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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特别的时刻，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在撰写致辞致谢时，要注意谦虚和真诚，不要夸大自己的角
色或过分低估他人的贡献。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致
辞范文，供大家参考。希望通过这些范文可以给大家提供一
些启发和帮助。每篇致辞都有其独特之处，无论是感恩致辞、
庆典致辞还是毕业致辞，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现在让我
们一起来欣赏这些精彩的致辞范文吧。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一

在学本文前，曾独自一人捧着沈从文的《边城》静读。虽然
从中并未悟出些许大道理。但字里行间带给我的点点纯真，
滴滴淳朴，却让我记忆犹新。如今再次读起节选部分来，除
了有种与老朋友阔别重逢的感觉外，更让我有了一份更深的
体会---发觉一切美的东西。

花源记》，更平添了一份悲伤，一份希望无法实现最终湮灭
的无奈伤感。追溯过往，追溯那个城外纷乱的年代，作者写
此文只是为了平静内心不安与混乱，唤起尘世的纯真，唤起
尘世对美的追求，不懈的追求。

联系今日，无数人生活在欲望的桎哠中，受尽金钱权势的牵
制与诱惑，他们终日思量着如何稳居其位，如何尔虞我诈，
如何勾心斗角，他们心中没有了美的印象，或歪曲了对美的
审评标准。他们内心浑浊，全身充满着让人嗤鼻的恶臭，他
们失去了美，更失去了对美的追求。纵然将沈先生呕心沥血
的作品捧之当前，恐怕只是依旧“羞见于刘郎才气”。

彼之美，铸成人之美，心之美，纯之美，则万物皆美。



《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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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三

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夏洛的网》：有一天，有一个对于威尔
伯来说是一个恐怖的消息：威尔伯未来的命运是人们口中美
味的熏火腿。一只渺小的蜘蛛夏洛却说：“我救你。”这句
话让威尔伯看到了希望。

一天，夏洛的网上出现了“王牌猪”这几个字。这让朱克曼
一家很震惊。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又有一天，夏洛的
网上又出现了“了不起”。这些字完全逆转了威尔伯的命运，
让它在集市上获得了特等奖。集市散了后，在来过集市的数
以千计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一只蜘蛛曾经起过最重要的
作用。在夏洛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陪在它的身边。

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感动，这从正面是感受不到的`，从侧面才
能感觉到，为了这个，我甚至看一次哭一次。夏洛为什么在
临死前还帮威尔伯织字呢？我想一定那是最真挚的友谊。有
谁会像夏洛一样，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夏洛是一
只不起眼的蜘蛛，但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最真挚的友谊；威
尔伯是只落脚猪，威尔伯让我明白了不是任何动物都任人宰
割的；费恩只是个普通的女孩但她让我知道了任何一种动物
我们都要爱惜它。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四

那个年青人究竟有没有回来呢?《边城》里没有说，留下一个
耐人寻味的结局给读者去猜想、去补充。象一首悠长的山歌，
旋律朴素，但嘹亮的音调却足以在听者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
久久不能散去。

如果把各种书籍比喻成各式的饮品，那么，《边城》就是一
杯白开水，透明、纯粹，不含任何杂质。入口的感觉虽然总
是淡淡的，但你不会厌倦，反而，会在一次一次的品饮中体
会到她与众不同的风味。

不能不佩服沈先生的文笔，薄薄的一本小书，那样云淡风轻
的描写，就生动地重现了茶峒别具特色的人情风味、乡土世
故。还有翠翠，这个山泉一样清澈的女孩，她的爱情亦在字
里行间不动声色地铺展开来了。遍览全书，可曾有一处明明
白白地写出“爱情”两字呢?但凡是用心读过的人就一定能体
会出一个情笃初开的女孩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

要怎样的一份情感，才值得用一生去等待呢?看书的人也许不
明白，但写书的人一定明白，书中的人物一定明白。

翠翠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年纪吧，刚刚开始憧憬“爱情”这种
神秘的情感。她所想要的，不是富贵的家业，不是显赫的地
位，她所期盼的，不过是自己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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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下，在美丽的梦境里
遨游。

这本书把一个沉浸在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中的女孩的形象勾勒
出来了。我们的眼前也许没有这个女孩的相貌特征，但有一
点是无庸置疑的：她一定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眸子，一定有一
颗晶莹剔透的心。都市里有太多纷扰复杂的情感了，就像河
水，再好的水质也免不了搀杂泥沙和石块。而在《边城》里，
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爱，或者不爱，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



《边城》像清风一般吹拂着都市人那颗不安分的心。简单决
不意味平淡，相反，简单的文字、简单的情节，蕴藏的正是
强烈的情感。《边城》里的文字正如茶峒小镇的民风，淳朴、
单纯、明了。在平凡中看出伟大，在琐碎中透露深刻。这就是
《边城》。

《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五

天气已经转凉，虽然没看到满地落叶，但是秋天好像已经来
了。广州漫长的夏天刚刚过去，晚上迫不及待到户外欢送。
风吹起来确实很舒服，干燥而且温度合适。但是待得久了，
慢慢也有点冷了的感觉。再后来，捂着衣服也觉得冷了。

天保的死当然不应该算是老人的错，只是凑巧老人暗示他应
该怎么去求婚，而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出船淹死。当然我们
不能肯定天保就是有心寻死。但是中国人对爱情的含蓄，在
极端压抑的情况下，总是变现出极端的行为。翠翠的父母更
是一个例子，两人相爱了却不敢私奔，最后居然选择殉情，
一开始我真的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想想，正是一种极
端应对极端的表现。可见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清新单纯的
爱情故事，都不是咱过小日子的老百姓玩得起的。

家是温暖的港湾。如果没有辽阔的大海，明亮晶莹的水珠也
很快会干涸;如果没有坚固的巢穴，羽毛再丰满的鸟儿也会马
上死去。翠翠也有一个家，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她的父母在
她牙牙学语时便已经双双离她而去，她和她的具有乡村人典
型性格的老祖父带着一条忠诚的大黄狗相依为命。三年的端
午佳节、中秋良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慢慢成长着的翠翠，
看到了一个告别童年、迈入青春的翠翠，看到了一个从无忧
无虑到初涉烦恼的翠翠。在她的身边，生活着一群人们。

天保、傩送、老船夫、杨马兵……翠翠生活在茶峒，这是一



个边远小镇。似乎与世隔绝，翠翠与老祖父在茶峒，似乎还
有了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就是茶峒，有着几千家庭成员的
茶峒。茶峒人是质朴敦厚的中国人的代表。在那个民风朴实
的地方，生活着这样一群人。几十年来，老船夫默默地为东
去西来，南来北往的人们用一根几十年的光阴已把他的手磨
破的竹缆，摆渡到溪东，摆渡到溪西，在小溪两岸之间穿梭，
在过渡人之间忙碌。这一条潺潺的小溪啊，见证了老船夫几
十年来的辛劳。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六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
多次数的云，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风轻轻撩开雾气，生怕惊动了雾气里沉睡的小城，它静谧安
逸的躺在青山绿水中，仿佛千百年来未曾走过的寂寞。有山
有水的地方，定会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就像从这座
城流过的小溪，潺潺不绝。只是在这儿，它是干净的犹如蓝
天的白云，没有惊心动魄的生死劫难，难舍难分的柔肠满怀。
只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叫人心疼。

翠翠是一个柔美淳朴的少女，与二佬傩送第一次见面两人便
以一见钟情。情窦初开的翠翠，把心中情愫一直小心翼翼的
收藏着，不对任何人提起，甚至是他至亲的爷爷。但天保也
爱上了翠翠，当他得知傩送也喜欢翠翠时，他选择了退出，
最终溺死于湍急的漩涡中；傩送只要渡船不要碾坊的决心，
由于大哥的死，也变得不再坚定如初，加上家人的反对，他
毅然离家闯天下，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这恬静的
茶峒，碧淡的渡船上，只剩下一个清寂的.身影，她依然在执
着的守候。

如诗的边城，演绎着如诗的生活。

原来离散可以这样的迫近，原来一切曾经的拥有可以瞬间成



空。时间的触角是那么的细而绵长，等待在远方的确是不能
回头的沧桑！

柳珺仪说过：“放手是最痛苦的无奈，回忆是淡紫色的忧伤。
”很多美好并不圆满，就像很多圆满，其实并不美好。生活
就像一片充满孔洞的海绵，经历越多，就越厚重，越柔软，
越细腻，越有机会回顾前程，体味曾经。

合上书页，我不禁遐想，如果没有那场暴风雨，如果爷爷不
那么木讷，如果大佬没有死，如果翠翠主动一点，甚至，如
果故事发生在这个时代，那么，她现在该是幸福的吧。又或
者，有了这些如果，翠翠便不是原来的翠翠，边城便也不是
这个边城了。

这座湘西小城，花自开来水自流，生生不息的孕育这一代代
湘西儿女，但它却是那样朦胧无常，或许我们就是那条溪水
中摆渡者或渡者，等待着那一条溪水，一座山城，一户人家，
一个藏在内心深处的女孩。

愿读者可渡，待者不待，细水长流。

边城读后感初一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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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沈从文的一部颇具影响力的长
篇小说，想要了解沈从文，就要读边城，想要读边城也一定
要知道沈从文的故事。

边城中的翠翠，是一个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精灵，天真善良，
温柔清纯。有对爷爷的体贴，对爱情的羞涩，对情感的坚定
执着，一个弱女子，满心的都是爱。从她的身上，可见苗族
青春少女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边城中的老船夫，
一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淳朴，坚韧，乐观，慈祥，



称得上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身为老船夫，他把划船渡人
看作自己的人生天职和的快乐，年老力衰了，依然乐吃不疲;
作为祖父，他把自己的孙女当成掌上明珠，精心的关爱，呵
护她，他对翠翠的爱寄托着对不幸女儿的哀思，可以说，他
的后半生是为翠翠而活，他的目标就是要使翠翠快乐。从表
面上看，他是一个快乐，豪爽而略带幽默的老人，但通过他
的言行，我们却能感觉到老人心中的那种爱的矛盾和无奈的
孤单。边城中的天保，代表了茶峒人的粗鲁爽直的一面，个
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老大的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
的孙女。知道自己的弟弟也爱翠翠，他便怀着复杂的情感退
出了角逐，既表现出浓重的手足之情，又流露出失败的落寞。
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
心中的失望和难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是为了亲情和爱
情而死。

边城是典雅性与口语化相结合的一部艺术盛演。与凤凰古城
恬静美丽相应的，是沈从文恬淡诗意的语言，没有喧嚣的辞
藻，也没有强烈的色彩，只有“语言的亲切”。但那些看来
不用心的修饰的句子，却是以自然为修饰原则，以恬静之美
为美学风范，就如在边城中，典雅性与口语化自然融合在一
起，营造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

边城是翠翠，老船夫等等的边城，也是我们渴望进入，却又
害怕进入的边城，给自己的心找一个边城，还自己一份梦的
画纸，边城，由我们自己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