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作品读后
感(汇总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一

很多事情荒诞可笑，但是，其实生活就是上演着这些荒诞可
笑的事，只是被放大了，才觉得好笑，然而这就是每天真实
发生着的，我们看着的经历着的。

一座城池很贴近生活，医疗，教育，工作，现代爱情观，看
热闹等。都是我们每天都在讨论的，只是换个角度换个语气
叙述，但是一样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其中，看热闹是最为嘲讽的。一场一盆水就能解决的“火
灾”，居然引来了群众的围观，偏要看消防队的表演，充分
而夸张地体现出现代人爱看热闹的心理。

整本书都在写社会。使我们发出的笑声，也就是这个社会，
笑这个社会的荒唐。事实上，我们生活的社会也很荒诞，只
是我们对社会上各种丑恶的现象都习以为常了，对于这些已
经习以为常了。

光荣日

几乎所有看过光荣日的人，都会将它贴上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的标签。就连作者本人韩寒也称之为——这是一个荒诞的故
事。



韩寒把这个社会的没落，官场的腐败，娱乐圈的黑暗，都包
含在这没有故事的故事里。

一篇没有思想中心而只有情节的小说不是好小说。而一篇没
有情节只有深刻思想中心的小说却未必不是好小说。而光荣
日就是这么一部荒诞而现实的小说。

1988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是讲一个年轻男子驾着1988车子出
门远行，路上遇到了怀孕的妓女娜娜，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然后被抓，然后一路同行，娜娜向男子讲诉了许多想鲜为人
知的妓女经历……男子的目的是要接朋友的骨灰，娜娜的目
的是去找孙老板，然后把孩子生下来。不过，她没有找到孙
老板，却在产前检查中发现了问题，结果娜娜失踪了。1988
载着朋友的骨灰盒归来，又载着娜娜留下的向世界发
出“疑”问的新生儿行走。

小说叙述是非常严肃的，无处不体现着对人物命运的关注，
作者同情的是失足的青年，诅咒的却是无序和无奈的生活、
谩骂的是强势的虚伪。

我总是看不懂真正的韩寒。他的嘲讽、幽默、叛逆……

也许随着时间的消逝，阅历的增长。终有一日，我将看懂韩
寒、明白这个社会、融入这个世界。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二

我本是很少读散文的。许是初中时印象过于深刻，在我的认
知中，散文多半是艰涩难懂的：它不像小说那样，所有的情
节都是围绕这一条明晰的主线层层展开，随着故事的推进，
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心情；散文往往给人一种剪不断理还
乱的感觉，它总是从一些细微的角度入手，一点一滴地表达



出作者的思绪，一切都需要读者去细细揣摩，而这恰恰是我
所不善长的。

此次也是在室友的强烈推荐下，我才接触了汪曾祺的作品。
在看他的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怎么
说呢，汪老的文字会让人有一种很亲和的心情。就好像冬日
温暖的午后，在些许喧闹的院落里，一边捧着热茶、晒着太
阳，一边听着满脸笑容的老人把他往昔的经历和想法娓娓道
来，那种温馨与惬意。

《花园》是我看的第一篇汪老的散文，文章并没有十分华丽
的辞藻，却能让人在脑海中清晰地描绘出在那个充满生气的
小花园里嬉戏玩耍的淘气小孩。花园就是作者童年的乐土，
充满了单纯的快乐，充满了自然的声音，也充满了菖蒲草的
味道。他喜欢压在草上，静静地注视着倒下的草慢慢站起来，
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
声“嗯！”；他会把马齿苋的瓣子套在哑巴蝉的眼睛上，一
放手，哑巴就一直往上飞，绝不偏斜转弯；他认为土蜂是种
蠢头蠢脑的家伙，因此常常愚弄它；他也会为了被猫吃点的
小鸟而哭泣……这一切都通过朴素的文字，生动地呈现在我
的眼前。

我曾经看到过，有人这样评价汪老的作品，说：它给人的'第
一感觉是一种平淡的美，是一种细水悠悠的淡雅。然而在它
的平淡中，又无法如白开水般淡而无味，它如一呷清茶，淡
雅中带着一袭袭清香，让人久久回味。的确，在汪老的文字
里我们不会感觉到激烈的情绪，一切都是淡淡的，却能轻易
地引发读者的共鸣，同时容易让人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所
思考过的，并有一种会然一笑的心情。这应该就是汪曾祺文
字的力量吧。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三

汪曾祺是一位来自高邮的作家，他笔下的美食被描写的十分



生动，富有特色。每次读他的文章，我都被深深吸引，仿佛
这些美食就在我眼前。文字与美食相结合，令人欲罢不能，
爱不释手。

品尝这些美食时，应该是汪先生最幸福的时光。无论是家乡
的鸭蛋，还是每年必做的炒米；无论是充满了感情的慈姑，
还是鲜嫩爽口的咸菜，都使汪先生回味无穷。读着这些质朴
的文字，我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世间和汪先生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我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幸福时光。比如每次年夜饭奶奶都要
做的馒头丸子。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做丸子总要掺上许多
手工的细碎馒头。所以说是丸子，其实肉少馒头多，吃起来
像是肉丸子。即使是这样，这也是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
好菜。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好，馒头丸子里肉占了大部分，
有时家里的长辈还会调侃说肉太多，不是当年的味儿，与记
忆中的那个美味总是差了一丝。

这道菜比不上山珍海味，却在家里人心中是再好不过的。原
因很简单——传承与回忆。这是太奶奶曾经的拿手菜，教给
了奶奶把美味传递下去，这就是传承。如今，太奶奶已经过
世，吃到这个菜也会让全家人想起曾经那些美好和值得纪念
的回忆。

汪先生文章里的每一道美食都不仅是简单的食物，背后更有
一个个故事。这一道馒头丸子更是这样，承载了我家几代人
的'回忆，以及对先人的思念。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四

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汪曾祺的
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他
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
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



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

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
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
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
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中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
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
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
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

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
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
回到了小时候。

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
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
动人心灵的力量。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
近的观察生活。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人物的特点很鲜
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
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
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

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
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
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汪曾祺
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



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
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
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
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
取营养。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五

作者对对于金大力这样一个泥瓦匠有着十分细致的描述，哪
怕几句简单的任务对白，也能够看得出金大力这人的'品性和
为人。而这个人物的与众不同，在于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
个单调的生活环境中，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劳动，所以构成了
他淳朴的性格和易于满足的心态。而这样的人，对于整个社
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又是让我们感叹而无可厚非的。

文中写到这样一段话：“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
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
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
”可见此人真的没有多大本领，甚至堪称笨拙。此刻的话叫
做笨得可爱。但是紧跟着下面一句描述却说：“金大力听明
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
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
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
告。”看看，这就是这个人良好品性的体现，绝不浮夸，做
事情负职责，难怪“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
愿意找他”。我们都明白，一个人的潜力大小和先天以及后
天因素都有关系，我们看不起的并不是那种潜力不大的，相
反潜力大却恃才放旷的人我们都长都很厌恶。这就是我们经
常说的，有品行的人，随不足担当重任，但是普通事情交给
他，你能够绝对放心。



再看看这段：“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但是拿的工钱很低，
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
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
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
这我就知足。’”多么难得！这就是健康的心态和为人。

这样的形象恰恰代表了我们社会底层无数朴实简单的劳动者，
他们虽然潜力单薄，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
是，他们并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有多大潜力就做多
大的事情，有多少付出就要求多少回报。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人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是因为他们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不给我们的社
会制造冲突或者麻烦。而且他们还在一点一滴地为我们的社
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靠着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吃饭的人，
虽然平凡，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良好
而健康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六

作者对对于金大力这样一个泥瓦匠有着非常细致的描述，哪
怕几句简洁的任务对白，也能够看得出金大力这人的品性和
为人。而这个人物的别出心裁，在于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
个单调的生活环境中，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劳动，所以构成了
他淳朴的性格和易于满意的心态。而这样的'人，对于整个社
会而言是不行缺少的，又是让我们感叹而无可厚非的。

文中写到这样一段话：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
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
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
可见此人真的没有多大本事，甚至堪称笨拙。此刻的话叫做
笨得可爱。但是紧跟着下面一句描述却说：金大力听明白了
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
日期，就去找有阅历的同行协商。其次天，带了一个木匠头



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子家据实复告。
看看，这就是这个人良好品性的体现，绝不浮夸，做事情负
职责，难怪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情愿找他。
我们都明白，一个人的潜力大小和先天以及后天因素都有关
系，我们看不起的并不是那种潜力不大的，相反潜力大却恃
才放旷的人我们都长都很厌恶。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有品
德的人，随不足担当重任，但是一般事情交给他，你能够肯
定放心。

再看看这段：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但是拿的工钱很低，比
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
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
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这
我就知足。多么难得!这就是健康的心态和为人。

这样的形象恰恰代表了我们社会底层多数朴实简洁的劳动者，
他们虽然潜力单薄，却是社会不行缺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
是，他们并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有多大潜力就做多
大的事情，有多少付出就要求多少回报。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人是社会不行缺少的，是因为他们在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不给我们的社
会制造冲突或者麻烦。而且他们还在一点一滴地为我们的社
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靠着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吃饭的人，
虽然平凡，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良好
而健康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汪曾祺小说读后感篇七

今天读完汪曾祺散文，感触较深。

一是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比如如何在文章中用字，其中他提
到中国汉字独特性和意义，他说中国汉字是用来看，不是说。
许多诗歌一朗诵就没有以前东西了，所以他反对朗诵诗歌和



散文。他主张一字一字认真扣字眼，沈从文《边城》不到七
万字，但写了半年。汪曾祺散文同样从一个一个字来看没有
什么独特。但当放到一起那种行云流水洒脱真很奇妙。他主
张刻画人物不应该描写太多，而应该从环境、声音、颜色等
各个方面进行描写和烘托。如何组织文章？他说他是先在头
脑里面对整个文章有了轮廓以后才写。要先有个整体构思。
这些都是他端一杯清茶静坐时想出来。

二是他散文风格朴素、简练。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
正是师承了沈从文特点。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
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研究和大师本领，是写
不出那样文字。汪曾祺也说到老师沈从文、老舍他们是怎样
练字。汪曾祺本人家学渊源深厚，爱好广泛，上小学时，他
祖父就给他教《论语》，写小论文“义”，这就相当不错了，
我上小学时，除了会放羊、掏鸟窝之外，文化东西是绝缘。
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是那种“真”，一点没有矫揉
造作嫌疑。是真情、真语言。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
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不
像现在好多人写文章喜欢辞采华丽，但内容空空。不舒服，
很令人别扭，不真实。由于爱好广泛，他散文自然就非常博
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
物……。都有涉及。但最真是写人物部分，尤其是对师友、
家世、父亲、母亲等回忆文章写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
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回忆，
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我母亲》中对三位母
亲回忆。虽然两位是继母，但却充满了感情和幸福。

三是他用情。他对任何人都是友好。如对西南联大诸多师友
回忆中，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对老师和同学感情。很纯真，很
自然，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像他一样。对任何人都很友好，对
任何事都很认真。且那种追求自然、朴素养生之道也值得我
学习。文中提到他老师一些为人处世，待客之道，修身养性
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那都是真人真事，人在生活中应
该保持一颗童心，不要装腔作势。看书就是学习嘛。学文章，



学做人，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