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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精选》

内容概要

本书以选编汪曾祺的脍灸人口的小说、散文代表作为主，还适当选编了他的诗歌和书信。在汪曾祺的
新诗与旧诗中，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活美的发现，与他的小说散文是一脉相承的；而他的书信，则
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略窥汪曾祺的真实的心灵轨迹，和他的一些作品的酝酿创作过程。这些，相
信读者会感兴趣并喜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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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精选》

书籍目录

汪曾祺的生平及其创作
一 小说
1 复仇
2 羊舍一夕
3 黄油烙饼
4 异秉
5 受戒
⋯⋯
二 散文
⋯⋯
三 诗歌
⋯⋯
四 书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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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精选》

精彩短评

1、他提到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让人有阅读欲
2、一句“文嫂胖了”感动了我好久。
3、喜欢这种味道。
4、木香花湿雨沉沉~
5、 异秉 受戒 岁寒三友
6、水画样的小说
7、受戒很是不错
8、有的看似水墨画的平淡，但却深藏沧桑
9、本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汪曾祺对短句的运用，使文章平易近人。写作时应当学习这一特点。
10、入世的桃花源
11、我喜欢他讲故事的口吻。
12、这个好像也是读过的，封面很熟悉
13、轻松读完，确实不错。目测汪曾祺是个美食家。各种吃食，南北方都有。看着看着，口水就来了
。高邮的咸鸭蛋，北京的大白菜，各种野菜蔬果，会吃！
14、娓娓~和缓~
15、这会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部作品。
16、舌尖的高邮
17、汪老的书有种特别的味道，曾经一度迷恋。。
18、好玩
19、太喜欢了
20、文风是我现在看过作家里最喜欢的一个。知道汪曾祺的人和沈从文、巴金比起来少多了，文笔之
间流露出的魅力却好似无穷。
21、精神支柱
22、喜欢汪老笔下的那份淳朴的农村生活。谈谈的笔墨勾勒出平淡而又不平凡的世界。每次都迫不及
待地读汪老的散文，我需要这份静谧，这份平淡来平稳心中的躁动，寻找我的精神家园！
23、很有趣的一本书
24、我喜欢他的受戒。
25、《复仇》，《羊舍一夕》《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鸡毛》《
七里茶坊》《晚饭花》《徙》《职业》《鉴赏家》《八千岁》《陈小手》《日规》《桥边小说三篇》
《安乐居》《瑞云》《蛐蛐》《陆判》《仁慧》《露水》
《葡萄月令》《故乡的食物》《吃食与文学》《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昆明的雨》《泡茶馆》《我
的家乡》
26、汪曾祺的文字，淡中有着独有的调调，小说也罢，随笔也好，都不错。
27、每篇都恰到好处，挺好看的。
28、欠书不还真君子！
29、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床头必备,心情不好的夜晚就拿出来翻一下,最爱其中的受戒
30、想有个这样会讲故事的爷爷。
31、最爱复仇这篇，极好。
32、散文写的比小说更好。比如大晚上读那些 谈吃 的散文，口水啊
33、一个吃货的因“随遇而安”而把故事讲的这么真实还这么有希望，和“编故事”的平娃莫言不一
样的乡味。读了汪大的书信顿时起了改微信为信的念头。还有汪大，我也和你一样独不喜爱贵州的鱼
腥草！！
34、一半一半，早些年的很好。
35、事实证明，我不光读不了沈从文，也读不了汪曾祺。
36、恋爱三角 人生几何
37、天然去雕饰..
38、清新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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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精选》

39、味道。
40、很享受
41、高中那会儿喜欢了一阵，现在也不乏是午后翻看的好书。
42、姜还是老的辣！强强荐！！
43、虽然多数写的是云南，但我不是很喜欢他
44、汪老的东西永远那么恬然自适，舒服。
45、受戒
46、当代作家里，最爱汪曾祺。文章淡而有味，做人清风霁月，又是个生活顽童。叫人怎么舍得放下
此书？
47、汪老自选集更好
48、平静疏淡的文字，宁静的心境。
49、汪曾祺的散文深得沈从文之神髓
50、读他的小说是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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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最初踏上文学之路，就是从汪老的《异秉》开始的，在此之前，我读的不过是童话大王、儿童
画报、小人书而已。母亲去赶老家的庙会，问我有什么想要的，我说给我捎两本书吧。我本以为会带
回来几本小人书之类的，没想到她竟然给我买了一本《异秉》和一本《河北省神话故事传说》（？好
象是这个名字，具体我也忘了）。从此我算高升了一级，开始读一些文学书籍了。这本精选，是我在
潘家园看到的，十元三本有一系列作品精选再卖，我就拿了这一本，再也拿不起其他的了，找摊主一
问，三块钱拿下。回来就一口气读完，虽然里面很多文章都是以前读过的，但是读完内心还是一股暖
暖的感觉。汪老的文章，总是充满着温情，不经意间让人受到一小点点的感动，在人失意的时候，读
一读，可以有振奋的动力。淘到这本书后，勾起了我对汪老的怀念，网上一搜，原来今年是诞辰90周
年。想买一套全集，发现尽管出版了好多年，他的书还是没有降价打折，还是那么贵，虽然很喜爱，
但还是要思量几番，下下狠心才能出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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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汪曾祺作品精选》的笔记-第323页

        还是《跑警报》这篇。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
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人位广东同学，姓
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
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
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着他的冰糖莲子。

2、《汪曾祺作品精选》的笔记-第300页

        澄河产瓜鱼，长四五寸，通体雪白，莹润如羊脂玉，无鳞无刺，背部有细骨一条，烹制后骨亦酥
软可吃，极鲜美。这种鱼别处其实也有，有的地方叫水仙鱼，北京偶亦有卖，叫面条鱼。但我的家乡
人认定这种鱼只有我的家乡有，而且只有文游台前面澄河里有。家乡人爱家乡，只好由着他说。
哈哈，其实说的就是银鱼，我最不爱吃的一种鱼，肉质像鼻涕，还有许多小细刺，挑也挑不完。所以
一旦认清它真面目，便更觉得汪老这么写它“莹润如羊脂玉”，其实也是爱家乡嘛，因为下一句就说
：不过别处的这种鱼不似澄河所产的味美，倒是真的。因为都经过冷藏转运，不新鲜了。
又说：为什么叫“瓜鱼”呢？据说是因黄瓜开花时鱼始出，到黄瓜落架时就再捕不到了。又故名“黄
瓜鱼”。是不是这么回事，谁知道。

3、《汪曾祺作品精选》的笔记-第317页

        《跑报警》，只在那个年代都有的戏：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
，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上次
我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
先生有一次问他：“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
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4、《汪曾祺作品精选》的笔记-第3页

        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庄子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
。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
，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和尚出去了。单举着一只手，后退了几步，既不拘礼，又似有情。他知道
，他想的是他的母亲。而投在母亲的线条里着了色的忽然又是他的妹妹。他在相似的风景里做了不同
的人物。风景不殊，他改变风景多少？现在他在山上，在许多山里的一座小庙里，许多小庙里的一个
小小的禅房里。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
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见自己，一个小小的
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
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
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像一枚果仁包在果核里。
水上的梦是漂浮的。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即使我一生找不到你，我这一生是找你的了！当风的彩
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论语·先进篇》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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