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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录文章，皆是对汪曾祺中短篇小说多次遴选后得出的精品。其中包括《受戒》《大淖记事》
《邂逅》《王四海的黄昏》《故里三陈》等名篇。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充溢着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
族传统中去。他的小说让读者重新发现了民族心灵、性灵以及传统美德。
编辑推荐：★★★★★
★他是沈从文先生的高徒，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
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最新最受欢迎的小说精选集《受戒》清新上市，迎面拂来！
★《受戒》插图珍藏本——这里有民国人文的情怀，这里有新奇有趣的故事，这里有踏实生活的态度
！
★《受戒》装帧精美，物超所值，内文插图为汪曾祺亲笔绘画作品，风格清雅，谐趣横生，值得收藏
！
名人推荐：
★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
，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沈从文
★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黄永玉
★他带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铁凝
★“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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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沈从文先生的高徒，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
化》皆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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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喜欢，终于读完了。人淡如菊，知足常乐。
2、明明写的是小说，读起来却像散文和诗
3、有言有味。
4、夏日晚上，他在房间看片，狗窝在沙发上睡觉，窗外有凉风，这样的夜晚才能和汪曾祺配
5、耐读，有意思。第一次觉得：原来汪曾祺的文章写得那么好，在他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找到活在
那个传统中国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淳朴、踏实。
6、大美 汪老先生曾祺
7、《受戒》汪曾祺短篇小说选4.9 他的小说是民族的、民间的，平淡、朴素，但是蕴含着无尽的美，
这是他的艺术。用了三天看完四十多篇他的小说，每一篇都将人物刻画的淋淋尽致，小人物也有感动
。他也会抨击世态炎凉，或留给我们思考。他的写作手法是值得欣赏的，小说中介绍了很多地方特色
的东西，看出他对戏剧的热爱。虽每篇页数不多，但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补充一点：看他的书，我总是遇见无数生僻字
8、果然火车，床头以及周末的沙发是读书的高产时光～读到现在发现自己除了喜欢读起来一气呵成
不用想太多的通俗小说，也喜欢这种带着一股土土气息以及详尽的生活细节的散文，读起来不禁想让
人回归田园生活～和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9、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
10、家长里短，却不烦人～描写细致，感同身受～
11、太有味儿了
12、太喜欢了，好几篇都有泪点。看似平淡，实则动人。里面的人物，都有真情，有深情
。20161219-20161229
13、看电子版的后果就是不知道版本
14、味厚，耐读，入口回甘，温润踏实。
15、清新接地气，读着浑身顺畅，不费脑子
16、畅快淋漓。
17、短小精悍的语言写满了淳朴、自然，时而点缀着幽默，不经意间给予人力量。有的文章也叫人心
头一酸，泪光闪闪。读汪先生的文字，就着古典音乐这醇香的酒，微醺，虽是粗茶淡饭，但绝对心满
意足。真希望汪先生文字带来的幸福淡然的时光永远如此刻般忘我。
18、第一次看到《受戒》节选是在高中的课本上，当时就爱上啦！记得好多同学都被明子和小英子的
结尾甜的不要不要的。此番读汪曾祺先生的短篇，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有趣！一个人物，在汪曾祺的
笔下立马就活了！甚至让人觉得比真人还要生动！文笔自不必说，行文流畅有条理，讲故事的口吻好
似说书人。不缓不急。书中随处可见的花鸟鱼虫的意趣，以及各地有意思的民风民俗，更是让人不忍
释卷。最喜欢的有好几篇，《大淖记事》《茶干》《异秉》《陈小手》《金东心》《钓鱼巷》《囚犯
》《黄油烙饼》《八千岁》《王四海的黄昏》等等。来日重读！
19、满满的少女心
20、大清新
21、在飞机上一口气读了一半 读完每个故事都呆一会 不知道在想啥 要看完的时候 不敢看完
22、生活味儿浓厚。
23、有些书不用评分，它们也不是为了被评价而写的
24、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清新美好。
25、汪老的书，淳朴的人情。
26、最爱看老先生写吃食，荸荠菱角连枝藕，酱菜咸鸭蛋，都不是了不起的大菜，但就是让人垂涎欲
滴，服气。
27、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温柔敦厚的慈悲之心，再恰当不过。
致敬老先生。
28、不知为什么想起梁左，他也死了好多年了。
29、汪曾祺的笔触是清丽的，夏日荼毒太甚，读罢沁人心脾的凉爽，一个个小人物确也是一帧帧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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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30、生活化的文字 徐徐展开的情节 不失的是中文的美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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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读的不是这一本，由于豆瓣上目前还未推出那一版，只得用相似度比较高的版本代替。汪曾祺
散文写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味道比较原始自然、清新脱俗，因此能获得很多人的倾心。而这本中
短篇小说集基于此也有很多散文诗的味道，这是一位生活哲学家品味家为我们呈现的精神著作，处处
透露着苏南人民最朴实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又似乎是可感可知的，读者无不欣喜，对于我这种生活在
北方土地的孩子来说，又会发现很多自己生活以外的乐趣，所以仅仅从汪先生对于生活，不一样的生
活的发掘上，对它们的认真对待上，就已值得我们广大读者敬佩。此外，文章中又在不经意间点缀一
些爱情、亲情、豪情、乐情，就像是淘金的孩子，我们乐此不疲，等待着财富，也不断收获着财富和
小快乐，所以，我提到的“乐情”也仅仅适合汪曾祺的文章了，他是乐的，即使在悲哀中，也能反映
出不一样的光辉，而这些光辉，就是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下面就按照我所读的一一简评一下。
受戒，汪曾祺先生响当当的代表作。人生于贫困中能有什么美好呢？衣食不足，前途渺茫，这些是必
然，明子同乡的其他人一样，选择当和尚，似乎这是命运，毋庸反抗，连他自己都认为合情合理，汪
曾祺写这篇小说的成功在于他把庙堂视为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因为做和尚的可以娶媳妇吃肉赚钱，这
就是一大乐事甚至值得为之奋斗争取的，所以我们并不会太为我们俊秀的主人公明子感到太过悲哀，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英子，在最早的年纪，发现了最纯粹的爱情，这也是一大幸运吧，小说结束于一
片芦苇湖中，读者想来也一定会赞叹那片美丽的风景，更何况，那片美当中，还有我们可爱的明子和
英子，他们会有幸福的······大淖记事，我觉得汪曾祺先生是个乐天派，而且乐的很有道理，
让你无从反驳，这一篇和《受戒》相似，只是主人公成了大人，这里的爱情就多了一点悲哀了，不过
所幸结局让人有希望，巧云因为自己坚持的爱情而风风火火的挑担子赚钱养家养爹养男人，一切充满
希望，并且，十一子的伤大约会好起来。这本书里的小说多写成于八十年代初，彼时文革刚结束，一
方面人民内心需要解脱，另一方面当时环境氛围还没有十分清明，所以这种结局清朗的小说自然很通
行。就算是伤痕文学通常也以喜剧收尾。故里三陈，讲三个姓陈的人的故事。陈小手作为一名男性妇
科医生生命草草结束，完全透彻心扉的悲哀；陈四踩高跷也没什么地位，受挫之后他也改了行，底层
的生活状态；陈泥鳅，给人希望够多，一个讲德义的水手。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这同上面的故
里三陈类似，基本就是单纯写人的，他恪尽职守，爱占小便宜，有底线，爱憎分明，就塑造了这么一
个人物，不过，我感觉他还有对王文蕙的一分爱意，只是时过境迁的东西太多，它的结尾给我一种沧
桑感；幽冥钟，也算不得小说，说作散文未尝不可，因为就是为我们展现了高邮的一部分画卷；茶干
，有点怀旧的感觉，时代变迁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那些我们最喜欢而又最纯粹的东西还剩下多少？
八千岁，讲一个做生意的人，也透露着生存哲学吧，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渐渐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却
栽了跟头搭了不少钱，于是往后不再那样节俭了，先加长了袍子再说，然后多做善事，与人交善。不
知为何感觉这本书里一些文章很契合一句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邂逅。可以说是美文，这
本书有两篇美文，一是这，另一就是《复仇》，共同点是都有点朦胧美，没有具体东西呈现，但给人
美感，另外就是都写成于解放前，这两个共同点是有联系的，互为因果。讲用，文革前到文革时期的
一些小人物事例吧。异秉，也是一个做生意的，讲王二，人也还好，后面讲了保全堂的小伙计陈相公
，也有一股子心酸啊，尤其是看到他去厕所试一试自己能不能大小解分开的时候，再结合他每次挨打
后都很想娘的表现，感觉就很心酸。故里杂记。李三，是一个地保，小人物，底层人民的面貌，乐于
发横财的，但不过分，迫于生计，最后偷了人的蒿子被罚了款，那么顾及脸面的人如果被街坊发现将
是怎样？他还站得稳脚吗？侉奶奶，吃得不好又孤独，但闲不住得干活——纳鞋。她为什么不卖榆树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部分，卖与不卖都是为了活着，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  鱼，先谈屠户这一家的
美好生活，让读者都艳羡，随后一点点剥开他们的本质，即狡诈高傲，不符当地淳朴无邪的风气，有
点万恶的资产阶级的影子显现，他们精明但不得人心。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满满的无奈感，爱情无力
，生存举步维艰，只得出卖肉体。哭了一气之后，还是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而已，也许
还会继续出卖肉体，她什么都没有，如果她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家庭，她至于这般吗？鲍团长，当保卫
团长的原因就是为了摆脱军旅官场，刚来到这里也还可以，后来发现这里仍然充满了门第、浮名和不
屑的困扰，世俗未逃脱，只得卸了职，继续追求心中的那块净土。兽医，一个美好的故事，出了火花
般的爱情还有平淡中的扶持，两者同样重要。复仇，风格我很喜欢，前文已经说过，是散文诗或者说
朦胧派，这种文体主题自然是发散的，“路无上”吧。王四海的黄昏，古有江山美人之抉择，王四海
是江湖与美人的抉择，疯时意气风发，过后人约黄昏。故乡人。打鱼的，描绘当地渔民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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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露着生活的多姿和贫困的悲哀。  金大力，朴素的人和平静的生活。  钓鱼的医生，王淡人就是这
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我喜欢最后
这一句话）百蝶图，前面是多么美好的故事，可惜后面了，也许这就是婆媳之间微妙关系的起源吧。
瑞云――聊斋新义，感觉寓意很深，这种叙事方法也甚得我心，贺生之前的不能娶和之后的温存不再
大约是一种心性，他爱的是瑞云对他的钟情，而非外观上的丽质，一切与最初有异，他自然感觉缺了
点东西，多了点距离。名士和狐仙，狐仙成人本就是为一个人，斯人已去，我自飘然。黄油烙饼，动
情的故事，我又想起我的奶奶，有点泪目，整个故事的分量都压到萧胜最后吃的那两口黄油烙饼和叫
着奶奶的痛哭上，让人泪潸然，我觉得这也是极大的讽刺，那个万恶的时代，亦不是清明的时代，那
是个刻奇的时代，是个当婊子还高立牌坊的时代，是个没有人的时代。皮凤三楦房子，很明显后面的
这几篇是写与文革相关的，恶人得惩的大快人心和人民的智慧终有用武之地。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讲
了一个胡闹的花脸演员宁可精精致致地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的故事，我感觉有东西文
化冲突的成分在里面。晚饭后的故事，浮沉一世，百转千回，如果是张恨水，自然单写前半截，可是
人生是延展的，自然有后续，从河东再到河西，也许再转一个弯。总之，你把我感动。
2、汪曾祺的文字像茶，“柴米油盐酱醋茶”里的“茶”，沁人心脾，平易近人。像是唠嗑时的家长
里短，漫不经心，漫不经心，但我还是想要听你讲下去。我最喜欢的是《鲍团长》，可我却说不出什
么缘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只不过是用了一种秋风般寡淡的文字，送给了我
沙沙的秋叶振动时的声响，感受到了一个秋天的喜乐。有人说文学无用，但当它碰上了我们所谓有用
的生活，当思想和感情发生碰撞，却足以幻化出新的色彩。这是我们感受生活，热爱生活的根源。而
这也是无用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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