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边城的读后感(模板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边城的读后感篇一

《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
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看完边城，不如写一篇边城读后感纪
念一下吧！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大学生边城读后感800
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边城》是湘西的伟大的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篇描写湘西人
民美好而又淳朴的人性的文章，看了这部小说我不得不为女
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美好而又遗憾的爱情所感动。女主人公
从小生活在湘西这片纯洁的土地上，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姑娘，她与男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见后爱上了彼此，
但是，因为他们的善良，他们在哥哥出事后，不能什么都不
管的相爱，男主人公还是深深的爱着女主人公，但是他在最
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女主人公，可见当时的湘西人民是非常的
善良的。

今天，当有些男女相爱时他们根本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他
们认为只要有爱情就够了，就这样他们进入了婚姻，但是，
结婚不久就会发现不适合又离婚。他们的爱情仅仅只是所谓
的爱情而以。而边城中的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离开之后还是
每一天都等着男主人公回来，这才是伟大的爱情，虽然不知
道结果，但还是等着自己的爱人，想一想，现在的许多女人，
当遇到比自己的男朋友有钱的人时根本就不顾曾经的感情多
么的伟大。而是一切都是向前看，马上抛弃自己没钱但是爱
自己的男朋友。这种女生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价值



观呢。

除了爱情而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湘西当地的有情有义的人，
也是值得一看的，他们的一些美好的品质也是现代人所缺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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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的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局的爱情，可是爱情
不是这本小说的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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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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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帮助，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相比之下，
我们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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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城市也能变得温暖和谐。每一
个人都有宁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爱护着我们生
存的环境，彼此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家一样的世界。而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的
心去生活。

读罢《边城》，脑海里留下的只有一片青翠的绿色，那种绿
不同于油画家笔下沉稳厚重的墨绿，也不同于水墨画中轻描
淡写的石青;而是一种纯粹且通透的青翠，翠得发亮，翠得莹
润，翠得仿佛能凭空沁出芬芳的水气，翠得仿佛草木间所含
的天地灵气都劈面扑来。

想必是沈老先生难以忘怀故乡的葱翠，所以他赋予女主角同



样秀丽的名字——翠翠。翠翠就如同白娟前的一条灵巧绣丝，
乌黑油亮的发辫透露出青春的气息。她一跳，白娟上就出现
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她一笑，白绢上就现出了一座玲珑的
吊脚楼;她走得越远，白娟上的景象就越多，当她拿起那支古
旧的船桨时，一座湘西边城的全景便跃然展示在读者眼前。

发乎情，止乎礼。翠翠的爱情似乎戛然而止，年复一年的渡
船上何时才会重现当年那个翩翩少年的身影?死亡建筑起一道
看不见的桥梁，被桥梁生生分开的爱人可还能重聚?年复一年
执着等待的翠翠不知道，最终允准这段姻缘的顺顺也不知道。
若是回来，便是爱情战胜了死亡;若是没有，那么伦理终究高
于情感;无论结局如何，茶峒里的人们都真诚地活着，他们不
愧于天地，无悔于自己，淳朴而高贵。

这本书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兵荒马乱的时代之殇仍然在中
华大地延续，古老的中国在外来侵略下被迫经历着一场由封
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形态的变革，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被逼
向崩溃的边缘。糟粕固然受到了批判，然而其值得继承的部
分也在分崩离析，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开始模糊。在这样动荡
的时代，个人的存在几乎没有意义，所有的意志都遭受到无
情的碾压。沈从文岁出身在民风剽悍的湘西，性格却脆弱敏
感。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革命狂热背后的隐忧，并在作品中流
露出迷惘和难以适应的情绪。所以他以笔代画，“以其独到
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
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
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
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边城》作为沈从
文的代表作，可谓命运坎坷。沈从文自建国以后，饱受左翼
文化界的批判，其重要证据就是以《边城》为代表的“颓废
色情”作品;然而身后，《边城》又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重
新奠定了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世事反复无常，
再对照着《边城》里宿命式的爱情悲剧，令人喟叹。

读《边城》，除了主人公的故事，最让人感怀的，无疑是作



者笔下那个安然而纯美的湘西小城。妓女与水手间独特的爱
情、渡客和管船人在金钱上的相互礼让，都带着酽酽的温情。
人与人之间赤忱相待，没有金钱和人情的纷扰，互相体恤、
互相尊重，与千年前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遥相呼应。如果说
桃花源是熏染着微微桃花色的人间仙境，那么《边城》就是
晕染着青翠之色的洞天福地。茶峒的地名里带着绿色，翠翠
的名字里带着绿色，还有作者不吝笔墨描写的青山绿水，以
及茶峒人民热情淳朴的生命之色。绿色象征着和平与生命，
茶峒里到处流露的温厚人情犹如丰肥的土壤，孕畜出健康自
然的人性，孕育出一处独属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乌托邦。
这座美丽的边陲小镇将伴随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成为永恒的
天空之城。

“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雾，
惟书中人，俨若可以不死。”

那样一个少女，在古老、寂静的水乡叙述着她羞涩的爱情。
在那样一幅山水迷蒙的画卷中，永远印刻着一个老人、一个
女孩子、一只黄狗。那老人永远想要保护那女孩，而那女孩
永远需要那老人的呵护，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亲人。黝黑的皮
肤，清明如水晶的眼眸，让两位年轻人爱上了她;如燕雏般渴
求的眼神、寻求依靠的目光，让爷爷不忍离开她，并为之操
劳终身;不知不觉到来的青春，蒙上羞涩，带着些许萌动，最
终却无法掌握命运。

翠翠，翠色如翠竹，亦脆弱。爱情来得如此简单，几面之缘
就让爱苗滋长于心。然而旁人的促成似乎更多于本人的意志。
旁人并没有强加，而他们其实早已心意相通，只是不曾表露。
隔着山水，这感情来得如此朦胧。爱情却进行得如此艰难，
没有兄弟间的角逐，只有全身而退。是为了翠翠的幸福而退
出这场游戏放她走，还是为了兄弟间的情谊，不忍抹杀。最
终牺牲自己，让爱成为一把匕首，将自己的心割裂。

那段时间，那老人似乎在城内城外跑得很忙，然而更奠定了



结局的悲凉：爷爷终究死了，翠翠等待的那个人，他是否知
道翠翠在等他呢?他是否会回来呢?“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
了，也许‘明天’回来!”在这个寂静的水乡，从未说出口
的“爱”字，从未流露过的感情最终让一切心绪归于平静，
却让人心如止水，望眼欲穿。

纵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却也有命运弄人。为命运所掌控，
让他们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离，悲剧早已奠定，让
所有臣服者绕着既定的圈走，默默无言，只剩泪水。

为何只剩守候，为何要守望幸福，为何让萌动的心羞于见天
际?若是成为命运的掌控者，也许一切都会艳阳高照，照开愁
云密布，照亮城里城外，照亮左岸右岸，照亮山水两头。水
的一头会有鸳鸯共双溪。

全境抑郁到不能自已，然而让人不忍逆转。

喜欢读书评，也就知道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很早就让我有
读它的想法，然而，当我把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捧在手里的时
候，却发现这并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

说这本书不容昜读并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复杂的情节，众多
的人物，相反，这本书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渡口的老船夫
临死前希望能给自己外孙女翠翠找个靠得住的孙女婿，在所
谓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傩中选择，结果大老在
一次载船运货途中溺水身亡，二傩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死在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渡口上只剩下孤零零的翠翠。

而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也给读者带来困难，当然可以称为一
种语言特色。例如“在这小城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
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这样只能
意会的句子到处都是，无疑会给“农人”和“士兵”带来阅
读的困难。



我只能说是作者杜撰了一个美丽而纠结的故事。

边城的读后感篇二

《边城》写的是一个恋爱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湘西山城
茶峒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城边
碧溪老船夫的孙女翠翠。但翠翠心里爱的却是傩送，当天保
明白了实情后，深知不能勉强，主动退出了竞争，架船下辰
州，好忘却那里的一切，却不幸遇难。傩送虽然一直爱着翠
翠，但哥哥为此而死，使他心中压抑，又对老船夫有误会，
也在痛苦中离家去了桃源。而翠翠独自承担所有的变故，在
等着，等着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的人。

人世间的美好与凄凉，在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边城的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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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的读后感篇四

我喜欢沈从文这个名字，也喜欢沈从文写的《边城》。

在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一个用人性描绘起来的瑰丽而温馨的
世界，这里人性皆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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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
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相
亲相爱、互帮互助；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
突，小说的结局是悲的，可是不是险恶奸邪所为。

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
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
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
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
形式。

读着它的时候，心是宁静的，灵魂是清澈的，感动的心是真
切的痛，却又是饱含着最深的向往。在这个生活节奏极快，
思想剧烈碰撞的年代，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脆
弱，爱情，缺少婉转；相亲相爱，也带着目的，抱着想法。

文档为doc格式

边城的读后感篇五

读完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让我进入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
那一个世界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一切都那么可爱，我喜
爱里面的一切。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记载：豁然开
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而在作家
沈从文先生的笔下，也淌开了一副美轮美奂的世外桃源图画。
这幅湘西茶峒景致，不仅沉淀了淳朴自然的边城而又弥漫着
浓郁的爱情诗意。



书中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淳朴、勤俭、友善的女孩，从小就
有着一颗助人为乐的心，她的行为与友善使得那里的人都赞
叹不已。特别是她那颗单纯的心，就像一块洁白无暇的玉，
她似乎看起来没有烦恼，整天都与小黄狗相依为命的她好像
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意，遇到心上人心理渴望、嘴里拒绝、
脸上害羞。也许她正是传统女性的代表吧，总把纯洁的爱情
掩藏在心底深处。但是在书中她的可爱与无知更使读者深深
喜爱着这个小主人公，在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书中的另一条感情线就是翠翠与她爷爷之间浓厚的孙女之情。
老人诚恳、淳朴，在自己的女儿与一个军人结为夫妇抛下翠
翠和他走后，他没有任何的怨言，只觉得照顾孙女是他该做
的。在现今的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是那样的陌生
和功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似乎都卷入你争我夺的潮流
之中，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小的同时，人与人的心灵用样显
得那么狭窄，空气都能阻挡人心灵的沟通。可在边城里，老
人一个一生为人拉船的却能架起一座让整个乡村心灵拉近的
桥。它与我们当今社会不同，它推开了空气，自己建立心中
的桥。我感觉当今社会越繁华，人们之间心灵的距离越遥远。
而在边城这样朴素的环境中，人们之间的心距几乎为零，这
很值得我们学习。

书中另一个动点，就是翠翠与傩送之间的感情。我最喜欢的
一个镜头就是在夜间：傩送在桥的那头唱着山歌，而在桥的
这头，美丽善良的翠翠恬静地睡着了。这种感觉很飘渺、很
浪漫。其实他们之间有过几次心灵的摩擦，但都是因为双方
勇气的渺小给打败了。翠翠心中爱着傩送但却不敢表示，傩
送只懂唱情歌加误会，他们之间的童话爱恋一切都显得那么
自然，那么赋有魅力。

但是，最后的结尾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有的人说：“越
是美丽的东西，越要摔破给人看，让人们永远记住它。”也
许，《边城》的结尾就是这样，爷爷那么善良、那么淳朴却
最后在雨中悲惨死去，并且连自己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傩送



那么痴情那么诚恳却也要遭受河水的袭击。而翠翠美丽、善
良、纯真、聪明、大方、孝顺却失去亲人的爱与自己渴望的
爱情，其实，在这里，翠翠一个从小就遭受人生悲惨命运的
心灵，本想寻得一处关爱，却一直得不到实现，是那一个社
会里某些人的写照。

山风，河流，翠竹及繁华的市井码头，白河沿岸静谧悠然的
边城，翠翠的梦倾泻在字里行间，点染了湘西的江清月近，
浸润了流水汩汩。她在情窦初开后，坚持地追求爱情。一场
爱情的邂逅，改变了诸多人的一生。我们总是在最不懂爱情
的时候，遇到最美的爱情，然后错过。不仅是翠翠，现代社
会的人也同如此。谁不想拥有完美的爱情，可命运的捉弄使
两人失之交臂。翠翠是画中人，她的爱情是画中一道风景。
或陈韵悠长，或淡然清新。所有心思浮动，沉积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