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边城(大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后感边城篇一

好书，太有名了，所以能够分析的.东西前人都已经说尽。

但是正是因为这本书太好了，看完之后感觉不写点什么不行，
对不起它。

所以随便扯一下。

沈从文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后来来到xx大学旁听。但是写出
来的文字朴实优美，极富灵性。

所以说写东西是靠天赋的。

张佳玮认为沈从文的文字像是东晋到刘宋时期的，古朴干净
那种；而汪曾祺得了沈从文的一部分真传，写的是明文，热
闹明快许多。

边城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世界，有
人将之称作“乡土中国式的”。语言清澈纯净，所以笔下
的xx边陲也是清澈纯净的。

人情淳朴自然，青山绿水环绕的茶峒城是商贾来往的交通要
道，却又显得那么安宁静谧，仿佛与世隔绝，就连天空也悠
远澄澈，令人心安。

与其说是一个世纪前的xx边陲，倒不如说是沈从文心中的一



个梦。

而与其说是沈从文心中的一个梦，不如说是古往今来每个中
国人心中的那个世外桃源。

这样的乌托邦有无数多种形态，作者写出的是自己心目中那
种。

当我们读到这座静谧美好的边城，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心
中的那个梦想与之重叠起来。

当然，沈从文笔下最终还是个必然的悲剧。

美是留不住的。沈从文先生只能抓住美的转瞬即逝，随即停
笔。再写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

而用这种柔软缓和的笔调写出来的悲剧，反而更能深入人心。

圮塌的白塔重新修好，但时光已随流水逝去，爷爷长眠，二
老有可能随那夜的两颗流星一起划落，也可能“明天”就回
来。

沈从文自己说过，“你们欣赏我故事的清新，作品背后的热
情却忽略了。”

写《边城》是在1934年，当时的沈从文满怀一腔热血。也正
是因为他的热情和追求，也许是最后的乡土中国风情，在他
的文字中留下了背影。

随后就是无休止的动荡，再然后是开发与建设。交通方便了
起来，xx边城失去了其神秘性。无数人来到这里寻找过去的茶
峒，寻找那个失落的渡口和山上的白塔，寻找自己心目中的
边城。



但是，毕竟还是少了些什么。

回不去的。

读后感边城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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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边城篇三

从心里觉得就这样写《边城》多少有点不负责任，因为有无
数的文人学者以谨慎的态度，对沈从文先生的这部作品从各
个方面角度都作了到位的阐述。而自己无论对于先生的其他
作品还是他的人生都没有太细致的了解。然而《边城》对我
而言，无需要别的，只是爷爷的一声“翠翠”，翠翠的一
声“爷爷”，就足以让我泪流满面。让我带了全部的感情和
泪水，去看湘西那翠翠的山、清清的水和如这山这水般纯良
质朴的边城人们。这山边水旁人们的生活是“无法形容的单
纯寂寞”的，但这却正是先生所期望建造的“希腊小庙”里
面供奉的是鲜活的“人性”。

有太多评论《边城》的文章，说它的牧歌类型，说它的文化
隐喻，说它关乎的民族 问题。而我对于广大的文化背景和文
学分化不甚了了，不知道此篇文章应属哪种风格应占我国文
学史上的那个位置。但想来以先生自己的观点和人生态度来
看待《边城》，应也算对先生的尊重。就像先生自己所
说“我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
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
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的批评，却愿意考查它
在我感官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不明白一切同人
类生活相联接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理论



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
的道德君子的感情。”想来文学真正的美丽之处也正于此，
而最可怕处正是做作的迎合。于是就随了边城，远离了身边
的复杂人事，吵闹之地。快乐也简单，忧愁也简单，一如那
清清静静的溪水，品味一切的至纯至善。

纯

在湘西清丽山水的掩映下，有这样一些人，用最纯良的本性
在生活着。爷爷和翠翠就是这样相依为命但却无忧的生活着，
的的确确是相依为命的，爷爷每天不至于像落日一样沉去的
希望就是翠翠，而翠翠时常担心的就是“要是爷爷死了呢?”在
“单纯寂寞”的生活里，爷孙俩是对方最大的藯籍，虽然有
一丝凄凉但却也是幸福而充实(我倒没有特别的感受到很多人
认为的，《边城》体现的寂寞。即使用了“寂寞”这个词，
我想也应是“简单”的含义，而这种“简单”的生活或许也
正是先生在上海这样的繁华之地，对自己所理想的生活的企
盼。)。爷爷从未想过渡船对于他的意义，但就是“静静的忠
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守着渡船一守就是五十年。无论风雨
病痛，节日与否。同渡客争执一些小钱也是生气一样的神情，
仿佛“三斗米，七百钱”是顶高的收入，最满足的生活。还
经常会慷慨奉送上等的草烟，甚至是强行塞进人家的口袋。
泡好的茶水，就放在大缸里人们可随意解渴。而翠翠就“如
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
气”，经常争抢着替爷爷渡船。每次想到茶峒的这小溪，渡
船上这爷孙俩人，就好像对这本来陌生的地方有了莫名的亲
切感。其实生活是清贫的，但我们却未在这样的生活中感到
苦处，每个人都那麽忙碌，也有目标，这目标也来的简单，
就是生活。异常质朴的生活，好像纯的不用多想，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本分。女人们浆衣做饭，男人劈柴锯木，如此而已。
在洪水来临时人们就在下游准备好打捞上游冲下的东
西，“一匹牲口，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上有一个妇人
或孩子的哭声”，“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就
在水中身手敏捷，获得喝彩。洪水这样的灾难好像也看不到



忧愁和抱怨，仿佛一切都是应该，然后就是继续生活。端午
的龙舟，也许是小镇最隆重的节日，人们会齐整整地的聚到
水边，水上那热闹的锣鼓声，现在好像就响在耳边，不禁要
侧耳倾听。伴着每年的端午，翠翠大了，爷爷老了，最后也
是这些小镇的人们一起把老人送上路，剩下翠翠的婚事让人
不安，但却不至焦虑，至少有那许多人值得我们信赖。

其实从根本上说，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能真正走进另一个
人的内心，感受他的全部。所以我们更渴望关注和理解，于
是，我们周围有了这许多人，或远或近，他们是我们外在生
命的寄托。人有时真的不是仅为自己而活，其实生命脆弱需
要另一个生命的支撑。我想这就是爱，付出就是爱，牵挂就
是爱，不遗余力也是爱。在边城中，这爱来的纯净，仿佛说
多了都是多余。人性本也该如此，本该善良，本该单纯，本
该充满爱。但在生活中，更多的人好像忘记了最简单却最珍
贵的东西。在去除了人世间一切浮华的“茶峒”小镇，人们
的一切都是光光的，赤赤的，也是纯纯的。这样的人性，让
人有莫名的归属感，温暖感。于是，想起余秋雨先生的
话“文人的魔力，竟能把诺大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
中的故乡”。所以有那许多人走上了“回乡的路”，踏进了
梦中的湘西。

透

小镇的一切都是清透的，无论山、水还是人。先生曾说，水
边是他的学校，是水教会了他思考和审美。也许，这清透的
溪水，就是他对湘西纯朴人们的美好认识。在这里，水上出
了事故全靠大家依行规来办，推举顺顺这位慷慨公正的船总，
来做裁决，绝无争端。尤其爱情在这里更来的真美的透。偏
远的文化容易滋生狭隘的观念，封闭的意识，但在这神奇古
老的土地上却生长着最为健康的爱情。没有门第观念，阶级
之分，连长辈也不是儿女婚姻的仲裁者。妓 女也拥有爱情，
并更加来得挚烈，赚钱是赚钱，爱情是爱情，倒也分得清清
楚楚。翠翠的爱情也来了，就那麼清清浅浅的流淌在心底，



但爱憎却分明。俩兄弟同时对翠翠的爱，虽然有点让人烦忧，
但一点都不复杂。没有不能说的话，没有解决不了得问题。
用湘西原始而真诚的方式，走山路，唱山歌。夜晚的歌声越
过山头，飘过小溪，揉进女孩甜甜的梦里。这就是湘西的爱
情，就是那潺潺流动的溪水，透的见底 ，一如那人，透的见
心。

这样的清透让人觉得生命的可贵和可爱之处，这样的纯净也
让人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渴望。先生从这样的环境走出去，来
到人事浮华的大上海，不得要怀念着湘西这片让他魂牵梦绕
的土地了，特别还有在这片土地上以最朴实的方式生活着的
人们。于是，当我们在今天也走进“边城”时，仍有感于小
镇那纯净的山水和人性。对美好性灵的追求，其实或深或浅，
总也存在我们的内心。只是我们总是忘记不时的要拂去它的
灰尘，打扫自己的心灵。

然而，《边城》对于我，除了心灵和人性的回归感，更多的
却是，它将我带回到童年的阳光里去。那里有我的爷爷，他
给与我的爱浓的化不开也忘不掉，于是记忆当中，永远抹不
去的，那暖暖的感觉，随着翠翠的一声声“爷爷”被触动着。
(现代文选的作业，很用心去做的。)

读后感边城篇四

他的文笔总是这样，辞藻没有多么华丽，初读时平淡无奇，
再读时却又意味隽永。就像一杯香茗般，初时苦涩，后愈久
愈香。那惊艳了时光的人物，温柔了岁月的故事，在他的笔
下近乎朴素，却又久久难以忘怀。

茶峒出了这么一句话“还未曾回到茶峒来”。它的缘由是二
老和翠翠。在那个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仿如世外桃源的小城
里发生的一个浪漫却又悲伤的故事。翠翠自幼与爷爷相依为
命，身边的宠物仅为一条黄狗。在一次龙舟会上与二老相遇，
少女情怀总是诗，在之后的日子里总是会不由得想起二老。



然而，有过一面之缘的大佬对她一见钟情，且上门提亲。二
老的时候，二人商量决定公平竞争。之后老船夫的弄巧成拙，
大佬意外身亡，二老外出不归，老船夫离世，翠翠苦等二老
等等一系列的事情让这个故事划上了句号，增添了一份悲情
的色彩。先生正是通过他们的爱情彰显出人性美，老船夫的
乐观，信守天命，翠翠的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天保傩送的
兄友弟恭，对爱情的忠诚坚贞，这无一不是人性美。

先生的文笔总是令人感到从容，没有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
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却仍旧能够走进人们的心灵
深处，让你情不自禁的融入主人公的世界，文风简练而充满
诗意美。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是良善的，他为我们构建了
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在边城中没有外边大城市的
灯红酒绿，灯光彻夜不息，繁华大道，快节奏的生活，有的
只是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

邻里间的和睦相处，老船夫不收渡河钱，卖肉的老板多称一
些肉，船总顺顺总是帮助别人……这都是边城美好生活画卷
中浓重色彩的一笔，正是因为他们才会勾勒出这么一副洋溢
着浓浓真情的蓝图。

先生笔下的边城处处透着美，人性的美，边城风景的美，行
事的美，仿佛一切都美好的。但是又体现了不完美，翠翠爱
情的不完美美，二老亲情的不完美，也正是这完美与不完美
的交织才勾勒出了人生二字。

人生哪有那么多的顺风顺水，称心如意，正是因为有遗憾有
满足，有顺遂有阻碍，有缺失有所得，这才成了令自己难忘
的回忆。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方可知其千姿百态。

在遇到重重阻碍时，我们会有不知所措，会有迷茫不定，但
是因为有那么多爱我们的人的存在，我们才会走出雾霭，走
出迷雾，成为更好的自己。



因为爱这个世界才充满了光彩，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我们有
幸在茫茫人海中相遇，正如佛语“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
今生的擦肩而过”，所以，珍惜身边的人，善待世界。在这
永恒的尽头是时间，是岁月，希望我们的未来有牵挂，有陪
伴，有爱。

读后感边城篇五

翠绿的山，清澈的溪水。孕育着茶峒小镇一班厚实而又朴素
的人。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他们惺惺相惜，
过着平淡而又闲适的生活。

生活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摆渡的依然来回于河岸之间，打
牌的依然喧闹着……然而这一切正常的好像令人发慌。也许
这真的应验了那一句话：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平静的。翠翠
跟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依然如故，然而在哪一天，有个男孩
的身影闯进了她的心里，于是她就有了秘密，那跟虎耳草与
山歌有关系的秘密。这个属于她的秘密在她看来是甜蜜的，
因为在她睡觉的时候也咧着嘴笑，一副甜蜜快乐的样子就可
以知道。

然而在未知的生命里，每个转变都充满着变数，你不知道下
一刻会发生什么?就好似那属于翠翠的爱情，最后还是在襁褓
中夭折了，不知道这是上天对纯真的她开的一玩笑，还是一
个美丽的误会。

但生活并不会因为我们而停止不前，在经历过青春这个“美
丽的忧伤”后，生活还要继续向前。

读后感边城篇六

边城，由书中所说，应处在川湘边界，由一条官道延伸过去，
有山有水的一个地方。说是凭水依山，但水显然在茶峒人生
活中据有更重要的地位。



端午的赛会，沿河的吊脚楼，载着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
海味的篷船，无一不是水的恩赐。翠翠和她爷爷就住在一条
溪水的旁边，老船夫管着过溪的渡船。这溪水就汇入了白河，
白河就流进了茶峒。“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
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
明明白白。”不仅如此，它还将茶峒人的心洗得透彻。

翠翠是纯真的女孩，傩送是正直的男孩。而也正是翠翠的纯
真刺伤了那些深爱她的人，正是傩送的正直使他无法正视自
己内心的愧疚。如果给善良的人一个美满的结局，《边城》
就不会如这般直击人心。如果作者在营造了这般蕴藉温婉的
意象之后，又去亲手将其打破，才成就了一个永远追不回的
美好。读完这本书，虽然深深为茶峒旖旎明澈的风光吸引，
为茶峒人的质朴洁净感动，但却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彻骨凉薄。
这之中，不仅是对两位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追叹，也有对那美
好边城徒劳无功的寻求。

边城在哪里？“边”，就意味着它永远不会在我们视野中招
摇，而选择在青山绿水中安居一隅。我们仅仅是知道，那里
有高脚楼和船夫，有清晨欸乃的桨声和夜晚悠长的歌调，有
从容飘去的空豆荚和满满一篮子的虎耳草。这一切都装进了
湘西的一个水乡，云雾缭绕的某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翠翠的爱情，就正应属于她的这个年纪，纯澈却凄凉。走过
那么多路，行过那么多桥，看过那么多次云，喝过那么多种
酒，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我们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
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也许明天回来，也许真
的不回来。

读后感边城篇七

一片树林、一片大地、一个蓝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当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变化:一座小屋、一个村庄、一个城镇…一个步伐、一辆自行



车、一辆轿车…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在进步还是在退化?人手所
创造的不知道得否满足于他们的心意?人心所追求的到底是什
么?当你贫乏的时候，追求的是财富;当你动荡的时候，追求
的是安定。而如今这个时代，繁华的城镇里高楼拔地而起、
街道上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人们在忙碌中建设着社会的发
展。这景象本应符合人类的追求，但经历过农村生活的城镇
人们却开始向往农村的环境，这似乎有点矛盾，从落后的农
村到发展的城镇，从发展的城镇又到落后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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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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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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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边城篇八

作者用细腻，平滑的手法描绘了又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战争
的硝烟，没有车马的喧闹，有的只是山清水秀，山路蜿蜒，
即使偏僻闭塞，但依旧有着它的悠闲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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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色小塔，一户单独的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

《边城》讲述的故事凄美动人。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
没有撕心裂肺的感人场面，但他细腻而且真实，描述着一个



再简单不过的人间往事，却透露着令人向往的淳朴民风，像
一根轻柔的丝线悠悠地牵动你心灵的一角。

《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细水长流，却不是如水一样无色
无味，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在阅读的时候，我感
受到了人性的芬芳。翠翠和爷爷一起守着渡船，相依为命，
彼此关怀。爷爷，一个坚强的老人，同样有着每一位老人都
拥有的那份慈爱，为翠翠的未来担心，却从不把烦恼告诉她，
只是紧锁在眉头里一个人承担。

不由的感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结局或许不尽
如人意，但不由得为祖孙间的关爱，兄弟间的情谊，男女间
的感情而感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片悠然的土地上孕
育着这样一批有着淳朴，美好心灵的人。

读后感边城篇九

是谁在叹息，那一叶知秋的美丽?是谁在倾诉。那不知不觉的
年纪?是谁在孤赏，那摇曳渡歌的情愫?是谁在感动，在这一
直等待的季节里?在这一片夕阳红里。

—题记初读《边城》是在很小的时候，那时只是像识字一样，
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并无什么感受，却留下一个错误印象:
翠翠就是小时候的张爱玲。现在想来，竟有点感觉这也是有
道理的。因为张爱玲这样的女人很适合在凤凰这个隽秀而热
情的地方生活。她们爱生活、爱身边的人、爱在夕阳下沉思、
爱在黑暗中听爱人唱歌。她们有着同样的如歌一样华美的生
命和灵魂。

然而《边城》却是个悲剧。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边城》
的悲伪装得极高，就像一杯好酒，一下肚只觉醇香，然而这
香却慢慢侵袭你，让你从微醉变成酩配大醉:像一碟薰香，一
寸寸感染你的嗅觉。再说悲剧是什么，悲剧就是困兽之斗，
就是你眼睁睁地看着美好奄奄一息，眼睁睁看着它拼命挣扎



最终沉入水底。而对于《边城》，其悲剧性更多的是在于其
等待。

15岁的翠翠不知不觉中等待着某种心情，她不自知地渴望着
心中有人让她挂念。后来她遇见了二老，仅在河边的一面之
交便让翠翠有了断断续续的等待，爷爷不停地暗示翠翠该出
嫁了，她生气地走开，但那个人已经被等待。二老又何尝不
是?在那样的年纪里，那样的山水风光里，连人的情感都变得
纯净无瑕。爱情在溪流两侧绽放花朵，却是细细碎碎的小黄
花，等到察觉时已防不胜防地开满了小山丘。渡船承载着满
满一船低浓度的等待停在溪边，等着那个捉鸭的年轻人的掌
管。

偏巧兄弟两人喜欢同一个姑娘，因此有了唱山歌一幕。二老
在山上唱一整晚的歌，伴着细细流淌的溪流，伴着静谧的夜，
伴着远处微笑的白塔。从此，那个在梦中被歌声托起，采了
一大把虎耳草的女孩便一直等着再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境，
等着听人三年六个月的歌。而故事却意外地没有了下文，歌
就这样停止了，老人禁不住去镇上盘问，却得了个大老已死
的消息，因种种风俗想法，二老也停止了走马路。等待的日
子被拉长，那个在夕阳中剥豌豆的少女却一无所知，她继续
自己不为人知的等待，等着山歌和二老。一直等到爷爷在雷
雨中死去，等到她一下子明白了许多，等到二老下了桃源，
等到冬天下起雪。

等的人，等待中花落知多少，经得起岁月动摇?想的人，感伤
得日落知多少，也许这世间有些梦美在永远握不到。

我会永远记得翠翠，这个在渡船上背对大山的少女，连同她
头上紫色的天和她身后的一大片夕阳，因为我可能会遇到这
样的人，我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自
己，那个曾被我误认为是张爱玲的少女将等待诊释得如此精
妙，她让我哭着微笑，面对未可知的彼岸，不断前行。



读后感边城篇十

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散文小说，围绕了苗族小姑娘翠翠和顺
顺家二老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叙述。

小说最后以悲剧收尾，沈从文先生在描绘了翠翠和二老的纯
真的属于他们的浪漫的爱情时，却添了几笔惨淡的色彩，天
保老大的死，让二老对翠翠产生误会，进而对翠翠避而远之。
顺顺的阻挠，翠翠的迟钝，虽然最后二老没有抛弃翠翠，但
是却在那个雷雨天，翠翠祖父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爱本无错，是世间的种种封建制度给这么美的爱添上了惨淡
的色彩，蒙上了阴霾。也许读了边城，你会被湘西的风情所
吸引，被翠翠的灵气所吸引，被二老和翠翠那纯真的爱所感
动，但我相信，沈先生不一定只是想告诉我们这么多。他感
叹的是封建制度的可怕，以至于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存在。
但现在我们已然没有了封建制度，我相信每一个像翠翠和二
老的爱情，都能长存。他们的爱情不会再也不回来。

文章流畅，不乏对苗族风情湘西风光的描绘，展现小城的风
土人情和善良质朴的人们每一个想翠翠的生活。无论是澄清
的在阳光下闪着光的湖水，还是苗苗祖父的那艘小船，还有
满山坡的狗尾巴草，门口大黄蹦蹦跳跳，无不向我们展现了
这个小城镇最朴质最迷人的魅力。

可是这又是谁的错呢？谁都没有错。难道天保的死是翠翠祖
父甚至是翠翠的错吗？不是。是二老的错吗？很显然也不是。
那到底是谁的错？是他们的善造就了他们只能以悲剧收尾，
翠翠是什么样的女子，是在柔情的河水，浪漫的狗尾巴草坡，
在湘西那种令人向往的地方造就出来的钟灵毓秀的，充满灵
气的女子。她太美好了，以至于她只能收获悲剧。因为美永
远是容易消逝的，为什么？就如红楼梦一般，曹雪芹老师为
什么要把红楼梦里的美得动人的女子一个个赋予悲剧呢。因
为她们太美好了，但美人也是会老的，封建制度思想也是会



使美人憔悴，因为这种令人厌恶的制度，美人只能烟消云散。
是封建制度阻止了他们的纯真的爱情，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和
一个撑船的孙女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即使你为了她唱完
三年六个月的山歌，即使你摘了满山的狗尾巴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