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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观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观后感吗？知
道观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观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边城观后感篇一

看到《边城》这两个字和影片刚开始的画面时候，我以为是
一部反应城边人民生活很苦的电影，不觉得很好看，但里边
的故事情节渐渐吸引了我，就顺着看完了整部电影，故事的
结尾并不是令人很满意，是我不想看到的结果。

故事是发生在湘西美丽的小镇上，女主人公与年迈的祖父生
活在一齐，两兄弟同时喜欢上了美丽的女主人公翠翠，而女
主人公翠翠，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二老，本以为有情人会终
成眷属，但在大老和二老两兄弟追求翠翠的方式不同，最后
大老毅然离开，为了成全弟弟，却在外出闯荡的途中，翻了
船，掉进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弟弟感觉对哥哥的死有职责
和愧疚，翠翠也没有明显的表示，父亲逼他取一个有钱人家
的女儿，无奈之下，离开了翠翠。祖父年纪已大，因为担心
翠翠的婚事和将来的幸福，承受不住压力，在风雨之夜，离
开了翠翠。二老离开以后一向都没有去过，她一向在等待着，
也许一向都不会来，也许明天就来了。

剧中小镇上看到的是人淳朴善良、勤劳、友善和平的景象。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那
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
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那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那里
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
扶持着;那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局



是杯具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边城的人性美固然
成为人们歌颂的对象，这座远离喧嚣尘世的小城赋予了它的
子民人性美，但在这完美的背后，是这座小城封闭落后的凄
凉，是多少年历史积淀下来的阴影，是整个古老的民族性格
的缺陷。翠翠、爷爷、顺顺一家，他们都没有错，错的是这
个美丽的小城，这个平静的小城，这段自由的、朦胧的感情
既然发生在这座小城，无论是在谁身上，那么它注定是残破
的，注定只剩下遥遥无期的等待!只有改变小城，才能改变故
事的结局。

边城观后感篇二

看完电影《边城》后，我感触很深。他给我的感受是质朴的，
含蓄和自然。

我从电影中看到了人民的淳朴：端午节的赛龙舟；人和鸭子
竞赛；击鼓吹哨；青年男女在月夜中倾吐爱慕之情———唱
歌，等等。都表现了当地的民风淳朴，具有地域风俗特色的
生活环境。

影片中的翠翠是个十五岁左右的花季少年，她很纯真，可爱。
她常常看着周边的风景：出嫁的轿子；渡船的少女……是由
于她内心寂寞惆怅。而她在碰到二老后，她的内心发出了骚
动不安的感情之花，可她也不明白，那个二老对她也有意思。
只看了一部分，所以不知她们的结局如何。

影片中的翠翠与她的爷爷之间的亲情更让我感动。翠翠很依
靠爷爷，总是跟在爷爷身边。爷爷对翠翠的爱是伟大的，无
私的。爷爷期望翠翠能够找到个好人家，而到处操心，爷爷
是这么想的：我人老了，再过二。三年，也就去了，翠翠诺
是有个人来照顾她，关心她，我也就放心了。我想：这也是
每个家长的心愿吧！



总之，我觉得影片很感人，爷爷很伟大，很不容易；翠翠很
孝顺，很乖巧懂事。

边城观后感篇三

看完电影《边城》后，我感触很深。他给我的感受是质朴的，
含蓄和自然。

我从电影中看到了人民的淳朴：端午节的赛龙舟;人和鸭子竞
赛;击鼓吹哨;青年男女在月夜中倾吐爱慕之情---唱歌，等等。
都表现了当地的民风淳朴，具有地域风俗特色的生活环境。

影片中的翠翠是个十五岁左右的花季少年，她很纯真，可爱。
她常常看着周边的风景:出嫁的轿子;渡船的少女……是由于
她内心寂寞惆怅。而她在碰到二老后，她的内心发出了骚动
不安的感情之花，可她也不明白，那个二老对她也有意思。
只看了一部分，所以不知她们的结局如何。

影片中的翠翠与她的爷爷之间的亲情更让我感动。翠翠很依
靠爷爷，总是跟在爷爷身边。爷爷对翠翠的爱是伟大的，无
私的。爷爷期望翠翠能够找到个好人家，而到处操心，爷爷
是这么想的：我人老了，再过二.三年，也就去了，翠翠诺是
有个人来照顾她，关心她，我也就放心了。我想:这也是每个
家长的心愿吧!

总之，我觉得影片很感人，爷爷很伟大，很不容易;翠翠很孝
顺，很乖巧懂事。

边城观后感篇四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
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电影的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局的感情，但是感情



不是这本电影的全部。大师用他清淡的笔调娓娓讲述了湘西
小镇上纯朴的风土人情，原始单纯的生活，以及那如诗如画
的景致。

湘西的生活是清苦而艰辛的。大师却让我明白，一个人对一
片土地的热爱，是懂得它的残酷以后去心疼那背后醉人的风
光。看完全文，我就开始向往那个远在湘西边境的小镇。木
制的吊脚楼，摇曳的红灯笼，潮湿的青石板，窄窄的渡船，
亭亭的白塔，还有那升起在旧村庄上的青炊烟。这一切，构
成一幅年代久远的画，在我的想象里千遍万遍地被描摹。在
那片游离世外的土地上，时光仿佛是静止的。女主人公翠翠
像湘水一样温婉清澈，歌声悠扬清亮，老爷爷慈祥又宽厚，
船夫们浪漫又豪爽，就连生活的无奈，在这个地方，都带着
诗意的色彩，完美地令人不忍亵渎。大师用他的故事让我们
看到湘西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和忧伤，却也让我们产生对生
命的悲悯，对完美人性的信仰。

我最向往《边城》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翠翠和祖父去
看龙舟比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顺顺送他们很多吃的。有人家
娶新娘，翠翠的祖父送他们过河不收渡船钱。翠翠的祖父去
世，周围的乡亲都来帮忙。他们虽然生活很清苦，却能够互
相帮忙，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相比之下，
我们每一天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
有时候，甚至邻居之间都互不相识。这不得不让人遗憾。

我期望，有那么一天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
良的心去生活。

边城观后感篇五

当青春的翅膀在美丽的煽动的时候，当初生的嫩芽享受明媚
春光的时候，接踵而来的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真正支持我们的是身边
的爱。

当我拿到《边城》这本书时，便似一只饿狼般迫不及待看起
来。

《边城》是一篇寓意深长、发人深省的长篇小说。

当阅读完时，我感慨万千，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份饱经
风霜的老人对自己孙女的疼爱。

他是一个淳朴慈祥的老船夫，他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力，但
是在他心里却有深深的伤痕。

那就是女儿和女婿爱情的悲剧。

因此，他更疼爱他的孙女——翠翠，也更希望翠翠能嫁个好
人家。

这样的一个祖父，他几乎把孙女的一切看作是生命。

这使他进入了翠翠的情感世界。

他去试探天宝与翠翠的口风，让翠翠去听天宝两兄弟决斗时
的歌，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天宝的的选择，导致翠翠与
傩送之间的误会……最后，翠翠的故事以悲剧的形式收场。

想到这里，我不禁被那一份执着贴心的亲情所感动。

在我们的身边，亲情无处不在。

亲人的爱，像一栋梦想的城堡，为我们遮风挡雨;亲人的爱，
似一把小小的伞，虽然平凡，却能在暴风雨来临时起到大用
途;亲人的爱，如一个蜜窖，滋润我们成长。



但相反的，亲人过分的爱，也会造成我们人生的不幸。

所以，如何去接受这身边的爱，也是很重要的。

想一想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哪一个不是在时时刻刻关心你，
爱着你呢?想一想那一份伟大的母爱，那一份坚强的父爱。

你是不是感触很深呢?我记得，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高中阶
段，晓峰成了班上的中等生。

高三家长会上，老师叮嘱晓峰的妈妈说：“目前晓峰处在升
学的边缘，不抓紧，他可能考不上大学。

”回家后，妈妈对晓峰说：“孩子，你真行!老师说了，再努
力努力，你能再上一个大台阶。

”后来，晓峰被某所名牌大学录取。

晓峰像小孩子一般扑到妈妈怀里，哽咽着说：“好妈妈，都
是您，照顾……体谅……期待……鼓励帮助我，我才有今
天……”这一个故事多么感人肺腑。

母亲一个善意的谎言，成就了晓峰未来的路。

母爱如水，温柔细腻;父爱如山，深沉严格。

想一想我的父母，他们也不是同样的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吗?还
记得我十岁那年，爸爸为给我买书法用具，被雨淋成落汤
鸡;12岁那年，妈妈用她的背为我挡住那颗颗豆大的雨点。

在生活中，妈妈不让我做这做那的，对我关怀备至。

爷爷奶奶则把好吃好玩的都留给我。

而爸爸是我最将强的后盾，前进时给我鼓励，后退时给我支



持。

他们爱我疼我，而我却不懂得如何去正确地接受这些爱，更
不懂得如何去享受这些爱。

家人亲人永远信任我们，也永远爱着我们。

同时，我们也应该回馈亲人。

借用《边城》里的一句话：爱的美好在于它的纯洁。

而我想说的是，爱的美好在于它的价值与它的出现。

方才查这部作品时无意间看到有一位仁兄不知是何年何月求
助写边城续集2000字。

心里又气又笑。

《边城》似乎在中学课文里被节选了一大段，然后我看到下
面有很多分析还有问答题，心想，若我当年上学时在课本里
看到这篇文章，怕是就没有这般喜爱了。

顶多当做一个繁杂的作业，东拼西凑的写一点儿然后扔到一
边。

一直听着沈从文和他太太的爱情悲剧，听着这个才子在名校
里教书引起各种的争议，但一直没有去拜读他的作品。

这本书说来也巧，回到泰安，好久没回去了，竟新建了一个
三层楼的很大很宽敞的新华书店。

坐在三楼的雅座那里，要了杯奶茶，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目，
倒一眼看到了那本封面上满是古色古香的密密麻麻的吊脚楼，
还有拉货的小船在湛蓝的'水面上独自前行的《边城》。



旁边倒是还有一本封皮更加精美的抹茶色白底花纹的《沈从
文作品集》，终究是为了边城，放下了全集。

这本书，是留着回烟台老家看的，爷爷家偏僻乡村，除了让
人沁人心脾的井水和满山遍野的苹果树，还有大山里的白云
蓝天，倒也无甚趣味。

有时候起得早，跟着爷爷去山上放牛，手里便拿着这本书，
找个地方拿东西垫着坐下来看。

沈从文在文后的后记里说，他这本书本就不是给“多数”看
的，这是一九三四年的作品，描写的是民国初年的故事。

一开始的记叙看似冗长，实际上再回头看却精致细腻，饱含
深情。

那些渡口，那些运货的船，那些吊脚楼上唱曲的有情有义的
妓x，夜晚明月下的白塔……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忘怀。

其实，我们看那些三十年代的著作，很多很多，包括矛盾，
很多东西，都是大家说好，所以为了表示自己也有高人一等
的眼光，也说好。

其实现在大家都识字都读过很多书了，有些人有些作品也没
什么了不起的。

足以可见，沈从文是个独具慧眼之人，他从不同流合污，他
的文字实际上是他这一辈子行走过的脚印，一点一点，早就
了一代大师。

那些青春，那时候还不叫懵懂，也更算不上暧昧，只是
叫“欢喜”，看见这个人，心里由衷的高兴起来，84年拍的
那部改编电影居然把我看哭了。



那壮得像小公牛的天保大老，第一次看到湿漉漉的翠翠便心
生爱慕，在去外地置办年货时用那样温存存的目光看着为自
己撑渡船的翠翠，;那眉眼俊美的岳云傩送二老，生来享受着
父母的偏爱，连中寨王团总家的独生女儿都看上了他，陪嫁
是一座大磨坊，偏偏这也是个倔强的主，要渡船不要磨坊，
宁愿在大月亮下为翠翠唱了一宿的歌。

电影里的那个小演员演得很真，如今怕是也要有四十岁了。

当年他有些赧然又有些小男子汉气概的对翠翠说，翠翠，等
吃了饭，到我家楼上看我比赛吧。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这是一场更胜于山楂树之恋的恋。

淡淡的，纯粹着。

虽然最终是一场悲剧。

没有一个坏人却是命中注定的悲剧。

天保大老的死，老船夫的死，傩送二老的远走，翠翠孤身一
人……最后那一句“那个在梦中用歌声将翠翠轻轻托起的人，
还没有回来，或许他永远也不回来了，或许他明天就回来”，
让人寒心，伤心。

因为，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

那个动乱的年代，说不定在外面的某处，这个眉眼俊美结实
勤劳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会慢慢湮没他这十八岁时的暗恋。

然后奔向更高处的自我。

可是翠翠呢，她仍守着她那条老船夫留下来的船，静静地，



无怨无悔的等着傩送二老的归来。

湘西是个美丽的地方，看了这部作品，更加深了我心中对这
些小城的向往。

当年沈从文担心社会文学会被腐蚀的变了质，如今已然是这
样了，我们只能手持着书，背着背包，来到这蒙蒙细雨中的
边城茶峒，回味着那些纯然的美丽，说不定我们还会隐隐看
到渡口处等着的翠翠，还有那远远走来衣锦还乡的傩送二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