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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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一

汪曾祺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中国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内容丰富、
写作手法独特，深受读者喜爱，同时也给读者带来很多思考
和启示。在我读过汪曾祺的多篇散文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
了他对于文学创作和生命态度的独特见解和深刻思考。接下
来，我将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感性的思考

汪曾祺的散文总是让人感觉到深深的感性，他善于从一次次
浅显的家庭琐事中找出其中的情感纠葛，从而让读者认识到
生活中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细节与精彩。例如，《长安民谣》
中他写到：“回家去，是从远行中回来，是记忆的寻找，是
感情的回归。”这句话道出了他对于回家这件事情的深切情
感，让人产生共鸣。他的散文不仅用心感受生活，也善于借
此发现美，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出闪光着的亮点，这样的散
文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勉励与引导。

第二段：严谨的写作态度

汪曾祺不仅随意写作，他注重用词和文学技巧的磨练，多年
的写作沉淀，让他可以将那些深藏的情愫通过一篇篇精心雕
琢的散文呈现在读者面前。他在用词和语言的使用方面，十
分独到，用词精细，时而沉稳深刻，时而清新朗润，这样的
写作态度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第三段：注重细节

在他的散文中，我最为震撼的还是他对于细节的关注与描述。
他善于从细节入手，散文中的每一个小描写都能够为整篇文
章的意境和情感烘托出共鸣的氛围，同时也能够为相应的主
题服务。例如在《丹心谱》中描述红军小队晚上行军的情景
时，他将夜晚的空气、脚下的泥土、林中的风声等细节描述
得入木三分，读者仿佛真的置身于那山林之中，“切切的声
音中夹杂着沙沙微响的落叶声，天上没有月光，只有树影舞
动着，刻画出一道道异彩纷呈的人影，那是他们……”

第四段：层次分明

汪曾祺的散文结构都很清晰，他的文章每一段都有自己的主
题，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会乱蹦跶，使得读者理解文章的主旨
变得更加容易。例如在《鸭绿江词话》中，他不但记述了对
鸭绿江的一些地理和历史背景，同时他还通过描述江河贯通、
文化的繁衍、民族的融合等方面，使得文章不仅具有历史学、
地理学的意义，更贴近生活和人民，表达了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的意义，这样的体例使人们看到生活的深层次，更能让
他们从中产生共鸣和思考。

第五段：深挖正义

汪曾祺在一些散文中深刻地探讨了许多人们亟需正视的问题，
例如爱、亲情、人性、乡土、生命、道德等问题。他在精雕
细琢的平凡散文之中，寄托了对于社会进步的憧憬，对于人
性的唤醒，以及对一些尚待打破的陈规旧俗的呼吁。他的散
文深垂着一种正义力量，人们在读他的散文时，会被他那些
深层次的思考所启迪和感召，感受到那股犁开积雪的力量，
心灵会在那里沉淀，解读命运中的深渊和难处，获得净化和
升华。

总之，汪曾祺的散文不仅走进了众人生活，也走进了人们心



中，他的雕琢技艺之精细，生命智慧之深刻，是我们需要深
度品味和领悟的。读汪曾祺的散文，不仅是读一份美好的文
字，更是读一份灵魂的洗礼。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二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
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与陆游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
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
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

汪老喜爱这首诗，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具
有生活气息的。“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
自己的散文的。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深得自然之馥郁，
叙述平淡，含蓄，而节制。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
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
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
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
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
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
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
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
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
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
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
识。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
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
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
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汪曾祺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淡得相当有味道。他的
散文，记的也就是一些昔人旧事，或者名胜古迹什么的，好
像信手拈来，娓娓而叙，并且点到即止，留下大量让人回味
和思考的空白。那些随手拈来的东西经过作者看似漫不经心
的处理后，立即就充满一种雍容大度的雅儒气息，是一种真
正意义的聪颖和智慧。这些年文坛玩深沉的东西特别多，满
纸文章故弄玄虚或者莫测高深。比较着汪曾祺，你就会发现
后者的大家风范，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群自作聪明者，他们不是
“真和尚”。可谓：真僧最言家常话。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三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文坛上著名的散文家，其作品不仅丰富多
彩，而且富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和感人至深的情感。在阅读汪
曾祺的散文作品时，我体会到了他的文艺成就和生活态度，
对于我的成长和扩展我的视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段：汪曾祺散文的主题

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主题涉及到人生、人情、社会、自然、文



化等各个方面，他的笔下有着生活的真实和深刻的洞察力。
他所描绘的社会风貌、人类命运和人性本质引领我们思考人
生的意义和价值取向。

第三段：汪曾祺散文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风格独具一格，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散
文没有华丽的修辞和花哨的语言，却富有思想和情感的旋律。
汪曾祺的散文语言清新自然，朴实无华，质朴深沉。他的语
言常常贴近生活，捕捉细节，从而展现出生活里的温馨和真
实。

第四段：汪曾祺散文的思想体系

汪曾祺的散文思想体系贯穿于他的作品中，其核心是人性本
质和人文关怀。他的散文不仅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且通过
对人性的刻画，传递了一些哲学思想，展现出一种温暖、深
沉和理性的美感。

第五段：结论

汪曾祺的散文意境深远，印象深刻，让人不虚此行。阅读他
的作品是一场精神之旅，丰富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
教育我们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珍惜现在，感恩过
去，展望未来，为人生奋斗、为事业努力，让我们的生命更
加充实而有意义。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四

汪曾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品《围
城》、《了不起的盖茨比》等被广泛阅读，而他的散文也同
样精彩。阅读汪曾祺的散文，我深深感受到他在文字中的沉
静、细腻、温情，也领略到了他对于生命和人性的深刻体察
与思考。



第二段：汪曾祺散文的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以抒情为主，讲述家庭、生活、人情、风土等
方面的真实感受和情感。他的散文语言简洁、明快、准确，
表达的情感真挚且富有生命力。从文学角度来看，汪曾祺的
散文具有感性、韵律和形式的优美，同时也有独特的视角和
技巧，使人不仅对他所写的东西深感思索，更被他的用词和
叙事所感染，引发共鸣。

第三段：汪曾祺散文的主题

汪曾祺的散文写作主题广泛，生活中的小事、人际之间的情
感、传统文化、历史故事等都曾是他笔下的主要内容。他善
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达对于生活和人性的探索，借助散
文的形式将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和情感交融在一起，让人物和
情节在文本中诞生，表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多态，具有高度的
现实意义和表现力。

第四段：我的感受

阅读汪曾祺的散文，我不仅被他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情感
触动，更为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所感染。他深刻地
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表达出他对于生命的细腻感
受，这在现代社会中尤为难得。他的文字给人以启迪和鼓舞，
使人更加明白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审视
自我，理性思考。

第五段：总结

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位重要的思想文学作家。他的
散文作品表现了他对人性、生命、感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传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也在积极开拓新的创作思路。在当下
的文学创作和阅读中，汪曾祺的散文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情感
世界和思维方式，使我们对生活和人性有更深刻的思考，对



文学有更加真切的感悟。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五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
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
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
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
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
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
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
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
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
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
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
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
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
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
活的。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
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
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抒写内心胸臆：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
《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
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
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
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
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
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
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
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
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
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
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
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
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
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
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
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
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
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
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
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
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
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
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
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
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



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
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
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
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
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
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六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
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
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
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
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
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
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
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
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
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
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
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
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
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
《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
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
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
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
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7月)这段自评从
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
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
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
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
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
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
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
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
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
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
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
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
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
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
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
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
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
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
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
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
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
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
莞尔一笑。汪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
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
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
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
判，汪曾祺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汪曾祺
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
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
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
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



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
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
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
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
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
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
菜》“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
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
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
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
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汪曾祺在
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
家经典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
地名流向汪曾祺传授古典文学。汪曾祺自己阅读甚广，中国
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
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汪曾祺在语言方面简省、本
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
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
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
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
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
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
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
《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
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



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
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
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
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
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
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
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
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
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
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
汪曾祺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
丑，避重就轻，使汪曾祺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
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汪曾祺散文有哪些篇七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
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
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
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
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
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
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
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
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
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
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
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
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
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
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
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
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
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
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
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
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
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
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味道鲜
浓，无可方比。鸡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
盘红烧鸡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
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
看到地上有一棵鸡，他跳下去把鸡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
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
明鸡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干巴菌。乍
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
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



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
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
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
中吃，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滴溜儿
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
没甚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