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边城读后感初中(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边城读后感初中篇一

今年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它伸出漫暖的大手，摩挲得人浑
身舒坦。刚吃完中午饭的我，便坐在椅子上，看起了《边
城》。

这部小说是沈从文先生写的，初读之下，会觉得语言很平淡，
情节甚至算得上是平凡的，但细读之下，又会被小镇的悠闲
适意，爷爷的朴讷，翠翠的可爱以及字里行间的自然、优美、
诗意所吸引。读着读着，似乎自己也融入了这个很多年前的
故事中。

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现了在青山绿水间有一个淳朴的白发老船
夫，一个穿着碎花布衣的天真少女和一条忠心的黄狗，没有
喧嚣，没有张扬，生活简单而宁静，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枯
燥乏味，但对于一直生活在青山绿水间的他们仍然把这日子
过得滋味十足。

本该一直这么悠然度日，但却在一个热闹的端午节，翠翠走
上了爱情这条“路”……

那次盛会上翠翠与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不期而遇，傩送
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更巧的是，傩送的兄长
也喜欢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
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从中
选择。傩送是唱歌的一把好手，天保自知比不过弟弟，心灰



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去做生意，但不幸溺死于湍急的涡流之
中。由于天保之死，傩送十分责怪自己，很内疚，便自己下
桃源去了。

而悲剧还未停止……

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说，翠翠莫怕，翠
翠说不怕。两人便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翠
翠起来却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吓得
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虽然两兄弟
的父亲在老船夫去世后解开了心中失子的疙瘩，答应只要傩
送愿意就娶翠翠做儿媳。于是翠翠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还记
得原句是这样的------“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
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
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要有多悲哀才会如此……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边城……

边城读后感初中篇二

边城此文读来乡土气息极重，我十分喜爱，可能因为从小也
是长在乡土气息重的县城有关。读此文，就如闻到了故乡的
气味。

三四年的边城，如鲁迅的药，冰心的小桔等其他现代小说般，
十分多的象征，且善用象征，十分的妥帖，不像如今排山倒
海，不入流的东西们般，牵强附会，全是噱头。

但是作为一个水平有限的学生，分析它的象征，实在一件过
于高难度的行为，况，70年来，人们所通读透解，加上沈从
文先生自己也提过一二，具体他指的是何物，所以我若排除



人们所公认的象征，去努力发现新的象征，必然落入晦涩牵
强的套路。

故此，我将试着谈论我的感受，沈先生的作品所弥漫出的沁
人泥土味道。

边城，出这样一个名字，沈先生显然是想表现不为功利所染
的淳朴风土人情。文中所出现背景和事物大都为自然物或与
自然融为一体的东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产物，河流，
山，渡头，渡船，竹林，茅屋，小镇。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
的。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
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
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
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
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见，边城，这样
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熏染变质。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翠翠所象征的文化，到了今天，真的
得到好的出路了吗?或许，得到了拯救，或许，只留下了残迹
而已。

或许，只有沈先生的碑文永留世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
我思索，可理解人。

只有沈先生描绘的朴实的人的美，是必然留存下去的。或许，
为先生写点悼念的话，只能写三个字。

边城读后感初中篇三

《边城》营造了一个使人难忘的美丽世界：立在半山腰的白
塔，宽约二十米却清澈透明的小溪。但书中的人物，却比这
美景更令人难忘。



《边城》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虽然以悲剧收场，我
却喜欢书中的每一个淳朴善良的人物：

翠翠的爷爷。当了一辈子的船夫，却从没有收人家一分钱。
这要是换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有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不存
在，不过，在书中，老船夫的形象却十分真实。他淳朴的形
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每一个带着一点儿“傻气”
的行为，使人发笑，端午节时，为了坚守岗位，将翠翠一个
人扔在了城里头;将自己的烧酒分给别人喝……我在觉得好笑
之余，也对他更加喜爱，喜爱他淳朴善良的心。这也许也是
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吧。

文中淡化了钱的意义。即便是最有钱的顺顺，也是十分慷慨。
可见，文中的边城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地方，没有一股浓厚的
商业气息，使人觉得轻松。随着金钱的淡化，全书的主题也
更加突出。全书中的淳朴的人情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更深。于
是，一个个鲜明可爱的人物形象便留在了我的大脑里：热诚
质朴的杨马兵，豪爽大度的顺顺……他们都是美好道德品质
的象征，都体现了理想人生的内涵。

大老和二老的兄弟情义也让我觉得很感动。当二老向大老说
出自己的心事之后，兄弟两人并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通
过“公平竞争”来分出胜负。这也体现了书中的人物淳朴的
特点。

故事虽最终以悲剧结尾，却留给了人们遐想的空间“也许明
天就回来!”读到这一句话，令我无尽感慨。我不禁为作者巧
妙的构思所折服，只一句话，就让故事的结局使人容易接受
了许多。这样一个结尾，让人意犹未尽。

边城读后感初中篇四

《边城》一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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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皆可以计数。”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就是那么鲜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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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正是借《边城》来寄寓
对社会的厌恶，书中的世界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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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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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白塔永远保持沉默，正和翠翠面对自己喜
欢的二佬，不敢明说，只是一味的沉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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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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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应该就是情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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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自己的结果，亦然选择下江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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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选择去独闯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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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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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读后感初中篇五

清莹的河水摆动着，弯曲了光线，斜射在水底的'碎石上，微
风拂过，带来细碎的草叶及竹雀草虫婉转的歌声。溪边有座
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狗。

简单的人，简单的故事，简单的情感。它没有大悲大喜，没
有惊心动魄，没有撕心裂肺。它就那样静静地诉说着，那样
真实，那样细腻，它就象一眼清泉，轻柔地将人包围，慢慢
地将人感化。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个朦胧的天堂。这里有秀丽的山水，醇
朴的乡民，热情的乡风，对于已习惯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
灯红酒绿的人来说，这里不就是心灵的栖息地吗?作者从一个
在自然中长大的纯真女孩的角度向我们细细诉说着景与情。

十五六风的女孩的心思最为敏感与缜密。尤其是这样一个纯
真的女孩，在美丽的环境与淳朴的民风中，心也就更加柔软
了。那个美丽的端午节的夜晚，那个美丽的少年曾触动了她
柔软的心，谁知命运弄人，大老与二老却同欢喜了翠翠。他
们身为优秀的青年，继承着茶峒地方的优秀品质，彼此鼓励
谦让，公平竞争。天保走了车路，便要傩送走马路。傩送唱
了一夜的歌，唱软了翠翠的心，也唱黯了天保的心。天保为
成全弟弟而决心出走。不想茨滩的水残酷无情，吞噬了天保，
只留下傩送呆呆在岸边遥望，对老船夫带了误会的傩送最终
跟随了哥哥的脚步。在一场大暴雨中，人走了，塔塌了，只
留翠翠在河边守望。



仿佛是冥冥中有命运刻意安排，翠翠终究走上了母亲的道路，
这种无奈、悲伤、遗憾，就像是一层薄雾给最原始，最纯正
的美披上了忧伤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