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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内容概要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许多文章都和语言有关,语言问题始终是他理解文学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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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作者简介

汪曾祺，男，汉族，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少年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后毕业于亚南联合大学中
国文学系。建国前曾任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48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
说集《邂逅集》。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50年回到北京。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
”。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北京京剧团编剧等。创作有京剧剧本《
范进中举》《沙家浜》等。70年代末复出于文坛，主要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兼及文论，发表的作品
颇引人注目，并爱到赞誉。有十余种集子在国内外相继问世。1993年，《汪曾祺文集》分小说卷、散
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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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精彩短评

1、这个文论集不高深，很适合作为中学生的入门读物。
2、文论卷多是在兼职往返的公交上读的。其中内容，大约可分为三端，其一对小说、散文创作的思
考，包括语言、结构、风格（气韵）诸方面；其二对他人及自己作品之评介，包括写沈先生的几篇，
为年青作家所作序及自序。汪先生为他人所作序，多是内容介绍加点评的体式，不能算是十分好，只
是切题罢了。大约仍是不十分熟悉而又匆匆炮制而成的缘故。及至沈先生与自己，便多深于甘苦冷暖
之言。其三关于戏剧的评论，主要又关于京剧。以为京剧“应与文学复婚”，戏剧宜用韵文思维写作
，应从生活中得来细节，吸取民歌的活泼与昆曲的丰富等等。汪老晚年重新写作，文
3、雨天旧书店偶遇的缘分，非常珍惜地读完。果然有趣的人就算写文论都是趣味横生，有理有据，
有情有趣，除了汪老还有谁呢！
4、汪曾祺先生追求的平淡风格是建立在“节制”与“揉”弄基础上的“浅处见才”。前者见于对滥
用成语和抒情的批评，即“市井气”和“菜里的味精”，后者乃其所谓“开水白菜”：“汤清可以注
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5、字字珠玑，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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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精彩书评

1、汪老这本集子不仅是在聊怎么写文章，也是在聊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态度。这本书主要包括汪老
谈自己的作品，其他作家作品，戏剧创作以及文学创作，这些文字一面回忆自己的写作心路，一方面
也在鼓励青年作家更好的创作。在书里说起自己的作品时，他说，自己写不出宏大作品，写不了长篇
小说，他能写的就是短篇小说，就是散文。而这些作品的平淡有味，平铺直叙，却像是风俗画，像是
小品文，使人很喜欢这些作品。散文，或者散文化的小说，在躁动社会里更能直指人的心灵，能渐渐
平静。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在这里的生活，在这里的感想，以及对这些地方深深地感
情，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汪老的作品里，而这些文字更能打动我。作家里，他喜欢归有光，鲁
迅，沈从文，废名，也吸收西方作品，兼而博杂使汪老在受影响的同时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读这些
文字就跟他在聊天，聊文学，聊人生一样，没有高深学问，就跟拉家常似的。坚持写，多去观察和体
味生活，这本身的日积月累才会让文字越发有味，风格和人生也就慢慢形成了。
2、江苏文艺出94年出过一套《汪曾祺文集》，分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各卷印数不同，文论卷尤
其少见，我是在甪直的一个幽暗小店里，得到了淡白封面，精装的文论卷，一直放在手边。都说他的
小说散文好，其实他的智慧与眼光，更多在作品评论中。随便摘几段：“⋯⋯如果你想学习一个作家
的风格，最好不要直接学习他本人，还是学习他所师承的前辈。你要认老师，还得先见见太老师。一
祖三宗，渊源有自。这样才不至于流于照猫画虎，邯郸学步。”“现代小说不要太多的情节。以前人
读小说是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或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生活。他要读的不是生活，而是故事
，或者还加上作者华丽的文笔。现代的读者是严肃的。他们有时也要读读大仲马的小说，但是只是看
看玩玩，谁也不相信他编造的那一套。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现代读者
不能容忍编造。”“对话要少，要自然。对话只是平常的说话，知识于平常中却有韵味。对话，要像
一串结得很好的果子。对话要和叙述语言衔接，就像果子在树叶里。”有关“抒情”的见地，尤其精
辟，一个简单的比喻把问题全说清楚了。“抒情，不要流于感伤。一篇短篇小说，有一句抒情诗就足
够了。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我把“菜里的味精”，“多放”截去，让孩子填空补
足。一个孩子的答案，还真不赖，刘支书助理要是在现场，一定会笑翻：抒情就像安眠药一样，不能
多吃!
3、7月22日1、手头上的这本《汪曾祺文集·论说卷》，除了谈戏剧哪一类不感兴趣外，其他的基本上
浏览了一遍，真可谓是“不求甚解，每会意，欣然自喜”。我很少看到一个作家谈继续如何写作，更
多的，都是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但在这里，汪曾祺的的确确在讲如何体现小说中的语言、技巧
、节奏、韵味和态度，这让我感觉到，他成为了一名作家，并不奇怪。摘抄一点：A“写对话就应该
这样，普普通通，家长里短，有一点人物的性格、神态，不能有多少深文大义。⋯⋯不单是对话，就
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P18—P19）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的对话
，常有这样的魅力。后来的鲁迅、沈从文、钱钟书和张爱玲，我们说他们写出了人性，其实这个人性
，就体现在人物对话上。人物写得活不活，对话太重要了。B“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
眼中所见，而且要是所写的人物的眼中所见。对景物的感受，不能离开人物，单写作者的感受。作者
得设身处地，和人物感同身受。小说的颜色、声音、形象、气氛，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
体，每一个字，都渗透了人物。”（P19）我觉得《水浒》里写景实属一流。比如林冲的雪夜上梁山
，完全渲染了一种英雄末路的情绪。C“作者对所写的人、事，总是有个态度，有感情的。⋯⋯但是
作者的态度、感情不能跳出故事去单独表现，只能融化在叙述和描写之中，流露于字里行间。”
（P21）一个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把他的神情、性格、动作写活了，你的态度、感情也自
在其中了。2、还是在这本书中，谈了沈从文，尤其是他的寂寞，这让我想起以前读沈从文时的情形
，心中一阵悲凉。我一直想成为沈从文那样，坚定信心、永不绝望的来对待工作上的事，对任何事物
都抱有一种热情，对美总是倾心，对人情总是那么注意，但可惜，我似乎永远都做不到像他那样。在
文学上，沈从文大大影响了我，尤其是在文学态度上。

Page 5



《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