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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感悟(优质8篇)

教学反思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互动，促进
良好的教学氛围。学习心得-我的高中学习历程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围城》热播的时候，正读高中。那时候不谙世事，只是佩
服剧中演员们的演技，尤其是对饰演方鸿渐的陈道明。但稍
带着，也对原著的作者感起了兴趣。于是颠儿颠的跑去找我
们的语文老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钱钟书其人。老头儿一
本正经的说："像这些小人物，没有必要去关注。我们考的是
鲁迅、老舍和茅盾等，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平生第一次
认真请教老师，却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好不扫兴。好在本
人基本不受外人观点的影响，即刻便对老头儿的孤陋寡闻嗤
之以鼻，自找了书来读。

不读便罢，读后便把对陈道明的崇敬都换给了钱钟书。幸好
那时没有什么"人肉搜索",不然我一定拿来把钱老先生的家底
儿都搜个遍。哪有这样的人啊，冷幽默都被用到了极致了！
乍一读还品不出其中的味道，再想想却忍不住要捧腹！从此
不听老头儿上语文课，只醉心读钱钟书。直到高三，换了一
个学识还算渊博的语文老师，才重拾对语文课的兴趣。

时光如水般游走，不知不觉高中毕业已经十七年了。这期间
有过多少次想要把《围城》拿过来重读一遍，但总是未能如
愿。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懒吧！

但最近终于还是把这个愿望实现了，而实现了愿望以后的我，
一下子发现，自己当初竟是那么的肤浅！

方鸿渐出国留学却终无所学，不得已花钱买了一张假的文凭；



与苏文纨等留学生们无论真假的"学成"归来，却又"学"无所
用；方鸿渐因为爱上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却惹恼了暗恋他
的苏文纨，结果被伊抖出了自己的风流韵事而遭遇唐晓芙的
斥责，恋爱不成；与赵辛楣原本是"情敌",结果却又成了好友；
他不爱孙柔嘉，但爱他的孙柔嘉却故意与他成双入对制造舆
论，并最终步入婚姻这座围城，还因此被学校开除；入了城
的方、孙二人，渐渐又发现彼此都不如婚前的美好，夫妻关
系日见紧张……方鸿渐这个小人物，和众多人一样，从这座
城里走了出来，又进入了另一座城，周而复始。大约我们现
实中的人也是如此。钱钟书不是在冷幽默，而是冷酷，冷酷
地道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还不自知的生存状态，那个时代
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或者他老人家现在还在天国里，饶有
兴趣地看着我们在一座又一座的围城里跳来跳去吧！

那个时候，可能如每一个人年少时的感觉一样，总喜欢给文
学作品中的人物以鲜明的爱憎。我那时是把唐晓芙惊为天人
的，并惋惜她没能和方鸿渐（尽管他有弄虚作假的劣迹，但
总算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同入婚姻的殿堂。而对于那个连
吃药都要避开旁人、"眼中黑多白少，乃淫邪之相"的李梅亭
则深恶痛绝。看了电视剧后，还顺带对演李梅亭的葛优也加
了一副有色眼镜，好多年不愿看他演的电影。但事实上，
《围城》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主次，都是人间众生相的一
个剪影。如果我们留心，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知有多少
个方鸿渐，多少个苏文纨，多少个李梅亭！至于唐晓芙，却
或多或少成了我们心里的一个梦。更悲摧的是，我们还欠缺
了钱钟书他老人家的机智与才气，不能把众多的人物那么和
谐的安排到一起，同台献艺，各司其职。

都说看书不能对号入座，其实真要是对上了号，自会有对上
号的乐趣。钱老先生太聪明，他在不动声色地把我们大家都"
幽"了一"默",却让我们看着自己的表演还会傻笑，等到发现
自己上当的时候，也只能惊叹于他的诡谲！好作品总是常读
常新的。或许我现在的理解依旧还是流于肤浅，或许若干年
后，我还能读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味道来。期待着吧！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该作品凝聚了他对社
会腐败、学术堕落的感叹。主要讲述了方鸿渐海外“游学”
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
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
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
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
的孙柔嘉结了婚，最终离婚。

感情是一座围城，而在三闾大学则是另一座围城，在那里面
充斥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时刻令人感到压抑，令本性纯
善却懦弱的方鸿渐无法忍受，但当他决心离开三闾大学，面
对的却是一个充斥父母的封建思想，家庭的职责，事业的衰
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
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的大手掌控着。而方鸿渐也只
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手，只能逆来顺受地承受朋友的施舍，
义无反顾得踏入感情陷阱和事业低谷。但除了方鸿渐，追了
苏文纨二十年的赵辛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
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
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所有人的心里都
有一座围城，别人进不来，自己也出不去。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中也是处处都有“围城”。事业，感情，
家庭，学习，生活都与这座围城休戚相关，看每个人如何选
择。是为了野心而拼搏？亦或是为了感情而抉择？但是，只
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是不能改变的，就是身处这样一个巨大
的围城，不管世道如何险恶，重要的是我们始终要持续一颗
善良本真的心。虽然很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假设，实际上
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意志坚定，没有什么是
做不到的。虽然我们此刻还没有踏入社会，还没有真正尝到
社会的滋味，但学校也是一个围城，在学校里我们也不能迷
失自我，与人相处要真诚相待。先对他人表示自己的善意，
久而久之，大家也会对你表示善意；做人这样，做事情也同



样是这个道理。我们做事情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必须要踏踏
实实一步一步去做好，去尽全力完成被分配的任务，做好自
己分内的事情。

读过此书的人都明白，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
他为人不求上进，极度虚伪。明明买了假文凭，却从来不向
别人炫耀；明明不愿和苏文纨白头偕老，却又暧昧不清，给
她期望，又令她失望。但也许这就是他玩世态度的表现吧，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被城围起来，多数的人都像方鸿
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
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明白世道的艰险，但
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
想明白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我的公道一样。他不
明白，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人生，围城，我们就在这一个个城堡间，进而出，出而进，
周而复始，没有止境。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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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满怀好奇之心，翻开《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本书的时
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狐狸爸爸的机智应对勾起了我的
兴趣。读完故事，我不禁为狐狸爸爸竖起了大拇指，狐狸爸
爸遇到困难，不退缩，肯动脑筋，勇往直前!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罗尔德·达尔。他笔下的
主人公——狐狸爸爸，是一位聪明而又称职的父亲，为了让
家人吃饱饭，他不得不趁着夜幕，去偷农场主的东西。三个
卑鄙、小气的农场主与狐狸爸爸展开了长久的对决。最后，
农场主们用挖掘机刨开了大半座山，想要摧毁狐狸的家，结
果，住在山里的动物们都无家可归了。我的心为之一颤，哎!
动物们太可怜了!它们的家被挖掘机铲平了!



农场主们把狐狸一家围困在地下，狐狸太太被饿的几乎快晕
倒了，四只小狐狸也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围坐在山洞的一
边，而狐狸爸爸，也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这一幕，我不禁为
狐狸一家着急、担心，要是狐狸一家饿死在山洞里怎么办?狐
狸爸爸没有退缩，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地底挖洞，
建立新家。狐狸爸爸带领四只小狐狸，不停地挖呀挖，最后，
终于把洞打通到了饲养场。他不但救了自己的家人，也为那
些无家可归的动物造了一座地下新家园。那一瞬，我被狐狸
爸爸和小狐狸在饥肠辘辘的困境下，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了。
同时，我又为它们的成功兴奋不已。

我们的身边不是也有许多这样遇到困难不退缩的人吗?今年_
岁的“坚强姐”胡凤莲，6个月大时不慎烧伤，只能靠膝盖跪
着走路，但她“不靠天不靠地,要靠自己挣生活。”她在一家
工厂当木材搬运工，靠自己的努力，供养着她的家庭。读完
这则新闻，我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她是多么的坚强呀!虽
然截肢了，但她没有自卑，没有放弃，依然乐观地面对生活，
克服着各种困难。虽然她的个头很矮小，但我认为，她的人
格却很高大。

我也遇到过困难，比如，每天练习弹钢琴，虽然很努力，但
有时却毫无进展，我就很沮丧，甚至不想练了。跟狐狸爸爸
和胡凤莲阿姨相比，我真是觉得有些惭愧呢!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读《围城》不仅可以感受沿途邂逅的惊喜，还能体会妙趣横
生的比喻，更能咀嚼其中蕴含深意的象征。以下是小编收集
整理的《围城》个人读书心得感悟，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乍一看《围城》，感觉像是一本军事书或者是战术书。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我曾经被深深的感到动过，后又



读了杨绛的《我们仨》，在这里面，我第一次了解了钱钟书
先生，并知道他绝对不是方鸿渐。

杨绛在《围城》的后记中曾这样说到“《围城》的作者呢，
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书中的方鸿渐，博土学位是
买来的，出国留学的钱是他已故未婚的家庭提供的，典型的
当时社会的渣男，开头仅仅30页，却出现了五六个与他有关
系的.女生，无论是在邮船上的鲍小姐，还是苏小姐，还是苏
小姐的亲戚唐小姐，方鸿渐都与她们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
这前提还是他还花着已故未婚妻的家的钱，这就如序所讲的
那样“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
的基本根性。”呼，这或许就是对方鸿渐这个人物的精准评
价吧！

前半部分，苏小姐苏文纨也是一大人物，邮船上孙太太那段
恭维的说话，让她最不喜欢小孩子的人说出了：“我最喜欢
小孩子”这样的话，往后中，她喜欢两个男人同时争夺她的
感觉：青梅竹马的赵辛楣、替她抄诗的王尔恺，却刺激不到
他心中欢喜的鸿渐，最后却和曹元朗订婚，这简直就是自私
的转型，或许邮船上孙太太对她说的话运用了反语。

从小学一直到了现在，《围城》只看了三遍，却一直不能忘
怀苏文纨那句：“冷若冰霜，艳若桃花。”官小姐出身的苏
文纨本身就有了高人一等的权利，再加上留学博士的头衔更
是让她把爱情看得特别珍贵，不肯轻易施与。然而留学归来
的她，也许是受到了方鸿渐和鲍小姐亲热的刺激，也许是回
国后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她的“冷若冰霜”早已
热得蒸成了汽了。在赵辛楣、方鸿渐和曹元朗中游离，看着
他们三个男人为她“争斗”成了她毕生最大的乐趣。

有人说，一切都会变，除了改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也许
正是如此吧，时光如梭，命运如滚滚车轮将我们带往未知的
世界。看到赵辛楣与方鸿渐的针锋相对时，有谁会想到半路
杀出个程咬金——曹元朗来，还最终和苏文纨结了婚。在看



到唐晓芙和方鸿渐之间的不断互相爱慕、猜疑和争吵这些小
打小闹的时候，有谁又会想到晓芙将会远去，而方鸿渐却被
孙柔嘉“骗婚”。也许正是因为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本身并
无感情基础，平常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才会发展成为最
后的离家出走。良好的感情基础对于婚姻来说真的很重要啊。

在书中，婚姻中的“平等”也是从头到尾反复强调的一个问
题，假如婚姻中有一方过于强盛而一直对另一方不公平的话，
婚姻便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了。方逐翁说过：“嫁女必须胜
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只可惜后来他儿子并没听他的
话，娶了个背景比他好得多的孙柔嘉，仗着个好管闲事的姑
妈，压迫得方鸿渐喘不过气，逼得婚姻进了死胡同。

也许这正好应了那句话：围城里的人想出来，而围城外的人
想进去。我们的世界正像这么一个大染缸，缸外的人瞅着这
鲜艳多彩的繁华而羡慕不已，而缸里的人，却回想着这外面
的纯洁干净的好。婚姻不过是两个人的一种协议，却有着这
无穷的吸引力，让全世界的人们都为之疯狂。

围城里的好戏还在上演，而围城外，羡慕的人们仍在继续渴
望着围城里的生活。

《围城》热播的时候，正读高中。那时候不谙世事，只是佩
服剧中演员们的演技，尤其是对饰演方鸿渐的陈道明。但稍
带着，也对原著的作者感起了兴趣。于是颠儿颠的跑去找我
们的语文老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钱钟书其人。老头儿一
本正经的说："像这些小人物，没有必要去关注。我们考的是
鲁迅、老舍和茅盾等，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平生第一次
认真请教老师，却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好不扫兴。好在本
人基本不受外人观点的影响，即刻便对老头儿的孤陋寡闻嗤
之以鼻，自找了书来读。

不读便罢，读后便把对陈道明的崇敬都换给了钱钟书。幸好
那时没有什么"人肉搜索",不然我一定拿来把钱老先生的家底



儿都搜个遍。哪有这样的人啊，冷幽默都被用到了极致了！
乍一读还品不出其中的味道，再想想却忍不住要捧腹！从此
不听老头儿上语文课，只醉心读钱钟书。直到高三，换了一
个学识还算渊博的语文老师，才重拾对语文课的兴趣。

时光如水般游走，不知不觉高中毕业已经十七年了。这期间
有过多少次想要把《围城》拿过来重读一遍，但总是未能如
愿。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懒吧！

但最近终于还是把这个愿望实现了，而实现了愿望以后的我，
一下子发现，自己当初竟是那么的肤浅！

方鸿渐出国留学却终无所学，不得已花钱买了一张假的文凭；
与苏文纨等留学生们无论真假的"学成"归来，却又"学"无所
用；方鸿渐因为爱上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却惹恼了暗恋他
的苏文纨，结果被伊抖出了自己的风流韵事而遭遇唐晓芙的
斥责，恋爱不成；与赵辛楣原本是"情敌",结果却又成了好友；
他不爱孙柔嘉，但爱他的孙柔嘉却故意与他成双入对制造舆
论，并最终步入婚姻这座围城，还因此被学校开除；入了城
的方、孙二人，渐渐又发现彼此都不如婚前的美好，夫妻关
系日见紧张……方鸿渐这个小人物，和众多人一样，从这座
城里走了出来，又进入了另一座城，周而复始。大约我们现
实中的人也是如此。钱钟书不是在冷幽默，而是冷酷，冷酷
地道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还不自知的生存状态，那个时代
如此，现在依旧如此。或者他老人家现在还在天国里，饶有
兴趣地看着我们在一座又一座的围城里跳来跳去吧！

那个时候，可能如每一个人年少时的感觉一样，总喜欢给文
学作品中的人物以鲜明的爱憎。我那时是把唐晓芙惊为天人
的，并惋惜她没能和方鸿渐（尽管他有弄虚作假的劣迹，但
总算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同入婚姻的殿堂。而对于那个连
吃药都要避开旁人、"眼中黑多白少，乃淫邪之相"的李梅亭
则深恶痛绝。看了电视剧后，还顺带对演李梅亭的葛优也加
了一副有色眼镜，好多年不愿看他演的电影。但事实上，



《围城》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主次，都是人间众生相的一
个剪影。如果我们留心，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知有多少
个方鸿渐，多少个苏文纨，多少个李梅亭！至于唐晓芙，却
或多或少成了我们心里的一个梦。更悲摧的是，我们还欠缺
了钱钟书他老人家的机智与才气，不能把众多的人物那么和
谐的安排到一起，同台献艺，各司其职。

都说看书不能对号入座，其实真要是对上了号，自会有对上
号的乐趣。钱老先生太聪明，他在不动声色地把我们大家都"
幽"了一"默",却让我们看着自己的表演还会傻笑，等到发现
自己上当的时候，也只能惊叹于他的诡谲！好作品总是常读
常新的。或许我现在的理解依旧还是流于肤浅，或许若干年
后，我还能读出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味道来。期待着吧！

当读《围城》这部小说时，我为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故事所着
迷，常被那种别出心裁的妙喻惹得心领神会地笑。

还特别有感于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吵架。他们每次的骂词都不
一样，而且一句一句对得很好，好像你说了上句下句本该如
此说的。他们完美的对词，恰恰表达了婚姻的无奈，即
使“他”想出来也出不来，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出来。这是每
个人都要走的路。方鸿渐和孙柔嘉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对方的
家人哪里得罪了自己，无形的压抑造成了夫妻间的斗气，吵
闹。是不是离开了那个社会，那个大家庭的背景，就不存在
争吵了呢?我想不会，或许，他们又会找出另外一些事作为吵
架的素材了，这也就是婚姻真正的无奈!

钱钟书先生不直接说，只把事情摆出来，读者会怎样理解，
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但婚姻之于爱情，是升
华了还是丑化了，还是现实了?很难说清。

其实《围城》的主题是在隐喻人类生存的困境，而且围城无
处不在。仔细听听你周围的人的对话吧：富人羡慕穷人安乐、
清闲，穷人羡慕富人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城里人羡慕乡村的



田园风光、新鲜空气，乡里人羡慕城里人汽车洋楼;忙人羡慕
闲人，闲人羡慕忙人。

这似乎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心理状态，不满足，
永不满足。因不满足，所以会产生思变的心理和思变的行动。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累了又不能休息的时候就羡慕清闲的
人，希望过他们那种生活，当真的有一天过上了那种生活，
过得久了，就又厌烦了，又想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当中去，重
新做回原来的样子。人们总喜欢这么兜圈子，自寻烦恼;走来
走去，或被困在围城里，或被丢出围城外;就像时钟的钟摆一
样左摆右摆，游弋不定。

我们每个人都有既定的生活环境和模式，当我们被某种无形
的定律牵引着循规蹈矩去生活的时候，就自然地会产生一种
难以抗拒的无奈和悲哀，于是我们想跳出自己生活的樊笼，
想去换另一种与众不同的活法。可往往到头来，妥协的是我
们自己。

其实我觉得，人类在围城的这种困境不外乎从两个方面解决，
要么不要把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作围城，千方百计要冲出去;要
么，你非要说那是一座围城的话，也照样能在围城里寻找到
真正的我，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不屈的精神，终究会有一
个围城里的好归宿。

如果觉得自己能力足够支撑自己在另一个围城里生存就走吧，
说不定真的海阔天空呢!

一本薄薄的围城终于看完了，之前看书评说：你能在围城里
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

果然没错，即使我们追求自由主义，但仍然逃不过父母那一
辈的思想对我们年轻人和现在生活带来的影响。在年纪尚可
的时候，对追求一切都是充满了激情，但是随着自己阅历的
增加，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越来越透彻，为什么无奈反而



越来越多呢？说这些话听上去好像是悲观主义，也有可能我
明天再看见这句话，觉得自己十分矫情。

围城的墙实在是太高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需要用一把较长
的梯子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围城看
到后来其实挺悲的，心情复杂，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底色越
来越暗淡。对于主人公方鸿渐其实充满同情，但有时候特想
骂他coward，一生感情中，唐晓芙就是白月光和红玫瑰，孙
柔嘉就是蚊子血和饭粒子。可是从一个女性读者的角度来说，
每个女生都是从一个男人的白月光，最后变成了蚊子血。男
人喜欢众星捧月，女人喜欢独一无二， 女人是从患得患失的
时候开始被厌烦的。 我觉得，可以换种心态谈感情，不去绞
尽脑汁想，怎么才能和这个人长长久久，只要想明白，两个
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才能开开心心，分开的时候也不留怨恨
和遗憾，就可以了。

婚姻虽然不是生活的大部分，但是他又如此核心，如果我们
不能够获得称心如意的婚姻关系，会不会有一种十分浪费生
命的感觉？可是没有往下走，谁又能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段
称心如意的关系呢？太矛盾了，我觉得围城它是圆形的，无
论怎么走？最终还是会回到起点。

还是很推荐钱钟书的围城，结合李安的电影《喜宴》一起去
看，感受中国式婚姻以及家庭的精髓。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当读《围城》这部小说时，我为方鸿渐和唐晓芙的故事所着
迷，常被那种别出心裁的妙喻惹得心领神会地笑。

还特别有感于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吵架。他们每次的骂词都不
一样，而且一句一句对得很好，好像你说了上句下句本该如
此说的。他们完美的对词，恰恰表达了婚姻的无奈，即



使“他”想出来也出不来，而且根本就不可能出来。这是每
个人都要走的路。方鸿渐和孙柔嘉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对方的
家人哪里得罪了自己，无形的压抑造成了夫妻间的斗气，吵
闹。是不是离开了那个社会，那个大家庭的背景，就不存在
争吵了呢?我想不会，或许，他们又会找出另外一些事作为吵
架的素材了，这也就是婚姻真正的无奈!

钱钟书先生不直接说，只把事情摆出来，读者会怎样理解，
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但婚姻之于爱情，是升
华了还是丑化了，还是现实了?很难说清。

其实《围城》的主题是在隐喻人类生存的困境，而且围城无
处不在。仔细听听你周围的人的对话吧：富人羡慕穷人安乐、
清闲，穷人羡慕富人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城里人羡慕乡村的
田园风光、新鲜空气，乡里人羡慕城里人汽车洋楼;忙人羡慕
闲人，闲人羡慕忙人。

这似乎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心理状态，不满足，
永不满足。因不满足，所以会产生思变的心理和思变的行动。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累了又不能休息的时候就羡慕清闲的
人，希望过他们那种生活，当真的有一天过上了那种生活，
过得久了，就又厌烦了，又想回到以前那种生活当中去，重
新做回原来的样子。人们总喜欢这么兜圈子，自寻烦恼;走来
走去，或被困在围城里，或被丢出围城外;就像时钟的钟摆一
样左摆右摆，游弋不定。

我们每个人都有既定的生活环境和模式，当我们被某种无形
的定律牵引着循规蹈矩去生活的时候，就自然地会产生一种
难以抗拒的无奈和悲哀，于是我们想跳出自己生活的樊笼，
想去换另一种与众不同的活法。可往往到头来，妥协的是我
们自己。

其实我觉得，人类在围城的这种困境不外乎从两个方面解决，
要么不要把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作围城，千方百计要冲出去;要



么，你非要说那是一座围城的话，也照样能在围城里寻找到
真正的我，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不屈的精神，终究会有一
个围城里的好归宿。

如果觉得自己能力足够支撑自己在另一个围城里生存就走吧，
说不定真的海阔天空呢!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教辅书出几道《围城》简述题，于是又一次重读——当然，
说是最近，其实也已是好多年没有翻过它了。

颇为释然，甚至还有点惺惺相惜——这主持人定是和我一样，
也是个《围城》迷。

宣。这实在是一种极快乐的劳动——写作也是劳动吧——杨
绛的笑声也使《围城》越来越有趣了。

“红海早过了，穿在印度洋面开驶着，但太阳依然不饶人地
早起早落……”钱钟书用华丽的开篇在第一时间抓住了我略
显浮躁额心，并鼓动我、催促我静下心来，慢慢走进方鸿渐
的世界，去体会他在围城内外的生活。

开头是太平洋上的颠簸的法国邮船上，嘈杂的各国人等，为
着各不相同的目的，相遇了。夕阳永远在船尾紧紧地跟着，
即使要马上被迫沉入海底，依旧用酡红的光线紧紧盯着这一
群虚有其表，浮躁的，平庸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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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围城》这部小说在高中能够说就早有耳闻，一向很想去拜
读一下，然而由于高中时光的原因，一向没空去读，进入大
学以后，最后有幸将《围城》看了一遍，《围城》是钱钟书
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
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
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
令少不更事者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
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杯具。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
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书中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情纠葛，每每因
自我的怯懦，不敢多言，言亦不由衷，甚至一步步陷入工于
心计的孙柔嘉的婚姻陷井之中，最后自食婚姻苦果。这座感
情围城，以前令方鸿渐向往，之后又无奈于城中的无聊。而
在三闾大学着实是一座事业的围城，那里面充斥着尔虞我诈、
明争暗斗，时刻让人感到压抑，令本性善良却怯懦的方鸿渐
不堪忍受，但当他离开那里，应对的却是一个集父母的封建
思想，家庭的职责，事业的衰败，多层混杂的社会大围城之
中，让他更加觉得无所适从，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只无情
的大手掌控着。本就无材的方鸿渐也只会牢牢地屈服于这只
手，逆来顺受的承受朋友的施舍，义无反顾得踏入感情陷阱，
事业低谷。整本书中，除了他对唐小姐的追求尚显出些他试
图征服命运的思想外，其余的，指示方鸿渐徒劳的思想斗争
和软弱的行为罢了。所以也就有了如此悲凉的结局。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
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
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面子的围城。总
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自我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
是为了一点私立或者是一个面子，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
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自然，70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
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这样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
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
腐、留学生的傲气，揭露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
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阐明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
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无形的四
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只是在于
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假如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
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失去了生命中的价值。

围城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方渐鸿，无疑是个充满讽刺的人物。出国留学，却只能买文
凭混日子;因为一个电话，失去自己一生的挚爱，甚至与那个
深爱自己的苏小姐也不了了之。

故事似乎永远在向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发展。细细品读，才顿
然发觉他最大的讽刺莫过于那种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感觉。
他仿佛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甚至似乎从来就不知道自己
究竟想要什么。以至于在文章的开头是孤身一人，结尾时仍
就是形单影只。那种戏剧化的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都在他
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那么方鸿渐呢?
他在寻找精神寄托，可每当找到归宿后，却又认为就是一种
变相的束缚。在城外时不断寻找可以入城的路，却在入城后
又怀念城外的天空。他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



而这种纠结心理，其实也是当时的社会文人的一些普遍心理
现象。他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助，彷徨，迷茫，没
有任何的精神寄托让他们存活于世，不敢交流，成为了一个
个如方鸿渐一样的”围城”一孤独中封闭自我。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为许多的”美好”打下铺垫，可是尽管
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他的结果是注定悲惨，而这些美好的幻
想只会让现实更加的悲哀。

毕竟，生活本就不尽如人意。

而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全部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