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的食物汪曾祺原文 故乡的食物心得
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故乡的食物汪曾祺原文篇一

第一段：引入故乡食物的特点和重要性（200字）

我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小镇，这个小镇以其丰富的美食而闻名。
回忆起童年时刻，我记得每天都是在美味的食物中度过的。
从早餐到晚餐，故乡的食物总是让我感到温暖和满足。这里
的食物不仅仅是一种满足食欲的需求，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第二段：描述我最喜欢的故乡小吃（200字）

在我所有故乡食物中，最令我垂涎三尺的是糯米糍。糯米糍
是由糯米制成的甜点，外面裹上一层黑芝麻和杏仁碎。每当
闻到糯米糍的香气，我的味蕾就会兴奋起来。吃一口糯米糍，
外脆内软，糯而不腻，甜而不腻口。每一口都带给我满满的
幸福感。

第三段：分享我对故乡食物的思考和感受（300字）

故乡的食物是一种情感的延续，它带给我家的温暖和亲人之
间的联系。每次回到故乡，我都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联系。
无论是美味的家常菜还是小吃，都让我想起家庭聚餐中的欢
声笑语。这些食物以其独特的口味和传承的技艺，带我回到
了童年的时光，弥补了我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



故乡食物也是文化的象征。每一种食物都有其独特的制作方
式和烹饪传统。它们融入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是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满足人们的味觉需求，更传
递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情感。每一口故乡食物都承载着一
个地方的历史和故事。

第四段：探讨故乡食物对身心健康的影响（200字）

除了满足味觉和情感需求，故乡食物对人的健康也有着重要
的影响。故乡食物以其新鲜的食材和传统的烹饪方式，提供
了丰富的营养元素和独特的口感。比如，故乡的蔬菜在没有
农药和化肥的情况下生长，更加健康和有机。这样的食物有
助于保持身体健康和增强免疫力。

第五段：总结故乡食物对我的意义和重要性（300字）

回首我的成长历程，故乡的食物与我紧密相连。它们不仅满
足了我的口腹之欲，更带给我对家庭和文化的思考和敬畏。
每一次回故乡，我都会努力寻找那些熟悉的味道和气息，给
自己一个心灵的寄托。故乡的食物如此重要，因为它们代表
着故乡的记忆和情感。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身在何地，故
乡的食物将永远陪伴着我。

故乡的食物汪曾祺原文篇二

故乡的食物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们生命中
的一部分，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当我回到故乡，探寻那
些美食的味道，我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温暖和亲切。

第二段：乡土的味道

故乡的食物带给我无限的共鸣。从小时候吃到的东西开始，
既有故乡特有的风味，又有家人辛勤劳动的汗水。那些曾经
咀嚼的弹牙面条，咸香的粉蒸肉，都是对故乡美食的赞美。



它们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更是给予我们心灵的滋养。

第三段：回忆的味道

每当我离开故乡，我总是怀念那些食物的味道。那些小时候
吃过的家乡菜，尽在我的回忆中。比如，豆腐块酱油炒饭，
便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最爱。它的香味让我想起遥远的故乡，
想起妈妈那温暖的微笑。这些食物不仅是我成长的见证，也
是对家乡的思念。

第四段：文化的传承

食物是一个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乡的食物不仅是味
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每一道美食背后都有故事，都
有着特定的手艺和制作方法。比如，我故乡的传统面食，制
作工艺独特且需要长时间磨练，它代表了故乡人民的智慧和
劳动精神。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如今仍然保留着，并且传承
给了后代。

第五段：感恩与传承

回到故乡，品尝故乡的美食让我感到无比的满足与幸福。那
种幸福不仅来源于食物本身，更是来自于对故乡的思念和对
亲人们的思念。故乡的美食让我明白，要珍惜一切身边的一
切，要保留那些属于自己的文化与记忆。我希望能将这份传
统的美食文化传承下去，让更多人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感受
到故乡的温暖和亲切。

结尾：回忆故乡的食物是一种幸福的记忆，它们是我们心灵
的粮食，更是对故乡情感的表达。珍惜每一口食物的味道，
保留故乡的美食传统，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温暖的时光中。



故乡的食物汪曾祺原文篇三

故乡的食物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贴近心灵的味道。它们散发
着母亲的关怀和家乡的乡土气息，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和亲
切。故乡的食物不仅仅是食材的选择和烹饪的技法，更是一
种文化的传承和独特的记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五段式
的形式，分享我对故乡食物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回味故乡的味道

故乡的食物是我成长的见证，回味故乡的味道让我仿佛回到
了童年的时光。每当闻到父亲烧菜的香味，我总会怀念起小
时候家里草屋里晌午时分的饭菜香气。那些酸菜鱼、五花肉、
红烧肉等一直都是我的最爱。这些食物似乎传递着父爱的味
道，每一口都带给我满满的安慰和温暖。故乡的食物是我最
亲切的记忆，它们是我远离家乡后最珍贵的饮食宝藏。

第二段：食物与地域文化

故乡的食物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我家乡的石锅拌饭，不仅有着独特的制作方法，还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食物的制作需要石头锅和辣椒酱的独
特味道，这些都是我家乡的特色。而在冬天，我们家乡的传
统食物腊肉、腊鱼也开始烟熏起来，它们在海洋和阳光的交
融中成长，有着独特的咸味和鲜香。这些食物成为了家乡的
象征，也是我在外地生活时最想念的味道。

第三段：故乡食物的烹饪技法

故乡食物的烹饪技法也是充满魅力的。比如我们家乡的糍粑，
它是用糯米加入糖和豆沙馅制作而成的小食品，有着粘糯的
口感和甜美的味道。制作糍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每一
粒糍粑都是细腻精致的。还有草木灰包饭，它是用大米和草
木灰进行发酵，然后用竹叶包裹煮熟的一种食物，它有着清



香的味道和独特的口感。这些独特的烹饪技法给了我对家乡
食物更深的认识和体验，也让我更加珍惜家乡的味道。

第四段：故乡食物的情感联结

故乡的食物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满足，更是一种情感的联结。
无论是面对一桌丰盛的饭菜，还是只是一碗简单的面条，它
们都让我想起了家乡的风景和人情。即使远离家乡，这种情
感的联结也让我感受到故乡的温暖和爱。故乡的食物是家人
的陪伴，是友谊的纽带，是爱的呈现。每一次回家吃饭，都
给我带来满满的感动和幸福。

第五段：故乡味道的传递

故乡的食物味道在流传中传承，它们代表着家乡的独特风情。
如今，我身在异乡，却仍然想着家乡的食物。我会尝试着独
立烹饪一些家乡的菜肴，将故乡的味道传递给身边的朋友和
同事。通过和他们分享家乡食物的故事，我们之间产生了更
多的交流和了解。故乡的食物味道通过传递，将家乡的温情
带给了更多的人。

故乡的食物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满足，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它们承载着家乡的文化和记忆，让我们在外乡也能感受到家
的温暖。回味故乡的味道，不仅带给我饮食上的满足，更让
我与家乡的联系更加牢固。故乡食物的烹饪技法和地域文化，
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故乡的食物是一种感
恩，是对家乡的传承和热爱。无论身在何处，故乡味道都会
为我带来慰藉和回忆。

故乡的食物汪曾祺原文篇四

我小时候，因为担心家里太冷清，爷爷奶奶会时不时来我家
小住。只要爷爷奶奶一来，我就知道我又有口福可享了。放
学回家，在门口听到爷爷那爽朗的笑声，我就知道: 今天晚



上有地三鲜吃了。如果我提前一天就知道爷爷要来，第二天
我总是充满干劲儿，或许这就是美食的力量吧。

地三鲜是一道东北传统名菜，在宁波，如果不是去下馆子还
不容易吃到呢！地三鲜，顾名思义，指的是长在土地肥沃大
东北地里的三种时令新鲜的食材：茄子、土豆和青椒。这道
菜之所以著名不仅在于食材的新鲜，还在于它鲜浓的味道，
更在于它极高的营养价值，让三味非常普通的食材变成家喻
户晓的佳肴。我从小就钟爱这道菜，而且百吃不腻，所以每
次爷爷来我家都要满足我的口腹之欲。而我呢，每次听到爷
爷来了，放学扔下书包后，必定直奔厨房。

好不容易等到爷爷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终于可以下锅了。
只见爷爷先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再把食材一样样倒入锅中
迅速翻炒；等到食材肉眼可见地变软了，再加入辅料姜蒜，
再翻炒片刻，又往锅里倒入适量的盐和糖；这还没完，出锅
前，爷爷将蒜蓉撒入，再倒入早就准备好的水淀粉，热乎乎
的地三鲜终于可以盛盘了。听着锅里翻炒时发出的刺啦声，
闻着厨房充溢的香味，我早就食指大动了。炒菜的几分钟对
我而言简直堪比史上最漫长的等待了，我真是度秒如年啊。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爷爷大功告成。我持着筷子在饭桌
上眼巴巴地等着。但是这等待总是值得的，菜上桌，迫不及
待地夹上一口，啊，人生终于圆满了——即使舌头被烫得失
去了知觉。

等到一家人围着餐桌坐好，我已经就着这地三鲜几口就下了
一大碗米饭了，至于，爸爸和爷爷的谈古论今，就和我无关
啦。

自从上了初中，因为学业繁忙，我已许久没尝到爷爷的地三
鲜了，也太久没有经历厨房既煎熬又美好的等待时光了。我
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希望自己完成这个目标后，能用美
食来犒劳自己。希望那时，我还能急不可耐地等着。



故乡的食物汪曾祺原文篇五

历千帆，尝百味，只道人间好滋味。

——题记

“民以食为天”这出自中国人之口，不可以偏概全说这是地
球人的习惯。中国人会享受生活，享受美食，这可是出了名
的。上到玉盘珍馐，下到市井小食，中国人无一不爱。约上
三五好友，去雅座，还是去大排档，随心情。反正好好吃上
一顿，烦恼不说全无，至少消了大半。在美食中寻找生活的
滋味，也不失为一大妙计。

汪曾祺为江苏高邮人，出了名的咸鸭蛋便出自于此。江苏地
处南方，富饶的物产让汪曾祺开启了味觉之旅，野菜，炒米，
海鲜，在带他品尝美食的同时更带他经历人生滋味。也正是
如此，汪老练就了一颗包容万物的心，愿意去体会，去品味
各地的佳肴。

昆明的雨带来的有不同种类的菌子。各类的菌子都给汪老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味道浓厚的牛肝菌，昂贵的鸡枞，中吃
不中看的干巴菌，还有中看不中吃的鸡油菌等等。不同的菌
子折射出社会上不同的人，不难看出，汪老相对于鸡油菌，
更加偏爱于干巴菌。没人喜欢“花瓶”一类的人，光鲜亮丽
的外表只是包裹着空空如也的灵魂。不知是该感谢上天赐予
的一副好皮囊，还是嘲笑那下里巴人般的见识。当然，人各
有志，只在于你以何种态度面对未来。

中国的茶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书中对各地茶文化
的介绍也不在少数。龙井，绿茶，青茶……包括广东等地喝
早茶的习惯，都可以表明，茶早已浸润人们的生活。茶更是
佛门的标配，茶香总是伴着木鱼敲击的声音飘出。中国人对
生活的考究可谓举世闻名，茶，便是很好的体现。一长串的
工作只是为了品一杯上好的香茗，只可惜现在竟然渐渐被快



餐文化所侵蚀。

鳜鱼是汪曾祺在诸多鱼类中所偏爱的一种。或许是受张志
和“桃花流水鳜鱼肥”这种美的熏陶，我的潜意识总让我觉
得这会是一种美丽而浪漫的鱼。只是可惜，不然。鳜鱼的食
物是小鱼。只是其肉质鲜美，品质上乘罢了。

食物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当地的文化和环境而产生，汪老的这
本书的后半部分也有描述，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食物中有五味，生活里亦然，不同的地方的不同口味，与当
地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酸，甜，苦，辣，咸，无一不充斥
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能用一颗恬淡宁静的心来面对了。

生活百味，只愿你淡然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