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模板7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一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边城便是他自己的世界。所谓浪漫，其
实大半是一种特质，他的文章从而定下了自己的基调，他的
笔触一再的重现着他的世界。当整个世界都在奔向繁华的时
候，他却穿山越水，终老边城。 沈从文常说，美丽总是愁人
的。然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刻意用笔在沈从文的世界里，边城
便是他自己的世界。所谓浪漫，其实大半是一种特质，他的
文章从而定下了自己的基调，他的笔触一再的重现着他的世
界。当整个世界都在奔向繁华的时候，他却穿山越水，终老
边城。

沈从文常说，美丽总是愁人的。然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刻意用
笔去写这种愁，《边城》充斥着这种淡淡的忧郁。整部作品
是美丽迷人的，山水之美，人性之美，爱情之美。悲剧隐藏
在若有若无的故事中。读完之后，我只是感受到遍布于全身
的惆怅，却找不到它的痕迹。无迹可循无处不在的中国式忧
伤，每个人都应该从这里读出一些什么。

小说最吸引我的两点：淳朴的人性和凄美的爱情

关于人性，沈从文自己用小说隔绝了都市，他笔下的人物却
用山水隔绝了人性的丑恶。《边城》里面的山水我个人很愿
意理解成是小说里人性之美的外化。也只有那么美的山水才
能孕育出那么纯朴的灵魂，也只有那么善良的人民才配得上



那片美丽的山水。我很羡慕边城里面的那种生活，并不一定
是日出日落的生活方式，确一定要是人性的纯朴。老船夫和
翠翠是边城这片山水养育出来的男人与女人，船夫是勤劳质
朴的老人，翠翠是天真无邪的精灵。人性美是这部作品很吸
引人的一方面，如同忧伤一样，沈从文并没有去直接刻画这
种人性，只是山水无言，人性本善。这种人性美体现于小说
的对话，沈从文实在是小说语言的大师，《边城》里面的对
话时是美的人性的直接流露。它还体现在每个人与人的相处，
隐藏在每年端阳时节县城的热闹景象，赋予了每个过往渡河
的游子。甚至吊脚楼边的妓 女，河畔的卖肉人家，船夫死后
照顾翠翠的老马兵。每个出现的人物都是被山水洗净的灵魂，
美丽的翠翠、死去的天保、远走的傩送、船老大顺顺、坚强
的老船夫...美丽善良的山水，美丽善良的人群。

关于爱情，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月老有时也是会糊涂的
吧，否则人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情怨纠葛。会不会有一
天，他也会把红线乱牵?徒惹人间一段段的纠缠心事?美丽善
良的翠翠就一定是被糊涂的月老搞混了，红线的那头既然系
在了二佬傩送心上，又何必说与天保大佬听。

我只是觉得每个人关于自己最初的爱情，其实都会很具体到
某一件物象或者事件上，那是我们情窦初开时的一种凝聚物，
就像多年以后柯滕记忆中那件被沈佳宜的圆珠笔弄脏的白色
衬衫。你做过关于它的梦，来堆砌你对爱情的全部向往。在
古时候它可以是一支玉簪、一双玉佩、一封信，在往前推，
它或者可能是你跟他看过的第一场电影、第一次的旅行、第
一次的牵手。对翠翠来说，它是两年前的端阳傩送在河畔对
她说过的那句话：

小心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喊救命。

傩送和翠翠可能都不知道，“鱼”一直象征着爱情和婚姻，
那片心海，也是从此泛起涟漪了吧。



然而爱情在这本书中一直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翠翠的父母，
那位绝美的湘西女子和质朴的屯防军人，为了爱情双双殉情。
在大佬天保同时爱上翠翠后，兄弟两个轮流为翠翠唱歌，后
来天保退出了这场爱情，一身好水性的他葬身鱼腹;傩送因为
哥哥的死与老船夫产生隔膜、误会，终于远走他乡不再归来。
而老船夫因为担忧翠翠的命运，身心憔悴，在一个暴风雨的
夜晚气绝身亡。那座象征茶峒风水的白塔也倾塌了，只剩下
了翠翠，只剩下翠翠孤单单地生活在这美丽的人间。

一直很惋惜的是，当初如果翠翠勇敢的说出爱，会不会一切
都不一样。她跟傩送明明相爱，可以有那么多的机会在一起，
然而每一个巧合事件的发生都在把这段爱情推向悲剧的命运。
那么多的遗憾，就是这婆娑世界。就像电影《那些年》里，
柯滕跟沈佳宜明明可以在一起，确总是因为一些很小的误会
彼此错过。数年过后，纵使大家相见莞尔，但在那段时光里
究竟是谁辜负了谁的爱情，谁的承诺靠不了岸，谁又可以讲
得清楚。有时候太不像电影或小说该有的情节，反而是像极
了我们的人生。

只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春天要看花，夏天要听雨，秋天看
落叶冬天看飞雪，天气晴好的时候要去看海，年纪正好的时
候一定要去恋爱。正如我始终相信多年以后傩送会回来的，
边城里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子在等待着他，可人如玉，与子
携藏。正如我一直相信爱情。

也许时光如水不再来，那我便将这青春冻结讨你欢。我是宁
静淳朴的山水，你是美丽无言的情郎。游子游子你快快回来，
恋恋旧日好时光。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二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



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
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
情故事。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
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
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
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
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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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街虽有“一营士兵
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好
像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
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
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
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
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
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

河街上，就连ji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
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
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
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
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
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
生活场景。

“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船夫”“ji女”等
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
或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我们虽
然单单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



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
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
从中不难发现沈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
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
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
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
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
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
“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

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
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
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
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
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大老”天保在与翠
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车路”推辞中，决
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
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
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
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
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
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
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
场悲剧。

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
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
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
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
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



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
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
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极其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
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
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
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或许永远不回来了，或许”明天“回来！”，沈先
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无限的
牵挂期盼！

读一本书，一篇文章，得到的不单单是文字上的感染，文才
上的提升，心理上也是一种熏陶。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三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在书中作者以兼具抒情诗
和小品文的俊逸轻灵的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
情，表现自然淳朴的民风美，凸显澄澈纯净的人性美，描绘
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作品以充满温馨的牧歌情
调和浓郁丰厚的地方色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边城抒情特色，
从而使《边城》以个性乡土小说的姿态出现并一直感动着中
国文坛。

捧读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书，从头至尾，一抹淡淡的愁
云萦绕于心。恍惚间，似自原始的清风轻拂着面颊，如梦如
幻。作家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把我们
带入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唯美的时空里，让我们陶醉于一
曲清新悠远的牧歌声中。

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
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



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
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 房屋在悬崖上的、
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这些
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随
着故事的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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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展示给读
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
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这也
许正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作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展示出小
说人物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淳朴的民
风，善良敦厚的本性，与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
翠竹、白日喧嚣夜晚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
更像音乐的的梦境。作家敏锐清醒万分却万分痛苦地预感到，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愈演愈烈，这样的边城和边城里自
然古朴、原始和谐的关系，如梦境般一去不返，仅存于古老
的回忆中。自然的人性啊！你不要让梦流逝， 请你驻留，像
那边城的小溪，永不干涸！

你会惊异地发现， 沈从文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多么美丽的
世外桃源，那里纯朴的民风是我们这个霓虹闪烁的大都市里
所没有的，它好似一股细泉，它又似一缕清风，吹走了我们
脸上的尘土，带来一丝温馨。多么希望在边城能看到翠翠像
以前一样快乐地生活着，而那条祖父渡了大半辈子的船会依
然来往于溪间，那条黄狗也应该守在门前等待一桌喷香的晚
饭……在当代社会， 物质生活充裕，但生活的物质环境和精
神环境却相对弱化。我们呼唤文学作品中的纯净而美好的风
景和人情， 期待它由“童话变为现实”。

《边城》或许是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最朴实的一部小说，
它能让浮躁的人心慢慢沉静下来，但当你合上书本，世事纷
沓而来的时候，《边城》的那好像恍若隔世的场景和瞬间是



如此的不真实，的确是一段偷来的并不属于你的时光……正
如作者所写“美丽总是愁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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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先
生描述的边城在书中那么动人，而我们心中的边城呢？在我
看来，那其实就是一份宁静、一份心安，或者说是一份感动。
守住心中的这份宁静，我们便也找到了我们心中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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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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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边城所描写的这种平和纯朴的画面，正是抚平现
代人浮躁功利心的一剂良药。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
会无所适从时，不妨看看《边城》，保持一颗平常心。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
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
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
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
求。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个美丽的梦， 一个待实现的
梦。也许古老的文化会受到历史的淘汰， 但美丽的事物、高
尚的情操、美好的情怀，应当是永恒的。人们对美的追求，
也应该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不被磨灭的、最美丽的感情。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四

放寒假了，我手捧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一口气读完
了，受益匪浅，让人浮想联翩。

《边城》这部小说，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展开的。小说描



绘了湘西美丽的桃源世界：茶峒的小山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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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故事的开头。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五

马路。只是弟弟喉咙一开，他便知道了结果。于是他才指着
傩送泄气的对祖父说：“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
啊！”

天保是急切的，他让杨马兵上门问过许多次，祖父和顺顺也
都满意这门亲事。只是翠翠，她在躲在逃避。祖父第一次问
她时，她有些张皇无措，但是她“把空豆菜抛到水中去，望
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
多。”第二次问及翠翠，翠翠“仍然心儿忡忡的跳着，把头
低下不作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葱被掐完竟也不知。翠
翠有些眼红，心里想哭但又找不出哭的理由。她面对祖父的
追问只有沉默，不止是躲避吧，她应该是怀有等待的，她等
待着傩送。

傩送虽然与翠翠接触不多，但是俨然有了某种默契。不然傩
送在月夜唱歌，翠翠怎会“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
又软又缠绵，我象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
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她说自己不知道把这
草给了谁去，但在她心里总有那个模糊的身影的。听了祖
父“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
婚，你将怎么说？”的笑话后，坐在石头上沉默，“为了等
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

谁为翠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她便永久的听下去。但翠翠
只听到了那一晚的歌唱，接下来的三个月夜，翠翠有意的晚
睡，仔细地听，却再也没听到那个让她在梦里摘虎耳草的声
音。翠翠心里是失落的，祖父的“笑话”告诉她，天保车路
不通，便要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来打动她。翠翠的失落并非



来自于感动了天保的誓言却没有看到他的实践，而在于她没
有看到她所在意的那个人的实际行动。强烈的对比之下，形
成的反差让翠翠失落。

祖父也是紧张的，在他的心里早预备了天保作他的孙女婿，
可是说好的三年零六个月的歌声，却只听到了一晚，老人的
难免作些想象。等了几天之后，祖父按捺不住瞒着翠翠进城
询问天保。“算了吧，你把宝贝女儿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
”祖父涎皮的老脸挂不住失落。天保的方刚血气展露无遗，
但谁又能加以指摘？对祖父的没好气，意气用事的去闯滩，
在此时此景发生都是合乎情理的。悲剧慢慢的拉开序幕，天
保的意外死亡让情节弥漫着压抑。顺顺多少是心有芥蒂的，
如若不是因为翠翠，天保或许不会死。对于翠翠来说，傩送
离家出走，她的幸福在这里遗失，又会在哪里拾起。祖父落
了个里外不是人，在雷雨夜怀着遗憾死去。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六

《边城》是一首诗，诗一般的山，诗一般的水，诗一般的湘
西苗家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因战乱而千疮百孔，但
是湖南湘西的茶峒如白河之水一般平静，没有当时战争带来
的硝烟。这里依然是触目苍翠的青山，青绿的竹林迫人眼目，
清澈透明的河水，游于水中的船只，沿河的吊脚楼还有白
塔......一切都是那么清新质朴，如同世外桃源，没有丝毫
雕琢，不染一点尘埃。“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
在白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
感到厌烦”(沈从文《边城》)。

美丽的山水孕育出来更美丽的人。

风景如画的茶峒养育着一群淳朴善良与世无争的村民。他们
之间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利益之争。他们和睦共处怡然自得



地生活着，把相互关怀照应当作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人性中最原始淳朴美好的品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爷爷勤劳.
朴实.恪守尽职.乐善好施，“凡是求个心安理得”。他五十
年如一日地为路人摆渡，不论晴雨，都守在船头。过度人坚
持要付钱，他必硬塞还给人家，还精心为过渡人准备上等烟
草，泡茶给人家解渴。只求为别人服务，却从不要求别人的
报答。自己的独生女儿与驻防的一名士兵私下恋爱，最后士
兵服毒自杀，女儿殉情，他毅然担任起抚养外孙女儿的责任。
时间随着白河的水流逝，翠翠大了，他又一心为翠翠找个如
意郎君而整天周旋于顺顺.天保.摊送之间，可偏偏弄巧成拙，
导致摊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洒脱的船总顺顺，慷慨又能济
人之危，“自己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
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有这类人闻名来求助的，他莫不尽力
而为。当爷爷撒手西归时，翠翠什么都没了，顺顺带来了白
棺木匣子，送来了米和酒肉，还打算接翠翠家去住，邻里村
民也都帮着料理爷爷的后事。在这里没有地位之分，权势之
别，更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以诚相待，彼此关照的美好情
怀，便是那些不得已而做妓 女的，也永远那么浑厚可
信，“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加可信”(沈从文
《边城》)。

翠翠人如其名，她生于翠色 逼人的环境中，天天浸在青山绿
水里，她有一双清明碧玉般的眸子。“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
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
头黄一般，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怒，从不动气。”
可爱的小翠翠无忧无虑地与爷爷.黄狗生活着，日子如诗似画。
小翠翠渐渐长大了，端午夜，初次遇见二老摊送时，翠翠为
一件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事沉默了一个晚上;中秋节留下的
热闹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
而美;无意中提到什么事情时会脸红：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
嫁娘，喜欢说关于新嫁娘的故事。娇好无比快乐无比的翠翠
多了几分隐忧，她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将对二老微妙的爱情深
深地埋在心。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感到日子里有点痛
苦。她的心里很朦胧，朦胧得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



独自坐在岩石上，向天空一起云一颗星凝眸，爷爷问她在想
什么，她回答：“在看野鸭子打架(意思是翠翠不想什
么)。”可同时又问自己：“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心里又答
应：“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翠翠内
心莫名其妙的隐忧，让她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快，让她多
了些思索多了些梦。时间成长着她，催促着她，使她在“另
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她与摊送的爱情朦胧地开始了。

上帝总是爱捉弄人。翠翠的爱情慢慢地笼上了悲剧的气氛。
摊送为了翠翠可以不要碾坊，天保走“车路”，打算接爷爷
的渡船。两兄弟同时爱上同一个姑娘，但他们不是为这个而
反目成仇而是按照当地人所认可的对歌习俗，公平竞争：在
月下为翠翠唱上三年六个月的歌。天保作为哥哥，走“车
路”占了先无论如何也不肯开腔先唱。可弟弟一开口，天保
便自知不是对手没有再唱。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
(摊送的歌)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白塔，下菜
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山悬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
翠翠与摊送已是心有灵犀了。爷爷把唱歌人张冠李戴，偏对
天保说：“你唱得好，别人在梦里听着你那歌，为那个歌带
得很远，走了不少路!”天保心里已清楚弟弟与翠翠才是天造
地设的一对，于是他成全了弟弟，带着失恋的忧伤走了这让
他送非常愧疚，同时父母要他娶团总的千金，而羞涩翠翠对
他表现出躲闪和冷淡，于是他选择放弃，离家出走。顺顺一
家因天保的死对爷爷和翠翠心存疙瘩，一心只想为翠翠找个
好归宿的爷爷经不起这么严重的打击，心力憔悴，在一个雷
雨之夜悄悄地走了，只留下孤独的翠翠在漫长而茫然的等待
中过日子。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那个
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浮起来的年轻人
走了。翠翠的爱情朦胧地开始，更加朦胧地结束。

翠翠和摊送彼此相爱，他们的爱情没有任何“附加值”。翠
翠并不是因摊送家地位显赫而去高攀，摊送也并没因翠翠是
贫弱孤女而不爱她。这是世界上最最纯净的爱情，本来近了
却又无可奈何地走远了，直到无归期的等待。一个自然的爱



情故事竟有一个如此不自然的结局。

边城读后感悟一千字篇七

“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这是老船夫的一
句话，虽然透露出了坚强与勇气，但也隐藏着一种对人生的
无奈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但《边城》却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正情爱、祖孙之
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虽
然当时那里仅仅是一个落后的小村镇。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
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己的
看法。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
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
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
判。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但这却是当时
最真诚动人的表现，从文先生让我们了解了湘西人的人生方
式，想以此让我们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毕竟在当今社会
下，那么真诚动人的感情不知道还存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
隔阂越来越深，越来越大。

如今传统美德受到破坏，甚至在传统美德的外表下，物欲金
钱主义、腐化堕落的现实在疯狂快速的涌动，污染了整个社
会。

湘西的柔水与净土滋养出的是两个坦荡的襟怀，爱已充盈，
怎容得下恨去插足？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反目成仇，彼此鼓
励，彼此谦让。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可是爱也可以成为一种负担。

结果并不如每个人想的那样“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



方的年轻人海誓山盟、卿卿我我”。后来，也就是故事结束
的时候了。傩送的不辞而别，顺顺家的冷眼相待与爷爷的'死
使翠翠变得完全孤独，这样彻底，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
象。碧溪的渡船上只剩了一个清寂的身影，她依然在执著地
守望……傩送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没有爱！

但生活也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大仲马不是曾在《基督山伯爵》
中如此作结：“请记住：等待和希望！”

《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
西的河川明澈纯净。在阅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性美的绽
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