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 高中生围城读后
感(模板8篇)

梦想是不灭的火焰，它在我们心中燃烧不息。还要勇敢地面
对改变和冒险，敢于追求自己心中真正的梦想。小编为大家
整理了一些关于梦想实现的成功案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一

我一直很想读《围城》，因为钱钟书，也因为它在文学界的
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xx年12月27号，我才开
始涉读这本向往已久的宝书。拿着这本书，心里异常高兴我
终于能和大师对话了。这本满载盛誉的书能带给我怎样的体
验呢。带着满腔的喜悦，我开始了读《围城》之旅。

整本书里，钱钟书先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心动魄的故
事；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那么，是什么使《围城》具有如
此大的魅力，让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们为之倾倒呢？我想这部
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
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
那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
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行城，再出城，
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
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
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留学生归国带来的不是满腹的知识；
不是新思想；不是能报效祖国的本领？而是使自己陷入一个
又一个围城，不能自拔。显而易见是因为他软弱无能，因为
他处处为他人左右。回国后工作是三闾大学施舍的；自己的
爱情是在孙小姐千方百计的设计下，方鸿渐下圈套的；自己



的婚姻是所谓好友赵辛楣一句话促成的。在每一个人生重要
选择里方鸿渐都没有找到自己。所以他注定会不幸福、会被
视为可有可无。

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是悲哀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每个人的命运都应该由自己主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想要
的生活去拼一把。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
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努力，遇到挫折，想办法解
决，再努力，就这样！不要像方鸿渐一样在选择的漩涡中迷
失了自己，成为社会的附庸。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二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的一部长篇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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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

确实，我们的生活中“围城”随处可见。不仅仅是恋爱婚姻、
工作事业，还有学习生活、交友处世，无一不有一个“城”
把我们“围”着。“围城”——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
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作者用幽默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巧妙的比喻，站在一定高
度俯看人生，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虚荣。如：“夜仿佛纸浸
了油，变成半透明体了，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
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
红”、“孙太太眼睛红肿，眼眶似乎饱和着眼泪，像夏天早
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么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苏小
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
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又如：“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
多少人，亲戚、朋友、仇人，以及不相干的见过面的人。人
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



我们一生对于-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
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一个人的缺点
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
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
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这些语句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又想像着作者所
描述的情景，给人深深的同感，仿佛身临其境、如见其人。

作者把人性的虚荣讽刺得淋漓尽致。对于大学教授，他们借
着兵灾来吹嘘：汪处厚得意地宣扬他南京的房子;陆子潇流露
出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补筑洋房;方鸿
渐也把故乡老宅放大了好几倍……“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
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
姻缘”。对于方鸿渐的两个弟媳，则是开了自己嫁装的虚账，
调查孙柔嘉的陪嫁。人物形象是那么鲜明。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三

读完了《围城》。不得不说，这确是一部精彩的、有深度的、
不可不读的经典小说。

在看之前，我除了知道这部经典之作的名字和作者外，甚至
连主要内容都摸不清楚。因为一种好奇与向往，在书柜前捧
起了它。每每去玩几页合上书后，心中便会升起一种挂念，
对下一段的内容便会有无限的幻想。就这样怀着始终不变的
热忱读完了整本小说。十分诧异的发现小说中的＂围城＂竟
是指--婚姻。＂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在当
今这个流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的时代，真没想到
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有一位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伟大的作家，
以高雅而幽默的方式提出了这个观点，而非当今这般庸俗。
凭借作者对生活细微的观察、丰富的阅历以及深刻的感悟，
足以成就一部让人肃然起敬的传世之作。



整个故事的情节是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的，主人公方鸿
渐的一切遭遇--毕业、追求、失恋、任教、结婚…无疑不都
是在＂围城＂内外进进出出，这一切的目的也不过是要阐发
结婚就入深陷围城一样。但我想，方鸿渐到底娶的不是自己
的意中人，因此婚姻的不美满似乎还可以理解。而钱钟书先
生如果让他与心上人唐小芙成为眷属，结婚后再吵架闹翻，
那么＂如果娶了意中人也不过尔尔，结婚后发现自己娶的总
不是意中人＂的＂围城＂，会不会更加牢不可破呢？不过，
也许作者是偏爱唐小芙的，不愿让她嫁给方鸿渐。尽管这样。
其实《围城》还是一样的精彩。

事实上，这座无形的围城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钱钟书先生
把30年代的这座城具体形象化了，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看清
了书中城中之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言之凿凿其实也是
为了使我们看清我们身边同样的一座围城。当代社会，竞争
激烈，高手如云，存在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比书中更加激
烈也更凶险。就那还算单纯的学生来讲，学校、家庭、社会，
每一个环境都是一座围城，每一种行为都处于一个围城。同
学间的友谊和竞争、家庭里的亲情和压力、社会上的光明与
黑暗，从我们出生起就建造着形形色色不可逾越的诸多围城。
我们只有在其中不断拚杀，始终保持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创造
这座围城里的异彩，让围城中的生活变的丰富。我们不会也
不可能逾越这座城墙，因为只要我们有生活，那我们就永远
处于一座围城之中。

《围城》在人物塑造及语言的幽默上首屈一指的。在描写一
个小孩外貌时，为了表现眉毛与眼睛离得远，文中的语言是＂
眼睛和眉毛彼此象是害了相思病＂生动而活泼，让人发笑，
却能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还有说鲍小姐穿着很暴露，文中
说她是＂局部的真理，因为真理总是赤裸裸的＂。实在让人
忍俊不禁，却不显得庸俗。在刻画一个十分小资、小器的商
人形象时，这位商人的语言中便总夹杂着鼻音浓重的英语，
而他那自以为得意的＂考婿＂方法，是在让人觉得又好气又
好笑，作者时而尖酸刻薄，时而肚量大得惊人，让人琢磨不



透，却又像那样真切的发生着。

我想，《围城》中的幽默诙谐，有赖于钱先生博大精深的知
识以及深沉厚重的依托。而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幽
默＂，显然就缺少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样的＂幽默＂，实在
可鄙。《围城》，钱钟书，才是真正厚重的高雅的幽默。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四

从小时候一直到了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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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五

之前一直听到别人提《围城》这本书，我想最经典的那句话
就是“婚姻就像围城，墙里的人想出去，墙外的人想进
来。”这句话也许很多人觉得它是至理名言，但是至少对于
目前的我，还没有这种感觉。带着很高的期待买来了一本精
装的《围城》，在上下班的路上慢慢的读完了这本书。

书是钱钟书先生花了两年认真写完的，故事的脉络也不是特
别地复杂：方鸿渐是故事的主角，故事的开头就是讲他们一
众留学生乘坐轮船归国的情景。在船上方鸿渐遇到了鲍小姐，
和她风流一把之后鲍小姐扭头甩掉了他。同船上的苏小姐苏
文纨却对方鸿渐有了好感。论条件方鸿渐是配不上苏小姐的，
可能是越得不到的越想要。看着鲍小姐和方鸿渐这么甜蜜苏
小姐也想要得到。

回到上海之后，方鸿渐又认识了唐晓芙。赵辛楣追求苏小姐，
苏小姐有意于方鸿渐，而方鸿渐又追求唐小姐。最后谁都没
有成功。方鸿渐和唐晓芙两个人因为误会，又因为没有胆量
去主动承认什么，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苏小姐也就嫁了一个
有钱人。

后来赵辛楣和方鸿渐、孙柔嘉、李梅亭、顾尔谦五人去了内
地当大学老师。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李梅亭在倒卖药品，



顾尔谦和李梅亭少带盘缠各种算计。路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又遇上了盘缠不够等等。

最后大家好不容易挨到了学校，高松年是新版这个学校的校
长，也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简单的方鸿渐以及复杂的赵辛
楣都没有斗过这个校长。当然还有外语部的刘主任以及哲学
的汪处厚，还有漂亮的汪太太。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一点
暧昧，一点误会，再加上被人抓到了正着，离开了学校;方鸿
渐也因为辛楣走前有意无意留下的一本书，没有被继续聘用。
又因为一点点误会，一点点心动，稀里糊涂的就和孙柔嘉订
婚结婚了。

结婚之后的方鸿渐一点也不顺利，婆媳关系没有处好，连自
己都不太敢回家;自己挣的钱还不到老婆挣得一半，也感觉很
自卑;孙柔嘉也看不上方家，只喜欢和自己的姑妈走的很近，
也不照顾丈夫的感受。最后一个镜头，方鸿渐辞职回家之后，
听到了孙小姐和姑妈数落他的不是，自己愤愤离家出走，又
发现没有钱，惺惺的回家之后，孙小姐已经走了，老旧的闹
钟敲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
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
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
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
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六

我一直很想读《围城》，因为钱钟书，也因为它在文学界的
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4年12月27号，我才开始
涉读这本向往已久的宝书。拿着这本书，心里异常高兴我终
于能和大师对话了。这本满载盛誉的书能带给我怎样的体验
呢。带着满腔的喜悦，我开始了读《围城》之旅。

整本书里，钱钟书先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心动魄的故
事；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那么，是什么使《围城》具有如



此大的魅力，让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们为之倾倒呢？我想这部
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
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
那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
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行城，再出城，
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
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
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留学生归国带来的不是满腹的知识；
不是新思想；不是能报效祖国的本领？而是使自己陷入一个
又一个围城，不能自拔。显而易见是因为他软弱无能，因为
他处处为他人左右。回国后工作是三闾大学施舍的；自己的
爱情是在孙小姐千方百计的设计下，方鸿渐下圈套的；自己
的婚姻是所谓好友赵辛楣一句话促成的。在每一个人生重要
选择里方鸿渐都没有找到自己。所以他注定会不幸福、会被
视为可有可无。

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是悲哀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每个人的命运都应该由自己主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想要
的生活去拼一把。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
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努力，遇到挫折，想办法解
决，再努力，就这样！不要像方鸿渐一样在选择的漩涡中迷
失了自己，成为社会的附庸。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七

《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书，在妙趣横生，
妙喻迭出的外表下，深藏着令人低徊的轻叹，惘然若失的悲
剧底蕴，它就像是一部看似超然却又无奈的“笑面悲剧”。

我读《围城》是被题目吸引住的，就仿佛是欧洲古堡那白漆



的城墙里蕴含着的迷人风景，引人去观赏，读罢后才发现不
能忽略了那些有如生机盎然的野山果般点缀在全书中的种种
妙喻和机智圆熟的冷嘲热讽。例如“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
忍——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一句，读来让人发笑，
但笑过之后，便体味到蕴含的人生哲理。此外，文中的每一
人，一事都蕴含着作者丰沛的想象力，那么多的意象思绪，
便会跨越古今中外，一齐汇集于笔下向你奔涌而来，于是你
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有一段描写夜色黑暗的
文字，这样写道：“一行人像在一个机械画所用的墨水瓶里
赶路。”寥寥几笔便极言出天色之墨，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啊!钱钟书曾说过：“比喻是文字词藻的特色。”这位文学大
师擅长把毫无关联的意向联系在一起，出奇的产生奇妙的效
果。在描写赵辛楣初见方鸿渐时，他说：“傲兀地把他从头
到脚看了一下，好像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课本”借以表
现赵的目中无人，真是妙不可言。

如果说《围城》的基调是讽刺，那它的底蕴则是悲剧。小说
的背景是战争之下，人们的思想却是麻木的，依然聚众玩乐，
从小说第一章写方归国土路上打麻将的留学生，可以看出社
会的空虚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与污浊，相比之下，方倒是
有一种特别的可爱了，“你不讨厌，可全无用处”“本领没
有脾气倒是很大”这是书中对他的评论，虽说他读书毫无心
得，教书洋相百出，可他却在心里上保持着正真，以读书人
的道德要求约束自己，他买8文凭却不用他，即使只在三闾大
学混个副教授，由于他的懦弱与缺乏主见，他的一生总是生
活在外在的束缚之中，总是不能如意，恋爱，婚姻，事业无
不如此，最终以恋爱和婚姻的双重悲剧而结尾。小说结尾在
描写方家那整整慢了“五个钟头”的祖传老钟，“那只祖传
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当、当、…响了六下，…”这个
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
切语言，一切啼笑。

一座气愤压抑的“围城”在我眼前浮现，透过长满青藤的墙，
我看到了充斥着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满目荒凉，看到了生



活的困境，永远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因为在围城里。

读围城的读后感高中篇八

第一次看《围城》，是好多几年前的事，听说这书有名，于
是就读，除了觉得作者爱用幽默有趣的比喻，印象不深。近
日再读，越读越觉有味道，犹喜欢“导读”上一段文字，觉
得说出了自已的感受，也是对《围城》最好的概括和定
位：“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说点，是本睿智的书，因为
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在哈哈大笑或
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者何以竟能做
到这一步。”

所以我个人觉得《围城》比《官场显形记》《儒林外史》等
讽刺遣责小说更进一步，就在于前者有固定的社会背景，离
了这个社会背景，人物意义就大打折扣。

“好书不允诺廉价的幸福。”

那么《围城》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围城》常被看作
关系婚姻问题，所谓“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冲进
来”，其实不止钱钟书先生把在方渐鸿的经历和其他人的小
故事来用来借喻自己的想法。

那我来剖析一下书中人方鸿渐。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
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
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方鸿渐是有点虚荣的，有点玩世
不恭的，但是，他又并不像辛楣一样有真才实学，也不像韩
学愈等人一样完全昧着良心。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
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城”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



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
假如方鸿渐玩世能够彻底点那也好，可是他没有像韩学愈一
样将他的假文凭发扬光大。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
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
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
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
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
玩世态度。苏文纨在归国的轮船上就表现出对方的爱慕了。
可是方并没有表达什么。到后来鸿渐的博士学位闹笑话之时，
本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苏文纨一点就会破。苏
博士不点破，这摆明白了，是因为爱。可是方鸿渐还一头栽
下去，当起了一个爱慕苏小姐的角色，与赵辛楣争风吃醋，
这都不无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以为玩世无所谓，但却不知道
是他自己破坏了自己与唐小姐本应美好的感情，流落到三闾
大学里去。与孙小姐完婚一起到上海打工后，他是被生活所
迫，才抛弃了玩世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撒谎往往是兴奋
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游戏里的自骗自。
一个人身心愉快，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的事实放在眼里，
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的时候，人穷智短，
谎话都讲不好的。

也许从第一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
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

他层层深陷，却又浑然不知

人的悲剧往往是由自己未能防微杜渐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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