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边城读后感(精选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边城读后感篇一

那个年青人终究有没有回来呢？《边城》里没有说，留下一
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给读者去猜测、去弥补。象一首悠长的山
歌，旋律朴素，但响亮的腔调却足以在听者心中激荡起层层
涟漪，久久不能散去。

假如把各种书本比方成各式的饮品，那么，《边城》便是一
杯白开水，通明、朴实，不含任何杂质。进口的感觉尽管总
是淡淡的，但你不会厌恶，反而，会在一次一次的品饮中领
会到她异乎寻常的风味。

不能不敬服沈先生的文笔，薄薄的一本小书，那样云淡风轻
的描绘，就生动地重现了茶峒别具特色的情面风味、乡土油
滑。还有翠翠，这个山泉相同明澈的女孩，她的爱情亦在言
外之意泰然自若地铺打开来了。遍览全书，可曾有一处明了
解白地写出“爱情”两字呢？但但凡用心读过的人就必定能
领会出一个情笃初开的女孩对爱情的神往与执着。

要怎样的一份情感，才值得用终身去等候呢？看书的人或许
不了解，但写书的人必定了解，书中的人物必定了解。

翠翠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年岁吧，刚刚开端神往“爱情”这种
奥秘的情感。她所想要的，不是富有的家业，不是显赫的位
置，她所期盼的，不过是自己喜爱的人能为自己唱三年零六
个月的情歌，而自己就能在歌声的随同下，在美丽的梦境里



漫游。

这本书把一个沉溺在对爱情的夸姣梦想中的女孩的形象勾勒
出来了。咱们的眼前或许没有这个女孩的容颜特征，但有一
点是无庸置疑的：她必定有一双明澈通明的眸子，必定有一
颗晶亮剔透的心。都市里有太多纷扰杂乱的情感了，就像河
水，再好的水质也免不了搀和泥沙和石块。而在《边城》里，
全部都是简简略单的。爱，或许不爱，一句话就能够说了解。

《边城》像清风一般吹拂着都市人那颗不安分的心。简略决
不意味平平，相反，简略的文字、简略的情节，蕴藏的正是
激烈的情感。《边城》里的文字正如茶峒小镇的民俗，憨厚、
单纯、明晰。在普通中看出巨大，在琐碎中泄漏深入。这便是
《边城》。

边城读后感篇二

却冲不淡那一份幽柔的'爱。一首曲，唱了千年，

却道不尽那一段缠绵的情。一个是豪放豁达，一个是温柔美
丽，

却同是一种相思，一处哀愁，而这愁的对面，

也随着这一场浊雨落入碧溪远去。

不曾回来的歌声啊，是谁为你把灵魂浮起，是谁为你将命运
囚禁。是这一溪翠竹依傍的水，

是这一首翠雨相怜的曲。来来回回的渡船只为找寻那曾经的
一片磬香，

可终究离不了那摆渡的绳索，只得翘首远方的凶滩，守望这
一溪水，守望这一首曲。爱情无悔，幽幽水令。



边城读后感篇三

看《边城》的人应当都能记得那个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
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朦朦胧胧的不确定性，使人揪
心，使人期待，好像只要一向想着“回来”两个字，二老傩
送就会出此刻眼前。我看过一些评论《边城》的文章，他们
把这样的结局称为凄惨，我想凄惨倒算不上，应当是淡淡的
哀伤，大体上还能感受到温暖。人生不顺意，生老病死，误
会与错过，造成在大多数人看来分隔两地的结局，不能不说
却有遗憾。

渡船老人日日为过溪人撑船，不取分毫，为大家伙谋方便，
有时甚至不吃饭也要将人们先送过溪，为的是让他们赶紧回
家吃饭，这是个着实质朴的老人家，身子骨也硬朗。翠翠与
渡船老人相依为命，日子稍稍艰苦些，也称得上平淡却幸福。
少女情怀初开之后，有些事注定会发生，感情路哪那么容易
一路顺风，总需绕些个弯子。内敛、羞涩的欢喜从翠翠身上
表现出来，每每看见心仪的二老傩送，突得就红了整张脸，
也免不了做作地跑出家去做其他事，女孩子的矜持在这时候
体现得淋漓尽致。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我去决定，这不失为
一个思想的提高。

像船总顺顺那样的小财主，平日里对谁也都和和气气的，难
得发脾气。意外总在想不到的时候发生，大老天保和二老傩
送同时喜欢上翠翠后，也互相证明了心意，两个正直的小伙
子说好要公平竞争。他们低估了女人对感情的敏感程度，早
已心有所属的翠翠哪明白他们的心思，情窦初开的她连自我
为什么脸红都不甚清楚。

最令人心碎的就是天保的去世，如此能干的男人，性情爽朗，
拿得起放得下，由于意外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惜。祸不单
行，继天保出意外之后，船总顺顺与傩送心理总也有个疙瘩，
放不下这事。因而对着渡船老人的暗中打探，他们躲躲藏藏，
态度自然也算不上友好，毕竟，心爱的儿子与哥哥去世了，



与这老人颇有些关系。读后感·渡船老人一次次打探失败后，
不免心里忧郁，患上了毛病，年纪也大了，郁积于心，最终
也走了，留下翠翠一个人。船总便想接翠翠到家里，将她配
给二儿子傩送，可是，这时候，傩送已经驾船远行，不清楚
碧溪岨发生的一切。

边城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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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篇五

《边城》描述一出悲剧，里面却有诗的、充满哲理的朴实的
语言。

这部小说讲述了到大，从无忧无虑到心事重重——从喜到悲
的'过程。孤苦的小，再孤独地守候渡船一辈子。

是命运在捉弄小，一家船总的儿子都相中了翠翠，是她确实
太美丽的缘故，是机缘巧合的缘故，才使得那兄弟都爱上她，
还都翠翠的最爱，最爱。但这并破坏兄弟的感情，真是难得！

翠翠喜欢“二老”，有“岳云”诨号的摊送，长相比“大
老”英俊，还会唱山歌，不给“大老”的提亲答复，“大
老”伤透了心，外出做生意，莫名其妙地掉到水中淹死
了——本来是救人的好手，至于“不慎”掉到水中淹死
了。“大老”其实在用死亡来成全的婚事，因的死，伤心不
已，非要走遍河道找寻的尸骨。

翠翠的唯一亲人——老祖父，翠翠的婚事着落，在风雨交加
的夜晚怀着满腔愁怨去世了，只剩下翠翠孤零零的生活。

《边城》透露着淡淡的哀伤，老大天保的死、老祖父的死都
像是命运的，留给翠翠的无尽的等待。

文章中含着伤感，向揭示了生活中交流和沟通的性。在生活
中，必要的语言交流而的误会是那样多，有些还很可怕。

生活是宝贵的，美好的婚姻应该好好珍惜，缘份，了，就次
了……

边城读后感篇六

《边城》一书就是直到高中才把它读完的。“小溪流下去，



绕山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
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
有了小小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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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皆能够计数。”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就就是那么鲜活。用
如此清新的文字搭构了边城。《边城》创作于一九三0年，正
处于中国最黑暗的军阀混乱时期，沈从文正就是借《边城》
来寄寓对社会动荡的厌恶，书中的世界正就是他心中的桃花
源吧！

茶峒、小溪、溪边的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位老
艄公、一个小女孩、一条黄狗、夕阳西沉、小船收渡。这样
的生活无形中组成了一幅图画，凝结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在
《边城》里看到的人淳朴、勤俭、友善、和平、在那里没有
军阀混乱时的阶级对立与斗争。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溪边白色小塔”这一形象。白塔，屹立
不倒，像守护神一样守护着翠翠一家，眼看着翠翠一天天长
大，看着老艄公一天天老去。翠翠心里那些不敢公开的想法
都说给白塔听。但白塔永远持续沉默，正和翠翠应对自我喜
欢的二佬，不敢明说，只就是一味的沉默，甚至还有点冷漠。
直到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白塔倒了，爷爷也在静寂中离去，
就只剩下翠翠一人独自去摆渡。

翠翠就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化身。在一次端午赛龙舟的
盛会上与二佬傩送不期而遇，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在她心里已
撩起了一丝情愫。之后正直保守的天保与生龙活虎的傩送同
时喜欢上了摆渡船的翠翠。两人就应就就是情敌吧！但没有
你死我活的斗争，很公平地，天保走车路，傩送走马路，唱
得翠翠在梦中飞到对面的山顶上抓了把虎耳草。天保似乎预
料到了自我的结果，亦然选取下江离去，免得二佬为难。但
不幸溺死于湍急的涡流之中。由于天保之死，似乎也动摇了
傩送“不要碾坊要渡船”的决心，也选取去独闯天下，只留
下翠翠一人在溪边摆渡。也许早就注定了翠翠与她母亲同样



的杯具—永远地等待下去。但沈从文先生在最后又说：“也
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给翠翠这个人物增添了
一些哀怨。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边城。只就是沈从文心中的边城那
么遥远，在那呼唤着我们…—

边城读后感篇七

《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的作品在中国文
学史上也是有重要的地位，据说差点得了诺贝尔奖，趁着周
末空闲我翻开了《边城》。

书中的.边城是湘西，这个地方有从四川到湖南的一条官路，
故事就从一个叫做“茶峒”的小山城说起，这里有一个小溪，
小溪旁边有一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
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个女孩就是
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
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老人靠渡船维持生计。小城是
非常安静的，小小的边城里面的日子悠闲而自在。这种神仙
一样的日子随着翠翠的长大就发生了变化。

天保和傩送这两个土生土养的湘西小伙，从小在父亲的训练
下跟船各处旅行，培养出健康正直的人格，懂得做人的勇气
和义气。“对付仇敌必须用刀，联结朋友也必须用刀”到需
要用刀时，他们就从不让它失去那点机会。这可能就是野夫
说的那片土地上“多游侠子弟气”，“弄得两个人结实如老
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他们
都有责任心，有担当，真性情。兄弟俩同时爱上翠翠，却手
足情深没有因此反目，而是公平竞争，对待爱情也敢于争取。

这部小说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品。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



凸显了人性的善良和心灵的澄澈。总之《边城》唯美中带着
伤感，意境里也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快乐。总之，我很推荐这
本书。

边城读后感篇八

上课，读书交流会，有个孩子讲《边城》，她说感觉里面的
人物都很孤独。她的这种感觉令我震惊，毕竟她才15岁！很
多年前好像也写过一篇因为读《边城》而倍感孤独的博文。
于是我就翻找了出来！

我也喜欢沈从文清新质朴的文风，喜欢《边城》，那碧溪咀
的渡船，焦虑的爷爷，执着的翠翠和傩送，那戛然而止的情
歌，都曾让我沉醉、深沉、忧郁、悲伤、孤寂。

想到翠翠梦中摘虎耳草，不禁想起《诗经·静女》的诗
句“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不是
草那么珍贵而是心爱的赠送，或是要送给心爱的人，抑或是
这草关联着心爱的人，所以，无论是花是草都很珍贵。纯美
的爱情记忆似乎都与高大上无关，往往是特定情境中的一个
小小的物件或一个细微的动作。所以伟大的作品就用一根野
外采摘的茅草或一把虎耳草，这种质朴的传情达意的方法，
流传演绎千年不衰。

但我没心情停留在美好爱情的传情物上，因为我读出了那种
凄美的孤独感，而且每读一遍，孤独就加深一层。

而爷爷的孤独更为深沉，小说中没有写奶奶，奶奶定然早就
去世了，爷爷如何孤独的送走自己的妻子，又如何含辛茹苦
的养育女儿，无从得知。然而，还没给你时间去思考这些问
题的时候，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女儿女婿惨死，又留下幼小
的孙女，这孙女是在慰藉爷爷的孤独，还是在时刻提醒着爷
爷生命的孤独呢？而无论自己多么努力，而今又要眼睁睁看
着唯一的亲人，可爱的外孙女的爱情一步步走向绝望，爷爷



的焦虑、孤独和悲苦，又有谁知道呢？因为悲苦、孤独、焦
虑没有任何排解的渠道，只好带着孤独、焦虑的心离开人世，
除了可怜的翠翠的哭声，还有谁知道曾经有一个孤独、悲苦
的老人存在过呢？而且爷爷死不瞑目，因为他不知道有谁能
来帮帮他，帮帮他的外孙女翠翠！

去问问如我一般年纪的“过来人”，他们一听到我的问题就
大笑了起来，“你孤独呀？那来一起打打麻将呀！”“出去
卡拉一吼就不孤独了”“约几个喝一顿就不孤独了”“还不
行啊，去街上有很多亮着粉红色灯光的地方走一走！”他们
在为问题的解决出谋划策，但他们内心都不孤独吗？站在阳
台上，看着深夜一两点还灯火通明的街市和川流不息的人们，
很想走过去拦住他们每个人问问，你们孤独吗？“子非鱼安
知鱼之乐？”确实无法确知他人的内心，但我敢肯定，我内
心常有孤独的感觉，有时，是一个人的时候，有时甚至很多
人在我身边，而且他们都很热闹的时候……孤独了，有时会
想很多，想年迈的父母、想遥远的故乡，想亲人，想朋友，
想一路走来的得失，想该如何生，又会如何离开……但有时
候，孤独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孤独的时候，也想主动去排解这孤独的情绪，找朋友聊聊，
管他听得懂听不懂，说完似乎就好多了，有时，喝喝酒，喝
着喝着，说着说着，竟然能说出一大片孤独，能喝出很多类
与自己的沦落之人。喝完，醉了，回家若能倒头就睡，这次
的孤独感就消失殆尽了。但也有不幸的时候，聊完，喝完，
醉了，回家却睡不着，孤独就撑着你的双眼直到天明。

这样想，剩下的问题就是你孤独的像谁了？究竟像谁呢？别
人都猜不中，可能也没人猜，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你自己知
道了。

边城读后感篇九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确写得很漂亮，把小说当散文来写，



意境非常美。

看过小说《边城》的一些介绍，其中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
一定的象征意义，把整个时代都写出来。但作为一般的读者，
我承认自己没有办法看得太透。

小说《边城》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有
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
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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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
远近有了小小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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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城镇的物质建设虽然显得腾
飞发达，但是在建设的背后又显露出另一方面的破坏。就像
自然环境，是那样的污染不堪：树木被伐、空气干躁、噪声
不断、垃圾成堆。这样的环境，使人的身心受了严重的压抑。
所以，人又是那么向往农村那种清静、舒畅的生活空间。或
许这也是小说《边城》作者的思路。

并且在现今的时代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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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同时，人与人的心灵同样
显得狭窄;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与人来往的途径是那样的便
捷，但人的沟通却是那样的艰难。一道墙，不单是隔绝了人
与人之间的居住场所，也同时隔绝了人心灵的来往;一扇防盗
门，似乎避免了外人的闯入，但同时也囚牢了自己与外界的
联络。

而在小说《边城》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
善、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
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溪边，五十年来不知
把船来去渡了多少年。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
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



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
里活下去。”在写到主人公翠翠的时候是：“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
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
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
睛瞅着那陌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
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文章在写
到掌管水码头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
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
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
私……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在说到两位年青人的时候，
又写得是那样受人欢迎：“结实如小公牛……豪放豁达，不
拘常套小节……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而更让人称
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
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船将岸边，祖父正向
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
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
船拢岸。”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小说《边城》作者在给我们展现这
一幅人与自然相得相融，优美和谐图画的同时，却又流露出
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