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受戒读后感(精选10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受戒读后感篇一

文章开篇就用缓慢的文笔描述了一个独特的世外桃源，与其
说独特更不如说荒诞。庵赵庄的人们太宽容了，在他们心中，
和尚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像是郎中，书生，当铺，商人之
类的职业，没有区别。和尚可以喝酒吃肉，可以还俗，可以
近女色，唱淫歌，可以赌博打牌。

和尚不用守清规还是和尚吗?——这样光怪陆离的生活，和人
生的苦涩全然无关，完全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再说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
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
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
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
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由此村庄独特的幸福
生活可见一斑。

汪曾祺淡淡的文笔描述了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苦涩，没有勾
心斗角，可以不包容一切原始欲望的世外桃源。荸荠庵里，
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
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
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然而却
没有人指责，这一切的荒诞在村庄里是如此和谐。

我并不赞同网络上大部分人所说，这是对人性最原始的复苏



的赞美。更有甚者，说这是对人类原始的爱的赞扬。

受戒读后感篇二

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我读得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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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仅有两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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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小妾x。说白
了当和尚其实就是一种职业，并且是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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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出来”，“能够
收租、放债”，“能够赌钱、能够有相好的，并且不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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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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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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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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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经典作品读后感

受戒读后感篇三

找来《受戒》这本小说集，挑战心无旁骛3小时读完。

汪老散文很出名，第一次系统读他的小说集。我读的过程中
顺着感觉不时写下一些词语，它们包括朴实、真诚、冲淡、
声音感（生活）、亲近感、风俗、地方话（语境），此外还
顺手写下“纪录片旁白”，意思是读来有种纪录片旁白的感
觉。

这本小说集几乎都是取材于生活，或者说几乎是在记录生活。
有些看似客观陈述，无甚评价，但也会有一些一笔带过的隐
形评价。如《大淖记事》中简单一句“街里的人说这里“风
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最令我惊喜和感动的是汪老的语言风格，好几处我忍不住写下
“妙！！！”或者“妙绝！”《大淖记事》里对巧云和十一
子的描写，我读到的时候心里一酥，怎么会有这么恬淡又沁
脾的文字。

如：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
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如十一子被保安队一通毒打只剩下一丝悠悠的气时，要按着
土方子要喝尿碱汤救命，奈何十一子牙关咬得紧，巧云唤他。



此处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
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
也尝了一口。”

读到这里时几乎立刻落泪的感动和惊喜，为着干净的感情，
为这纯粹的语言。

再如《受戒》里的小英子与明海，小英子真是一个活泼、天
真、善良的女孩子，璞玉一般。

受戒读后感篇四

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输入。很多写作者都认识
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于是大量阅读输入。市面上的图书种
类太多，往往让人迷乱了双眼。

写作者最应该读的书是那名著。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洗礼，留
下的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最近在读汪曾祺先生的《受戒》，以我一个小写作者的身份，
不敢妄自评价。但作为写作小白，我们能在这本书中学到很
多东西。

我手上的《受戒》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除了名篇《受戒》、
《大淖记事》，还收录了汪先生改写的《聊斋新义》，读起
来更增添了很多趣味。

下面来看一下，作为普通的写作者，我们能在这本书中学到
什么呢?

一写作内容来源于小生活

普通写作者最发愁的事儿，就是没有东西可写。今天好不容
易写出一篇，可能三五天之后才能再写出一篇，更有甚者，



写了一篇之后就开始长久的沉默。

新手写作者需要大量的练笔，而写作素材成了大家发愁的重
点。我们常说，写作素材来源于生活，但很多写作者认为自
己写不出高大上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经历有限生活狭窄所致。
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这一认识。

汪曾祺老先生的这部小说集中，写的主要是生活中的小事。

比如名篇《受戒》，主要讲了明海小和尚为何出家，在庙上
怎样生活，和小英子朦朦胧胧的情感。

《詹大胖子》就是写了一个学校看门人的故事，《王四海的
黄昏》讲了行走江湖打把势卖艺的王四海的一段经历。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这些人物，没有很高的身份，没有做过惊
天大事，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但他们的故事让我读得
津津有味。

二文章结构精妙，让人意犹未尽。

有了写作素材，我们就随手的记录生活，把它写成流水账肯
定不行。一篇好的文章，要有精妙的结构才会让读者念念不
忘。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集中，有一篇名为《陈小手》的文章，至
今让我唏嘘不已。

陈小手是产科医生，专为女人接生，由她接生的女人都能顺
利产下孩子。汪先生在文章开篇就介绍了陈小手的技术，用
了大量的笔墨渲染他的接生技术好。

文章后半部分讲陈小手为伪团长的女人接生，累得陈小手一
身大汗，孩子终于顺利生了下来，陈小手拿了接生费，骑上



白马回家，团长在背后开了枪，陈小手死了。

短短三页纸的小说，无端让读者觉得心内凄凉。前文大量渲
染成小手的高超技术，给读者一个热腾腾的期望，后文短短
的数十行字写陈小手的死亡，前后对比鲜明，让读者在短短
的三页纸中就记住了这个故事。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这话讲的不错，三页
纸的内容能挑动读者的内心，可见非一般之“精”。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他会大量描写故事中的风
土人情。比如《大淖记事》中，他大量描写了大淖那片湖水，
以及湖边人家的生存百态，刚开始读，让人觉得拖沓不爽利，
但配合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故事发展，又让人觉得底层劳动
人民的生活场景描写不可或缺，正是那样的生活环境，才造
就了逆境中坚韧不拔的巧云。

布局结构是文章的骨架，汪曾祺先生是这方面的高手，值得
我们去学习。

三洁明快的语言，让人那么爱读。

不管是读小说还是读其他文章，我都喜欢比较简洁的语言。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语言简洁清丽，让人不忍释卷。简短的
用语读起来非常上口，让我们来看文中的一段。

“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
跟细细的，足弓缺了一块儿。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感
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

对小英子脚印的描写，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字，但痒了的不只
是明海的心，还有我的心。



再看小英子与明海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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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先生用寥寥数语，将小儿女情窦初开的羞涩与纯真，描写
地淋漓尽致。比起琼瑶式大段的咏叹，我更喜欢这活泼清丽
的美!

汪曾祺先生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
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
有诗意的。

他用自己的笔，书写着普通的生活，用清丽的语言创造着阅
读的美感。美不是过于高大上的，汪先生让我们明白，美就
藏在生活中。

作为新手写作者，我们不要羞于书写生活，大师笔下的生活
是美的，语言是美的，我们应该从大师的作品中，学习、领



悟，然后勤于练习。

历史不仅由大人物组成，文学作品也不仅仅作家能够书写，
我们每个人都有书写的权利，我们也可以用手中的笔创造美，
创造诗意!

受戒读后感篇五

汪曾祺老先生的作品我读得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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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仅有两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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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小妾。说白
了当和尚其实就是一种职业，并且是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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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出来”，“能
够收租、放债”，“能够赌钱、能够有相好的，并且不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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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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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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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读后感篇六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原先我最喜欢那篇作品《端午的鸭
蛋》，因为作为高邮人的汪曾祺先生，实在是把流油的咸鸭
蛋描述得太美味了。想起来这篇文章都直流口水。

而后我最喜欢的是《受戒》。读完念念不忘的那种。因为里
面的那个小和尚与小姑娘眉目如画，青梅竹马的青涩初恋，
似就在眼前。那安然和睦、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似就在眼前。
而里面那个即繁华又朴实的世俗世界，浑然天成，美丽如画，
也似乎就在眼前。在我看来，《受戒》中那个小寺庙，那个
庵赵庄，便是作者汪曾祺心中的桃源。

诚然，是一处桃园，山水秀丽，恬静安闲，田野里干活的人们
“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荸荠庵”里的和尚自由
自在，也不怎么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
向往的美好。

一处桃源里最不缺爱情，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便是这么一对。
初见时，是明海被舅舅带去做和尚，这便算是认识了。而后
明海勤快，常常帮着英子家做活儿，被英子娘收作干儿子。
明海和小英子便常常在一块儿了。两人一起薅草，一起踩水
唱歌，小英子和明海一起挖荸荠，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
踩明子的脚，当小英子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小脚印



时，“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
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算是一对儿的青涩懵懂了。
两人的相处行云流水，自自然然的，没多少烦恼，没多少忧
愁的。只是那日明海去正正经经地烧了戒疤，小英子问
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大声说：“要!”

这一句话，倒是让我想起了之前抖音上很火的那句“老许，
你要老婆不要?”同样是直白的问，《受戒》里的小英子的这
一问，倒是更添趣味。小英子是直爽真诚的姑娘，喜欢就是
喜欢，也不遮遮掩掩。作者汪曾祺想要在作品里展现的，正
是赞颂了这样的个性解放和人性美。这个桃花源中的人们不
受清规戒律的约束，情感表露得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他们虽
然都是凡夫俗子，却都友善互爱，众人彼此之间的友好爱意，
充满了整个快乐甜美的庵赵庄，连带着原本该是戒律森严的
寺庙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儿。

这么一读，才发现汪曾祺先生是顶擅长写这样的寄托情怀的
桃花源的，说来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不怎么容得下人们，
还不如将自己的心思寻一处好地方安放。也好过一遍一遍地
被苦苦地熬。也正因此这《受戒》才算的上经典，因为啊，
它创造的这一处桃花源，也给了无数人很美好的寄托。

受戒读后感篇七

7岁，一个多么完美的年龄，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感情有了
慒懂的认识和向往的'年龄，难怪，只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小
脚印后，便会心乱了。但他的天生的羞涩却使他不敢表白，
这份朦胧的爱只好在他的心里孕育、成熟，他的心还是纯真
和完美的。他虽始终只是在被动地等待和理解初恋的到来，
但他坚定地相信自我对小英子的爱的小英子对自我的爱。于
是，在他等到了爱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他大声说出了心里话，
虽然，这还是小英子的鼓动下，而这一次，他的勇敢已战胜
了怯懦。复苏的人性让他把幸福紧紧攥在了自我手中。



相比之下，小英子更直白，更大胆。她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
但她并不鲁莽。她是在确定了明海的心后才以身相许的。她
很直白，但很真诚;她很大胆，但很谨慎。她深信自我的可爱
灵巧必须能够打动明海，她也清楚自我早已对那个漂亮温顺
的少年暗暗倾心，于是她把这种爱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正
是这种主动的交流和呼唤，才让她和明海走到了一齐。有时
候，人与人心灵的交汇就在那么一刹那，错过了那一刹那，
恐怕两个人的手永远也不会牵在一齐。聪明的小英子用她的
果敢赢得了属于自我的那份真爱，她身上蕴含着的那份至真
至纯的人性之善让她获得了生命中最珍贵、最完美的幸福。

小说虽是描述一派纯美宁静和谐舒淡的乡野风情，但其中也
隐藏着淡淡的忧伤，如明海为什么出家，明海与小英子之间
似爱非爱的纯美情感能持续多久。这些都隐含一丝不易察觉
的苦涩。汪曾祺的作品恬淡闲适，自由灵畅，可见作者自然
通脱的生活追求，平淡的结尾往往蕴含着令人深思的人生哲
理。让人有一种隐隐的悸动。

受戒读后感篇八

小说《受戒》虽是描述一派纯美宁静和谐舒淡的乡野风情，
但其中也隐藏着淡淡的忧伤，如明海为什么出家，明海与小
英子之间似爱非爱的纯美情感能坚持多久。下面是小编给大
家整理的《受戒》读后感400字，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受戒》写得极富诗意，读时感觉就像饮一杯淡淡的清茶，
使人惬意，使人心旷神怡，作者刻画的人物简单而又清纯，
发生在人物身上的故事更使读者身临其境。作者用平淡的语
言，描写了朴实的故事，展现了人类心灵深处对最自然最本
质的美的追求!

小说中明子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去荸荠当和尚，认识了纯朴
的英子一家人，他与英子的爱情故事发生的如此自然，如此



富有诗意，给人一种健康纯美的享受，他们的爱情与芦花荡
联系在一起，与浆联系在一起，与平淡的言谈联系在一起。
在此，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场景，有的只是普通人朴实
的真情流露。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
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
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正是作者这种温和的写法触动了我
的心灵，当我读到善因寺方丈石桥有一个十九岁美貌如花的
小老婆时，我并不惊讶，而且潜意识认为那是人类自然性的
一种流露。

小说虽是描写一派纯美宁静和谐舒淡的乡野风情，但其中也
隐藏着淡淡的忧伤，如明海为什么出家，明海与小英子之间
似爱非爱的纯美情感能保持多久。

《受戒》是一篇写佛门生活的作品，文中的荸荠庵纪事，以
平常人的角度写几个和尚，甚至是以轻喜剧的姿态闯入读者
的视线，为故事的顺利展开垫定了基调：作者是用人的天性
看世界，用人的感觉来说生活，现实和传统中的宗教戒律和
游戏规则是完全不适用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
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
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
怡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并不是说作者有意
要作一篇“借佛反佛”的小说，也许作者的倾向远没有这样
的激烈，这正如作者对佛门清规的笃信也并不激烈一样。

荸荠庵里的僧侣生活就更令人向往了，完全没有一般佛门寺
庙里清规的羁绊。这里的和尚只要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如
放瑜伽焰口，拜梁黄忏之类，从此就可以吃现成饭，可以赚
钱，可以还俗，可以娶亲，还可以买田置地，过优哉游哉的
神仙日子。庵里的老师傅终日枯坐念佛，不问世事，在



那“一花一世界”里沉醉。

大师父仁山是“当家的”，管着经账，租账，债账三本帐簿，
平日在庵里从不穿袈裟，经常是披件短僧衣，袒露着他那黄
色的圆肚皮，光脚踢踏着拖鞋;其他两位师傅也是各有千秋，
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
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
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最让人
诧异的是他们吃肉从不瞒人，甚至过年的时候就在大殿上杀
猪，这里的和尚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祥乐时光，这哪
里是一个“佛门净土”，分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桃花源”。

《受戒》中的桃花源，仿佛一个原始的乌托邦，一个宁静美
妙的世界。 这是一篇理想的乐土，在庵赵庄的人们心中，和
尚种地、织席、箍桶、画画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自
由平等的职业人。而赵大伯一家生活自由欢乐，自给自足，
从这家人的生活，就可以看出庵赵庄芸芸众生的一斑。

在这世外桃源般的梦境中，小主人公明子和小英子相遇了，
渐渐地，他们成了好朋友，明子常到小英子家，就这样，他
们之间朦胧的初恋就这样悄然萌生了。他们一起做针织，一
个画花，一个刺绣;一起栽秧，放牛，割稻子，看打场，特别
是他们挖荸荠后的一段描写“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
柔软的田埂上印下一串脚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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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身上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
的，心搅乱了。”多么生动的描写啊!多么令人向往的美妙初
恋啊!作者把少年情窦初开懵懂写的曲尽其妙，让人感到温馨
美好。 《受戒》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和自由的
恣肆，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或许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
猛然停住脚步面对这美丽的影射，才发现我们的很多天赋，
已经被遗弃，错失了许多美好。

《受戒》是汪曾祺的一部短篇小说，于1980年发表于《北京



文学》。描述了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女孩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
懵懵懂懂的感情。

他歌颂了善良淳朴的人性，表达了对人生，对生活的无限热
爱。

《受戒》里的文字并没有那么的华丽，它的文字和它给我们
展现的资料一样朴实而平淡，像午后的一杯清茶让人心旷神
怡。

让人感到惬意，也把人性最真的一面展此刻了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在这个浮躁的生活里多了一丝宁静。

刚开始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被他那清新文字，朴实的写作风格
所吸引了，可是在细细探究之后发现，这篇文章包含了汪曾
祺太多的感情在那里面。

《受戒》出现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涌之际，可是在汪
曾祺的笔下却没有政治话语的痕迹，没有浓烈的杯具意识。

无论是对景物的描述还是对环境、任务的描述，都有给人一
种灵动清逸的感觉。

在那个年代汪曾祺想要的就是这种最质朴的人性，没有任何
被玷污的人，活出了一个自我的人。

对于身处此刻的我们来说更加应当好好去读一下这本书，去
感受一下其中的恬静、质朴和此刻很少再会体会到的清新。

此刻的我们都过于浮躁、过于功利，人性的美似乎很少展此
刻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性“恶”的这一面展现出来。

《受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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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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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龄，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爱情有了
慒懂的认识和向往的年龄，难怪，只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小
脚印后，便会心乱了。但他的天生的羞涩却使他不敢表白，
这份朦胧的爱只好在他的心里孕育、成熟，他的心还是纯真
和美好的。他虽始终只是在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初恋的到来，
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对小英子的爱的小英子对自己的爱。于



是，在他等到了爱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他大声说出了心里话，
虽然，这还是小英子的鼓动下，而这一次，他的勇敢已战胜
了怯懦。复苏的人性让他把幸福紧紧攥在了自己手中。

相比之下，小英子更直白，更大胆。她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
但她并不鲁莽。她是在确定了明海的心后才以身相许的。她
很直白，但很真诚;她很大胆，但很谨慎。她深信自己的可爱
灵巧一定可以打动明海，她也清楚自己早已对那个漂亮温顺
的少年暗暗倾心，于是她把这种爱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正
是这种主动的交流和呼唤，才让她和明海走到了一起。有时
候，人与人心灵的交汇就在那么一刹那，错过了那一刹那，
恐怕两个人的手永远也不会牵在一起。聪明的小英子用她的
果敢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她身上蕴含着的那份至真
至纯的人性之善让她获得了生命中最珍贵、最美好的幸福。

小说虽是描写一派纯美宁静和谐舒淡的乡野风情，但其中也
隐藏着淡淡的忧伤，如明海为什么出家，明海与小英子之间
似爱非爱的纯美情感能保持多久。这些都隐含一丝不易察觉
的苦涩。汪曾祺的作品恬淡闲适，自由灵畅，可见作者自然
通脱的生活追求，平淡的结尾往往蕴含着令人深思的人生哲
理。让人有一种隐隐的悸动。

《受戒》篇幅不长，却写得十分有画面感。我读着似乎都能
想象到文中所描绘的场景，故事性很强。虽然没有什么惊人
的场面描述，没有华丽的辞藻，仅是白描的笔触却也写得生
动。

故事中的人物都很饱满，是完整的人。比如写明子受戒时，
有一个山东和尚受戒烧戒疤太疼，山东和尚骂人了：“俺日
你奶奶的，俺不烧了!”简直就是村野俗夫!这和尚的反应让
人觉得十分的真实，直爽的山东汉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虽写的是和尚，却不是超脱世俗的和尚，境界很高，只知吃
斋念佛，不食人间烟火。和尚也在那个世外桃源过得潇洒，



能够自给自足，靠着自我的本事获得吃穿，那里的和尚能够
偶尔吃肉，甚至能够娶妻。还有小英子家房子独村独落，有
田没有全拿来种粮食，而是有半亩种了小英子喜欢的荸荠。
这种有些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在当时就应是有些超凡的。

故事中明子和小英子之间的感情纯纯的。从开始到结尾，两
人之间的关系总有些微妙。开头埋了伏笔，将两人从空间上
拉近，到之后两人之间不断的交集。似乎只是孩子间，玩伴
间的情谊，没有明确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一向简简单单，似
水长流，一点一点渗透到故事中，一种朦胧的感情，直到最
后的真情流露才把故事推到高潮。最后，文章用一个省略号
结尾。

受戒读后感篇九

受戒读后感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此沉静，如此美好，人就会
不自觉地与环境浑然一体，产生无限遐想，《受戒》，世外
桃源般的梦境，让人无限向往!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受戒
读后感600字，欢迎大家查阅，希望大家喜欢!

7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龄，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爱情有了
慒懂的认识和向往的年龄，难怪，只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小
脚印后，便会心乱了。但他的天生的羞涩却使他不敢表白，
这份朦胧的爱只好在他的心里孕育、成熟，他的心还是纯真
和美好的。他虽始终只是在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初恋的到来，
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对小英子的爱的小英子对自己的爱。于
是，在他等到了爱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他大声说出了心里话，
虽然，这还是小英子的鼓动下，而这一次，他的勇敢已战胜
了怯懦。复苏的人性让他把幸福紧紧攥在了自己手中。

相比之下，小英子更直白，更大胆。她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
但她并不鲁莽。她是在确定了明海的心后才以身相许的。她



很直白，但很真诚;她很大胆，但很谨慎。她深信自己的可爱
灵巧一定可以打动明海，她也清楚自己早已对那个漂亮温顺
的少年暗暗倾心，于是她把这种爱表达出来，释放出来。正
是这种主动的交流和呼唤，才让她和明海走到了一起。有时
候，人与人心灵的交汇就在那么一刹那，错过了那一刹那，
恐怕两个人的手永远也不会牵在一起。聪明的小英子用她的
果敢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爱，她身上蕴含着的那份至真
至纯的人性之善让她获得了生命中最珍贵、最美好的幸福。

小说虽是描写一派纯美宁静和谐舒淡的乡野风情，但其中也
隐藏着淡淡的忧伤，如明海为什么出家，明海与小英子之间
似爱非爱的纯美情感能保持多久。这些都隐含一丝不易察觉
的苦涩。汪曾祺的作品恬淡闲适，自由灵畅，可见作者自然
通脱的生活追求，平淡的结尾往往蕴含着令人深思的人生哲
理。让人有一种隐隐的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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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不止一次地置身于《受戒》中的桃花源，在这里我仿
佛来到了一个原始的乌托邦，一个宁静美妙的世外桃源，并
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它!

那是一片理想的乐土，确切的说，这是一个原始的乌托邦，
在庵赵庄人们的心中，和尚和种地，织席，箍桶，画画等行
当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自由平等的职业人，与世道的艰辛，
人生的苦涩都无关。如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
通的好把式，不仅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
也是精神的出奇，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
也是众家嫁闺女的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
静，已有人家，小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从
这家人的日子，就可看出庵赵庄芸芸众生的一斑。

就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梦境中，我们的小主人公小明子



和小英子相遇了：小明子他面如朗月，声如钟磬，聪颖好学，
在随舅舅出家做了和尚渡船时，遇上了小英子，渐渐的，他
们就成了好朋友，明子经常上小英子家，就这样，他们间朦
胧的初恋就悄然萌生了，他们一起做针织，一个画花，一个
刺绣;他们一起栽秧，放牛，割稻子，看打场，特别是他们挖
荸荠后回家的一段白描，“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
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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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身上有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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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美的描写
啊，把少男少女初恋时的心态描摹得曲尽其妙，婉而成章。
最是最后他们一道进城，一个去善因寺受戒，一个给家里买
东西，他们同坐一条小船，一道归去来，最后终于逼出了小
明子的心里话：希望小英子做他老婆。

文章开篇就用缓慢的文笔描述了一个独特的世外桃源，与其
说独特更不如说荒诞。庵赵庄的人们太宽容了，在他们心中，
和尚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像是郎中，书生，当铺，商人之
类的职业，没有区别。和尚可以喝酒吃肉，可以还俗，可以
近女色，唱淫歌，可以打牌。

和尚不用守清规还是和尚吗?——这样光怪陆离的生活，和人
生的苦涩全然无关，完全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再说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
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
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
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
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由此村庄独特的幸福
生活可见一斑。

汪曾祺淡淡的文笔描述了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苦涩，没有勾
心斗角，可以不包容一切原始欲望的世外桃源。荸荠庵里，
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



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
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然而却
没有人指责，这一切的荒诞在村庄里是如此和谐。

在我看来，和尚本身不是一种职业，守清规也并不是对人性
的压抑。对于那些看破红尘的人来说，选择出家反倒是解脱。
给心灵困惑的人们一个远离尘世的机会。而文章中，和尚变
成职业，用来赚钱，是对佛教信仰的侮辱。

再说全文的主线，明海和小英子，二人两小无猜的感情倒是
让人动容。也只有在庵赵庄这样宽容的环境里才有可能成长
发芽的恋情。这也是全文唯一让我觉得像世外桃源的地方。

文章题目是受戒，而受戒却放在结尾，被浅浅一带而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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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本身就应该是过着平淡的清修生活的，可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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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庵赵庄的地方。“赵”，是
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但是人家住得很分散，那里两
三家，那里两三家。“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
而这个菩提庵在这个庄里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地方出和
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
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
的地方出婊子”。在那里，和尚算是一种职业。这个庵如此
重要，却被大家叫讹了，叫成了荸荠庵。这篇文章就写了发
生在荸荠庵的零碎琐事，这些事全似信手拈来，全都平常之
极。整篇文章没有深奥的人生哲理;没有轰轰烈烈、荡气回肠
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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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和尚，没有僧人的苦行修持，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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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看来有些离经
叛道之感。但因为和尚在此地但是是种职业，所以这些实实
在在的世俗人情与人间烟火让读者们看到了和尚们过的闲适
的生活，看到了他们的与世无争，率性随意。

而本文的主角——小和尚明海，是个聪明好学，悟性高而多
才，纯朴又老实的一个孩子。他与同样纯朴善良、聪明伶俐
的农村小女孩——英子之间的丝丝情愫，似乎构成了这篇文
章的线索，但都淡得让人把握不住。

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向在回想着一部小时候
看的电影，是林志颖主演的《旋风小子》，又叫做《笑林小
子》。释小龙演的那个小和尚，和那个古灵精怪的郝邵文，
他们和明海一样纯真无邪，无所谓尘世如何，自有自我的欢
乐。

那时候的我还在上小学，每一天放学回家都会迫不及待地打
开电视机——五点半的动画城，六点的大风车，从来都不会
错过。蓝皮鼠和大脸猫，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西游记，哪
吒……部部经典，时至今日提起仍然如数家珍。那时候的生
活平淡但也不失精彩——红领巾，升国旗，合唱赛，眼保健
操……还有每个周末去少年宫上奥数班。那时候不会有什么
个性大的追求，所谓的理想似乎都在很遥远的以后，也从来
不会有应对尘世的辛劳之感。

读着《受戒》就好像回到了那时候，看到了无拘无束的自我。

受戒读后感篇十

人生是一场单行程的旅行，走过去的就是走过去了，想回头



再也不能回头。这是人生的缺憾，也是人生的可贵。不过总
是走过这一遭，人生精彩也好，平常也罢，用心才不枉人活
这一世。说来人生百年不过一瞬，看见的，听到的，小心思
里想法的都在局限里，就像孙悟空画的圈，很难出去，出去
了也就不是本真的自己了。

所以我们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读小说，在情节里体味别
人的酸甜苦辣，在文字里看别人的人生百味，千回百转。有
些故事走心，有些故事温暖，这些故事就像清明上河图的人
物千姿百态，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汪曾祺先生的文字
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有爱，有暖，有缺憾的世界，看到了
有为了生活失了自己的女人，有懵懵懂懂遇到爱人的小和尚，
有遇到人生知己的痛快和敞亮。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
出生于上个世纪的代。一生写文作诗画画，文字里都是生活，
没有极致的悲凉，也没有刻苦铭心的爱恨，总是淡淡的，平
凡的，就像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汪曾祺先生是年少时学业不
错，大学时却被开除学籍的江苏人，他是京派作家的代表，
他师从沈从文，一生虽无长篇，但是短篇小说的人物颇耐人
寻味。汪曾祺先生晚年的时候写诗解释自己为什么从事写作。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数学不
佳的汪曾祺先生是写小说讲故事的行家。他的文字里透着让
人着迷烟火气。浪漫的爱情行云流水，不着痕迹的就让看客
知道爱情来了。仔细想来，生活里的的爱，就是这么自然的
落尽了心里。

《受戒》里的明海和小英子，“明子老往小英子家跑。”一
句话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有了自己喜欢的人的男孩子。“她一
路问了明子很多话，好像一年没有看见了。”这样的感情最
好了，她心里有他，他心里也有她。汪曾祺先生讲述的每一
个故事里的女人都是爽快的，没有扭扭捏捏的性格，从来就
不会拖泥带水，爱了就是爱了，能说的就赶紧说，像英子和
明海。可是也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好运气，有些时候爱也是爱
的，可是爱情总也抵不过命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那
个苦命的女孩子，她的命运就像天天给他父亲熬制的汤药，



苦涩，却治愈不了人生的苦难。人生就是这样，其实就算没
有走到一起又何必牵肠挂肚。

人活一辈子又不是只为了爱情，人的一生不会永远在命运的
手里，早早晚晚会打个翻身仗的。可是有些人能逃过命运，
却逃不过人情，《陈小手》是个男接生婆，他不管别的男大
夫为什么都不愿意学习妇产科，他愿意学，不管什么原因，
他学了这一行，也做了这一行。他在那些土生土长的接生婆
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救了许多人。女人生孩子本就是鬼门关
走一遭。

有陈小手在，女人和孩子都有一层保障。就算如此救死扶伤，
却还是死在了背后打来的黑枪。大时代的背景，让我们可以
解释那个打黑枪的兵大爷的委屈，他的女人别人不能碰。只
是惋惜了一个救死扶伤的人还没有卸去救人的疲惫就这样草
草结束了性命。有些时候的爱恨情仇真是说不明白。汪曾祺
先生做为一个既能写诗又能画画的作家，在《鉴赏家》里我
们看到了他的功力。

写起扬州八怪之一李复堂，汪曾祺先生就是最好的“鉴赏
家”。“季陶民最佩李复堂。他认为扬州八怪李复堂功力最
深，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浑厚，也秀润，不装模
作样，没有江湖气。”他把叶三对季陶民的崇拜，让我们看
到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场景。“他给季陶民磨墨，漂朱，研
石青石绿、抻纸。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
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
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汪曾祺先生的《受
戒》收录了他17篇小说，12篇关于神仙鬼怪的故事，读完所
有，就会发现似乎每一篇里，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在。人生就
是这样，心思里想的不知不觉就落到了文字里。文字本就是
生命里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