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汪曾祺作品读后感 汪曾祺小说经典
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
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汪曾祺作品读后感篇一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
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
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
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
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
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
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
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
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
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

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
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
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
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
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
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
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
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



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
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
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
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
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
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
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
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
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

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
物形象。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
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
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
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
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
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
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
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
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
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
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
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
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
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

要将她一辈子的委屈全说出来，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在想何谓
“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实
际上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特意交代说西南联大除
了金昌焕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他还经常借文嫂的翁罐



煮肉吃，这实际上都埋下了伏笔，这似乎和欧亨利式结局有
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式的这种结局方式值得品味。

汪曾祺作品读后感篇二

编者按：阅读好的小说，就犹如与智者交谈。小说《受戒》
就是一个关于小英子和明海的爱情故事。

这个暑假我读完了一本小说，名叫《受戒》。读完之后，我
感慨万千。其中，作者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人间存
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刚开始我
并没有理解，但当我细细品读过后，我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
了解了作者的思想。作者想要的一生，也不过是简简单单，
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世俗的纷扰。可是这样的生活真的很难
得。

这本小说主要讲述了小英子和明海的爱情故事。明海在十三
岁的是时候来到了庵赵庄的“荸荠庵”要当一个和尚。然后
在这里认识了邻居家的小英子，两个人经常待在一起玩，感
情渐渐的变深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明海提出要去当和尚，
小英子还是送他去了庙堂受戒。在明海受戒的时候，小英子
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好，最后两人在芦花荡里，小英子问明
海：“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一开始惊讶了一下，
随后大声的说：“要!”，就这样，两人在芦花荡里许下了一
生的承诺。

汪曾祺在这本小说中描写了一个朴素的村庄。当中各型各色
的人和事，他都能描写细致，即使一笔带过，也给人感觉恰
到好处。“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
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作者通过对脚印
细致的观察和描写，突出了明海对小英子深深的爱恋，细腻
的心理描写，写出了初恋心跳般的感觉。有时候还能在他的



描写中产生共鸣。那种小英子和明海之间纯真的感情也着实
让人羡慕。初恋的纯洁和美好，在汪曾祺笔下展现的淋漓尽
致，一点都不做作。

读一本好的小说，就犹如与智者交谈了一番。汪曾祺用他笔
下的故事，把我带进情节中，让我回味无穷，也让我知道了，
原来文字可以这么美。

作者：马赫笳

汪曾祺作品读后感篇三

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恣态横生。”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水的记录也注
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灭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语皆情语。初
读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复仇》、《老鲁》，还是其他
的作品总有一股淡淡的韵味萦绕在心头。一切语句中都有着
气氛，人性的气氛。不直接描写人物，只凭着这些气氛使读
者体会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
物，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贯彻的。

我认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坏了散
的自然与纯洁，散的意便会化散开去，这便失去了散的根。
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说：“我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
意而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没有一种深邃
的体会，不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怀有一种强烈感情的人，是
吐不出几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处是没有意识到丰富的人
生阅历，复杂的心路历程，百态的人性面目对他的创作产生
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
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严紧的小说，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铁
箍捆绑住的南瓜，最终只能面临爆炸。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发言为
诗。”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散落在人类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诗的最本质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
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
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处不在。诗美是艺术美
中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
领域中，科学着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状态、工
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诗并不只是在诗
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所
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细品其中饱含
诗的韵味美与节奏感。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与向往，正是诗人的典型特点：无论如何坚持也要冲破黑暗。
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划为右派，他也仍然坚守着
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诗，这正是对这本小说选的最佳诠
释。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对于人性的解释即对于真善美的诠释，作
者个人的感情的宣泄、表达也就自然包括其中。这都融入一个
“情”字，这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善恶观、是非观，又从
某种角度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描写。情于民间，
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无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话可说，
有事可叙。汪先生的《老鲁》、《鸡鸭名家》、《大淖记事》
正是这样反映民间事的佳作。

散、诗、情，只留下了《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陈长庚，
《故乡三陈》里的三陈，《徙》里的'一辈子也未得“徙于南
海”的高先生，《八千岁》里总是穿蓝布二马裾吃草炉烧饼
的八千岁，以及《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年轻的十一子与
巧云。



汪曾祺作品读后感篇四

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
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
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
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
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
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
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
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船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
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

还有他的《陈小手》，写一个土匪的老婆生孩子，他接来一
个男医生为他老婆接生，母子平安，然而陈小手抬枪把医生
毙掉了，最后一句话是“陈小手觉得很委屈”。委屈两个字
居然道出了一个土匪心中万般的柔情，把这样一个词加在一
个恩将仇报的角色身上，小说一下子产生了更加深广的内涵
和余韵。虽然他的小说数量相对较少，但几乎篇篇都很著名。

汪曾祺作品读后感篇五

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我读得不多，记得在吧，我在自学中山
大学的汉语言文学课程中，第一次读到《受戒》一文，一口
气我接连读了三遍，感觉只有两个字：纯美!

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小和尚——明海和一个和尚庙——荸荠庵
的零碎琐事，信手拈来，不事雕琢，平常之极。整篇文章没
有深奥的人生哲理;没有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事件;没有高
大光辉的人物形象，却处处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



清新隽永、悠远绵长!

和尚出家不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才遁入空门，当和尚也要
有关系、要有必须的门槛：“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
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还要认得字读过书”，
当和尚还能够赚钱，经营产业、娶老婆……。说白了当和尚
其实就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好职业!

没有僧人的苦行修持，没有出家人的清心寡欲，“他们吃肉
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三师父仁渡一
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能够收
租、放债”，“能够赌钱、能够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
挑水，喂猪”。******乍一看来有点离经叛道，有违清规，
却是世俗人情，人间烟火，饮食男女。和尚们过的是一种慵
懒闲适的生活，与世无争，率性随意，自给自足，不是世俗
人家，胜似世俗人家!

“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一样的，是多
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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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忍俊不禁之余笑话和尚的迂腐!受戒烧戒疤太疼，
山东和尚骂人了：“俺日你奶奶的，俺不烧了!”活脱脱的村
野俗夫!这是真的吗?我想就应是真的，起码是存在这种生活
方式的!和尚也是人啊。

小和尚明子英俊聪明，好学多才，又纯朴老实。“得了半套
《芥子园》，照着描，画得跟活的一样”。而小英子则是一
个美丽、伶俐、敢爱敢恨的农村小姑娘，“一天叽叽喳喳地
不停，像个喜鹊”。不像情感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从头到尾
爱得死去活来。故事中男女主角，对世事懵懂，却不无知!明
子与小英子谈不上是恋人，最多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孩童的
纯真、两小无猜的玩伴，又蕴含着丝丝青春萌动的情愫，写



小英子喜欢明子，“小英子爱采荸荠，拉了明子一齐去，老
是故意用自我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明子呢，“看着她
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
和尚的心搞乱了。”一种朴素纯真、如诗如画的情感跃然纸
上，令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叹!对于明子的受戒，善因寺
要选他当沙弥尾，小英子怕失去心上人，毅然决然的要明
子“不要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勇敢地表白
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故事在真情流露中到达了
文章的高潮。

我不明白这种情状是不是汪老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小说中没
有如诗如画的情景描绘，没有千回百转的情感纠葛，更多的
是人物细腻的语言、动作描述，但是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
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同时又充满温馨宁静、乐天安命的
生活境界。文章的末尾汪老写道“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更感受到作者在那种战争动荡时
代对完美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对人性真善美的深刻感触。正
如作者自我是这样说的，“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人
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噢!原先文字是能够这样纯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