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故乡的食物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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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故乡的食物读后感篇一

历千帆，尝百味，只道人间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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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的食物读后感篇二

说到端午节，人们熟知的是粽.，而汪曾琪先生要说的是家乡
的鸭蛋。这点首先引起人们的好奇。

作者的家乡在高邮，家乡的端午节风俗，那里的孩.们兴在胸
前挂“鸭蛋络.”。在胸前挂了半天，什么时候一高兴就把络.
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有淡淡的
咸味，白嘴吃也可以。……用吃剩的蛋壳里放几只萤火虫，
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纸，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
好看机了。（既说明了家乡的风俗，又饶有兴趣）



咸菜茨菇汤：早年冬天缺少蔬菜的一种替代品。

是一种青菜腌制的`。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
担的买来，洗净，凉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
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咸菜里有
时加了茨菇片，茨菇的味道微苦，吃多了就再也不想了，谁
想过了三四十年还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当然主要是作
者想念家乡的风物、人情。）

枸杞头：枸杞是多年生植物，春天冒出嫩叶，即枸杞头。枸
杞头可下油盐炒食；或用开水焯了，切碎家香油、酱油、醋，
凉拌了吃，“极清香”。春天吃枸杞头，可清火……（汪曾
琪先生是一个美食家，他喜.做菜，并把他的做菜经验用文字
表达出来。在欣赏文字的同时，同样可以学着做这道菜。这
些是其他作家那里，不曾有的为文特点之一。）

故乡的食物读后感篇三

时光荏苒，有多少人渐行渐远，有多少往事已被淡忘，唯有
舌尖上的味道，久久难忘。这就是《故乡的食物》，所寄托
的，是美食，更是怀念。

汪曾祺以他朴实却诙谐的文字，诉说着自己的怀念，从“端
午的鸭蛋”对高邮的怀念和自豪，“故乡的食物”那最富浪
漫主义的夜晚，“昆明的雨”那对昆明的喜爱……很多很多，
但这些更让我们明白：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满足，还有情。

民以食为天，文字与食物，最美的结合。食物之美诱惑的是
味觉，文字之美是一种升级，让你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浑
身舒服，美味由舌尖遍布全身，心要向往的地方，必定会实
现。

汪曾祺的感受，从古至今，何人不有?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还”到余光中《乡愁》中乡愁如同“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
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乡愁四
韵，对故乡的'思念，人人皆有，异乡的食物，再鲜腴的食物，
在无可方比的味道，和家乡思念的沉淀相比，着实微不足道。

故乡，美食中的回忆，永感激。

故乡，味蕾中的缠绵，永品鉴。

故乡，舌尖上的味道，永难忘。

故乡的食物读后感篇四

看到这书的名字，对我而言，必定索然无味。但是，像汪曾
祺这样的文学家原来也写吃的东西哇?凭着这一点点的好奇，
我还是翻开了书页，不一会儿便找到了答案：“总之，一个
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
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是这样。”仅凭着这一两页的
文字，我就对汪曾祺这位学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写我们知
道的烹大虾、烤全羊、油炸辣椒拌饭，也写凉拌元妥、油饼
就蒜……引人入胜。我开始认真看这本散文集。

汪曾祺介绍食物，也穿插着介绍经历的往事、文化、名人和
文学，还从许许多多小事中寻找出生活的真谛。他写老北京
卖豆汁儿的摊子里咸菜不要钱，一位保定人坐下要了一碗咸
菜;写自己在王二的摊子上花二十文钱买一小包炒豌豆，撒上
点盐，走到家门口也就吃完了;写有人家将煮熟的大粒蚕豆用
线串成佛珠给孩子挂在脖子上，一颗颗剥着吃;写映时春饭店
里能干的堂倌，点菜、上菜、结账算钱，全部由他一人来管，
一刻不停，头脑却清晰灵敏;写缅甸人卖饵丝，紧挨着国界线，
这边递过去人民币，缅甸女孩递来饵丝……很有意思。我觉
得我们也应该这样，不错过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去寻找生
活中有趣的一面。



他写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时，说自己发现了马铃薯两种不
同的花香，对着马铃薯画画，到山上烤蝈蝈吃，让我感慨深
刻：一个人，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
也能够乐观地生活，这样的人心胸是多么的开阔呀!他写自己
坐在街边滩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
大饼，夹一个薄脆，吃得香喷喷的。在摊头吃饭说明他当时
并没有什么钱，但也能想办法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这本书中许多细节，也足足能够说明他学问钻研得很深，还
博览古书。他写葵就写了一个章节。从《十五从军征》中的
句子“采葵持做羹”中提问：葵怎么能做羹呢?然后找了许多
书，最后才知道以前所说的葵就是现在的东建菜!他写鲤鱼时，
说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和罗贯中吃鲤鱼是外行，因为最好
的鲤鱼是三斤左右的，吴用要吃十四五斤的鱼，太重了不好
吃了。这么厚的《水浒传》，汪曾祺老先生真是看得细致，
并且敢于批判别人的不足。“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
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过
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不要像我的那位同乡一样，问道：
‘这个东西能吃?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我希望他们能习惯
类似苦瓜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有些人总想把自
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不独文化。比如文学，就不必要求大家
都写‘主旋律’。”……从很多地方都可见，他在活中食物
比别人尝得多，在写作中主题比别人新鲜;也敢于批判，把自
己的真实想法谈吐出来。

《故乡的食物》对我来说感触犹深，不仅仅了解到了许多我
从没吃过的食物，让我眼界大开，也让我深刻地了解了汪曾
祺这个人。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
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故乡的食物读后感篇五

我细细地读完了文章，好像有些理解作者的含义了，一到下
雪的天气，“我们”家就要喝“咸菜茨菇汤”，而作者总是对



“咸菜茨菇汤”没有一点的食欲，甚至更加讨厌喝“咸菜茨
菇汤”了。在文章中，除了去老师家过年，他的师母给他炒
了一盘茨菇肉片之外，都是很久了，作者又对茨菇有了新的
感情。

作者三四十年没有吃到茨菇了，并不想。因为作者现在吃已
经尝不出以前的那种苦味了，因为以前作者对茨菇的讨厌，
现在再买来吃也不觉得它很好吃，也没有想吃的想法。有时
候作者只想到茨菇的“味”，而作者并不是想茨菇的味道，
而是他怀念从前下雪天一家人一起喝茨菇汤的感觉，那种感
觉已经使他流连忘返了。

茨菇汤是作者在小时候“陪伴”他度过的灾难，因为那是粮
食不充足，只有茨菇来充当每天的饭菜。而现在经济也发达
了，日子也过的好了起来，现在再喝茨菇汤，作者已经说不
出任何的感觉了。作者来到了北京的时候，去菜市场想买一
些茨菇来炒肉片，可作者家里的人却并不喜欢吃茨菇，所以
作者都把茨菇给“包园儿”。因为北京的茨菇出的很少，所
以价钱就很贵，作者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整天都以茨菇
为“伴”。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出了一个愿望，他想念家乡的雪，又
很想再喝一碗咸菜茨菇汤，看到这里，我觉的作者又对咸菜
茨菇汤又有了新的看法，因为小时候对茨菇的讨厌，却在北
京想念起茨菇的味道。作者远离故土后，对故乡的思念与难
舍的乡情，使作者在自己人生的暮年里怀念小时候的咸菜茨
菇汤。

我读完后，觉得应该珍惜身边的每一样的东西，文章中作者
在小时候吃过很多的“苦”，而现在又很想珍惜那种“苦”，
所以不管是甜的，还是苦的，到了最后都会懂得珍惜这
些“味道”，所以应当珍惜现在，否则就会在失去的时候就
珍惜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