《边城》中的人物都是那个地方曾有过的，这
便不是桃花源;另外，《边城》的悲剧性结局也不是桃花源应
该有的。所以，我认为不是桃花源。

《边城》在写什么?故事?人物?环境?作者说他在写一种纯朴
而可贵的人性，并不拘限于环境、故事和人物。其实，不论
换一种什么环境、什么故事和人物，这种纯朴而可贵的人生
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也就是《边城》的价值所在。

作者为什么要写《边城》?作者说有感于大都市的反差，那么
边城就是和大都市相对应的生活。其实，我们知道边城之人
也有悲欢离合，这一点和大都市是一样的，作者并没有把边
城写成完美。但，我们宁愿承受自然的痛苦，也不愿过着扭
曲的幸福。这也正是《边城》吸引人的地方。

翠翠在等什么?是二佬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翠翠的等待
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无论过去如何，无论将来怎样，我们的
人性不变，爱不变，我们要坚持活着，让我们纯朴而高贵的
人性永存，让自然之爱永存。



边城的读后感篇二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合上书总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读这篇小说时，我仿佛被
带入一个世外桃源。茶峒这个地方孕育了淳朴的人们，有祥
和的气氛，美不胜收的风土人情。置身于其中，仿佛自己的
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无比惬意。

这里风景优美，气氛祥和。或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这
里的人们友好、热情、善良，他们互相帮助却从未想过要什
么回报。十五六岁的少女与七十多岁的祖父相依为命彼此依
赖，他们之间的亲情让我们为之动容，即使两人在某些事情
上会有代沟，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祖孙二人的感情，反而像一
段美好的插曲。

就像沈从文所说：我走过无数的桥，看过无数的云，喝过无
数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端午节的一
次偶遇，让二老傩送与翠翠一见钟情。但造化弄人，二老的
哥哥天保大老也喜欢上了翠翠。面对感情，兄弟二人的手足
情让人为之感到温暖。大老与二老对翠翠的爱情是那样纯粹，
他们愿意娶翠翠，接手祖父的渡船为人摆渡，愿意为翠翠唱
三年六个月情歌，他们的爱没有任何杂念，他们乐意付出却
没有想要回报。祖父去世后，船总顺顺和杨马兵老人对翠翠
的照顾，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难得的真情！

读完这本书，总觉着有些遗憾。疼爱翠翠的爷爷和白塔一起
死去，大老溺水而亡，二老离开翠翠下桃源，我总是想让所
有的美好发生在主人公身上，我不忍心看到一次次离别亦或
生离亦或死别。但仔细想想，生活就是如此。它无数次让你
跌倒但你要无数次爬起与其斗争。也许在一次次斗争后，生
活会善待你，就像我相信书中的二老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一
切都会变好。



但是这本书想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作者也想通过《边城》，
赞美这里生活的纯真，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因为随着时代
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仿佛疏远了许多，哪里还有千里送鹅毛？
即使门对门也不一定会经常来往。是啊，我们的确应该反思，
反思那些被我们逐渐遗忘的美德，那才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我们应该传承、弘扬那些美德。

无论如何，当我们不断与命运抗争时，我们会得到好的结果。
所有的美好也一定会如约而至！

边城的读后感篇三

茶峒是个美丽的小山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

秀秀和她的祖父就住在城口，每天给进城的人渡船时他们唯
一的工作，有时祖父会进城打酒，秀秀就和她的小黄狗为客
人渡船，而小黄狗会听话的为主任拉绳子引船，动作娴熟敏
捷。这样的生活过得平淡又快乐。

不知不觉秀秀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平淡的生活也因此慢慢
走到尽头。我觉得那是个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情，当看
到秀秀第二次看到老儿的时候，我开始幻想他们以后甜蜜的
恋爱，可是当秀秀提亲的老大下船出事后，我知道秀秀的快
乐一去不复返了。的确，自那以后，秀秀的生活一天天的发
生着改变，致使最后永远的失去了她的祖父，也失去了每天
为人渡船的那条船。

合上书，我的心理很难过，为秀秀的遭遇，为她的祖父，因
为她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多么快乐的人。秀秀常常要爷爷唱
歌给她听，而爷爷又粗又哑的嗓子唱起歌来时时那么的质朴，
那么憨厚，总逗的一边和黄狗玩耍的秀秀开心地笑。这是一
幅多美的画面啊，有山有水有鸟鸣，有歌声，有欢笑…。。
而现在全被打破了。故事虽然用灰色的背景为秀秀的未来当
上了一个省略号，以悲剧收场，但我却喜欢《边城》，喜欢



《边城》里每个人善良朴实的角色，尤其是秀秀的爷爷。还
有秀秀的不食烟火，顺顺的慷慨大方，傩送二老的朴实真挚，
天保的豪爽英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代社会，物质生活充裕，但是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
境却相对地弱化，我们呼唤文化作品中的纯净而美丽的风景
和淳朴的人情，期望它成为“童话变为现实”。

边城的读后感篇四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辗转，不自觉就会有许多浮华蒙了
双眼，混沌了内心的清灵，总觉得心是不安稳的浮着，所以
总该让一些美好的文字沉淀一下心灵，给我一些沉静和安慰。
但我总怕文字给我的触动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化、消逝，忍不
住要记录下来，过后的许多日子里翻阅，还可以回味到最初
的美好与感动。

记得高中的语文课本里学过《边城》的选节，不过记忆里对
于它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那时候非常喜欢看小说，觉得
很遗憾为什么只是选节不是完整的文章，也会想象我到底错
过了哪些段落，错过了些什么内容。记忆最深刻的是文章的
最后一段，傩送二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印象里一直觉得这是个悲剧，可再次读来，我竟然十分相信
傩送二老一定会回来的。

文章里的茶峒像一个世外桃源，有的只是质朴与纯粹，安静
与美丽，好像世间的战争、苦难、饥饿都无法近及它的边缘，
它在自己的天地里忙碌、欢喜或哀愁，欢喜都是从内心而来，
而哀愁都是淡淡的，不使人悲伤，反而觉得很有味道。

作者描写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在碧溪岨的家里，在
进出茶峒的渡船上，在屋后的白塔下，在附近的竹林里，在
篁竹中鸟雀的啼鸣中，也用许多的细节刻画祖孙两人，让他
们身上既有着茶峒人都有的美好品德，也有着他们独特生活



与性格。

爷爷在渡船上守了五十年，他尽职尽责，像家人一样对待每
一个过渡人，知道他们都要赶去城里看端午节的龙舟赛，自
己就舍弃这一年一度的热闹，知道过渡人是赶着进出城吃晚
饭，一直坚守在渡船上，没有谁要求他必须这样做，他也不
是为了报酬。其中有一个细节，爷爷定下的规矩是绝不收取
过渡人的钱物，即使有人非要把钱掷到船里，让他来不及捡
还，他也会让他家的黄狗和翠翠帮忙把钱还去，翠翠也深深
记着爷爷的教诲，有一次王乡绅的太太给了她几个铜钱，她
因为愣着一直看和她一样大年龄的乡绅小姐，竟然忘了还给
人家，可过一会反应过来还是追了一个山头硬是还了钱，看
着这里我很感动，人间依然有真的视钱财为身外物的清贫人
家呵。

当然，小说的重点是讲翠翠与天保大老、傩送二老三人纯纯
的爱情，兄弟二人同时爱上一个姑娘，这在茶峒人眼中不算
什么稀奇事，坦坦荡荡，他们认为水是随处可流的，爱情是
随处可发生的，他们也不会如现在人般躲躲藏藏或者拱手相
让，他们会以当地人特殊的方式较量，在夜里站在对岸的山
崖上唱歌，胜出的人理应得到心爱的人，另一个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可是翠翠与二老互相欢喜，大老心中郁结以致在茨
滩出了事，也就使事情变得有点不可控制了，翠翠心中对二
老纯纯的爱从不曾说出口，爷爷也是从各个细节观察揣摩出
来，不过看到那里时候，我以一种欣赏的心情，觉得那种感
情十分美好，纯净透明，像山楂树之恋里的静秋和老三的爱。

傩送二老可以选择王乡绅女儿的新碾坊陪嫁，可是他宁愿要
一艘渡船。虽然因了哥哥的原因内心埋怨翠翠的祖父，家里
也因翠翠间接的造成了大老的死，不愿意这门婚姻，可是二
老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对翠翠的爱情，翠翠虽然也欢喜二老，
可是或是羞涩或是不安的原因她从不曾回应过什么，在家里
问二老要一个对王乡绅女儿的回复时坚持下了桃源县，或许
他是想让时间来冲淡家里因哥哥的死隐约给翠翠的偏见，或



许是想给自己点时间好好想想这件事，或许这个虎实的年青
人是想给翠翠一点时间也说不定。

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写到他回来，可是这次我却偏执的相信，
他一定会回来的。就像依然相信美好的爱情仍然存在一样，
这个世间，你只要相信美好，美好便不会辜负你吧。

边城的读后感篇五

初读《边城》是在高中时候，翠翠的故事让我着迷，于是到
图书馆借来看，现在印象还很清晰，是本薄薄的集子《边成
集》，有《边城》，还有《市集》几篇，书是岳麓书社出的，
封面以褪色，纸也变的发黄，放在手掌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边城》，即便是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
心情，一种很莫明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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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一里就到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
路如弓弦，故远近有小小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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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
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
像是触及到什么，是童年某个太阳温暖的下午，还是现在有
些把握不透的世界。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
到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
白色小塔，塔下住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
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
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



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
选择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
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
的命运，惟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
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
悲伤，先生出生在19世纪初，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
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
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
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
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在那动乱的年代里，
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
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
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
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
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
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
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
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
思考。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