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汪曾祺昆明的散文(大全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汪曾祺昆明的散文篇一

受戒是指佛教中成为僧侣的仪式，需要经过严格的规定和程
序，被授予出家人的身份和特殊的法号。在《受戒》一文中，
汪曾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受戒的过程和意义，
并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与体会。本文将从五个方面介绍汪
曾祺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接受受戒仪式的过程中，汪曾祺深刻体悟到了人生
的真谛

汪曾祺在《受戒》中描述了受戒的仪式和过程，他在接受受
戒时，身着素色的僧衣，心灵专注而平和，彰显出一种清新
脱俗的气质。而在这样肃穆的仪式中，他深刻地意识到人生
之真谛：人生应当追求内心的坦荡和宁静，以此作为生命的
方向，去承受和领受生命的真正意义。这一体会，让我们深
受启示，感受到了受戒的含义与价值。

第二段：受戒让汪曾祺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和认知

汪曾祺在受戒后，对生命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
明白了生命不是简单的存在和结束，而是一个宏大的过程和
周期，可以通过无数次的轮回去伸张和传承。这一认知让他
对珍视生命、珍视每个瞬间充满了感悟和情感。因此，从此
以后，他更加克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更加珍视生命中每一



次的奇遇和意外，寻找着无限的宁静和内心的充实。这是受
戒带给他的重要的体会。

第三段：受戒让汪曾祺开始从内心修行，追捕真正的自我

受戒不仅仅是仪式和身份的确立，它还有深刻的内在意义。
通过接受受戒，汪曾祺开始追捕自己内在的真正的自我，去
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情感。他懂得了自我探索和成长
的重要，始终坚持着让内心充满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这一点
启示着我们，要秉持严谨的人生态度，倾听内心的声音，寻
找真正的自我。

第四段：受戒让汪曾祺明白了身边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重要
性

通过接受受戒，汪曾祺也学会了珍视身边的人和环境。他明
白了人际关系的纯真性和真正的意义，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
与周围的人们交往，关注他们的情感和意愿，寻找共同的话
题和语言，并与之交流、分享。这种沟通方式不仅让他有更
多的观察和交流机会，也能平衡和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
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联通感情的重要途径。

第五段：受戒让汪曾祺认识到了对世界的责任和使命

通过接受受戒，汪曾祺也承诺了奉行佛教的教义，并心怀对
世界的责任和使命。他开始思考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去改变面临的困局，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并通过自己的行动
去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和贡献。这让我们懂得了在现实生
活中务实看待问题并行动，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
价值。

总结

通过汪曾祺在《受戒》中的这一亲身经历，我们可以深刻理



解到受戒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启发和体
会。受戒是一种内心的升华和精神的凝聚，它让我们在现实
的环境中，找到自我、珍视生命、寻求平衡、关注他人、发
现价值，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汪曾祺昆明的散文篇二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著名的现代作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作品
以深入生活、深入人心而著称。除了文学作品，汪曾祺的人
生经历和思想观点也是我们学习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在他的
作品《受戒》中，他深入探讨了文化上的分野和矛盾，提出
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和融合，具有很高的文学
价值和思想意义。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受戒》的主题和情
节，结合个人的理解和心得，来讨论汪曾祺对古老文化的珍
惜和现代文明的反思。

第二段：文化与信仰的纷争

在《受戒》中，汪曾祺通过叙述主人公受戒的故事和他与家
人、友人、同事的关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
间的分野和矛盾。一方面，古老的佛教信仰在文化上占据重
要地位，将道德规范和人生哲学与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另
一方面，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使得新一代
人对传统文化和信仰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些东西是过时
的、无用的。这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观念，导致了人与人之
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也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和分裂，这是一
个需要深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第三段：珍惜文化传统

汪曾祺在《受戒》中，强调了珍惜文化传统和信仰的重要性。
不论是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传统文
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传统文化和信仰中，蕴含着人类智慧
和精神追求，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是对历史的维护和



对未来的投资。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工作和金钱的追
求越来越强烈，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却没有那么重视。汪曾祺
通过受戒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丢失和
放弃文化传统和信仰，这是人生的重要财富。

第四段：反思现代文明

汪曾祺在《受戒》中，通过受戒的故事，也暗示着对现代文
明的反思。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无数的便利与惬意，但它也
带来了种种问题和危机。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巨
大的财富差距和资源争夺陷入白热化；人际交往变得越来越
虚拟化和冷漠化；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地球气候变化等。这
些问题表明，现代文明虽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有所发展，但
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理性反思和调整。因此，
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来寻求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
和谐统一。

第五段：个人思考与体会

对于我个人而言，《受戒》展现了一个矛盾而活跃的社会，
也传递出更深层次的文化情感。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
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寻求自
己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认
真反思和探讨，了解文化中所隐藏的智慧和价值。更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思考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价值比较，明确自
己的追求和责任。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们才能更
好地面对社会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共同成长
和发展。

结论

在汪曾祺的《受戒》中，他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文
化视野，表达了珍惜文化传统和反思现代文明的思想观点。
本文从文化与信仰的纷争、珍惜文化传统、反思现代文明、



个人思考与体会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讨论，来说明汪曾祺对
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视和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也应该多思考和积极探索，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
价值理念，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汪曾祺昆明的散文篇三

近来读书颇多，主要以散文为主，也兼读些小说。因为工作
和家庭各方面的压力渐长，即使小说也只看了些篇幅不长的。
其中汪曾祺先生的《受戒》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受戒》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如同品了一杯淡淡的清茶，口
有余香。总体来说，无论文笔还是故事都写得很美，有点沈
从文小说《边城》的感觉。小说里世界仿佛梦里桃源，只是
里面人并非为了避世，而是本来就生长在那里，俗世中人有
的他们都有，甚至比俗世中人更自由，更快活。

文章采用的是回忆式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
三岁来的。”这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颇为神似。
不知道汪曾祺先生创作此篇时是否受到了这位法国文豪的启
发。如果是，那么此作可以说既有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诗
情画意，又有西方意识流的不拘一格，堪称是一篇中西合璧
的文学佳作。

在《受戒》中，明海的家乡管“出家”叫“当和尚”，感觉
就像我们今天去“当老师”、“当记者”、“当编辑”似的。
只是一种可以赚钱的职业，并没有太多神圣的味道。而且明
海出家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因为他家田少，老大、老二、老
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于是在他七岁那年，家里人便
决定让他当和尚。当和尚也是靠他舅舅的关系。文中说
道：“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
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可以按
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



买几亩田也可以。”换做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包吃包住，收
入不菲，工作不累。”这样好的工作，就连明海自己也觉得
在情在理。这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受戒”的缘
起。

到了小说的第二部分，女主角登场了，文章写道：“到了一
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
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的女孩子，在剥一
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船里，船就开了。”这个女孩子
就是小说中的女主角，这一段描写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边城》中那只渡船上的老爷爷与翠翠。也许这篇小说起初
就是汪曾祺向其恩师沈从文的敬礼之作吧。

在船上，女孩问明海是要去当和尚吗?明海点头。女孩问明海
当和尚要烧戒疤，怕不怕?明海含糊地摇了摇头。女孩又问，
你叫什么?明海。在家呢?明子。小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
邻居。我家挨着菩提庵。——给你!小英子就把吃剩的半个莲
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这就
是小明子与小英子的第一次邂逅。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女孩
的懵懂爱情就此泛起了涟漪。

汪曾祺后来在关于《受戒》的感言中写道：“因为我的老师
沈从文要编他的小说集，我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读
了他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
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
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
后来才意识到的。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也没有察觉。大概是
有关系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
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

但是我觉得，《受戒》虽然脱胎于《边城》，但却比《边城》
更贴近现实的生活，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边城》
里的世界几乎完全是如诗如画的，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另外
一个世界，里面无论人物还是景物都是那么唯美。而《受戒》



里的人即使入了佛门，也根本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打纸牌、
吃水烟，吃肉不瞒人，年下还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只是
杀猪时多了一道仪式，要给即将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
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
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
阿弥陀佛!”这是当和尚吗?拿着善男信女的钱，却做着吃喝
玩乐的事。难道是作者在小说中孕育着莫大的讽刺吗?我不敢
想，又不能不想，经历不同则感受不同，也许每个读过这篇
小说的读者心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番认识吧。

小说的第三部分，明子要去“受戒”了，英子问他：“你真
的要去烧戒疤呀?”“真的”“受了戒有啥好处?”“受了戒
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搭。”“什么叫‘挂搭’?”“就是
在庙里住。有斋就吃。”“不把钱?”“不把钱。有法事，还
得先尽外来的”“还要有一份戒牒。”“闹半天，受戒就是
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当和尚也要文凭，有了这文凭，
不仅在本寺，到外面寺庙混饭更容易，明子当然要去搏一搏，
同时也为了完成家里人的期望。

小说的最后，小明子“受戒”归来，小英子划船去接他，这
一段写得极美：他们一人一把桨。小英子在中舱，明子扳艄，
在船尾……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好，
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又划了一气，
看见那一片芦苇荡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
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
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
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
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
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
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
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
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
子，水。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
鸟)，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



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写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原来这都是作者的一个梦啊，怪不
得写得那么美，只是这梦后来怎样了，明子会为了娶英子，刚
“受了戒”又马上去“破戒”吗?抑或这个结尾还蕴含着更深
远的寓意?作者没有再写下去，对比《边城》的结尾：“这个
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谓有异曲同工
之妙，都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汪曾祺昆明的散文篇四

初读《受戒》，看着文中光怪陆离的和尚生活，脑中真只
有“荒诞”二字。首先，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去看，和尚就
应是正而八经、吃素念佛、不近女色、严守清规的。然而文
中的和尚却吃肉打牌娶老婆、杀猪抽烟唱淫歌，活象一堆江
湖混饭吃的骗子。其次，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进行曲”。
小明子先是莫名其妙地当了和尚，后是与小英子日久
生“情”。个人认为，这类型的透明恋情很有肥皂剧的味道。
再次，是文中所谓“正经人”――“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
“偷鸡”这行当，是“正经人”所为吗?……一个个“荒诞”
的设定层出不穷，第一次看完《受戒》真的只是“荒诞”而
已。

为了不让自我仅仅停留“荒诞”的层面上，我便把课本上有关
《受戒》的部分浏览了。对于课本上讲到的一些观点，我有
自我的看法：

一、离题之说。

“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向到小说即
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透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
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

课本列举的这些例子，会让人觉得离题。我觉得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作者是故意让人错觉离题，然后再体味作者的用心良



苦。“受戒”后，和尚本身就就应是过着平淡的清修生活的，
但是他们“不正经”，于是题目与正文便产生了反差效果，
而这种反差效果恰恰是表达了作者心中想讽刺的现象。

二、“桃花源”之说。

“《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明海和小英子，实际的主人公
却就应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理想生活。”

三、“超功利”之说。

关于这一点，我是听了同学的发言后深有感触的。文中和尚有
“攒钱”的“本事”，把“和尚”当作职业，能够白吃饭、
分辛苦钱……这实质还是在追求功利。

以上，是我对课本的一些看法。

关于《受戒》文中选用的对联，我也有一些自我的看法：

“大肚能容”联和“一花一世界”联，其实这两副对联就算
不是明白地出此刻文中读者也会联想到，但作者既然明白地
写了出来，那就不得不说了。“大肚能容”，容的是一群混
饭吃的和尚;“开颜一笑”，笑的是和尚道貌岸然的行
经。“一花一世界”与胡为的和尚成为了鲜明比较。这种反
差还是在加强所谓“受戒”的形式化。最后就是小英子家的
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这副对联有个
跟和尚有点关系的传说：宋朝是苏东坡与高僧佛印是忘年交。
佛印这天在做鱼汤喝，东坡突然来访逮个正着，佛印想隐藏
自我做的鱼汤，但是东坡早已发现。东坡没有明白指出佛印
的鱼汤，但是就用这副对联的上联引出了“罄有鱼”的答案。
这个故事与文中和尚的行径多少有些共通点，天下对联何其
多，作者偏偏选了这一副，我想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了。个
人认为，这副对联在文中一有暗示小英子与明海的缘分、二
有照应荸荠庵和尚们不受清规的作用。



汪曾祺昆明的散文篇五

读完汪曾祺的《受戒》，我的心竟有一丝颤抖，一些形象化
的激动凸起在我的皮肤上，虽然我知道天气并不冷——那是
内心的震动造成的。

“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初见这样的豪言，我感动
了，想到自己仅为刚刚迈出的一小步而沾沾自喜，却空抱着
一腔愿望，便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的浅薄。我不想将自己封
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我知道自己的天地应该很大，也一定
会很大，但立足于此，我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并不强壮，就算
是心，也没有伟岸到可以俯视天下的地步。那么，我的路在
哪里呢?我的方向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明确的目标，虽然我
渴望流浪的洒脱，但我也明白，自己并不会洒脱地自我放逐。
但是此时，我确是失去方向了。

故事临近结束，我又看到了“走遍没有路的地方”的言语，
我在觉得自己悟性太低的同时，也体味到一丝禅机。走遍有
路的地方固然了不起，但那毕竟是是沿袭别人的老路，并不
是在创造自己，而走没有路的地方，则完全是在走自己的路，
并且用自己的手去打拼、去开创。如果说，走别人的路是在
图纸上加深一道划痕的话，那么，走自己的路便是增加一道
划痕了，勿用赘言，后者才称得上是真正伟大的选择。

鲁迅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一直引以为箴言。然而，一直以来，我想到的却只有别人
是怎样开路的，而自己，只是在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此时，我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然而我惶惑了，一直以
来只会纵向切苹果的我，面对横向放置的苹果束手无策，即
使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另一方天地。

《受戒》的故事中，本是仇敌的青年人和头陀共同开辟
了“没有路的路”，即使青年人“很快似乎忘记身边有个头
陀”，“正如头陀忘记身边有一个带剑的年轻人”，但是起码



“丁丁的声音有了和应”。而我，注定只能一个人走，走自
己的路，即使唱歌，也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但是，谁又不是如此呢?

汪曾祺昆明的散文篇六

整篇文章读完后，好像幸福地自我释放了一次。简单的布景，
简单的情节，简单的心情——人性就是很简单的，顺其自然，
从心所欲，可是对比我们不简单的现实生活，这份温暖显得
有些无力。

小说的主人公小明子，从小就注定要出家，出家成为他们故
乡人谋生的手段，而并不是出于对人生的感悟等等。“跟爹
娘磕个头，就跟舅舅走了”;学名直接变成法名，一切看起来
都很随性。出家受戒，忽然有了种轻松自然的感觉，之后便
开始了在“荸荠庵”的生活。看起来主要描写了两点——小
明子和英子的交往与寺庙中的生活。作者笔下的和尚令人瞠
目结舌——每天只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大师父根本没
有吃斋的规矩，甚至带着家眷一起管理荸荠庵，打牌、抽烟、
唱酸溜溜的歌，无所谓什么清规，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愿意做
的事，悠闲自在，更谈何压力、郁闷?这些和尚的生活看似会
不耻于人世，可是他们活着只是为了那种宁静，又管世人怎
么想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师父杀猪的场景，眼前出现猩
红的血溅在和尚袍袖上的场景，好是诡异，却也隐约有一种
快意。念着“往生咒”杀猪，带着家眷出家，这些可爱的和
尚让人眼前一亮。

嘴角不自觉地泛起笑意，我的心情在慢慢沉淀着。小英子聪
明灵巧，活泼善良，似乎她的世界永远不会有悲伤。当她为
小明子参谋画什么花，当她好奇受戒是什么样子，当她留下
那一串美丽的小脚印，我看到了人性的纯洁——哦，是圣洁。
那一串脚印，既描绘出小女孩的纯洁烂漫，又预示着小明子
和小英子感情的发展。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镜头总是如此



唯美，他们简单得有些幼稚。小英子看流星雨时忘了在裤带
上打一个结，她会许什么愿呢?作者又用省略号引出无尽的遐
想。有了他们两个，布景都活了起来，就像是两个天使，我
不禁莞尔。

其实初读这篇文章，很难体会到最深层的东西。参阅一些资
料，才对主旨有了大概的把握，有两个字不断的出现——人
性。我不禁思考，什么是人性。如果说是和尚们对自己的心
灵、欲望的坦诚，恐怕我还不敢苟同。这当然是人性的一部
分，如果用真善美来形容人性(当然这很俗)，那么还缺少最
重要的美。于是来到文章的高潮部分，两个人都直面自己的
内心，把握住最单纯的幸福，这才是人性最巅峰的部分，它
是这样的幸福和惟美，一瞬间我像是变成了故事中的主人公，
这自然成了作者的升华。小明子英俊多才，小英子温柔可爱，
他们互相倾慕，也知道对方的心思。人性指引着他们勇敢地
说出来，勇敢地寻求爱。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于是他们得
到了人性中最美的东西。

离开这篇文章，我还是想问，什么是人性?荸荠庵当然不可能
存在，那种生活也只是个梦想。而我们的生活呢?是在疲劳时
看一看窗外的风景，还是在压力下释放呢?我们有天性，可这
种现实的生活，早已忽略了它。无奈的、遗憾的，我不想呼
吁谁重拾天性，因为这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只是希望我记住
我自己还有天性，有对它的向往。所以，能像明海等人一样
干着自己享受的事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幸福。

谢谢这篇文章，让我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