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围城心得体会(通用8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围城心得体会篇一

近日，我有幸参观了中国文化名城南京的著名景点——明代
古城墙遗址，或称为“围城”。这次观围城对我影响很深，
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更加感受到了
围城所传达的文化信仰的深度和内涵。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
心得和感悟，分享一些观围城的体会。

第一段： 围城的历史价值

围城作为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历经数百年岁月，已有
近600年的历史。初建于1366年，是为抗御倭寇，是一座具有
防御功能的城墙。直至今日，围城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珍
贵的历史文物和建筑遗迹。在围城的南北两端，分别有一座
城门，它们是相互呼应的，也是守卫城池的重要设施。此外，
城墙上还有亭楼、瞭望哨等附属设备，表现出了明代建筑的
典型特征。通过观围城，我可以充分感受到历史风华和文化
底蕴的深厚。

第二段：围城的文化价值

围城不仅是南京市内的一个旅游景点，同时也是南京古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围城上，我们
可以看到许多风格迥异、造型精美的雕刻和浮雕。这些雕刻
传达了明代时期的艺术和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工艺和文化
的重要见证之一。观围城,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墙在历
史上承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



第三段：围城的美学价值

围城的建筑风格和格局，是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城市风光的
独特融合。围城是中国现代城市风景的代表，是城市景观建
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围城的建筑设计十分讲究，被誉为当时
中国古代城镇规划的最高杰出之作。它既是中国建筑的瑰宝，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观赏围城，不仅可以感受到
其历史与文化的底蕴，也可以欣赏到其独特的美学价值。

第四段: 观围城的环保价值

围城虽然不仅是南京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筑物，而且还是中
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之一，但在当今时代，作为一座古建
筑来说，它的环保价值也不能忽视。围城的建筑结构、材料
等对于人们和周边环境生活和发展的影响巨大。从现在的环
保角度看，既要保护好古建筑的文化遗产价值，也要对其进
行更好的环境保护。观围城，不仅令人耳目一新，更激励我
们在更好地维护和保护古文化遗产的同时，要兼顾对周边生
态环境的保护。

第五段： 关于观围城的心得体会

总之，观围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和
传统文化遗产的缩影，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
学价值和环保价值。观围城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古民族文化
中的建筑和工艺的精髓之处，体悟到了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和
文化传承的深度。同时，观围城也教会了我们要像古代人物
一样，维护好我们的城市环境，珍惜好我们所拥有的自然环
境和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爱护我们的文
化遗产，同时不断创造美好的未来。

围城心得体会篇二

《围城》是当代文学巨匠钱钟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常



被拿来拿来做文学解读和人生启示的经典之作。阅读时，我
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小说情节的曲折跌宕，更能从中获得生活
中的启示和哲学思考。近期我读完这部小说，并写下了我的
一些体会和感悟，希望与读者们分享。

第二段：看待围城中人物的态度

在《围城》中，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对生活、婚姻、爱情以
及人性的另一种审视。主人公方鸿渐和郝淑雯的情感纠葛，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生活中婚姻、爱情的复杂性。从小说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在围城中度过的。他们
有着各自的追求和理想，同时都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自己的围
城之中。钱钟书给了读者深刻的思考方式，不同的人生观、
价值观、处世模式和思考方式将导致不同的路程。

第三段：解读围城中“积极”和“消极”的比较

《围城》这部作品上升到了一种哲学思考的高度。通过剖析
方鸿渐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联想到诸多
现代人的迷茫和无奈。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焦虑、失落，而我们往往容易陷入到消极、消沉的情绪中，
而这些我们在《围城》之中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答案。与之
对立的，则是积极行动，通过行动，通过创新、创造和尝试，
以此来缓解消极情绪和获得积极的生命经验。无论是在情感
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积极状态显然要比消极状态更有益
于我们的生活和健康。

第四段：浅析“围城”并非一个人的存在

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可以说它并非是某一
位人物所特有的。在小说之中，作者反复强调了“围城”是
人们在生活中所建造的心墙，这种心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保
护我们，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可能让我们真正获得幸福。相反
的是，这种心墙削弱了我们的勇气和智慧，也使我们难以获



得成功和成就。围城现象的存在，也提示我们要跳出这
种“套路”，挑战陈规习俗，以期望得到更好的生命展现。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值得我们阅读和思考的
经典之作。小说之中所描绘的主题和人物形象，都能够给我
们提供某种程度的人生启示和哲学思考。生命的路途中，我
们难免会遇到关卡和难处，但是在跨越这些围城之前，我们
需要拥有一颗坚定的内心，积极进取的态度，勇往直前的信
念和毅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挑战树立在我们前面的一
道道门槛，开创自己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围城心得体会篇三

读罢《围城》，最爱的自然是唐晓芙，她犹如夏日池塘里的
青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活在那样一个时代，
那样一个社会，她洁身自爱，不攀高比富，也不愿稍稍俯首，
屈低自己的爱情。仿佛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举世皆浊而
其独清，举世皆睡而其独醒。

喜欢唐晓芙，那么自然会喜欢她在书中的一句话。她在拒绝
方鸿渐时说：我爱的人，他在遇到我之前，没有过去，留着
空白等我!她不能忍受自己去喜欢一个有过去的人，即使她就
喜欢着这个人!不喜欢当下很多人宣扬一生只谈一次恋爱会遗
憾;也无法理解那些几个星期换一次男女朋友的人;爱情不该
是奢侈品，而应该是必需品。但是这里所说的爱情，绝不会
是那些频繁换男女朋友的人所认为的庸俗的爱情，而是绝无
仅有的真爱!

从小到大，未曾接触过爱情，并不仅仅是因为父母亲的反对，
也是因为从未遇到过一个人，让自己觉得可以一直就这样走
下去。我信奉一生一次的爱恋，信奉唐晓芙的从空白开始，
信奉那个对的人会在对的时间来到，无需刻意寻找，刻意制



造任何机会。而那个人，只要一牵手，你就知道，那是幸福!

方鸿渐自诩深爱着唐晓芙，后来跟其妻结婚时，不也是一样
的义无反顾，那算得上什么爱情，唐晓芙爱错了人，幸而并
没有屈低自己的爱情!

配得上唐晓芙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一定要多英俊，
多富有，多有权势，但是他一定必须没有过去，甚至在被拒
绝之后，他也应该为其终身不娶;他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一起
爱她，甚至愿意为了她放弃一切;他必须保证自己的爱不会因
为任何人任何事而动摇;他不只应该让她相信自己，更应该让
他相信未来!

围城里还有一段话，甚是喜欢。

拿到一串葡萄，你会从好的开始吃还是从坏的开始吃?按理说，
从好的开始吃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比较乐观，因为他所吃到的
每个葡萄都是所有葡萄里面最好的;而从坏的开始吃的人，理
所当然应该比较悲观，因为他所吃的每个葡萄都是所有葡萄
里面最坏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从坏的开始吃的人，他
还有希望;而从好的开始吃的人，只有怀念。

现实正像吃葡萄，往往有其两面性。你所认定的好，或许恰
恰就是坏;而你所认定的最糟的境遇，或许就是希望。所以在
你身处所谓的幸福时，你要心怀忧患意识;而在你身处险境时，
你要学会看到希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分清是非好坏!

围城读书笔记作文

第一次看《围城》，是好多几年前的事，听说这书有名，于
是就读，除了觉得作者爱用幽默有趣的比喻，印象不深。近
日再读，越读越觉有味道，犹喜欢“导读”上一段文字，觉
得说出了自已的感受，也是对《围城》最好的概括和定
位：“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说点，是本睿智的书，因为



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在哈哈大
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者何以竟
能做到这一步。”

所以我个人觉得《围城》比《官场显形记》《儒林外史》等
讽刺遣责小说更进一步，就在于前者有固定的社会背景，离
了这个社会背景，人物意义就大打折扣。

“好书不允诺廉价的幸福。”

那么《围城》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围城》常被看作关
系婚姻问题，所谓“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冲进
来”，其实不止钱钟书先生把在方渐鸿的经历和其他人的小
故事来用来借喻自己的想法。

那我来剖析一下书中人方鸿渐。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
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
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方鸿渐是有点虚荣的，有点玩世
不恭的，但是，他又并不像辛楣一样有真才实学，也不像韩
学愈等人一样完全昧着良心。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
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城”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
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
假如方鸿渐玩世能够彻底点那也好，可是他没有像韩学愈一
样将他的假凭发扬光大。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
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
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
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
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
玩世态度。苏文纨在归国的轮船上就表现出对方的爱慕了。



可是方并没有表达什么。到后来鸿渐的博士学位闹笑话之时，
本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苏文纨一点就会破。苏
博士不点破，这摆明白了，是因为爱。可是方鸿渐还一头栽
下去，当起了一个爱慕苏小姐的角色，与赵辛楣争风吃醋，
这都不无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以为玩世无所谓，但却不知道
是他自己破坏了自己与唐小姐本应美好的感情，流落到三闾
大学里去。与孙小姐完婚一起到上海打工后，他是被生活所
迫，才抛弃了玩世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撒谎往往是兴奋
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
一个人身心愉快，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
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
谎话都讲不好的。

也许从第一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
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

他层层深陷，却又浑然不知

人的悲剧往往是由自己未能防微杜渐让造成的。

《围城》主要有两大看点，一个是幽默的语言讽刺，一个是
深沉的生活阅历。不得不佩服钱老的文字功底与创造力和对
生活深刻的观察与剖析。文中那些深沉的思想在幽默的语言
下显得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那句被人用滥的“婚姻就
像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当然，《围城》里说的不仅仅是婚姻和爱情，更
说的是人生。

围城心得体会篇四

所以我个人觉得《围城》比《官场显形记》《儒林外史》等
讽刺遣责小说更进一步，就在于前者有固定的社会背景，离
了这个社会背景，人物意义就大打折扣。



“好书不允诺廉价的幸福。”

那么《围城》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围城》常被看作
关系婚姻问题，所谓“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冲进
来”，其实不止钱钟书先生把在方渐鸿的经历和其他人的小
故事来用来借喻自己的想法。

那我来剖析一下书中人方鸿渐。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
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
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方鸿渐是有点虚荣的，有点玩世
不恭的，但是，他又并不像辛楣一样有真才实学，也不像韩
学愈等人一样完全昧着良心。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
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城”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
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
假如方鸿渐玩世能够彻底点那也好，可是他没有像韩学愈一
样将他的假*凭发扬光大。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
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
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
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
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
玩世态度。苏文纨在归国的轮船上就表现出对方的爱慕了。
可是方并没有表达什么。到后来鸿渐的博士学位闹笑话之时，
本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苏文纨一点就会破。苏
博士不点破，这摆明白了，是因为爱。可是方鸿渐还一头栽
下去，当起了一个爱慕苏小姐的角色，与赵辛楣争风吃醋，
这都不无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以为玩世无所谓，但却不知道
是他自己破坏了自己与唐小姐本应美好的感情，流落到三闾
大学里去。与孙小姐完婚一起到上海打工后，他是被生活所
迫，才抛弃了玩世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撒谎往往是兴奋



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
一个人身心愉快，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
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
谎话都讲不好的。

也许从第一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
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

他层层深陷，却又浑然不知。

人的悲剧往往是由自己未能防微杜渐让造成的。

围城心得体会篇五

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
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现它的存在。

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
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
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
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

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

教育愈普遍，而写信的人愈少;并非商业上的要务，大家还是
怕写信，宁可打电话。我想这因为写信容易出丑，地位很高，
讲话很体面的人往往笔动不来。可是电话可以省掉面目可憎
者的拜访，文理不通者的写信，也算是个功德无量的发明。

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
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
的水面上在长毛。

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是天生了教愚笨的男人向她颠倒的，因



为他自己没有才学，他把才学看得神秘，了不得，五体投地
的爱慕，好比没有钱的穷小子对富翁的崇拜。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惩罚——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

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
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
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
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结果，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她的平淡，更使鸿渐恐惧，觉得这是爱情超热烈的安稳，仿
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
量。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
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彷佛纸浸了油，变成半
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
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
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
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
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
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上海不愧是文明先进之区，中学女孩子已经把门面油漆粉刷，
招徕男人了，这是外国也少有的。可是这女孩子的脸假的老
实，因为决没人相信贴在她脸上的那张脂粉薄饼会是她的本
来面目。……刻意打扮的女孩子，或者是已有男朋友，对自
己的身体发生了新的兴趣，发现了新的价值，或者是需要男
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好刺眼射目，不致遭男人忽略。

太太对丈夫尽的小小义务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男
子旁人勉强不来

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



这就是生离死别比百年团聚好的地方，它能使人不老。

送给女人的东西，很少是真正自己的，拆穿了都是借花献佛。

……爱是又曲又折又伟大的感情，绝非那么轻易简单。假使
这样就会爱上一个人，那么，爱情容易得使自己不相信，容
易得使自己不心服了。

理想不仅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他是美丽
的对象，去做以后，它变成了残酷的对照。

世间哪有什么爱情，纯粹是生殖冲动。

假使爱女人，应当爱及女人的狗。那么真心结交朋友，应当
忘掉朋友的过失。

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
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
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

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
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
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

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
的东西。

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住在这孤岛上的人，
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
了。

最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
日子。渐渐地恨不能天天见面了;到后来，恨不能刻刻见面了。



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
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己不羞缩，光明和
轮廓都清新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
屑地在夜谈。不知那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
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
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
绿的小眼睛。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
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像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家瞻
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
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
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
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
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有群众生活的地方全有政治。

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
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
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给科学家
官做的，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

我发现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

世界上大事情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
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却绝不肯偷别人的钱。



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
蛛就要挂网。

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
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
嘴也不过尔尔。

蛋已经下了，就不要去问母鸡是怎么下的。

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
你有资格得到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她已经另有
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
的义务。

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感伤，深
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
记忆里，立碑志墓，偶一凭吊，像对唐晓芙的一番情感，有
几个自己，仿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
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向爱尔兰人买文凭的
自己。

围城心得体会篇六

第一段：围城让我深入理解“围城心态”。

《围城》是一部全景式地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小说，它的主
题围绕着“围城心态”这个话题展开。通过这本书，我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什么是“围城心态”。对于这种心态，我相信
对需要修正的人来说，这本书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这个心态的核心是“等待”。围城心态的人总是在等待幸福、
等待机会、等待完美，但殊不知，待下去的时间，往往是越
长越孤独，越难以自拔。因此，“围城心态”是一种非常危



险的心态。

第二段：《围城》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夏丏尊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围城心态”，但
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和措施。特别是，拥有“围城心
态”的秦淮清和苏小姐，他们的人生挣扎，对我影响最深。
对比自己的人生，我发现自己还是太过于浮躁，总想得到某
些东西，不愿意努力耐心地去等待。再加上对一些不是那么
好看的结果提前有所预判，也会让我失去对人生的信心。通
过阅读《围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并努力改变自己
的思想。

第三段：《围城》的语言和结构都非常优秀。

除了小说所表达的主题外，书中的语言和结构都非常使人印
象深刻和耐人寻味。在小说中，夏丏尊使用了大量的描写技
巧，并借用典故和谚语，表达了深刻的哲理和见解。这些技
巧让我不断地被吸引，然后陷入深思。此外，《围城》这部
小说的结构也恰到好处，夏丏尊把整个故事都纵横交错地展
开，像缪斯般游走在时间与空间的之间，让读者在时间与空
间的世界里去回旋。

第四段：《围城》让我调整了对于婚姻的看法。

《围城》里的很多人物都有关于婚姻的见解和体验，这些都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的人物对于婚姻的态度无不反
映了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潜在的人性和文化脉搏。在看了这本
书以后，我开始重新审视了我对婚姻的看法，并且对我的婚
姻态度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不再把婚姻看成是传统意义
上的能带来物质和情感上的保障的王国，而是一个彼此理解
和支持，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平衡之处。

第五段：总结对《围城》的阅读和体会。



在读了《围城》以后，我的生活里多了很多思考，多了很多
内心的反思。《围城》展现的“围城心态”是现代人非常普
遍的一种心态，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并尝试去摆脱
它。夏丏尊这本书的结构合理，语言优美，和人性的深度交
融，具有普遍的教育和启发意义。阅读完《围城》以后，我
深信它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相信它将成为我一生中恒久
的助力和支持。

围城心得体会篇七

钱老钟书的围城是我榻侧几前的必备读物。钱老不愧为大家，
对人物嘲素描式的勾勒，创造性的谐趣语言，不是很连贯性
的情节描述。不苛求华丽辞藻的铺陈，寥寥数笔，就把读者
溶了进去，跟里面的各色人物一起悲欢嘻怒。

据说有段时间围城在台湾被列为禁书，但是我从里面没读出
什么---性的东西来，也没看到有什么言辞对国民政府产生了
攻击，或许自己的---敏感性太弱的缘故吧。有时反而觉得当
时的世风还没沉沦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拿方鸿渐办假文凭来
说，要从报纸的一角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才能找的到联系方式，
当今大街小巷墙上地下涂的到处是这样的广告，确实方便了
许多。方鸿渐办假文凭之前内心很矛盾，只能找各种理由宽
慰自己：“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准丈人是商人，
要看‘契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
良心。”方鸿渐确实还有着知识分子的良心，看到自己假博
士的头衔被刊在报纸上，听到被人喊他方博士，他会脸红、
心跳加速甚至恼怒。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个可悲、可叹、可怜又有些可爱的
人物。他出生于一个无锡没落乡绅的家庭，先是在北平读学，
后来依仗了准岳丈的资助去英国留洋，最后迫于馕中羞涩无
奈回国。实际上在回国的邮船上方鸿渐是迷茫的，他能做什
么?文不能治庙堂武不能理关河，只能带着玩世心态随波逐流，
所以跟鲍小姐发生的拎不清的关系正是他内心苦闷的写照。



方鸿渐的运道是衰的，回来后正赶上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刀兵
之年，他发现已经没办法融进功利的世态之中了。先是寄准
岳丈篱下后被委婉逐出;先是追求唐晓芙后被学友苏文纨棒打
鸳鸯。只好在赵辛楣的提携下卷了铺盖去当了个副教授，一
连串的打击，方鸿渐心中残存的那一丝自信已消失的无影无
踪了。钱老用纯白描的手法把一个有些虚伪，有些乖张，有
些懦弱的小知识份子形象勾画的淋漓尽致。

方鸿渐后来跟同样沦落天涯而胸中颇有心计的孙柔嘉成立了
家庭，然后又以争吵失败告终。方鸿渐彻底失败了，钱老最
终没写到主人公的归宿，实际上也没必要了，方鸿渐是张大
众脸，他代表着千千万万小知识份子的真实生活：试图改变
现实，而又处处碰壁，试图融进世俗，而又不被接纳。

“人生如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
只有超脱于世冷眼旁观的而又在性情中之中的人，才能说出
这样的话语，对人生的概括简约明了，钱老钟书就是这样的
人。

围城心得体会篇八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著名作家钱钟
书通过挖掘人性的深层次，刻画了一幅和当代人息息相关的
社会风貌图景。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钱
钟书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对此我有许多感悟和体会。

第二段：人性的探究

《围城》通过对人性的探究，深刻揭示了人类内心的复杂和
矛盾。作品描绘了主人公方鸿渐在求学生涯中愈加迷失和无
奈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在情感生活中的失意和煎熬。这种关
于人性的探究让我深深思考到，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是充满了
荆棘和坎坷的，只有面对自己的内心困扰，才能真正成就一
个自由自在的人生。



第三段：亲情与友情的比较

《围城》中对亲情和友情的描绘也非常深刻，将亲情和友情
相互比较，让我感触颇深。书中的母亲爱子之情毫不掩饰，
令人感动，而对朋友间的疏离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人际交往中
的困难。亲情与友情之间的比较，让我认识到，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是相当复杂的，要想对待他人真诚，首先要对自己的
内心有深入的了解。只有自我意识健全和内心历练充足，才
能真正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第四段：社会状态的反映

《围城》不仅是针对人性的探究，它也是对当时社会风貌的
深刻揭示。小说中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状态，比如青年学
生群体的困惑和苦闷，城市的物质文明与人文素养的落差等
等。对于当代人而言，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我
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
社会的发展状况。

第五段：对于人生的思考

《围城》让我不断思考和反思，对于自己的人生也有了一些
新的认识和思考。在书中，作者通过对人性、人际关系以及
社会状态的描绘，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社会世界。
小说中成败得失、追求和放弃之间的哲理性思考，让我深刻
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并非是只有成功和功利，而是在于追求和
完善自我。我深信，只要我们有正确的人生观念，并不断努
力学习和提高自己，在人生的路途中就能像小说中的主人公
一样勇往直前。

总之，读《围城》是一次深入探究人性、探索真实自我的过
程，它让我从不同角度认识了当代人生的真谛和意义，给我
带来了许多启示和感悟，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和体味的经典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