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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你有什么总结呢？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

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

南旧事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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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一段美好的回忆。犹如一颗繁星，闪耀

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作家林海音写得描写自己童年生活的一部

著作。书中，作者以“英子”来叙述自己那童年故事。 

全书有五个故事组成，而《惠安馆》则是这本著作的开篇之作，

这个故事中的悲剧色彩是最为浓厚的。主人公英子有两个好朋友。一

个是“孤女”妞儿，另一个便是大家眼中的“疯女人”秀贞。但命运

是捉弄人的，往往悲剧就只发生在那一瞬间。妞儿与秀贞阴差阳错的

成为了一对苦命母女。原本的悲惨，艰苦生活已经使她们分别近 10 年。

就在相认的那天晚上，在一场大雨中，母女二人一同惨死在火车轮下，

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读到这儿，我的心灵被感触了，同时也为秀贞与妞儿而感到悲哀，

命运如此，谁也改变不了，正如这对母女一样，最终还是令人痛心的

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而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则写出了父爱的深沉伟大，抒发了作者对父亲的深深怀念。“爸爸的

花儿落了”，这句话不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也象征着夕爱花的爸爸永

远的离开了英子。我的心被揪了一下，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多

么令人感动，多么令人伤心，在作者的心中，那一位她无比爱的爸爸

永远地活在了她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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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把《城南旧事》读完的时候，我便回味无穷。这本书是被称

作台湾祖母级的人物林海音写的，主要讲述了英子童年在城南时的悲



欢离合。 

小英子童年在城南生活时，遇到了拥有悲惨人生的秀贞、唠叨的

宋妈、机智善良的兰姨娘、“有苦说不出”的小偷……一个个的人物形

象深刻地印在了英子和我的脑海中。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除

了英子，我最喜欢秀贞了!虽然秀贞在别的人的眼里是一个“疯子”，

但她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拥有悲惨人生的女人。每当我回忆起秀贞的

不幸时，我总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为老天爷对秀贞的不公叹息了千

千万万遍。但是她坚持着“一定能找到小桂子”的决心，从没有放弃

过，她就像语文书中的阿炳一样有对命运抗争的精神。果真，俗话说

“坚持就是胜利”，秀贞终于找到了自己口中说的“小桂子”——妞

儿。最终，当她们娘俩准备在雨夜逃离城南的时候，当她们娘俩即将

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的时候，她们最后还是被火车给撞死了!虽然令人

很是惋惜，但至少在自己悲惨的人生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因此，童年是纯洁、天真、浪漫的。就像在《我们去看海》中，

便体现出了英子的天真。从《兰姨娘》这个故事中，体现出了英子的

纯洁……但读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收获，也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

——珍惜童年!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夏天过去了，秋天过

去了，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复还，珍惜童

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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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英写过一本书名叫《城南旧事》，这本书记载了林海英那段

恋恋不舍的回忆。 

第一章“骆驼队”：一场鹅毛大雪过去了，太阳已经在天空中值

班了。林海英趴在窗前遥望哪骆驼队的经过，慢慢的那些不可漫灭的

回忆出现在眼前…… 

在“惠安馆”中英子交了两位好朋友，谁知有人帮可怜的妞儿找

到了她盼望已久的妈妈。英子与她的两位朋友告别，渐渐地，下起了

蒙蒙细雨，这成为了林海英一生中难以忘怀舍的记忆。下一章中英子

搬进了新家。在妈妈和奶妈的谈话中隐约听到妈妈细声细语地说；



“哎！听街坊领居说斜对面儿闹鬼……”因好奇心英子壮胆走进了那传

闻中闹鬼的房子，却结交了一位朋友。他曾和英子许诺：等你长大，

我们一起看海！“长大”？这个词对英子还很遥远呢！ 

不知不觉英子小学毕业了，可是她的爸爸生病不能陪她参加毕业

典礼，爸爸告诉她；“爸爸种的花儿落了，你也长大了，照顾好妈

妈……”爸爸说完便病死了。后来，林海英成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

孩子…… 

其实“长大”这个词在林海英童真的脑海里永远长不大，但是，

她却要承受这个词。小时候多盼望长大；林海音等着那个人看海，爸

爸等着他长大。 

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要学会承受许多你承受不了的事，因为没

有人能替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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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是我读过的一本最让人难忘的好书。它就像一支路

标，开启了我心灵的道路。它就像太阳的光辉，让我迷茫的心找到了

方向。一个“旧”字，就让我感受到它深刻的含义：老屋的瓦片;大河

边垂首的杨柳;树下的枯叶;店门上的老门牌;围墙边摆放的破酒坛……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回忆童年，有许多梦

一样的故事。读着《城南旧事》，仿佛身临其境：东阳下的骆驼队，

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蹲在草丛里的厚嘴唇小偷，漂亮爱笑的兰姨娘，

井边的小伙伴妞儿，爸爸的好友德先叔，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妈以及

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父亲。不管人、物，他们都和英子建立下了深厚的

感情，成为英子记忆里深刻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在童年匆匆的脚步

声中离去了，消失了。童年的故事，就此破碎，所以，童年的每时每

刻都是重要的，快乐的，美好的。 

相比之下，虽然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但英子的童年却十分精

彩、戏剧化。她童年遇到的每一件趣事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她的童

年故事真实、纯朴，那样的纯净淡泊，弥旧温馨。 

书中，英子遇到了很多的人，其中我印象极深的是惠安馆的疯女

人秀贞。刚开始，我还为英子捏了一把汗;真担心英子会不会被秀贞伤



害;后来我知道妞儿就是小桂子时，不禁泪如雨下——母女俩终于重逢

了!秀贞准备带着妞儿去找思康叔，英子就把钻石表盒金手镯送给秀

贞……读到这里，我大为感动：小小年纪的英子就懂得关爱、友谊。怪

不得英子的童年是精彩的，原来是英子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所以她的

童年才幸福。那才是无忧无虑的快乐。 

当我合上书的最后一页，房间里飘着一股淡淡的幽香，久久无法

散去。读完此书，我深深体会到了英子童年的喜、怒、哀、乐;酸、甜、

苦、辣，每一种感觉我都不会忘记。现在，我已经六年级了，即将告

别我快乐无忧的童年。《城南旧事》就如苦涩中的一丝香甜，把我们

拉回了过去，回忆童年。花儿谢了会再开，一曲终了还可以再从头，

但是童年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请大家好好珍惜属于我们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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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城南旧事》这本书之前，我以为，写一写童年便罢了，没

想到读它时读出了色彩…… 

东厢房里的小英子，玩着过家家，温馨、幸福；农历七月十五的

莲花灯，在节日的喜庆中度过，洋溢着红，红红火火；文华阁剪发，

是惊险而有趣的，就像黄色一样清爽、明亮…… 

英子的童年，是说不尽的纯真，但是，那纯真的字眼里，又有多

少忧愁与辛酸。都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英子 13 岁失

去父亲，担起家庭的重任。这不是悲吗？被迫与童年告别，与伙伴告

别，这不就是离吗？能够回魂牵梦萦的宝岛台湾，这不就是欢吗？与

妹妹隔绝两岸，多少年后才得以通信，这不就是合吗？喜怒哀乐，就

是成长的乐章，陪伴着英子长大。 

然而，我们的童年不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没有特殊的颜色。但，

我们的童年也是在一次次磨砺与考验中度过。喜怒哀乐，都是童年一

道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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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里，我读完了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记载了作

者的精彩童年。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小英子，这本书的人物也有很多。她的伙伴有

妞儿、惠安馆的疯子秀贞，她的家人分别有爸爸，妈妈和宋妈…… 

小英子是个调皮可爱的小朋友，我觉的她什么也不怕。刚住进胡

同的英子，认识了惠安馆的秀贞。在大人的眼里她成天疯言疯语是个

疯女人，而在小英子眼里，她却是个好玩伴。另一个同英子差不多大

的小姑娘，妞儿也是她结识的好朋友。英子愿意听秀贞讲她自己的故

事，她喜欢秀贞看到自已时，快乐的样子。 

英子爱和妞儿一起蹲在厢房里喂小油鸡。爱看妞儿扭着身子唱戏。

英子还以为陌生男子成了朋友，虽然这个大朋友的话，她似董非懂，

但在她的眼中，男子是个性情随和的老实人，也是慈爱的哥哥。但男

子还是被警察捉走了，英子心里充满了愧疚。她再一次感到了困惑。

她分不清好人和坏人，就像分不清青海和天一样，这残酷的世界是充

满矛盾的。许多的人，许多的是走入英子的童年，又走出了她的童年。 

我觉得这本书生动地写出了英子的童年，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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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读了一本书——城南旧事，这是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

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城南的四合院里。英子那么善

良，和人人都认为是疯子的秀珍成了朋友；结识了新帘子胡同为了供

弟弟上学的厚嘴唇小偷；还聪明机智的做了一次月下老人，为兰姨娘

和德先叔牵线搭桥；最后一个故事中，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那一

刻英子长大了，要和妈妈一起撑起这个家。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吸

引人，真的是悲欢离合，总有人离英子而去。那个年代，离我们今天

是那么遥远，发生在英子身上的故事，是那么戏剧化，不可思议，但

是我们要学习英子的勇敢，乐于助人，乐观。今天的我们很向往四合

院，胡同这样的生活，好几家人住在一个院里，是那么热闹，每个人

童年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和英子一比，我的童年更加幸福，更加的

无忧无虑，真的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学着长大，学着分担。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一个个追逐嬉笑的日子，好好珍惜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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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

徊……”这一首抒写人间离别的歌谣总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最喜爱的一篇文章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了》，英子的爸爸因为生了病，所以不能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英

子为此而伤心，这场景就像现实一样摆在我面前，令人伤感。爸爸参

加不了她的毕业典礼，就没有人在台下鼓励她，她特别没信心。但是

爸爸告诉英子：“不要怕，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硬着头皮去做，

就闯过去了。” 

英子只好听了爸爸的话，一个人参加了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上，

英子表现得很自信，她终于明白爸爸说的话的含义。后来爸爸去世，

她非常镇定，因为她知道这才叫长大。她勇敢地替爸爸妈妈承担起照

顾弟弟和妹妹的责任。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年龄不是记号，责

任才是标志，长大就是要有一种勇气和承担。 

读完这本书，我也明白了，成长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

的事情，只要我们硬着头皮去做，勇于担当，闯过去了，才能品尝成

长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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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动人的歌，时而春风一般轻柔，时而大海一样磅礴；童年

是清澈的小溪，时而婉转跳跃，时而和缓静默；童年是一角天空，时

而白云悠悠，时而乌云滚滚……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这样一首歌、

一条溪、一角变幻的天空，让我们和主人公英子一起去徜徉，一起去

感悟，一起去铭记…… 

在英子的童年中，有景：冬天沉默的骆驼队，院子里父亲的花，

神秘的惠安馆，井窝子，新帘子胡同……有人：既严厉又慈爱的父亲，

勤劳朴实的宋妈，会唱戏的妞儿，惠安馆里的“疯女人”秀贞，敢于

追求新事物的兰姨娘，草堆中藏着的小偷……这些景为什么在英子的讲

述中那么干净、有趣，那么如诗如画呢？我读老舍的《骆驼祥子》，

同样都是在北京，那里的人和景，就显得那么冷酷、肮胀。 

读完这本书，我得到了答案：英子的童年是快乐、纯真的，无一

丝杂尘。就像那一涓清流，丝毫不受外界的污染。那是一个孩子该有



的世界。 

是什么原因让英子的童年保持着这份纯真快乐？我们可以从《惠

安馆传奇》中找答案：秀贞因恋人下落不明、女儿生死未卜受到很大

打击。人们都把她看成疯子，处处避着她；而英子却很同情秀贞，和

她成为朋友，还帮助她找到自己的女儿。天真的英子有一颗善良、助

人为乐的心，她帮助了秀贞，相信自己也会获得快乐。善良让人纯粹，

助人为乐让世界变得纯洁。 

当今社会，我们的物质生活极为充实。可过分地追求金钱名利让

人很累，并不快乐。如果这个金钱名利再建立于损人利己基础上，那

就更是惶惶不得终日，和快乐越走越远。如果能像英子一样，有一颗

纯洁善良的心，那你的眼睛里永远是好人美景，永远是无忧无虑。 

只要有一颗金子般闪亮、水晶般透明、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心，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是纯真的童年！白驹过隙，白云苍狗，永

远不会属于我们。要知道：童年，应该是一种纯粹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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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音，中国青年出版社。讲述了作者与一些地

方或人物的一篇篇故事。文中有几个重要人物，作者自己、作者妈妈、

作者爸爸和宋妈。接下来，我就谈谈我自己的感想。 

我认为作者林海音是个记性很好的人。因为那次她听到了妈妈和

宋妈的对话，就此改变了她的生活。 

作者林海音在书中的朋友——秀贞和妞妞亚离开了她。没想到，

妞妞竟然是秀贞的亲生女儿；秀贞竟然是妞妞的亲生妈妈！这一发现，

令作者林海音感到无比惊讶。也因为如此原因，使作者林海音搬了家

（在书中）。 

换了一个新环境、新学校，作者感到一点都不开心。她的两个好

朋友离开了她；又让以前快乐、悲伤的记忆擦去，作者感到非常不开

心。可作者又认识到了一个朋友兼同学——方德成。因为方德成，作

者的生活才又开心起来。 

我想：作者是个容易适应环境的人，也是个开朗的人，不过有时

候想不开。这仅仅只是我的一点点感想。下面，我再谈谈我对某些故



事的感想。 

看了第一个故事——冬阳童年骆驼队和第二个故事——惠安馆后，

我觉得第二个故事——惠安馆比较有趣。 

书上说到，惠安馆那条胡同经常有疯子！那些疯子扎着两条小辫

子，身子靠在别人家的门上。甚至有时候，她还会望着你，走过来，

用轻轻的声音给你打招呼或挥手。当这种情况，敏捷的人总会立刻

“闪”开，不让疯子触摸自己、接近自己；而有些人反应比较迟钝的

人就会被疯子迷住，作者也是当中的一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

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关于惠安馆的。 

书上说到，作者的妈妈把惠安馆读成“灰娃馆”；作者的宋妈把

惠安馆读成“惠难馆”；胡同里的孩子就读“惠安馆”。而我觉得作

者的爸爸最有趣，竟然可以把惠安馆读成“飞娃馆”，你说搞不搞笑？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唤起我对童年时的回忆。另外，我也觉得这本

书很有趣！ 

为避免出现不良信息，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发布的文档需要管

理员审核后才能显示，管理员会在一天内审核。 

城南旧事读后感 篇 11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故事结束了，小英子

也告别了她的童年生活，合上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而我正处于幸福的童年中，我尤

其喜欢课外阅读，每当我翻开一本新书，就犹如置身在一个新世界似

的，感觉真美妙！读这本《城南旧事》也不例外，书中的每一个故事

情节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打动着我。 

《城南旧事》是着名女作家林海音写的一本自传小说。故事以她

七岁到十三岁生活为背景，围绕老北京胡同里的景、物、人、事来描

写。主人公英子跟随爸爸妈妈从台湾漂洋过海来到了古老的北京城，

那一年她刚好七岁，住在北京城南的一个老胡同里，故事就这样开始

了，老北京的一切东西都让英子为之着迷，有半疯不傻的秀贞、遍体

鳞伤的好伙伴妞儿、躲在草从里的厚嘴唇小偷、“唠叨婆”宋妈、爱



打扮爱笑的兰姨娘、最疼爱英子的父亲，书中的一个个人物都活灵活

现地展现在我眼前，他们都曾是英子童年记忆里深刻的人物，都和英

子有着深厚的感情，都陪英子玩耍过，谈笑过，但他们最终都在英子

童年匆匆地脚步声中离去了、消失了。 

故事对我印象极深的要属惠安馆里的疯子秀贞了，大字不识的她

为了她的丈夫和失散多年的女儿小桂子而变得疯疯颠颠、骨瘦?殉，巷

子里的街坊邻居都对她避而远之，而只有英子很同情秀贞，后来居然

和秀贞成了好朋友，刚开始，我还为英子捏了把汗，怕疯子秀贞会伤

到她，读着读着，我发现我的担心太多余了，我被秀贞伟大的母爱所

震撼了，其实她并没有疯，只是太想念她的孩子而导致的神经错乱她

会把所有孩子都当成她的小桂子，甚至墙壁上的胖娃娃贴画，小英子

也不例外，大人们都不理解她，没人听她唠唠叨叨的诉说，只有小英

子是她忠实的倾诉对象。 

后来，看到英子的好伙伴妞儿居然就是秀贞失散六年的小桂子时，

不禁泪如雨下、激动万分、悲喜交加，喜的是他们母女终于盼来了重

逢的这一天，妞儿以后也不用再挨继父的皮鞭之苦了，她们一家终于

可以团聚了；悲的是妞儿竟在自己亲生母亲的眼皮底下活活受了六年

的皮鞭之苦，假若英子没有发现妞儿身上的胎记，难道她们母女俩今

生也不会重逢了吗？老天爷太会捉弄人了！ 

城南旧事读后感 篇 12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

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

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

又一代读者，是她的代表作。 

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

暖和睦的一家。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

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

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来大学生回了老家，再也没

回来。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 

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



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

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不料被火车压死。后英子一家迁居新

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

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

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

后来，被赶出家门的兰姨娘来到英子家，英子发现爸爸对兰姨娘的味

道不对，英子很伤心，想了一个办法，把兰姨娘介绍给德先叔，使他

们俩相爱，最后他们一起乘马车走了，爸爸很难过。英子九岁那年，

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

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

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

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英子随着爸爸的离开，真正地体会到

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长大了。 

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文章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良好

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

得孱弱。缠绕在文章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

深省。 

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

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

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

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

义。她所描述的那个“大时代的小故事”，不再是以痛心疾首的忏悔

意识来追忆，而是以一种豁达从容的祥和心态来体味。所以影片中许

多的生活细节都洋溢着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都保存了一份难得的温

馨：像学校的阵阵钟声和孩子们的阵阵歌声，还有那辘轳井，那水车，

以及在烈日下吐着舌头的狗和那条幽静而蝉声如雨的小巷……经过他们

的艺术渲染和升华便有了生命。 

城南旧事读后感 篇 13 

在寒假里，我看了一本名著，叫《城南旧事》。 



这本书分为很多个小故事，在《城南旧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

人陪伴着英子度过了她难忘的童年……第一章是《冬阳童年骆驼队》，

也是《城南旧事》的序言。叙述了英子在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问爸

爸为什么要系铃铛、想为骆驼剪肚皮底下的绒毛，以及问妈妈春天骆

驼去哪儿了这几件小事。当我读到天真的英子学骆驼咀嚼时，不禁笑

了起来。多么可爱，多么天真的孩子啊!童年是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

时光。在这充满童真的时光中，每个人都做过傻事，连小英子都不除

外。第二章叫《惠安馆》。英子遇见秀贞和妞儿，并帮忙她们重逢，

多么感人啊!第三章是《我们看海去》，讲了英子与“小偷”的故事。

他是英子的知心朋友，小英子却在无意中出卖了他……这些章节都细腻

生动的描绘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表达了英子对童年的留恋以及

对老北京城南的思念。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自我幼儿园的时候，是否也这么由天真无邪

变成此刻的样貌?童年总是一生中最完美的时刻，因为它没有罪恶，也

不懂得罪恶。在它的眼里，什么事都是最简单的，没有什么复杂之处。

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哪怕那个人是强盗，是土匪，他也有真诚的一面，

他的心底也有最纯洁的地方。 

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也许我们该学学那些小孩子，用童眼去看

世界，因为这也是有太多好处的，就像英子那样，如果她当时和其他

人一样认为秀珍是疯子，也不会拥有这段珍贵的情谊;如果她当时遇见

小偷是慌忙逃跑，说不定就没有下头的故事了。一件事不要把它看得

那么复杂，先用最简单的眼光看它，如果看不透，再一一解开它的秘

密，这样会简便许多。来吧，让我们以后用童眼先看这个世界! 

城南旧事读后感 篇 14 

今天，我在家看了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再加上

我站在作者英子的角度来看待这几件事，我想到了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1)在书中我知道英子认识一位疯子。名字叫做秀贞。她不明不白

中就失去了最心爱的孩子——小桂子。在惠安馆里，开始作者还以为

秀贞是和她玩“过家家”,后来英子把她那块很漂亮的表送给了秀贞;英

子记得，秀贞跟她说过，小桂子(就是秀贞的孩子)脖子后头正中间有一



块青色的胎记，而妞儿的脖子后边正中间也有一块胎记，于是，英子

带着妞儿去找秀贞，秀贞立马带着妞儿赶火车去了;因为那天下着倾盆

大雨，英子发高烧，昏迷了十天。可是影子和秀贞还是死在火车下面。

我不明白多好的一个人大家要说他是傻子哪? 

(2)“我们看海去。”这是一个小偷儿跟英子说的，虽然我不喜欢

偷东西的小偷，但是不知为什么，似乎是林海音的语言打动了我，我

觉得这个小偷很好玩，很可怜，看到他被人家抓到的时候，好像一只

老鹰在欺负一只小鸡，而且还要听着周围人的骂声。我在想如果我们

都有小孩子那样的天真无邪，我们就不会有战争，就不会有好心不保

了。难道不是吗? 

(3)“兰姨娘。”这章里讲的是德先叔和兰姨娘，德先叔是一个大

学生，因为那时候要枪毙大学生，于是躲到了英子家里来;后来兰姨娘

也来了，雇她的人家不要她了;后来，兰姨娘和德先叔一起走了。我想

如果我们都让一步也许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枪毙大学生，

只是因为大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威胁导致他们大量的枪毙当时的

大学生。反而导致更多的人反抗。为什么当时政府没有对当时的大学

生进行枪毙，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 

(4)“驴打滚儿。”刚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以为林海音要写

驴怎样打滚儿的。结果不是;内容主要是，宋妈的也许小栓子死了，小

丫头子不见了，宋妈很伤心，宋妈和英子在找小丫头子歇息的时候，

看见有人买一种叫：“驴打滚儿”的吃的，那是把黄米面煮熟了，里

面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很香;找不到小丫头子了，宋妈就骑

着驴走了。我在想宋妈还是不了解小丫头子。如果她了解她也许也不

会找不到她。在我看来还是宋妈没好好的爱她。我们的爸爸妈妈如果

不爱我他们也找不到我们。 

(5)“爸爸的花儿落了。”没错，英子的爸爸去世了，爸爸的石榴

掉了，花儿也落了。如果我不想长大那我只能有一颗小孩子的心。 

(6)《城南旧事》一本很好的书，悲悲喜喜，快快乐乐，都在这本

书里展现了，从喜到悲，这本书让我们体验到了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是一本你看完了放不下、还要看一遍的书。 



城南旧事读后感 篇 15 

《城南旧事》写了主人公林英子在她 6 岁到 13 岁的童年中发生过

几件令她印象深刻的事：《惠安馆》《兰姨娘》《我们看海去》《爸

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惠安馆》这则故事。惠安馆里有一个

可怜的女人叫秀贞，她与一个男大学生相爱了，他们准备结婚，男生

说他我要回家告知他的父母，等他回家来就娶她。秀贞相信了他的话，

在家里等他回来，盼星星，盼月亮，那个男生却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这时，秀贞的妈妈才发现秀贞怀孕了，她觉得很丢人，就把

秀贞生下的孩子扔到了大街上/，秀贞醒来，发现孩子不见了，受到双

重的打击，才变疯了。 

英子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她并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远远躲着疯女

人秀贞，反而和秀贞成为了朋友，并了解了她的女儿“小桂子”的特

征。 

另一边，英子又认识了一个可怜的女孩妞儿，妞儿是被父母捡回

去的，父亲老是逼迫她唱戏，为他挣钱。 

后来英子发现妞儿就是小桂子，并领妞儿去见秀贞，秀贞太高兴

了，一时之间神智不清，和妞儿一起出了车祸…… 

这则故事让我深有感触，为什么可怜的人就一定要受苦，而坏人

却可以过着安定的日子？ 

书中自有黄金屋，错过一本好书，可是一生的遗憾，同学们快去

把它找来读一读吧！ 

城南旧事读后感 篇 1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

有蝴蝶停在上面……”读过《城南旧事》这本书后不禁想起了《童年》

这首歌。《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

书，展现了老北京的热闹的市民生活，也生动地展现了作者美好的童

年生活，让人回味。 

在上个世纪的老北京，不时会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种着夹竹

桃的四合院、屋里冒着热气的暖炉、厚厚的能直立起来的小棉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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