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节的鸭蛋读后感 端午的鸭蛋
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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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的鸭蛋读后感篇一

《端午的鸭蛋》记叙了作者对家乡节日的怀念，对家乡的端
午过得和外地的不一样的情景，从而烘托出作者对家乡的深
切怀念。作者列举了家乡端午节的许多习俗，什么系百索子、
做香角子、贴五毒、喝雄黄酒、放黄烟子等等，表现了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美好怀念之情，更加突出了作者那种流居在外
在强烈的思乡之情。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些简单的习俗，带
给人的竟然是那么多的童年乐趣。

作者是一个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人，他在介绍了家乡的地
理位置和家乡的特产鸭蛋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家
乡的无比热爱，详细地介绍家乡鸭蛋的结构、与外地鸭蛋的
对比，鸭蛋的作用，这些都表达了作者的情怀。

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只要保持一颗热爱家乡的纯真的心，就
会对家乡倾注一腔热血，家乡的山水、人物、风情习俗，都
会深深第烙印在自己的头脑之情，终生难忘，成为挥之不去
的、魂牵梦萦之情。

我想，我以后不管远走哪里，哪怕的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
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以后不管是荣华富贵，还是一贫如洗，也
不会丢弃对故乡的依恋。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热爱家乡的
一草一木，传承家乡的文明与和谐，沐浴家乡的温情，回报
家乡的养育之恩!



端午的鸭蛋，吃出你的美滋美味;端午的鸭蛋，享受你的故乡
之情!

端午节的鸭蛋读后感篇二

《端午的鸭蛋》语言很有特色，体现了汪曾祺作为一位语言
艺术家的特点。

1、口语色彩浓厚。

2、古汉语的点缀使文章多了书卷气，增添了典雅之美，增强
了语言的魅力。

3、善于运用语言“造型”，有时只用一两个字眼就能写出事
物的特色神韵。

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情趣，发现诗意，在小小咸鸭蛋里尝出
生活的滋味，这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所在。文章从容散淡，
悠然恬然之间，流露出的是对儿时生活的怀想，对故乡的热
爱。

《端午的鸭蛋》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也富含生活情趣、人生意
味。生活中并不总是惊涛骇浪，也未必处处正襟危坐。只有
充分感受生活中的种种快乐、悲苦、平淡以及诗意，我们才
算真实地体验到生活的滋味。

《端午的鸭蛋》对培养热爱生活、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习惯，
充分感受生活，很有帮助。

端午节的鸭蛋读后感篇三

《端午的鸭蛋》记叙了作者对家乡节日的怀念，对家乡的端
午过得和外地的不一样的情景，从而烘托出作者对家乡的深
切怀念。作者列举了家乡端午节的许多习俗，什么系百索子、



做香角子、贴五毒、喝雄黄酒、放黄烟子等等，表现了作者
对童年生活的美好怀念之情，更加突出了作者那种流居在外
在强烈的思乡之情。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些简单的习俗，带
给人的竟然是那么多的童年乐趣。

作者是一个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人，他在介绍了家乡的地
理位置和家乡的特产鸭蛋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家
乡的无比热爱，详细地介绍家乡鸭蛋的结构、与外地鸭蛋的
对比，鸭蛋的作用，这些都表达了作者的情怀。

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只要保持一颗热爱家乡的纯真的心，就
会对家乡倾注一腔热血，家乡的山水、人物、风情习俗，都
会深深第烙印在自己的头脑之情，终生难忘，成为挥之不去
的、魂牵梦萦之情。

我想，我以后不管远走哪里，哪怕的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
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以后不管是荣华富贵，还是一贫如洗，
也不会丢弃对故乡的依恋。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热爱家乡
的一草一木，传承家乡的文明与和谐，沐浴家乡的温情，回
报家乡的养育之恩！

端午的鸭蛋，吃出你的美滋美味；端午的鸭蛋，享受你的故
乡之情！

端午节的鸭蛋读后感篇四

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就了《胡同文化》。在那细细长长
的胡同里，最让人回味悠长那意蕴高远
的“嘿”。“嘿”，“嘿”出了作者对北京胡同的绵长情思，
“嘿”出了汪老先生闲散自由的行文风格，也“嘿”出了他
对生活真味的独特感受。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
奇崛，是汪曾祺散文的主要风格。

《端午的鸭蛋》一篇既生活神韵又凝结着浓烈民俗乡情的散



文。

先生以“家乡的端午”开篇，直接切题，直抒胸臆，用“风
俗”引出下文。，在笔下，一系列端午风俗就走入了的视野：
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
吃“十二红”等等。这人有我有，人无我风俗，在先生，都
成了他最珍贵的回忆。，行文流水，如话家常，如数家珍，
于、平淡中，了对生活的真爱和对故乡的怀想。

然而，让先生颇感自豪的家乡“著名”的“鸭蛋”。满篇洋
溢着浅浅的故乡情绪里，“著名的鸭种”、“善于腌鸭蛋”
的高邮人、大都市店铺里的鸭蛋、别处的双黄鸭蛋、质细而
油多的高邮咸蛋，用鸭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他不厌其烦
并引自豪的表述。以至于对对方的“肃然起敬”和“称道”
也不屑一顾，竟然会生出“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
大高兴的，那穷地方就出鸭蛋!”的感慨。

其实，先生的不屑并于此。看，“不过”，笔锋一宕，那藏
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悦就悄然溢出。用“惊奇不已”和“确实
是好”是远远的，，“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
和我家乡的完全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
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
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
等等语言跃然纸上。于引用了袁枚的文字还不甘罢休，还要
罗列吃法，并用北京的咸鸭蛋和故乡的咸鸭蛋比对。“这叫
咸鸭蛋呢!”八个字符，叹号，直白而朴素的话语，幽默而爽
朗的声音把先生对故乡的厚爱铺满了整篇文章。先生此时忘
记了虽是高邮人，但北京他多年居住的地方，全然不顾及北
京人的感受。

“吱——红油就冒了。”拖着长音的“吱”字，绘形、绘色、
绘神，把先生孩童时吃鸭蛋的情态出神入化般地描绘。既是
一幅民族风俗画，一曲生活的赞歌。从这里窥探出先生对儿
时生活的怀恋和追忆，解读到先生对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种情感，都源于先生在生活中对“”与“健康人性”的追求
的过程中。

读到这里，我不禁怅然而叹：先生对鸭蛋的感情可谓真也，
足也，甚也。这岂止是对鸭蛋的情有独钟?对生活真味的悠然
品读，是对家乡的慨然诠释。

端午，家乡的鸭蛋又别样的故事，里，作者把儿时生活的影
像一幕幕拉开：

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去挑，鸭蛋有可挑的呢!有!
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
好看的。别说鸭蛋的，细看却不同。样子蠢，秀气。挑好了，
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
心爱的饰物。

……

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捉了萤火虫来，
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
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
火虫，照了读书，还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

儿时的生活是快乐的，儿时的生活永恒的。每细节记忆，每
记忆怀想。那咸咸淡淡的鸭蛋，不正是作者对生活对故乡的
心情写照吗?此时，端午的鸭蛋意象，先生与往昔岁月相纽结
的通道，将绵长的生活真味凝固在了这平淡的生活之中，从
而隽永的回忆和怀恋。

汪曾祺：“风俗是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写风俗，有点
怀旧，但故国神游，给人是慰藉，悲苦。，民俗的多姿、平
凡的生活、儿时的影像在笔下显示出了独具风格的魅力。而



他那简约、传神、清新、鲜活的语言特点也给了生活和艺术
的享受。

端午节的鸭蛋读后感篇五

在作者的家乡，端午节的习俗真是五花八门，例如系百索子、
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等等。然而，最令人印
象深刻莫过于那诱人的高邮咸鸭蛋，质细而油多，小孩儿们
还用鸭蛋络子挂起鸭蛋，又给美味增添了许多明亮的色彩。

而作者描摹的一切，在我童年的回忆找到了熟悉的画面。我
也是江苏人，与作者汪曾祺是老乡，而俗话说无巧不成书，
我是江苏扬州人，而高邮是扬州市里的一个县级市，所以，
我的童年自然也少不了高邮咸鸭蛋的香味。

珍惜现在身边的精彩吧，不要等到以后，失落地在回忆中翻
箱倒柜。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