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 高中城南旧事读后
感城南旧事(优质8篇)

征文活动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方式，通过比赛评选出优秀
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批精彩的阅读材料。在写作过程中，
可以参考一些优秀的征文范文，借鉴其结构和表达方式。接
下来是一些富有情感和哲理的征文作品，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共鸣和思考。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一

童年的天真，就像缤纷的花朵，芳香扑鼻;童年的纯洁，就像
醉人的风一样，激荡人心。

——题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蕴含着思念的
小曲儿《送别》再次轻轻流入我的耳际，触摸我的耳膜。这
是离别的歌，更是描摹《城南旧事》这幅童年水墨画的美好
绘笔，缔造出了真实的人性世界。

刚刚接触《城南旧事》的时候，并没有翻阅太多，只是打开
它的扉页，草草的了解了一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与作者简介。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林海音，小名英子，出生于日本大阪，
中国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人，曾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
于2017年12月1日在台北逝世。她一生创作了多篇长短不一的
小说集，其中《城南旧事》最为着名。

这本书描写了童年时英子以自己独有的纯真的眼光来看待大
千世界成人之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她的童年就在这种
无忧无虑的快乐的氛围中度过，构成了一个个时而令人快乐，



时而令人忧伤的故事。

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英子在城南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那
些人和事，就像是一股细流，慢慢地渗入人心：惠安馆、胡
同的井、闹市僻巷……还有井边的小伙伴妞儿、惠安馆
的“疯女人”秀贞、躲在草垛里的小偷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
妈，以及最后因肺癌去世的爸爸都与英子建立下了绝不是一
朝一夕就可以筑成的深厚感情。

《城南旧事》中的一幕幕，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当年在
惠安馆中的“疯子”秀贞，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不顾众人
对她的凌辱，而她的女儿竟是和英子朝夕相处的妞儿;在草丛
中被人憎恨的小偷，在英子眼中却是为了让弟弟读书而迫不
得已的善良人，许下“一起看海去的”美好诺言，是令人向
往的约定吹拂着这段遐想的记忆。

比起英子的童年，至少她过得很快乐、很有意义、很知足、
很充实。但是我们，21世纪的我们，身为祖国的花朵却整天
因作业而烦恼，因考试成绩而气馁，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
我想，如果我们把学习当做是一种享受，并且向往着美好的
未来，再从中进行努力，或许就能收获快乐。

每当长大后，回想起自己已经逝去的童年，心里除了后悔就
是悲伤，但是我们现在为何不想办法挥发出它的价值呢?大作
家杏林子说过，“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限
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同样，童年也很短暂，我们也
可以让有限的童年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是啊，不是每一道江河都能流入大海，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
破土而出。童年是短暂的，也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珍惜童年
的美好时光，尽可能地挥发出价值，为了家人的期望，也为
了自己的未来。

虽说童年要快乐，但也要掌握充分的知识。读书很重要，它



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要想打好基础，就不能浪费现
在童年的宝贵时光。作为一名儿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
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利的人，不能
像一些混混一样整天吃喝玩乐。

我无时无刻不憧憬着旧时代的童年，同时也向往着作家林海
音那时无忧无虑的童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自在的生
活，我并没有好好的珍惜，现在，心思只能放在学习上，对
童年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已成了碎片。对于我来说，儿时的充
满童趣的生活与现在是不可攀比的。

《城南旧事》悠悠的叙述将我们领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
北京，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抒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
间温暖的呼唤。其中的很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那卖杂货的
小贩，那曾经村里的“疯子”，还有那过早凋谢的爸爸的
花……文章多种交集的感觉同时在心头涌现。

一泓清泉，可以折射出纷繁的世界;一扇窗户，可以通向一颗
温暖的心;一座指明灯，可以照亮一条正确的路径。而《城南
旧事》是一扇不朽的敞开的大门，吸引我们走进英子的童年，
观望落花斜阳，以及回忆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的童年。

淡淡的文字，感觉却是一种心酸的味道，悠悠泛起在那个久
远的年代。带给我们的，是遗忘不尽的喜怒哀乐，与迷惘忧
伤。

忆童年，那时纯真，那时欢乐。就好似雨后彩虹，抬头仰望，
却遥不可及;好似一只透明的玻璃碗，盛满了美好的回忆，可
望，却难以再触及。

上述，淡淡的文字，感觉却是一种心酸的味道，悠悠泛起在
那个久远的年代。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二

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

——题记

我一向对名著不太感冒，往往是看了半截便将其束之高阁了。
《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也让我忆起了童年往事。

《城南旧事》中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
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
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
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景、物、人、事、
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
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所以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
的秀贞结下了友情，三天两头的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
偷”写下承诺，甚而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
己的奶妈，望着她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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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
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小时侯爱听故事，爱问“后来呢？”，爱帮助人，动不动就
拍拍胸脯，说一句“包在我身上”，不懂大人为什么会互相
讨厌对方，因为在“我”的眼里，他明明是个好人啊。看不
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在一起玩
时，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即使闹翻了，哭鼻子了，到第二
天还是一样在一起嘻嘻哈哈。

为什么我们总是羡慕孩子的无忧无虑，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
里没有戒备，没有心计，只是单纯的。



“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
重临于我的心头。”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三

活泼的英子、严厉的爸爸、勇敢的宋妈、小伙伴妞儿和“疯
女人”秀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妞儿和秀贞，
她们的遭遇我怜悯，她们的重逢令我感动。

英子，一个天真、善良、活泼的女孩。她理解并接受了别人
都讨厌的“疯女人”秀贞，她帮助小伙伴妞儿，使她们母女
重逢，还把钻石表和金手镯送给她们。

我不禁感叹，英子才六岁，就懂得爱。她的童年是丰富的，
是充实的，也是淳朴的。我的童年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
没有英子的精彩与温馨。

《城南旧事》中朴素的文字，好似把我拉回了从前的那个北
京，让我身临其境，去领略那里的人物、风景和发生的事。
每一个故事都真真切切，每一句话都朴朴素素，隐隐约约中
表现出对童年的怀恋与感慨，使我感受到童年中的天真、可
爱、善良。逝去的时间，已经不能再返回。

《城南旧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自己的童年，童年
的时光是珍贵的，过去了将不会改变，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童
年生活，快乐又天真的童年生活。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四

全书的最后一章爸爸的花儿落了，使我印象最深，每当我读到
“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一
样！”这句话时，内心很是失落，我的眼前总是出现英子一
个人在默默地祈祷着父亲能早日康复，去看她的演出。作者
写爱花的爸爸病危时，以花暗示了父亲病情在不断加重，就



像凋谢的花而一般，毫无生机。此时的英子不再逃避，她从
容地接受了事实，她决定了负起帮助家人的责任。文中
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结尾，作者用朴
实而生动的文笔，给我们讲述了离开父亲时无奈、痛楚的.心
情，也给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感慨。是呀，长大就意味着
要肩负责任，长大就意味着要学会靠自己。虽然生活的重担
压在了幼小的英子肩上，但是我坚信她一旦长大，这将会成
为她人生中的一次很好的磨练。

虽然每个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作者而去，可是作
者透过正面的描写和侧的烘托，把每个人物的外貌性格都写
得淋漓尽致，即使闭上眼睛，他们的身影也依旧浮现在眼前：
井边的小伙伴，惠安馆的秀贞，藏在草堆里的小偷，骑着小
驴回老家的宋妈……再加上聪明伶俐的英子，组成了作者充
实丰富的童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带着人间温暖的风吹遍
了每个角落，吹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这是一本散发着芬
芳的书，更是一本令人受益匪浅的书，它能使人从中领略到
很多人生的哲理。看完《城南旧事》后，我感到阵阵的酸楚，
可是它那每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都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和
友爱。

《城南旧事》这本书如同一位绘画大师，缔造出了真实的人
性世界，为我呈现了一出精彩绝伦的演出。书里的英子的童
年之所以如此精彩，也正是因为她用那一颗纯真善良的心灵
去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愿我们也能有一颗感恩的心，去
报答身边所有的人。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五

《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
强”，《城南旧事》一书既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写照，更是当
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也是她最具影响的作品。你是否在
找正准备撰写“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下面小编收集了相



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读书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当你和书本们接触久了，就会从
中获得许多乐趣。你能够从各种好书中了解到一个人一生的
曲曲折折，也能够领略到一个小镇的风土人情，还能够欣赏
到大自然的美妙风光……总之，书中无所不有，畅游于书海，
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深奥的世界。

读书的乐趣是微妙的，不可言喻的。每当我读完书，就感到
一种成就感，因为，我又收获了一些知识，不论是学术上还
是生活上的，这都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极大的帮忙。书本是
人们的良师益友。学习工作时，它能够助你一臂之力;闲暇时，
它能够当你的亲密伙伴。看好书，能够陶冶情操，美化心灵，
使品格变得更加高尚。

当你刚开始看书时，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久了，就会渐渐
被书吸引，也许就是因为你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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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城南旧事》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便是那首清越悠
扬、古朴深婉人的骊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
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
落。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以及落花下，一个
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在夕阳的余辉里静默着的画面。一边
读着《城南旧事》，一边回想着电影里的镜头，仿佛身临其
境：冬阳下的骆驼队，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蹲在草丛里为
供弟弟上学而偷窃的厚嘴唇小偷，漂亮爱笑的兰姨娘，从小
在凄风苦雨中饱受养父-待虐的伙伴妞儿，爸爸的好友德先叔，
朝夕相伴的奶娘宋妈和沉疴染身的慈父……涉世未深的小英
子的思绪，久久萦绕在时光与命运的变迁之中。但是这些人
都在童年匆匆的脚步声中离去了。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小小年纪，为何却早已
体验了“知交半零落”的愁苦?夹竹桃零落满地，英子在懵懂
与静默之中送别了自己的童年……读《城南旧事》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杂念，因为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所以心绪
是淡然而平和的。感动着我的，只是这文字之间荡漾的一种
淡泊与纯净。海音先生以儿童清澈的眼眸，用清新淡雅的文
字，诉说她对城南旧事的情意缱绻。半个世纪的别离，城南
的落花依旧，然而零落的，只是人们记忆的碎片。

“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
重临于我的心头”。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
僻巷……从容淡定之间，多少悲欢离合，掠过生命的轨迹。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愁苦又有何用?“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
别梦寒”，童年去了，留下无穷思恋与怀想……蓦然回首，
满地零落的花瓣儿，诉说着盛夏的情怀……骊歌的乐音仍在
耳畔萦回着，一缕哀愁淡淡，一抹相思沉沉……情思之中，
少了一丝懵懂，多了一点缅怀。正如她衣襟上的那朵沉默的
夹竹桃。

在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着许多的事令人们牵肠挂肚。那些
事就像是童年美梦。而且，童年也是个美梦!读了《城南旧事》
这本书，我对“童年的美梦”更加有深刻的理解!

《城南旧事》讲的是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经历的童年往
事。

在小英子的童年中也有许多的美梦。不过，小英子的美梦碎
了，因为她的爸爸去世了，她不在是小孩子了，她的童年已
经过去了。

还记得那个被别人误认为是疯子的秀贞吗?她是以为失去自己
的孩子才会变成这样。秀贞把她的心事都告诉了小英子。小
英子是多么同情她呀!秀贞是多么想找回自己的孩子!最后，
秀贞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小英子的好朋友妞儿，真是令人



吃惊!

这些小英子的童年往事不禁勾起了我的童年傻事。

时间过得真快，这么快就逝去了。小英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毕业，我从一年级到即将上六年级。我有爸爸妈妈陪着我走
向未来，小英子却没有，她的爸爸去世了。小英子的爸爸很
爱种花草，他是那么细心地照料那些花草。他对小英子表面
上很严格，但他的内心是很爱小英子的。他对小英子抱有很
大的期望。不想让她迟到，这些都是父亲对女儿的爱!就像我
爸爸!

我爸爸很爱吃巧克力，但他从不说出来。有一次，他把所有
的巧克力都留给我吃。还告诉我他不爱吃巧克力。那天晚上，
我偷看到爸爸在吃我吃剩的巧克力。那一瞬间，我深深的感
受到爸爸对我那浓浓的父爱!

《城南旧事》真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林海音把那些人物
描写得栩栩如生，把那些事情写得细致入微。我希望有更多
的人喜欢这本书!

我要把我的童年往事，童年的美梦藏在我的心里!让它们滋润
我的心田!温暖我的心房!呵护我的心灵!

翻开一页页的油墨馨香，思考一个个的人生哲理，相比之下，
我的童年显得更无忧无虑，更活泼动人.这本神奇而美妙的书，
让我感悟出真实的世界，为我呈出绝美的风景。翻过此书的
最后一页，房间里飘着一股淡淡的、幽幽的古城墙的味儿，
老北京的画面，久久无法在我的脑海中散去。

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
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让英子感到
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
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伴的宋妈、爱花的慈父。



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同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
貌犹在，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为何人世这般凄苦?不谙事理
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日子，深
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永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也许，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它代表经
历沧桑后的人对纯真年代的怀念。读着《城南旧事》，我渐
渐地走近了书里，看着英子在城南度过的幸福童年，它们就
像是一股细流静静地，慢慢地渗入我的脑海中，大家与英子
深厚的感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筑成的。

当读到英子和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玩时，我真担心秀贞会不
会做出伤害英子的事;当看到英子知道自己的好伙伴妞儿就是
秀贞的女儿时，英子不仅帮助他们母女重缝，还将自己的生
日礼物——钻石表和妈妈的金手镯送给他们当作盘缠去寻找
思康叔。此刻，我不禁为英子感到骄傲，一个六岁的孩子竟
懂得友谊，懂得爱，这大概是一种来自生活的力量鼓舞着她
在成长吧!读着读着，我时而心惊肉跳，时而轻松自在。我觉
得很奇怪：难道英子不害怕秀贞吗?看到最后，我才明白，她
的童年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她有一颗纯真的心灵，正是因为
她有这样的一颗心，她的童年才那么快乐。那是真正的，无
忧无虑的，不折不扣的快乐。

虽然城南旧事看后叫人心酸，可是它的每一个感人肺腑的故
事，都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和友爱。虽然每个故事的结尾，里
面的主角都是离作者而去，可是作者透过正面的描写和反面
的烘托，把人物的样子写的淋漓尽致，性格表漏无疑，即使
闭上眼睛，他们的影子还盈盈浮现在眼前，作者的写作世界，
带着人间温暖的风吹遍了每个角落，吹醒了读者和平的心灵，
这是一本散发着芬芳的书，更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它能使
人从中悟出许多道理。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六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城南旧事》。这
本书使我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起初我看到书名《城南旧事》仅仅一个“旧”字，就让我浮
想联翩，以前的同学、老师；以前的屋子、家；老屋旁的老
柳树。童年时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

转眼间，我的童年也化为了一个梦的符号了。读着《城南旧
事》，里面的故事情节，仿佛身临其境。作者的那些往事，
好像在我身边发生过一样真切：惠安馆的秀贞，草丛里的小
偷，爱笑的兰姨娘，伙伴儿妞儿，不理睬英子的德先叔，从
小就陪伴英子的宋妈，患有肺病去世的父亲，东阳下的骆驼
队。这些美好的人、事、物都离英子远去了。但唯一没有远
去的是英子对童年的回忆。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美好的事物终究会是要远去的。忍不
住再次翻开目录，看见了六个小标题，标题中的每一个字似
乎都有魔力，让我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回忆自己的童年，
回忆小英子的'童年，好像我真的有两个童年一样，两个童年
都那么有趣，都那么值得回忆与留念。我又忍不住背诵了英
子喜欢的那首小诗，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扬起白色的帆，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
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童年，一个多美好的词儿啊！可是它却是短暂的，小英子的
童年过去了，我的童年也走了。不过，回忆童年却是件快乐
又幸福的事情啊！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七

这是《城南旧事》中的主人公英子对自己童年的印象，这本
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北京的故事，描写



了当时北京城南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
念和对北京的思念。

《城南旧事》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和惊心动魄的情感波折，它
只是以英子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体味人生百态。其中，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惠安馆》中的“疯女人――秀贞。她被
其他人躲避着，但是天真的英子却不害怕她，而是主动去接
近她。这就是孩子，他们不懂得社会环境的复杂，只是用最
纯洁的眼睛来看待也界。而恰恰是这份天真，让英子目睹了
秀贞悲惨的一生，她与住在自己院中的大学生巴康相爱，有
了孩子，但思康却一去不复返，秀贞生下的孩子也被扔在齐
化门外，自此以后，秀贞有些精神失常，但她从未放弃过寻
找自己的亲生女儿――小桂子。当她得知妞儿便是小桂子时，
本想带着妞儿去找思康，却不幸双双惨死在火车轮下，死后
却还要被人们扣上“骗子”的罪名。英子用童椎的双眼来观
察世界，能看到疯子秀贞身上，这些被成人排斥的人性光
芒――秀贞爱得特别纯粹。

英子的童年里出现很多人，但是伴随她长大的那些人都离开
了。当我翻阅这本书时，感到了英子的悲伤：童年去哪儿了？
童年是跟着骆驰的驼铃走了，童年是跟着英子逐渐穿不上的
衣服走了，童年是跟着那个满身是伤的妞儿走了。

童年在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走了。我们的童年，在稚
嫩的笑声和满天飞舞的卷子中走了。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篇八

住在北京城南的小英子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小女孩，她结交了
许多好朋友，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可在她爸爸去世后，她
终于成为了大人。

这本书主要写了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英子住在北京城南
的一条小胡同里。结识了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



女人”秀贞。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秀贞女儿小桂
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立即
带妞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又
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英子觉得他很
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是坏。不久，英子在荒地上捡到一
个小铜佛，被警察暗探发现，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
件事让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娘宋妈的.丈夫
来到林家。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
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
别了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