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城南旧事读后感 城南旧事五年
级读后感(优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一

每当我读起《城南旧事》的时候，总会想到林海音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学过一篇关于她的课文，叫《窃读记》。

我一翻开书本，就看到了贯穿全书的英子。时间从1923年开
始。英子由一位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到十三岁。书中故事的发
展循着英子的观点改变。故事虽是全书骨骼，她的观察却给
了它血肉。英子原是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观看成人世界的
悲欢离合，直到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随之结束，在十三岁时
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该负的责任。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
促，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的童年欢乐的短暂可贵。但是童年时
不易写的主题。由于儿童对人生知识有限，童年的回忆容易
陷入情感丰富而内容贫乏的'困境。林海音能够成功地写下她
的童年且使之永恒，是由于她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

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林海音是一位坚强、独立的小女孩，
好像林海音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本书可以让我知道英子的生活经历和她的慢慢变化一个童
年，真好啊!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二

林海音的书是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南旧事》是她的代表作
之一，关于这本书大家都对此赞誉有加。自传体的小说很有
吸引力，小小的英子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她人小鬼大，
孩子的天真烂漫情怀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她的烂漫、童真、
她的小心事与小心机，都带给我们无限的美感。

找到了女儿妞儿;分担了妈妈的“忧愁‘，促成了新女性兰姨
的美满情……

读书的成绩很好的弟弟。看到这里，我不禁佩服起英子来，
她怎么可以这么的聪明?小小脑袋里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事情，
或是怎么能想到那么多精灵古怪的念头。

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简单的以儿童、少年、青年或者中年、
老年这样以年龄为划分手段判定认得成熟与否。英子在她五
六岁的时候已经显现出她过人的智慧和才能来。而我年过二
十却还是”头脑简单“，遇事转不过弯来，更不必说随机应
变，运筹帷幄了。

草的空旷屋场以及卖糖人、卖汽水的商贩，如同黑白色的胶
片，一一映在我们的脑海中。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三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以纯朴、天真的笔调，
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经历的童年
往事，看完城南旧事，写一篇城南旧事读后感对你有很大的
帮助。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城南旧事读后感五年级”，
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阴雨的寒假，我翻开了小英子的“城南旧事”。



这本自传体小说，以朴实、纯真的笔调，描绘了20世纪20年
代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经历的童年往事，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透过童真的双眼展现了老北京人的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作者林海音，著名女作家，原名林含
英，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林海音一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
生活，举家迁居北京，作者通过小英子的城南旧事，将自己
的童年经历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小英子在北京长大，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
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作者心头。夏天过去，秋天过去，
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一去不还。作者因想
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时的那些景色和人物，于是把它们写了
下来，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在这本书
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惠安馆》了。六岁的英子是一个
单纯又充满好奇心的可爱女孩，她同卖唱的小女孩妞儿和疯
女人秀贞成为了好朋友，谁知道原来妞儿就是秀贞失散多年、
朝思暮想的女儿!我被这样离奇又充满巧合的故事深深吸引着，
又为妞儿和秀贞的悲惨命运伤心难过，真的很想同英子一样
能够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温暖。这个故事让我看到的是
人的善良和慈爱，激发我也要把自己的爱给予更多的人，让
需要的人们获得一丝温暖。

也许，随着渐渐长大，我们要学会坦然地接受离别与坎坷才
能在成长的道路上奋进，学会珍惜生命与美丽的过往，才会
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的童年，享受这童年的美好时光。当我合
上书，房间里正飘着一股饭菜的清香，久久无法散去。这是
外婆煮的饭菜，这是家的味道，也将会是我同年记忆中中的
味道吧!

童年，一去不复返，就像昨天已经过去，就再也不可能有昨
天了，童年，也是一个梦的符号，错过了童年，也就错过了
最美好的人生了啊!在书里，讲了几个鲜明的人物：曾祖母、
曾祖父、母亲、父亲、兰姨娘、德先叔、宋妈、秀珍、胖
妞……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英子的乡恋”，讲了“童玩”，“童
玩”二字，让我想到了我印象最深的“冬生娘仔”，它是那
时孩子们唯一的布娃娃，它像一个书包、一本书、一张图画
一样珍贵，甚至比现在的娃娃还要好许多许多倍，还有许多
游戏，比如：剪纸，就是把彩纸放在一起，剪出不同花样，
每有喜事时，喜欢剪纸的孩子们就会帮大人们剪。

长大后，英子就离开了家乡北平，到外地工作，但是，她永
远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北平，一次次地回到家乡，又一次次
地离开家乡，兰姨娘走了，宋妈也不在了，只有母亲还在身
边。乡恋啊!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思念，也是对景物的思念。乡
恋，是人们美好的感情。每个人都请记住乡恋，这是对将来
的一种向往。英子在心中一直想着一个人们永远都忘不了的
两个字“乡恋”。

有一本书，没有作者，书中也没有一个字，读过这本书的人，
就会懂得一些哲理，并善于发现，从而走上了成功之路，许
多名人都善于读这本书，从而走上了名人之路，这本书谁都
有，而且天天离不开它，这本书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人生。

每个人都有一次人生的机会，如果你不懂人生，那么就会失
去这次机会，你懂人生，就会获得人生给你的无边无际的快
乐，人死了不能重生，所以，我有句话要告诉大家：人生如
河流，要珍惜人生，不要让它白白浪费掉、消耗掉，让我们
大家一起守护这属于我们的青春吧!

淡淡的哀愁，沉沉的思念，也许，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
是一个梦的符号。梦一样的童年，梦一样的故事。

宁静的午后，褪去都市里带来的那份喧嚣与烦恼，宁静的阳
光洒在窗口里，一个人静静的翻开《城南旧事》，一个人细
细的品味，享受。书末，心底，一抹温暖，一缕哀伤。



英子眼中的老北京，很淳朴。这是一个让人心疼又羡慕的女
孩儿，梦一样精彩的戏剧化童年，她可以不介意大人的风言
风语，和“疯”女人秀贞玩，还让他们母女重逢;她能为一个
素不相识的被生活所迫、无可奈何的小偷而感到难过。我讶
异，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懂得爱，也懂得友谊。也许是这两样
宝贵的东西，使她这个平凡的女孩，有这么多的幸福吧! 纯
洁得晶莹剔透的心灵，褪去世俗的名利，双眸里的世界很美
好，充满了爱。而在我们这群二十一世纪的孩童中，有着一
份以往孩子没有的成熟敏感，我们追求高科技的玩具，被网
络侵蚀了头脑，童年是在电视光碟里的动画片前，世界著名
童话里度过，童年在时光的姗姗脚步里度过，会为自己贫穷
而自卑，会为自己的富有而目中无人。不曾到大自然里，感
受大自然的脉搏，生命的律动，可以说不管物质贫穷富有，
我们都是精神上的穷人!

童年这首歌在心中吟唱，我们都很幸福。徘徊在童年十字路
口，我们就要扬帆起航了，感受着林海音怀念童年的情感，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

忘不了，也不会忘了，城南的旧事，那缓缓流过的一草一木，
素雅简约的一切……

暑假里，我看完了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城南
旧事》讲的是作者小时候住在北京城南的一些生活片段。

《城南旧事》这整本书都是从孩子的眼光来写的，主要由
《惠安馆》、《我们去看海》、《兰姨娘》、《驴打滚儿》和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五篇文章组成。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驴打滚儿》和《我们去看海》这两篇文章。《我们去看海》
这篇文章讲得是那个蹲在草丛里的慈爱的哥哥，跟罪恶的小
偷似乎怎么也联系不上，当时的作者还曾跟他约定“我们去
看海”……但是，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为了生存，穷人
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让那时的林海音有了深深的不满。



《驴打滚儿》这篇文章讲得是作者家的奶妈——宋妈不公平
的身世：宋妈原来有两个孩子，后来因为家里穷，不得不去
给人家做奶妈。可是，没过多久，一个孩子便离宋妈而去了，
另一个孩子却被送人了。于是，宋妈带着林海音，满城地寻
找着，但是再没有找到过。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悲
剧的人生。

在林海音十三岁小学毕业那天，她代表了全体毕业的同学领
了证书，做了那个考第一的人。她刚想回去告诉父亲这个喜
讯，可她一回到家，就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从那时起，
她的童年结束了，担负起了父亲的责任。

小孩子的眼睛是透明的，透明得不带一丝杂质。就像作者小
时候看惠安馆的疯子，用一种理解的态度去对她，因为只有
她能理解疯子不为人知的苦。也像是看年轻人，看兰姨娘，
看宋妈，虽然作者对她们都有着疑惑，可作者从来都是以真
心对她们的。不像大人，只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周围的一切。

《城南旧事》这本书给我了很深的感触，虽然我没有在旧社
会生活过，但通过对书中文字的阅读，让我走进作者那个年
代，感受到了旧社会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当时成
人世界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以及人世间那些复杂的情
感。

读了《城南旧事》这本书后，我感到比起作者小时候，我们
是多么幸福啊!

《城南旧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了小英子——作者林
海音的童年生活。《城南旧事》通过小英子的视野和对童年
的回忆，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

文章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自己的苦衷、有自己的血泪史，
小英子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她的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



林海音把我们带进了她的视野，读《城南旧事》就好像附身
在小英子身上，看北京古老的四合院、尝北京美味的驴打滚，
跟着小英子一起哭、一起笑。

文章描写了许多悲伤又精彩的故事。像因为丈夫的离去和女
儿的丢失而成为人们口中的“疯子”的秀贞，为了寻找女儿
小桂子，在菜市场苦苦等候。可当她找到被小桂子养父毒打
的小桂子，好不容易才团聚二人，在奔驰着火车的铁轨上，
双双命归黄泉，死在火车之下。

再如《我们看海去》中的小偷，我想如果不是当初因为他弟
弟要上学，学费那么贵，他一定不会做偷钱这种对不起良心
的事，还要承受来自内心的煎熬，坐立不安，只能躲在茂密
的草丛后面单独相处。他原本应该是一个多么诚实、善良的
人啊!英子偶然发现了他，在“我们看海去”这种美好的承诺
下，小英子和小偷和平相处。可因为小英子无意中提供的线
索，警察顺瓜摸藤，把他带走了。可想而知，小英子那时会
有多么内疚、惭愧，因为自己的过失，失去了一个大朋友。
书中还描写了宋姨与她的黄板牙丈夫跟一对儿女的故事、小
英子爸爸因肺癌去世······故事。

我还发现了每个故事的共同点，不管是小桂子和秀贞、宋姨、
小偷甚至她的父亲，最后都离开了她。但她们虽然淡出了小
英子的生活，可却没有离开她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个读过
《城南旧事》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其中的每一个人物。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四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这本
书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
温暖和睦的一家。它经过主人公英子童稚的双眼向我们展示
了大人们世界的悲欢离合。看完《城南旧事》，感到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在惠安馆这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一个“疯子”母亲——秀贞。
秀贞与一位书生相爱，没结婚，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但这
孩子脖子后头正中间有一块青记，秀贞的母亲就单纯地认为
这是阎王爷一生气，用手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简直是造孽！
所以就把孩子抱走扔掉了，打这儿以后秀贞就再也没有见到
孩子，书生也消失地无影无踪。对丈夫和孩子过度的思念，
使她近乎疯狂，但她仍然给孩子起名、做衣服，并打算去找
孩子。

在当时，几乎所有认识秀贞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疯子，为一
个可能已经不存在的孩子而神魂颠倒。但小英子却不这么认
为，她认为秀贞只是一个因失去孩子而过度悲伤的母亲，并
不是所谓的`疯子。我觉得小英子说的对，作为一个母亲，孩
子一生下来就没见到过孩子，是多么的“杯具”啊！之后即
使她疯了，但她对孩子的爱却像所有正常的母亲一样，没有
丝毫的减退。不管她的孩子在或者不在，明白或者不明白，
明白或不明白，她的爱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俗话说的好，“儿行千里母担忧。”意思是不管孩子走到哪
里，父母都会时时刻刻惦记着孩子，惦记着孩子的吃饭、惦
记着孩子的睡觉，惦记着孩子的安全……。在我家，是“女
行一步父母皆担忧”。

有一次，我到同学家去玩。临走之前，爸爸反复叮咛我注意
安全，电话必须坚持开机状态……。我刚到同学家不一会儿，
爸爸妈妈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地轮番上阵，他们好像早已算
计好时间一样，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当我问爸爸为什
么总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爸爸只说了一句话：“我太担心
你了……”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世上仅有父母最疼爱我们了！
父母既能够为我们付出一切，又能够包容我们的缺点。让我
们珍惜这份无价的爱吧！



文档为doc格式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学期里，我读了林海音奶奶写的《城南旧事》。这本
书是我读过的一本最让人难忘的好书。它记录了小英子丰富
多彩的童年故事。

这本书讲述了小英子小时候在北京发生的许多事。它通过小
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
种说不出来的天真体现了出来，自然而不造作，道尽人世复
杂的情感，将小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的地融入字里行
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
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
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其深意。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小英子的童年是
十分快乐的，身为大小姐的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便有
了这本《城南旧事》的产生。

回忆童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爷爷奶奶只有我一个孙女，
于是，我便成为了他们的掌上明珠。就连给我喂饭就要跑到
这，跑到那，也毫无怨言。童年的回忆是多么的美好，花儿
谢了会再开，一曲终了还可以再从头，但是童年一去再也回
不来了。

小英子童年遇到的每一件趣事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她的童
年故事十分真实、纯朴，那样的纯净淡泊，弥旧温馨。《城
南旧事》就如苦涩中的一丝香甜，把我们拉回了过去，回忆
童年。

城南旧事读后感400字

观《城南旧事》有感



城南旧事读书笔记

阅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六

  在这个假期，我读了一本名叫《城南旧事》的书，令我
的感觉，不知道应该怎么用语言来形容，又是悲伤，又是欣
慰。
  读了这本书，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尤其是读到《爸
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篇。这篇主要讲的是：
林海音在她小学毕业时，他的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童年也
向它渐渐地远去，她只能对童年说：“再见了！”
  书中的这句话：“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硬着头皮去闯，
就一定能成功。”令我映象极其深刻：无论做什么事情，只
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使自己满意。就像贝多芬，虽然双耳
失聪，但他还是努力学习音乐，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我
们一定要学习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努力去闯，就能成功！
  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我们的指尖流逝，我很悲伤，悲伤着
我们这么浪费时间；
我同事也很欣慰，欣慰着现在回头还不晚。有多少谚语是来
形容时间的，比如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
转手方悔读书迟”是啊，金钱买不了时间，小时候不努力，
长大要后悔。我们要珍惜时间！
  这本书给我的力量极其巨大。

  早就会唱《送别》这首歌，而且知道它是电影《城南旧
事》的主题歌。至于《城南旧事》这部书和电影却都未曾欣
赏。如今，小学语文课本上选编了《城南旧事》的序言部分，
于是我赶紧找来读了一遍。读后，不禁被林海音那饶具魔力



的文笔深深吸引。文中，主人公英子以童稚的双眼，透视着
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倒进了人间的复杂情感，向我们展示
了20世纪北京城南的风光人情。文中透出淡淡的忧伤，也弥
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无法忘怀。
  合上书，闭上眼，书中的人物便一个个向我走来。
  英子，聪明善良。别人都认为秀贞是疯子，没人跟他讲
话，独独英子对她表示了友善，并和她成了朋友。为了帮助
妞儿和秀贞找她们的亲人，英子偷偷拿出了妈妈的金镯子。
别人认为那是个“小偷”，而英子说自己分不清好人坏人，
其实她是用自己的标准在衡量着世间的人。为了供弟弟完成
学业，供养母亲，而自己要冒着危险去做贼，这在英子看来
可不是坏人，反而和他成了朋友。这不是她善良的本性使然
又是什么呢!蓝姨娘尽管可爱，讨英子的喜欢，可当她发现兰
姨娘和爸爸手拉手，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正在灶台便炒菜时，
她心里难过，为妈妈不平，可又不知如何表达，最终，聪明
的英子通过牵线搭桥，促成了兰姨娘和德先叔的婚事，却把
爸爸蒙在了鼓里，读到这里，我不能不佩服英子小小年纪居
然有这么多的心眼。真是个小机灵鬼呀。于是，我便再也忘
不了那个扑闪着大眼睛的小姑娘——英子了。
  妞儿，一个不该出生的、苦命的孩子，但却有着有着与
命运抗争的顽强个性。她出生后便被抛弃了。被人捡去后，
也无非是把她当作卖唱挣钱的工具，还要动辄遭受继父的毒
打。为了摆脱苦海，她竟要偷偷去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没
成想，生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英子的引导下，她轻而
易举地找到了自己的生母。可是，这又能怎样呢?她的生
母——秀贞，由于过度思念丈夫和孩子已精神失常。最终母
女俩人双双葬身车底。
  读到此处，禁不住潸然泪下。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城南旧
事》。
  我第一次接触《城南旧事》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是在
小学五年级，我还记得我学了1篇叫做《窃读记》的课文，我
喜欢作者林海音的写作风格，开始去了解她，有一次路过书



店，正巧看到她的书，那本书就是《城南旧事》，那书名深
深吸引着我，让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我很快就读完了这本书，它带给我很多思考和新的感想。
如今，我早已步入中学的大门，又学了1篇林海音的文章——
选自《城南旧事》，《爸爸的花儿落了》，年级也因此为我
们放映了一部电影《城南旧事》。
  电影中的主人公小英子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孩，主要讲
述了小英子住在胡同时所发生的事，记录了小英子七岁到十
三岁的成长经历。它透过小英子童稚的视觉，展现了大人世
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让人说不出，道不明的童真，却写出
了人世间复杂的情感。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壶浊酒尽余欢，今
宵别梦寒……”这首悦耳动听的骊歌伴随着电影的开场而在
耳边回荡，我们就在这歌声中开始了电影的观看。
  在小英子稍微长大了些的时候，她们一家搬到了胡同里，
小英子也上了小学，在学校里，小英子热爱学习，成绩优异，
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草丛里，小英子认识了在她眼里是
“好人”的男子，他为了供弟弟上学，只得去当小偷，而小
英子却认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在亲眼看着他被警察抓走
的时候，小英子非常伤心，宋妈也随着自己的丈夫回了故乡。
最后，小英子的父亲因染病而不幸与世长辞，受到后世的尊
敬，小英子也随母亲乘上了马车，同时，也告别了童年。
  电影播放着，那动人的情节不知打动了多少同学的心，
我们跟着剧中的人物一起开心，一起失落，甚至是一起流泪。
  小英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长大，带着这些永不褪色
的记忆走过一生。童年只有一次，但愿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
一个值得让自己怀想的美好童年。

去书展时，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城南旧事。城南旧事主要讲述
了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童年在北京城南生活时发生的事情。以
主人公小英子童稚的双眼，展现了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在
我们生活中，疯子和小偷这种人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可在书
中，善良的小英子却不介意与疯子，小偷打交道，而且还与
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读懂了他们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同情他们的遭遇，而且还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英子的童年，有许多的亲人与朋友，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
小伙伴妞儿，蹲在草丛里的小偷，勇敢追求幸福的兰姨娘，
丢下自己的孩子来当奶妈的宋妈，还有严厉的爸爸。他们都
曾与英子朝夕相伴，但最后，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英子，
甚至是永别。在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一章中，小英子的父亲因
病去世，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她要扛起家中的负担，还要
照顾妈妈和家里的弟弟妹妹，这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是
多么困难啊想着英子的童年，不由得想到了我。

相比之下，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在爸爸妈妈爱的呵护中
快乐地成长着，像幸福的花儿一样开放着童年是美好的，也
是短暂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令人念念不忘。童年，就像一
朵花，花儿落了，也就不再是小孩子了。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七

作者的童年是多么幸福。每一个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都会
觉得当初的自己是多么幸福。作者虽然十二岁时失去了父亲，
如今的.她已经得不到那浓浓的父爱，但小时候父亲给她的爱
在作者心中永远无法抹去。如今的我们是多么幸福，我们不
公有母亲慈祥的爱，让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充满信心;我
们还拥有父亲严厉的爱，让我们不被一时的成功而冲的昏头
昏脑。如今的我们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孩子，每次父母要
我们帮忙干一些家务活时，我们都懒懒散散，和在山区的孩
子比起来，真是一落千丈!他们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而我们还是家中的小王子、小公主。

我想，我们应该马上振作起来，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八

作者林海英因最纯真的笔调，记录了自己童年的点点滴滴，
和喜怒哀愁，不是响起小贩们叫卖的胡同，种着夹竹桃的四
合院，西厢房的小油鸡……小英子被这些充满温情的事物包
围着，可见小英子在北京城南度过的童年是多么让人羡慕呀。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是充满疑问的，但她从不在自己的世
界里上锁，总是仍由人们进进出出。她和被世人认为是疯子
的秀珍成了好朋友；她和“小偷”写下承诺，并认真地听着
他将这自己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妈，当她走的时候，英
子伤心难过，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大人世界的
悲欢离合，虽然是天真的，却表达了人世间不同的情感。

看完《城南旧事》我感慨万千，回想我的童年，应该是无忧
无虑，幸福快乐的，但还是短暂的，就如林海英所说“夏天
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可童年却一
去不还了”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九

翻开那一袭墨黑的《城南旧事》，我的心情感到沉重，一丝
淡淡的忧伤——童年一去不复返，笼罩在我的身旁。

这本书是描写旧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童年的骆驼队到
爸爸的花落了，中间英子经历了许多成长的变故。也就是这
样，一个个人物开始走进故事里：惠安馆内被称做疯子的姑
娘秀贞、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无奈做小偷的
哥哥、常住在英子家躲风声的德先叔、被施家赶出来留宿英
子家的兰姨娘、英子家的仆人宋妈、因病去世的爸爸……他
们都是英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教会她许多道理的人。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回忆童年，有许
多梦一样的故事。读着《城南旧事》，仿佛身临其境：东阳



下的骆驼队，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蹲在草丛里的厚嘴唇小
偷，漂亮爱笑的兰姨娘，井边的小伙伴妞儿，爸爸的好友德
先叔，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父亲。
不管人、物，他们都和英子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英子
记忆里深刻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在童年匆匆的脚步声中离
去了，消失了。童年的故事，就此破碎，所以，童年的每时
每刻都是重要的，快乐的，美好的。

相比之下，虽然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但英子的童年却十
分精彩、戏剧化。她童年遇到的每一件趣事都深深印在我的
心上。她的童年故事真实、纯朴，那样的纯净淡泊，弥旧温
馨。

书中，英子遇到了很多的人，其中我印象极深的是惠安馆的
疯女人秀贞。刚开始，我还为英子捏了一把汗；真担心英子
会不会被秀贞伤害；后来我知道妞儿就是小桂子时，不禁泪
如雨下——母女俩终于重逢了！秀贞准备带着妞儿去找思康
叔，英子就把钻石表盒金手镯送给秀贞……读到这里，我大
为感动：小小年纪的英子就懂得关爱、友谊。怪不得英子的
童年是精彩的，原来是英子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所以她的童
年才幸福。那才是无忧无虑的快乐。

当我合上书的最后一页，房间里飘着一股淡淡的幽香，久久
无法散去。读完此书，我深深体会到了英子童年的喜、怒、
哀、乐；酸、甜、苦、辣，每一种感觉我都不会忘记。现在，
我已经初一了，即将告别我快乐无忧的童年。《城南旧事》
就如苦涩中的一丝香甜，把我们拉回了过去，回忆童年。花
儿谢了会再开，一曲终了还可以再从头，但是童年一去再也
回不来了。

读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

《城南旧事》写的是林海英在北京城南的趣事。她的童年是
那么令人向往；那么让人羡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慧安



馆的故事。慧安馆主要是讲小英子帮助一个在别人眼里是疯
子的人找到孩子。林海英写出童年幼稚真实的感觉把我深深
的感触了。我更触动我的是小英子那刻骨铭心的童年。不过，
小英子在小学六年级时就没有了爸爸，让人觉得很可怜，也
很惋惜。小英子那么小就没有了父亲，却还能坚强乐观的长
大，让看实觉的很佩服。更何况还成了一个大作家，更让我
佩服的五体投地。

读书心得：童年却不能继续了！夹竹桃落了，英子长大了，
不能再是小孩子了想想小英子的不幸，又想想我们的幸福，
我实在感到太惭愧了。当小英子帮妈妈干活，领弟弟妹妹时，
我们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当小英子帮妈妈煮饭时，我
们却在外面玩。当小英子帮家里作家务洗衣服时，我们却坐
在电视机旁看动画片……就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英子却成了
一个大作家，生活的`坎坷磨炼出了小英子这样的一朵永不低
头的梅花。《城南旧事》这本好书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走
向成功的道路。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与许多
高尚的谈话。这句话说的一点儿也不错，一本好书对人的影
响是十分大的。《城南旧事》就是一本值得我们仔细体会琢
磨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