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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深处》

内容概要

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
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
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
——汪曾祺
汪先生的好，是如今大多数中国作家身上没有的好。他那种夫子气，文士气，率性而真切，冲淡而平
和，有大学而平易，阅人阅世深厚而待人待物随意。
——何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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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深处》

精彩短评

1、带你回到童年，往事历历在目，深沉厚实，好书。
2、鲜活生气。
3、意犹未尽，绵延不绝。
4、好书好版本，读来更添兴味。汪曾祺的小说，有些不像是小说，笔法很散文化，可是一字一句都
美，看似散淡实则字字珠玑，如读传奇小说，满是乡土市井气息，且余味悠长。比如这本《菰蒲深处
》是他转为家乡写的，故事多取材自记忆，笔下写的多有根据，他用大量的笔墨写家乡的一山一水、
一乡一村、一庙一庵、一街一道、一商一铺、一家一户⋯⋯他写家乡的特产风物，写三教九流一人一
事，像是给家乡编了一部辞典、一本县志、一份说明书。这些在他心中留存的记忆抹不去，也为消逝
的文明留下了回响。
5、汪老认为小说创作是生活的记忆与作家的沉淀的结合，要真诚，打破与散文，诗，小说的界限。
书里作品诚如此，透露着真诚，希望;有些忆旧散文的倾向。
6、【每月读本汪曾祺no8】后半部分的那些零散短篇稍微寡味了点儿，跟所谓“名篇”比较，确实有
差距
7、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
8、读着读着才发现有些篇目竟在高中的语文试卷里出现过，顿时产生了一些亲切感。汪曾祺在这本
文集里已经开始尝试一些新的写法，将小说本身和散文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产生了一种十分
有意味的诗意氛围。
9、特别喜欢附录中的那篇《异秉》。
10、早年两篇有点隔，其余火气去尽，都好。庾信文章老更成。
11、前面几个经典名篇真是越读越有意思
12、本集是汪老献给家乡高邮的一本集子，尽管汪老并不承认自己写的是所谓“乡土小说”，但还是
被贴上了这一标签。本集应该是代表着汪老小说最高成就和技艺的一本，“干净自然，较少造作”，
更是名篇迭出的一集。
13、汪老的故乡高邮就这样在他的笔下一点一滴地刻画了出来，那些卖卤煮卖酱菜卖银饰卖早茶的商
铺，那些卖眼镜卖绒花卖熟藕的货担小摊，大户人家的少爷小户人家的闺女商铺里的学徒靠力气吃饭
的挑夫，三教九流一应俱全；写的都是生活中的杂碎小事，小本生意的辛苦大号商铺的兢兢业业茶余
饭后的聊天大姑娘小媳妇你情我爱。好似去旧时的高邮走了一遭。
14、没啥说的，和二十二年前初读，一样美好。
15、受戒真乃神品
16、里下河人，读着好亲切啊
17、哪些二货打9点7分啊？！
18、高邮，希望在毕业前可以一去。
19、买来，一是为了收藏，一是为了看看后面平时不多见的几篇，其实有些乏力，尤其是和附的四七
年异秉比起来。看完又翻了一下目录，竟没有鸡鸭名家。
20、没什么好说的，汪老一生推。
21、_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每一个故事都似在讲述自家左邻右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每一段平凡的人生。认真读来，似乎那人真真存在。至于是否真的存在，汪老先生证实某些的确存
在。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22、写作者年少时的故人往事，最后的各种各样的匠人，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
作者献给家乡高邮的一幅幅风俗风情图卷。
23、有味。
24、文字似水葱。
25、我爱汪曾祺。
26、他的散文写得比小说好，小说淡而有味，却少了点什么，我想应该是悲天悯人惯了，少了点指尖
上对人物命运的安排。
27、一群人、一座城、一段历史。
28、真的是充满了乡土气息。说是小说，和随笔一样亲切，又比随笔更俏皮。常常读的拍手称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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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深处》

出声来。好一片江南水乡，好一群有趣又各怀技艺的人。
29、汪老的不做作其实是大做作
30、先生的小说可以一读再读
31、“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这本小说集是汪曾祺以家乡高邮为背景写的一系列“乡土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
消逝的时代”，然而却没有悲伤或者忿忿的情绪，只有淡然与冷静的回忆，曾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现
如今没了，没了就没了，没什么可惜。故事也没有什么好的坏的人，好的坏的结局，即使旧人旧事旧
传统也无什么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各人有各人的命运，顺着走下去，走到哪儿算哪儿。

32、算是最喜欢的一本。
33、极好。
34、平和的乡土文学，读完就好像成了半个那个时代的高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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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深处》

精彩书评

1、一大概十年前了吧，刚到单位上班，人在异地，手上的业务又不很熟，我大约很是有些苦闷。每
天五六点钟下班，到食堂吃了晚饭，我就把自己关在单身宿舍里。出单位门一百多米是个十字路口，
靠东路边上有对老夫妻摆的摊子，卖些水果、瓜子、粗制的点心，都装在长筒的厚塑料袋里，搁板车
上。我常去称上一斤葵花籽，用一次性黑胶袋子装着，拎回宿舍。到宿舍里，用烧杯烧点儿开水，泡
杯清茶，扭亮台灯，打开正看着的书，一边看一边吃瓜子。口干了，就端起杯子喝里面温热的茶。夜
渐深了，单位里一片寂静。我宿舍房间正对着几栋单元楼，一片片窗户里都透出昏黄的光。偶尔听到
一两声婴儿的啼哭声⋯⋯天地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有点儿寂寞，又觉得这样的夜晚倒也不坏。
瓜子壳撒了一地，杯子里的茶也喝白了，我就洗洗爬到床上，沉沉睡去。二星期六星期天要是天气不
错，我会坐一块的公交车，三四站路，到市中心逛逛。公交站旁边有个不小的新华书店，是我常流连
的去处。一次在书店墙角书架的第二层，看到两本装帧完全一样的书。我有些好奇，抽出仔细一看，
是《汪曾祺小说经典》《林斤澜小说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个人的书为什么用相同的装
帧，又同时出？这其中自然有些缘故，我后来读了更多汪曾祺的文章就明白了。说不上为什么，我只
拿了《汪曾祺小说经典》，到收银台付了钱，坐车回单位。晚上在宿舍拆了塑封，打开书细读——这
一下子就沉浸到汪曾祺笔下民国小城的生活里⋯⋯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汪老的书，也是我成为汪曾祺铁
杆粉丝的发端。——几年之后想把这两本书凑成全璧，但那时已买不到了，便在淘宝上又买到了这本
曾经错过的《林斤澜小说经典》，此为后话。这本《汪曾祺小说经典》并不厚，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读
了多少回。里面的故事早已明白（其实汪老的小说也没多少故事），人物早已熟悉，可就是忍不住一
遍一遍地读，不觉得腻；反倒感觉读一次就是对内心的一次按摩，有着最好的疗愈效果。我在日记中
写道：“读汪老的书总是这样，随便从哪一页哪一句读起，就读进去了。不知不觉已经读了好几十页
，好几个故事，惊觉时间过得真快。有事情忙，也放得下。再次展卷如逢故人，一种熟悉而温暖的感
觉泛上来⋯⋯他有一支的妙笔。寻寻常常的事，平平凡凡的人，简简单单的食物，经他一描述，一点
染，就那么活灵活现有滋有味⋯⋯读后很平静，很充盈，看人看物都带上了几分温度，觉得这生活这
人生毕竟还是有美好⋯⋯”在单身宿舍里的一个个枯寂的晚上，汪曾祺的书常常是我最好的伴儿，就
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头儿，跟你聊天，给你娓娓道来当年的那些故人往事⋯⋯三读到书里的一个短篇
，眼前浮现出些童年旧影。那时上小学，寒假里，早上醒了躺在床上，只要一听到爸妈出去上班时关
门的声音，我就赶快穿着拖鞋跑到他们卧室，钻进被窝里，里面还是暖和的。爸爸卧室里有个大书柜
，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书，我就从里面抽出一本躺被窝儿里看，此种快乐真是无法与外人道。那时最喜
欢看的是《连环画报》，里面有个故事印象深刻，二十多年都不能忘记。民国小城产科医生陈小手竟
是个男的，他手小又特别细嫩，接生的功夫一流。他有匹挂着銮铃的白马，接生时骑，人称“白马陈
小手”，救了很多人命。有一年，城里来了联军，有个团长的太太要生产，可身上的脂油太厚，生不
下来，请陈小手。陈小手跟这个胖太太较了半天劲，小孩终于生下来，母子平安。事情完了，陈小手
拿了酬劳骑上白马没走出多远，就被这个团长从背后一枪打了下来⋯⋯印象中，这个故事画得粗陋，
但看了《连环画报》上那么多故事，就这个始终不忘，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团长那看似出人意料的
一枪。原来，这竟然是汪老的同名短篇小说《陈小手》改编的。汪老说过，他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
刻，但他的小说散文里从来不乏深刻处。团长的那一枪写出了人性中最幽微黑暗的地方，下笔看似轻
，分量其实很重。更值得玩味的是，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在他家乡陈小手实有其人，他也确实救过团
长的太太，但那团长并没有给陈小手一枪。从这里可以看出，汪曾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觉。四读汪
曾祺的书，如果你没感觉也就罢了，要是喜欢，很容易就成他铁粉。汪老的头号粉丝苏北写过一本有
关他的书，书名叫《一汪情深》，真起得好！我变得有些疯魔地搜求市面上汪老的书。这十年来，汪
老的小说散文，各种集子一直在出，既多且滥。各选本之间重复的篇目着实不少。我是贪多务得，只
要装帧、版式、篇目编排稍有可取之处，就买来读。可惜好版本不多。浙江文艺的两本《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小说》算是最精简的选本。山东画报的一套六本《五味》《文与画》《人间草木》《说戏
》《谈师友》《你好，汪曾祺》，是我当时最爱翻的本子。买的版本既多，有些腻烦，想一劳永逸，
那就买套全集吧。上亚马逊一搜，有一套北师大版全集，惜乎缺第一册，小说卷一（小说有两卷）。
北师大这套全集多被人垢病，后来我知道，这套书几乎是在汪老葬礼上汪家子女和出版社敲定的。汪
老生前有一想法，想出一本书画集。汪家人就用全集的十万左右版税替汪老了此夙愿。这套书的编校
出版略显仓猝，但装帧朴实，还有九十年代的遗韵，我还能在一零年左右买到，已是运气。书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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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深处》

摩挲把玩之余，恨恨不已，全集不全，真真是天底最让人无可奈何的事之一。怅惘良久，痴气发作，
我竟然在亚马逊上又购了一套，自然还是缺第一册。这件事儿让我郁闷了大概有一年多⋯⋯过了很久
想到去孔夫子，淘宝上看看，全璧自然是有的，但那时索价已经很惊人，八册平装书得一千多两千块
。更奇的是，有几套全集竟也是缺第一册，就卖不起价了。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小说卷一这
么缺？难道谁买书只买这一本么？⋯⋯这两年，汪老的书还是出得挺多，可见其文如深巷好酒，历久
弥香。河南文艺的那套集子是极好的，可最好玩的是人民文学的全集。人文社一一年就开始张罗说一
二年出，年年复年年，只听楼梯响。新近的确凿消息说是明年，汪老逝世二十周年时出，倒也好，好
饭不怕晚，只是但愿他们能把这套全集做成精品，因为汪老配得上，汪迷们也配得上。读了这么多年
汪曾祺，倒是有些觉悟。汪老有篇散文，叫《随遇而安》，那套北师大全集，也不想补齐了，月亮都
会有阴晴圆缺，一套全集又如何？人文版全集明年出来我会不会买呢？也许会，也许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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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深处》

章节试读

1、《菰蒲深处》的笔记-第294页

        侯银匠有时以为女儿还在身边。他的灯碗里油快干了，就大声喊：“菊子，给我拿点油来！”及
至无人应声，才一个人笑了：“老了，糊涂了！”女儿有时提了两瓶酒回来看看他，椅子还没有坐热
就匆匆忙忙走了。侯银匠想让女儿回来住几天，他知道这办不到，陆家一天也离不开她。侯银匠常常
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过早地懂事，过早地当家。她好比一树桃子，还没有开足了花，就结了果子。
女儿走了，侯银匠觉得他这个小银匠店大了许多，空了许多。他觉得有些孤独，有些凄凉。侯银匠不
会打牌，也不会下棋。他能喝一点酒，也不多。而且喝的是慢酒。两块从连万顺买来的茶干，二两酒
，就够他消磨一晚上。侯银匠忽然想起来两句唐诗，那是他錾在“一封书”样式的银簪子上的（他记
得的唐诗本不多）。想起这两句诗，有点文不对题：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也说不出讲
了什么，但文字里有那么一股情绪，就缓缓的慢慢的流过心里。仿佛能看见一个孤身的老头子在灯下
一个人慢慢喝着酒，想到了一句文不对题的诗，忽然就笑了，摇摇头。

2、《菰蒲深处》的笔记-第188页

        詹大胖子还是当他的斋夫，打钟，剪冬青树，卖花生糖、芝麻糖。后来，张蕴之到四小当校长去
了，王文蕙到远远的一个镇上教书去了。后来，张蕴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她一直没有嫁人）。詹
大胖子也死了。每个人发生过一些故事，最后都死了，都过去了。

3、《菰蒲深处》的笔记-第254页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
要再“偷”吕三，说：“你图个什么呢？”“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
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薛大娘不爱穿鞋
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
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
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4、《菰蒲深处》的笔记-第158页

        李小龙一口气跑到家里。刚进门，“哇---”大雨就下下来了。李小龙搬了一张小板凳，在灯光找
不到的廊檐下，对着大雨倾注的空庭，一个人呆呆地想了半天。他要想想今天的印象。李小龙想：我
还是走回来了。我走在半道上没有想退回去。如果退回去，我就输了，输给黑暗，又输给了我自己。
李小龙回想着鬼火，他觉得鬼火很美。李小龙看见过鬼火了，他又长大了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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