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汪曾祺散文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
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篇一

汪曾祺的书，用文学少女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女儿节
的茶巾寿司，上等多汁的蘑菇，香喷喷的白芝麻，栗子。加
入这么多配料的醋饭，用稍带甜味的薄薄蛋饼仔细的包裹着。
虽然不是最近的作品，却非常亲切、可爱、紧紧揪住胸口，
可是读著读著，醋的味道也不断变浓，直到最后变成深切的
无常观充塞胸中。

我觉得汪曾祺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地方民俗特色很浓。尤
其是饮食文化，让人感觉这不是一本散文，倒像是金庸的武
侠小说了。不能不让人想起《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烧菜给洪
七公吃的那一段。包括他的语言，都是半掺着文言的，读起
来反而让人有一种顺化流畅的感觉。羽毛般又轻又薄的甜甜
煎蛋慢慢四散在口中，心脏扑通扑通地跳著期待包在里头的
松软康吉鳗、碎栗子的出现。就像是这样的感觉！

古往今来，上至九龙天子，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向往着羽化
登仙的生活，若是做不到，便梅妻鹤子，隐逸孤山做个隐士。
然而，他们却忽略了尘世带给人的快乐生活。舒婷在她的
《神女峰》中写道：“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
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长生
不老，淡泊名利固然值得欣喜或钦佩，然而对酒当歌，寻山
问水，觥筹交错却有着那些所谓的神仙隐士们体会不到的一
番乐趣与风情。



汪曾祺的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个道理。他写那些人都是
些市井中最最常见的小人物，他写的食也是路边小摊上的并
不怎么高级的地方小吃，他写的事也是一些常见的鸡毛蒜皮。
可人们可从他那看似平淡无味的语言中品出人与人之间的美
丽情感。命运在最大的不公平中有时会偶尔留下一丝温暖慰
藉的余温，让人对这尘世难舍难弃，又好像一些另有深意的
安排，一人一事都不是随便出现的，全看你心智够不够来领
悟天意。

儿子与父亲间深切的交流等等，每一样都值得品味。

用力咬下椎茸瞬间流出的美妙汤汁！

融化在嘴里的康吉鳗！

成块的醋饭和栗子的甜味成了绝妙的搭配！

就连缠著蛋皮的葫芦乾也是充满弹性非常好吃呐！

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美妙之处。想到书中人事那些美丽的误
会与牵绊，哪怕再僵硬的嘴角，也终会露出一抹微笑。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篇二

我是在初中语文书读到端午的鸭蛋这篇文章，从下面的文章
出处发现了作者是汪曾祺，每个人写作画画啊都有自己风格，
我喜欢这篇文章，我想其他文章可能跟这个风格差不多，于
是我找来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汪老没有刻意的描述深层次的情感，都是很平常的描述周围
百姓的小生活情趣，大部分散文多出的是浓郁的文化韵味，
这种韵味是历史带来的，是个人感悟的。文笔虽然淡然，却
让人感到厚重。同时他的文字是跳的。他喜欢琐碎事物。喜
欢花草美食文化绘画书法喜欢新鲜事物，像个富有童心的小



孩子。

汪老是个能够享受生活之人，他写吃喝玩乐总能比别人的多
一份趣味，在他的笔下，似乎鱼羊总是更鲜，泉水总是更冽，
蔬菜总是更嫩，水果总是更甜。便是些常人不喜的食物比如
豆汁、臭豆腐等物，让他一描写总也能勾起尝一尝的欲望。
看汪老的照片不是便便大腹，有点帅，只是常看他的谈吃散
文可能真的会让人胖个三五斤。那些画面鲜活的存在我的脑
海里。

汪老的散文有时用笔极清雅，有时却又极放任，有时淡然如
君子，有时戏谑似顽童。读他的散文常不觉笑出声来。有一
段写他们要去吃臭豆腐“我们在长沙，想尝尝毛泽东在火宫
殿吃过的臭豆腐，寻味跟踪，臭味渐浓，“快了，快到了，
闻到臭味了嘛！”到了跟前，是一个公共厕所！”读到这里
你当真不能不笑，汪先生的戏谑可是连自己也戏在了其中。

《葡萄月令》让我对葡萄艰难神奇的生命有了切实了解。从
来不知道葡萄的根在冬天是要下埋的，积雪覆盖。来年开春
再挖出来，搭架、上棚。从不知道，葡萄的枝叶是一脉水管，
将根部的水分尽情吸饮，这是多么神奇的植物啊。

《夏天》——乘凉。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
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
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
之“风圈”，近几天会刮风。“乌猪子过江了”——黑云漫
过天河，要下大雨。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
才回去。（多么闲暇的时光，多么惬意的生活，城市里哪里
这样，哪里能这样清心寡欲，享受当下时光）

在《四方食事》中，各种各样的口味，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各种各样的食品都有他的看法和吃法。有些美味有的人不喜
欢，但吃着吃着就爱上了。如同生活，我们不尝试，不体验，
怎么会知道生活的多样性呢？还有你不喜欢的东西，自己可



以不吃，但也不要反对其他人吃。是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求同存异，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生活，应该多种体
验，就如作者说的，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要杂一点。对
食物，对文化，对生活都如此。

都说读书能让人内心变得平静，我觉得不够确切。读不同人
写的的书感受也会不同，读小说会让你体验别样人生；读传
记会让你思悟人生；读散文则会产生另外一种效果，有时去
回忆，有时去思考，有时又走进作者所描述的世界。

生活中总是有着小美好，小期待，小确幸，我们不仅仅为了
活着，不必辛苦恣睢的谋生，而要有趣的活着，做一个能感
受温暖美好的生活家。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篇三

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
一，当代文坛巨匠，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最后一个纯粹的文
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最浪漫的散文集，最值得品味
的浪漫作品，最值得回忆的艺术与生活的代表作。能与这本
书相遇，更是小女子的荣幸。

古往今来，描写吃的文章倒是不少见，像老舍的《骆驼祥子》
啊，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啊，许多许多，更是将美食描写
的淋漓尽致，而汪曾祺先生的吃却更别具一格。虽平淡，像
菜谱一般，却处处流露出人间真情，引来无限遐想。

我原本就爱好美食，以至于入神般去品味这篇文章，更是受
益匪浅啊！内容呢，都是生活中的食物，而汪先生却写的行
云流水，妙笔生花。例如在《故乡的食物》一文中，开头引
用郑板桥的话："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碗炒
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听着这句
话，有种特亲切的感觉，炒米比较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
简单，一般吃泡炒米，是要抓上白糖的，这便是郑板桥话中



的含义。

还有种食物，叫"焦屑"，就是用糊锅巴磨成碎末。它也像炒
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无论是炒米还是焦屑，除
了方便，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应急。当时，县境内开了仗，
我们用这种食物度过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用一碗炒米，
焦屑温暖着彼此的心灵。令我感到敬佩地是，作者在如此乱
境之中，依然淡定从容，乐观安静，像文中说的："晚上，爬
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
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真是乐观啊！
也是如此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啊！

在作者的吃的部分中，用简单的话语，写出了各种美味佳肴，
可以称他为美食家了。

在这本书中，内容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这些散
文文笔细腻，结构合理，条理清晰，文中又渗透着作者丰富
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可谓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
好书！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篇四

这篇文章整体来说是一片弥漫着乡土气息的文章。作者汪曾
祺分了三个部分来描述他故乡。这次，我分析的是第一部
分——“打鱼的”

乡村中的人们是淳朴的。尽管渔船的船主是小财主，但他们
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而且他们的勇敢麻利之处不必雇来
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这就应是从侧面体现了乡村的
人们的淳朴。不像是城市中的有钱人，只会雇佣一些人，然
而自己却既什么也不会，也从不。体贴手下的人。而像乡村
的财主却不会。他们会跟着自己手下的人一齐下湖，这也是
他们能和睦相处的一个原因吧。



乡村中的人们又是悲伤的。

一对夫妇在一条小学校苇塘后的臭水河里打鱼。看得出来，
他们就应是生活很窘困的。他们没资格也没条件去像船主一
样，在大湖中捕鱼，他们只能在臭水河中，打点小鱼，也就
想填饱肚子吧。再看看作者描述他们夫妻二人的神态：他们
的脸上及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
淡的，平淡的几乎木然。这就应是典型的贫苦人民的神情。
生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但是来气，想必，
他们就应刚开始是很悲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麻木
了，没有了情感。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闰土。应对
日渐窘困的生活，他反抗过，他努力过，但最终，还是屈服
在了生活面前，麻木的生活，仿佛他没有了情感般，如同行
尸走肉地活着。

然而，无声无息的，女好因为在水中的时间太长，得伤寒死
去了。然而这也映出了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十五
六岁的女儿，代替了她，跟着父亲一齐捕鱼了。最令人看着
心寒的，就是对女儿外貌的描述。那臃肿的大衣，那不合身
的皮罩衣，那不贴合她年龄的捕鱼的动作，看出了日子的凄
凉。她按着梯形竹架，—戳一戳的戳着，那动作，仿佛是戳
在了我们读者的心上。

而最后一段，更是显得凄凉。那一—身湿了的皮罩衣，那已
经变凉的秋天的河水，压在了女儿身上，也仿佛是压在了读
者心上。明明还是就应无忧无虑的与同龄人一齐上学玩耍的
时候，明明这么沉重地生活还不是她该承受的，但只因为社
会的压迫，担子全都压在了她和她父亲身上。本身就沉默寡
言的父亲，因为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迫，也变得更加沉默了。
对于他来说，可能生活早已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期望能养活
自己的女儿就行了吧，而对于自己，却早已失去了活下去的
期望。

农村人民的生活是快乐与悲惨交织在一齐的。因为远离城市，



身上生活的担子也变的更重了。但悲惨的生活却压不倒某些
人对生活的渴望与期望。我想作者在后文就是提到了那些对
生活充满期望和善良的人民。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篇五

一间古朴的屋舍中，一张桌，一把藤椅，一位老人坐于藤椅
之上，微仰着头，意态悠远。

我最喜欢《我的家乡》这篇文章，汪曾祺的家乡是水乡，碧
波荡漾的水上，偶尔有一只，两只打鱼的小船划过，只需两
点竹篙，便可到达。汪老那时看打鱼、看船、看西堤美景，
不亦乐乎。黄昏时，最打动人的是天空上的紫。傍晚时分，
江边一带的船，都点起橘红色的灯，星星点点地分布着……
正如沈从文说的那样，这里真是一个圣地！好山好水好风光！

或许我们都是匆匆生命中的过客，在办公室中两眼紧盯着电
脑，接打着无休止的电话，开着无穷尽的会议……这些，竟
将人与自然隔离，无法留心那些纯粹的美。但无论怎样，请
保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一颗纯粹自然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