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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心得 篇 1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个好故事可以把人们领

回童真的地带;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

就有这么一本书像清水般折射我心中的太阳，你想知道它是谁吗?它

就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留给大家的一部经典之作。林

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小英子，也就是《城南旧事》里的主人公。

她是中国台湾苗栗人，她五岁随父母从中国台湾来到北京城南居住。

《城南旧事》一书既是她童年生活的写照，更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

的写真。《城南旧事》这本书分成：《惠安馆》、《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驴打滚》和〈〈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了〉〉五篇。在第一篇《惠安馆》里，那个常常站在惠安馆门口，

梳着大辫子的女子秀贞，是故事里人见人说的“疯子”。但在英子

眼里，秀贞却是她的朋友，她不仅认识了秀贞，还与一名叫妞儿的

女孩成为了好朋友。第二篇《我们去看海》写的是英子与一个小偷

的约定。但始终没有实现。英子在他们家附近碰到了一个小偷，英

子和他成了道义上的朋友，英子喜欢听他讲故事。英子对他说要分

清海和天，所以他们约定要一起去看海。在英子眼里这个小偷性情

和善，但最后他还是被抓了。所以没有实现他们的约定。

　　《兰姨娘》讲的是兰姨娘敢于逃出旧家庭，勇于追求爱情。最

后与一个革命青年德先叔远走高飞，开始了新生活。

　　《驴打滚儿》讲的是英子家的保姆宋妈日夜思念她的儿妇，不

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她把英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以寄托

自己的思念之情。



　　最后一篇写的是小学毕业的英子，告别了童年，开始担负起生

活的责任。这篇文章写出了英子失去父亲的悲伤，以及对人生无常

的感慨。

　　通常一本书可以带我们感受快乐、悲伤、失败的痛苦、成功的

喜悦。也让我们学到许多知识。就这本书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

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所以书籍

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让我们了解以前的世界，外面的世界。

开阔我们的视野。



　　在书中，我明白了“旧”的意义，看那古老的服装，老套的发

式，古老的方言，老式的跨院，老旧的门匾书中的主人公就是我们

天真活泼的小英子，她的童年虽不像现在拥有如此高科技，但是她

的童年充满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在英子记忆的开始，都有过那

么几个熟悉的面孔，像惨死在火车下的、惠安馆的“疯子”秀贞和

她失散多年的女儿小桂子，不，妞儿，不，小桂子;如介于好人与坏

人之间的不好不坏的厚唇年轻人;像爱笑漂亮的兰姨娘和“四眼狗”

德先叔;还有爱开玩笑的宋妈和她的“黄板牙儿”丈夫英子之所以能

成功地在离别中度过了整个童年和整个小学时代，是因为她不是用

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而是用一颗心来对待世界，一颗天真的清纯的

童心!英子的心像白雪般纯洁，被窝般温暖。终于，爸爸的花落了，

英子也

　　告别了童年

　　虽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可我是多么的

羡慕英子的童年，羡慕她那精彩的日子，羡慕她那快乐的时光。不

过，童年总是有始有终的，在英子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爸爸和

童年就离她越来越远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

我们要抓住童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让我

们珍惜现在的每一刻，稍不留神，时间就会离我们远去，抓住时光，

留下我们最美好的印象!



　　看《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她不刻意表达

什幺，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

像生活在介绍它自己。那样的不紧不慢，温厚淳和，那样的安静祥

和，弥久恒馨，那样的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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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一首淡

雅而含蓄的诗。

　　本书的每一篇到结尾，主角似乎总是离开英子，像惠安馆的疯

子秀贞，我们看海去那个小偷，奶妈，最后连她的爸爸也离她而去

了，当时她才小学毕业呢!看着无人修剪的花任意雕落，也为本书画

上句点。

　　虽然《城南旧事》看后叫人心酸落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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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每个人物的样子写得淋漓尽致，性格表露无遗，即使闭上眼

睛，他们的影子还盈盈浮现眼前：井边的小伙伴，椿树胡同的疯女

人，藏在草堆里的偷儿，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不理小孩子的德先叔，

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加上聪明伶俐的英子，组成了作者的写作

世界，在这世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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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使人从中领略到很多人生道理。

　　其实，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奋斗中，绝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城南旧事心得 篇 2 

　　似冰心一般婉柔的手法、童心。城南的旧事渐渐浮现眼前。



　　英子说，长大后要写一本书，把天、海分清楚;好人、坏人分清

楚;疯子，贼子分清楚。她终究是写了书，可书里的疯子、贼子却是

如此两样、善良，令人喜欢。不知道英子分清楚了没，我倒是迷迷

糊糊、辨认不清了。现实的社会永远比书中的难，于是，有了这本

书，这些故事，这些童趣、这些旧事。

　　旧社会的悲哀时时在文中出现，“看杀头”，所有人都拿玩笑

般看待，或者怨恨“他”，只是谁又像“小英子”一样，去了解了

“他”?关心了一个被人憎恨的“贼子”。

　　一个作家的文章，绝不是让人逼迫出来的。“小英子”反抗

“妈妈”让她写的文章类型，她拒绝了人心的恶处，只记得一个

“约会”：“我们看海去!”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愿望埋藏在心底，

“英子”去中国台湾，终究能见到海，可是另一个与她“约会”的

人，却不能履行这个誓言了。“哥哥的弟弟”在旧社会中，必然是

一样忧伤的结尾。

　　不长大真好，不知道多年后的“英子”，回想这些事，会不会

有深深地自责。读者所知道的，只有：“我们，看海去!”

　　终是离去，喜爱的与不喜爱的，每个人都会离开，目送或者听

闻，留下淡淡的忧伤与不足、轻轻地自责。不复返的童年如梦境般，

全部消失在雪中，驴儿的铃声中，“飞入芦花皆不见”。忧伤伴童

年，风味独特，却是回悟感伤。旧事。



　　终是流水过，繁花依旧，旧事回忆梦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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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终于看完了《城南旧事》这本书。这本书，带我走进了

50年前的老北京。我仿佛看见了前门大杂耍、老北京小吃、冰糖葫

芦和驴打滚，看着看着，我感觉自己跟故事融为一体了。

　　《城南旧事》讲述的林海音童年的故事，故事内容纯洁、朴素，

通过写她童年时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表达了林海音对家乡的怀念。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她曾和“小偷”互相讲着经历和感受;和

被人们认为是疯子的秀贞结下友情;她爱着宋妈，望着她远去，英子

伤心难过。

　　宋妈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叫小栓子，女孩

连名字都没取就被送走了。这种社会反映出“重男轻女”的现象。

难到女孩不配读书?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太迷信了!我觉得每个

孩子都要有一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童年，尤其是女孩。大人有

梦想，孩子也有梦想，孩子只想好好读书，快乐地度过童年时光，

女孩也不例外。



　　我印象最后的就是最后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我不再是小孩

子》，让我领悟出许多道理来。在病逝的父亲面前，如果是我，会

有何感受?是绝望了，还是坚强勇敢地接受现实?英子选择了接受现

实。人生总要面对一次重大的挫折，为何不坚强起来?决不能向挫折

认输!童年就像一道金光，一下子就过去了。经历了童年，就应该坚

强起来。人生就像一棵小树一样，经过风吹雨打、烈日炎炎后，更

加顽强，才能长成一棵大树，将来有成就了，就会结又甜又香的果

子，最后就可以分享成功的果实了!

　　童年是美好的，也是让人难忘的，同时更是让人改变的时候。

童年时期过后。我们就不能再问父母撒娇。不能再依赖大人、不能

再跌倒后哭泣，更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小小的成就成功。这就是与童

年的差别。现在，我们还并未完全长大，并未完全成熟。就像入秋

的桔子一样。正在慢慢使自己从青涩一步步走向成熟。直到我们真

正完全长大的那一天。就会发现，童年的回忆就像电影一样，一幕

幕回放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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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上初中，第 8 课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的一篇文章，

由此我了解了这篇文章。她以英子的童年成长为背景，写出了童真，

并表达了大多人民的感叹：不想长大却必须长大。这虽是一篇小说，

但我觉得这还是一篇林海英的童年回忆录，虽讲的是英子的童年故

事但也有一点夹杂了自己的真实的童年经历。



　　如：“兰姨娘”这篇就是根据自己的童年的姨娘改编而来，宋

妈就是根据自己童年时的记忆时的保姆编写的。



　　虽然最后“爸爸的花落了”那一篇文章暗示了自己的长大，但

更多的表现了自己对童年的留恋与珍惜之情。

　　最后的总结：蹲在草丛的那个人说：“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起

看海去。”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时对我说：“英子，你长大了，

要好好读书，将来我会回来接你。”

　　宋妈坐着毛驴回老家的时候对我说：“英子这里就数你最大了，

要让着弟弟妹妹，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离英子而去，并都暗示英子在一点一点长大，

一点一点成熟。这都反映了我们这些人成长的经过，任何人都会随

着时间的流逝离我们而去。而我们必须对生活充满信心，即使任何

人离开我们，我们度要坚持到底，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自

己的心愿，梦想，使命。这样我么才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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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当今二十一世纪的少年，自然没有二十世纪中老北京老胡

同里那自然纯朴的感观。

　　《城南旧事》用最朴实无华的文字，悠悠的叙述着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的老北京，在作者笔下抒发了对童年的怀想以及人间的温暖，

每个故事都会令我难以忘怀，多重感受在心头此起彼伏。



　　《城南旧事》通过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视野，旁观着成人世界

的悲欢离合，道尽人世间复杂的情感。

　　在本书主角英子眼中，她的世界是单纯与充满疑问的，她从不

给自己的那些繁琐的束缚，所以她才可以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才可

以和人们都认为是疯子的秀贞结下一段友情，三天二头的去惠安馆

与她说着朋友间最平常的话语，所以才可以和“小偷”写下承诺，

甚至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

　　看到最后，我发现英子又是那么可怜，每一篇故事的主角似乎

都离开了英子，惠安馆的疯子秀贞，我们去看海的那个“小偷”，

奶妈，最后连她爸爸也离她而去了。

　　《城南旧事》虽然看到后面让人心酸，可是它阐述的每个感人

肺腑的故事，都充满着温馨与温暖。

　　令我印象犹深的是惠安馆那章。英子和其他人不一样，和大人

认为的疯子秀贞成为了朋友。对秀贞的好奇与同情，结下一段友谊，

当她发现自己的好朋友妞儿是秀贞的女儿后，即使自己十分舍不得

妞儿，也还是让妞儿和秀贞一起走了，可见英子心中那份单纯美好

的心灵是多么可贵。

　　读完整本书，发现其中人物多么活灵活现，即使闭眼也能看见

他们的影子浮现。在作者林海音的写作世界里，人间的真情温暖，

感动着读者的心灵。



　　作者并没有刻意表达，只是几幅朴素的场景描绘出孩子眼中的

老北京。不紧不慢，温厚淳和，弥久恒馨，满是人间花火，淡雅又

不失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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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林海音回忆她小时候生活在北京的一条

胡同里种.种值得留恋的事情。

......前一家，就是“疯子”秀贞住的惠安馆了。大家都很怕这个

所谓的“疯子”，但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她，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敢

接近她。但主人公林英子不怕，一有机会就跨进她家的门，与她谈

天。英子了解到，秀贞和她的女儿小桂子失散了，多年来一直在寻

找自己的女儿，思念着自己的女儿，从而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秀

贞还让林英子帮忙一起找小桂子，结果阴差阳错真的就被英子找着

了———她竟然是经常和英子一起玩的妞儿!我看到这里时，高兴得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秀贞日日夜夜思念的女儿回到了她的身边，被

养母养父抛弃的妞儿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么温馨感人的场面

啊......这正像我们生活中，儿女因为要外出打工或学习，长年不

见自己的父母，好不容易在中秋回家探亲时的场面。



　　不久，英子因为去捡皮球，而认识了一位厚嘴唇的年轻人，但

他后来竟被警察带走了。英子很是难过。可我却并不觉得这位年轻

人可怜。他是自作自受，谁叫他去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虽然他偷

东西纯属是为了弟弟，但他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钱财呀!

现在的社会，小偷也不少，很多小偷被抓了都抱屈：我是真的没办

法呀!没办法?办法不是很多吗?干吗偏偏要拿别人用汗水换来的成果

呢?最后还要去蹲大狱，蹲在大狱里才是真真正正的“没办法”了呢。

　　奶妈宋妈的儿子小栓子死了，这个噩耗，又让英子难过了好久。

我也觉得好失落，宋妈这么辛苦地干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要让小

栓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呀。唉，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

破碎了许多人的梦想，掐灭了许多人的希望。

......最后，英子的爸爸去世了，她霎时间明白自己长大了，应该

承担起责任，学会照顾弟弟妹妹了......

　　英子这些年经历的种.种事，种.种心情，离我们真的很近很近。

伤心的事，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激动的事，在我们身边也很多。生

活，就是应该像英子经历的那样充满酸甜苦辣。我也希望我的生活

不光有甜，还有苦、有涩、有辣、有痛，并在苦、涩、辣、痛的浸

染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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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城南旧事》是一部好书，在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认认

真真地阅读了这篇小说。小说的作者是著名的女作家林海音，小说

主要记载了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经历，它讲述了旧北京的老故

事，体现了那么一个小巷子的温馨：一座座可爱的小平房，和蔼可

亲的左邻右舍，院子里奔跑嬉闹的小朋友，还有到处耸立着的老树，

我陶醉于书中，简直像是身临其境。

　　小说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人们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又道尽了人世间复杂的情感。会馆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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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的乳母宋妈，重病染身而长眠于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经和英

子玩过、谈笑过、一起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个

个悄然离去，英子苦苦思索，但是始终不得其解。那一缕淡淡的哀

愁，那一抹浓浓的相思，深深地印在了她童稚的记忆里，永不消退。

那一幕幕也深深地打动着我，感染着我，令我久久不能自已。

　　看完《城南旧事》，我感慨万千。回想我的童年，应该说无忧

无虑、幸福快乐的，如果要让我像作者一样去采撷童年的花束，还

真有些困难呢!因为我的童年和大家一样，也是在玩耍、游戏、上幼

儿园中快乐的度过，生活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欢乐，然而我却缺

少了作者那份细心，今后我一定要善于观察生活，感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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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是一部百看不厌的书，并且《城南旧事》看一遍

是不够的，得看许多次才能体会其中的妙处。正是因为这样，我最

近才又多看了三遍，发现《城南旧事》真的很有味道。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林海音，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主要由惠

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

再是小孩子和冬阳童年骆驼队这几个故事组成的。林海音(1920--年

-20--年 12月 1日)，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生于日本大阪，原籍

苗栗县头份镇，作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提携了大量中国

台湾的文学青年。成名作为小说《城南旧事》。如今《窃读记》、

《冬阳童年骆驼队》已选入小学五年级课本，《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已选入初中课本。

　　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要穿新衣服。而在 20 世纪初，

基本上的东西都是旧的。在这本书里，我体会到了旧的意义。看呐

老的服装，看那破旧的门槛，一切都显得那么新，一切都显得那么

旧。主人公就是我们的小英子，在那时，小英子虽然没有我们这样

高科技的东西，但是他的童年是天真无邪的。最后，爸爸的花儿落

了，小英子也告别了童年。

　　生活在 20世纪初的小英子在生活中的影子以及她的家人，一个

个都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在英子熟悉的记忆下，惠安馆的“疯子”

秀贞和她失散多年的女儿小桂子;如介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不好不坏

的厚唇年轻人;像爱笑漂亮的兰姨娘和“四眼狗”德先叔;还有爱开

玩笑的宋妈和她的“黄板牙儿”丈夫……



　　《城南旧事》这本书中，我认为最令我难忘的是《冬阳童年骆

驼队》了，那里面的小英子在童年中透露出一种天真无暇的表现，

在东阳下，小英子好奇地看着咀嚼的骆驼，看得是那样出神，甚至

自己也跟着骆驼咀嚼了起来。那是一种多么天真可爱的表现啊!

　　生活在 21新世纪初的我们是那样的无忧无虑，但是我却是多么

羡慕小英子的童年生活，我的童年连游戏都没有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但是比起小英子的生活，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别生在福中不知福，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童年，就是这样从我们的指甲缝中流过的，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们珍惜

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抓住童年最后

的时光，留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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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城南旧事》这一本书，让我有说不出的好感!“童年趣事

多多，只是追不回。”就如此书的作者林海音所说的一般，童年是

那么的短，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便想回到童年。童年只有一次，需

要好好珍惜。就让我们跟着林海音走进她的童年。“我站在骆驼的

面前，看它们吃青草的样子：那样一幅丑脸，那样的长牙，那样安

静的态度。我看得呆了，就连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林海音笔

下那一些栩栩如生的动作、神态，让人读上去好像真的看见了当年

一个顽皮活泼的小女孩在学着骆驼，正学的津津有味。



　　“秀贞蹲下来，看见英子身后的影子，她瞪大了眼睛，慢慢地，

慢慢地，侧着头向英子身后看，英子的脖子后面吹过来一口一口的

热气，是妞儿紧挨在英子背后的缘故，妞儿的热气一口比一口急，

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林海音用形象的细写，用生动的语言写

出了妞儿哭的神态，使读者有想不到的感受。“童年趣事多多，只

是追不回。”来吧!让我们一起阅读《城南旧事》，让我们一起进入

林海童年的王国!

　　我从《城南旧事》的阅读中，让我找到了童年的趣味，让我喜

欢起了阅读，更让我爱上了读林海音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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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音写得故事里面总是包含着真挚的情感，她写得《惠安馆》

里面的疯子秀贞，有时候说话是有点不靠谱不沾边儿的，但人却是

一副好心肠。秀贞带着英子讲故事，用指甲花涂指甲，到最后带着

小桂子离开。

　　刚开始读的时候确实觉得有些没头绪，但是越往下读，画面就

越清晰。故事写得很细，连妈妈和宋妈奇怪的方言也了写下来，她

写自己迷迷糊糊地生病时的那种感受，很贴切，也很真实。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一篇《我们看海去》，从小英子去捡皮球发

现那堆盖着铜盘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物品再到发现那个人，她分不清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像分不清《我们看海去》那篇诗篇里的海和

天一样。



　　最后抓贼时，英子发现被抓的那个贼就是草丛里给她讲故事的

人，她怎么也不会相信。也许那个长相老实的小伙子是一个好人，

为了供弟弟上学读书，才被迫走上偷窃的道路。

　　因为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并不坏，因为他斜靠在邮包袱

上，给认识不久的小英子讲自己和弟弟的故事，而且在林英子学长

们毕业的时候，他的弟弟还当着全校同学的面为同学们领毕业证书，

是他为弟弟出钱坚持上学，还期待他漂洋过海去留学呢。

　　可是当时是多么不公啊，也许因为当时社会条件又差，他找不

到工作就没法送弟弟去上学，就像现在大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们，

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几年也回不起

一次家，拼死拼活的为家人赚钱，真是好辛苦。

　　所以林海音看社会很真实，有真情实感，也写出了许多人的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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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影,以其七

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视作她的代表作.它

可能在座的老师看过《城南旧事》的影片,应该说看书和看电视的感

受是不一样的,我想许多老师有这种经历,看了书以后,再看电视,会

觉得在影片中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正如著名作家秦文君女士所说:

看电视不需要动脑思考,而看书则是有一个思维过程.通过前段时间

对《城南旧事》的阅读,我了解到此书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

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不出来的天

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 二十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八十年代还被搬上银幕,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

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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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的骆驼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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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中国台

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的残阳驼铃,

闹市僻巷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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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

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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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多年过去,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那

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她童稚的记忆里,永

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读《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

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

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

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

半点追名逐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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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是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这本书通过

英子童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的

故事，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

　　这本书讲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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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子的一个

朋友。后来，英子发着高烧，昏迷了十天，差点丢了性命。然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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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兰姨娘来到英子家，

英子发现爸爸对兰姨娘的态度不对，英子想了一个办法，把兰姨娘

介绍给德先叔，后来他们俩相爱，最后他们一起乘马车走了。最后，

英子的爸爸也因肺病去世。英子因为爸爸的离开，体会到了自己的

责任，觉得自己长大了。



　　英子的童年趣事都体现在了《惠安馆》里。英子敢去闯一闯：

她的妈妈和宋妈都不让英子去惠安馆旁玩，甚至每当走到惠安馆门

口时都会加快脚步：因为那儿有一个“疯子，”可英子还是经常背

着她们去那儿了，并慢慢地于“疯子”秀贞成了朋友，明白了她并

不是真疯，而是因为想念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小桂子而“疯”。

英子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好伙伴——妞儿竟然是小桂子时，我也不禁

大吃一惊，同时也感到高兴：大吃一惊是因为英子每天与妞儿玩，

也就是与小桂子成为了好朋友;高兴是因为她们母女两团聚了。

　　小英子也乐于助人，会帮助有困难，被冤枉的人，还勇敢、善

良……这些优点我们都要向她学习。

　　现在我们正处在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要珍惜现在幸福的生活，

随着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不会向英子那个年代一样，失去朋友了

就联系不上。我们更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件事和每个人。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的许多趣事为童年增添了色彩。童年，像

一条小河，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童年过得很快很快。所以要珍惜自

己所拥有的美丽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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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的经典作品，她以淡淡的

文字，悠悠的叙述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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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



写得亲切动人，而且每个故事都能令人思绪起伏，多种交集的感觉

同时在心头涌现。



　　《城南旧事》这部作品由五个篇章组成：惠安馆、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了，全文由一个人引起——英子，

以她天真纯洁的双眼好奇地打量着社会，打量着人群，打量着善良，

打量着丑恶。记载了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成长经历，旁观着成人世

界的悲欢离合，凭着她微妙的记忆，将年幼时围绕她发生的生活旧

事记录下来。用她温暖的双手使文章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天真与暖意，

让人们在淡淡的忧伤中，走进英子的童年，回到自己的童年。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用稚嫩的眼光去看这个杂

乱的社会，对那些复杂的人和事，她有特别的理解和看法。她有分

不清的事，比如分不清海和天，她觉得太阳是从碧蓝的大海上升起

来的，但它也是从蔚蓝的天空中升起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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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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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看

完《城南旧事》，让我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她不刻意表达

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就像

生活在介绍它自己。那样的不紧不慢，温厚淳和，那样的安静祥和，

弥久恒馨，那样的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之心，它以

它独特的特点，洗涤人的自私心，让人受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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