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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内容概要

收有“关于葡萄”、“北京的秋花”、“昆明的雨”、“老舍先生”、“七载云烟”、“胡同文化”
、“随遇而安”等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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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mdash;&mdash;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
戏剧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
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
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ldquo;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
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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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书籍目录

一 花园
二 关于葡萄
三 冬天
四 夏天
五 我的家乡
六 夏天的昆虫
七 北京的秋花
八 草木春秋
九 淡淡秋光
十 翠湖心影
十一 泡茶馆
十二 跑警报
十三 背东西的兽物
十四 昆明的雨
十五 观音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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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汪曾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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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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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精彩书评

1、在汪老先生的散文里，满是对昆明对云南美好的厮混吃喝玩乐记忆。对于一个同样在彩云之南生
活多年的我，读起这些文字来，就好像自己重新摄入云南故里，被那儿的点滴细枝末节所吸引感动终
不能释怀。固然，汪先生也写高邮，也写内蒙，但是依我看来，都不如写云南来得真切。或许是我对
云南有深情，又或者是汪老在那儿度过了自己最为美妙而又贫穷的青春，无论于前者还是后者，我和
他都有共鸣，因而时常读着读着就激动不已，自己好似汪老的朋友，重游了一遍昆明。先谈吃食。说
来很好笑，似乎从云南出来的人，都认为云南美食天下第一。前有散文大师汪曾祺，后有微博大咖和
菜头（这老小子在其《饭醉记录》里大谈云南美食，深得我心）。其他的不说，单说吃辣这事儿，汪
老和菜头叔皆认为“涮涮辣”乃天下第一辣物。何为“涮涮辣”，就是做菜时，只拿这种辣椒涮过的
水就足以做出味道辛辣的菜肴，可见其威力。哈哈，我是没有机缘得尝啦。但汪老在书中谈及的许多
美食，我都吃过。现在想来，对于云南的回忆，就有苏家塘楼下饵块娘摊上的烤饵块，卤鸡蛋绞碎同
其他食材裹扎于饵块皮中，一口咬下，给个皇帝也不当。米线更不用说啦，过桥米线当地人还真不屑
去吃，还有小锅米线，豆花米线，羊肉米线，细细米线，皆是上品。就米线本身质感而言，我吃过最
棒的还是蒙自当地早餐店的米线，而最爽快的，则是小锅米线。个人觉得，小锅米线煮的时候估计放
了少许罂粟壳，所以吃完时常有置换时空的快感。至于烧烤，云南烧烤的种类名目也是最多的，以至
于当我回到家乡，竟然觉得无烧烤可吃。园西路火王烧烤的烤豆腐配上特制的蘸水，吃完后身体生猛
异常，能进好几个球。在汪老那一篇篇散文里，都要单独写一种美食，而我则觉得，云南美味，高山
仰止。君且看《舌尖上的中国》，提及最多的是哪儿，就是我大云南啊。与其去尼泊尔西藏净化自己
的灵魂什么的，不如来云南一州一州品尝美食吧，它们就在那儿，从来不曾饥饿的旅人啊！接下来是
游玩。说来遗憾，汪老说是在云南生活多年，可他最远也没到富民，所以并未见识滇西北的异域壮阔
和滇南的热带风情。他既然没写，我也就不加缀饰了。毕竟现在说的最多，炒作的最多的，就是云南
的这些自然风景，说多了，落得人云亦云。再说，好风景，自己看是紧要的。最令我惊喜的，是汪老
先生在文中谈及的那些属于上个世纪的伟人。当真风流名士啊。在昆明读书的孩子，自然都知晓当年
西南联大在这块边疆土地上的影响力。直到现在，关于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先生他们的段子还在师生
间流传。这是时代留给云南的宝贵财富，却也依稀变得淡薄。先生写了许多当时有名或者无名的高人
，让我觉得自己曾经所在的那个地方，除了美景美食，更有一种特殊的氛围氤氲开来。时至今日，虽
然不多，但也能在某个建筑前某个街道边打动你的心。读至汪曾祺先生和吴征镒先生居然还有交往，
更是令我等学过植物学的晚辈们激动不已。这可以谓之传承。于是云南映象，不只在香格里拉的转经
筒里，不只在傣族的竹楼里，也不只在泸沽湖情歌杨丽萍的舞蹈里，也在于那大师辈出的时代脉络里
。而于我们个人而言，当初并没有那么多的体会。只知道洋浦外面的烧烤韭菜很美味，二千百货超市
旁边那个超市的收银员很像王祖贤；大理啤酒虽然不如哈尔滨啤酒好喝，但是便宜，小伙伴买一箱还
中半箱。还记得室友喜欢抽烟，边抽着红河边还在那儿吟诗：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昨天晚上我
才知道，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正是汪曾祺本人。本以为，已经告别昆明很久了，只能在记忆里默默嚼
咀一下当初岁月里的美好片段，却不曾想，原来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离开那里后，依然思
念这个第二故乡。现在也明白，思念彩云之南的，肯定不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呀，我五星推荐大家去
读一读汪老先生的散文，你会发现，突然那么一下，不只是过往的几年，甚至童年的时光，都会在书
中和自己不期而遇。
2、初读汪曾祺，是1997年冬天的一个雨霰敲窗的夜晚。那时正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整日琢磨的就是
去哪里找点好吃的打牙祭。在图书馆偶然寻见汪的《旅食与文化》，如获至宝，捧了回来狼吞虎咽地
读，一副饕餮相。现在回想，当时尝到的滋味大概和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差不多。近日翻杂志，看到某
刊做他的十周祭专题，这下知道初读汪老文章那一年，也正是他作别文坛之时。 之后的十年间，断断
续续又读了他的小说集、谈艺论文的晚翠新编、说戏和人间草木，汪老的笔底世界成了个我常去流连
的所在。纷乱不宁的少年时代过完，心境渐渐平和，再读汪老的散文，这才慢慢品出他文章简淡蕴藉
的神韵来。那些谈花草天气、八方美食的小品文，似乎无欲，又似乎了然，是足可以熨贴人心的。大
学里读了中文，拿汪曾祺的文字品性放在现代文学史里左右比照，发现也不能算太领另类。纵使是乱
世，国难方殷局势险恶生活艰辛，总有那么一拨文人可以袖手书斋，书画娱情。这种人，大抵是优渥
出身，文化氛围是自出生便浸淫其中的空气，非一般的“知识暴发户”能比；从小养成的对物质细节
的讲究，又训练出了审美习惯，什么境况下都会注意到“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像周作人、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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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莫不如此。他们似乎没有太强的涉世之心，不愿与时共振，只喜欢关起门过自己绝尘的精神生活。
可你说不准这种姿态底子里是智性傲慢，还是一个神经过度纤细的知识分子的避世——未必他们生来
便是一副谦退澹泊的性情。然而再细细比较就会发现，汪曾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不标榜自己甘于
淡泊安苦为道，相反，他坦承自己的随遇而安是一种“我与我周旋已久”的结果：“遇”，是指不顺
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想开了，如北京人所说的“哄自己玩儿”。汪曾祺青年时代因小说才
华一度崭露头角，之后在文坛沉寂了数十载，八十年代才重新受到注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
寂处一隅不为人知的。1958年，汪祺以补划右派身份，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坝下农科所。边地朔风狂卷
漫天沙尘，生活非常艰辛。后来他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
不清。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这种囫囵
的等待和难辩悲喜的心思变成了几句短诗：“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山药花翻滚着雪浪/走半天见不到
一个人/这就是俺们的坝上。”我猜想正是从那时候起，汪老开始潜沉入生活的最底层，把目光投向更
多的人，更多的人间疾苦，并也籍此消解了内心的躁戚和忧郁。在晚年的散文中，他把炒米、马齿苋
、拌菠菜、咸菜茨菇汤这些家常饮食写得饶有兴致，一派闲适冲淡的气象——像他这样经历了大起落
，被痛苦翻耕过的人，竟然真的自我解脱了，不得不让人叹服。有人曾经问汪老：你怎能记得那么多
各地风物饮食，是不是整天拿个笔记本在街上记？汪回答说他只是写那些心里记得的。一个人要全天
候地活在精细的感受力里，并随时准备将此同步复制成文字，这种高强度的劳作肯定是刻意，是存着
入世立言的功利心的。汪老显然并非如此，他总是写些最寻常可见的物什，谈些最凡俗不过的道理
。1987年的《马铃薯》一文中，汪老这样说道：“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吃上罗宋汤和沙拉。
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我希望中国
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我每每读到这段便觉得心酸，这是看似
轻松实则无比沉痛的文字。汪老虽散淡平和，却终不能不高蹈出世，他对人间的脉脉怜情，对生命的
殷殷关爱，一切都在笔下。晚年汪曾祺写过这样一首诗：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何为尚碌碌，不
苦且徐徐。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偶而写序跋，为人作嫁衣。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亦有蹙
眉处，问君何所思。其中一句“生涯只如此”，绘出沉寂闲舒心境；另一句“问君何所思”，则道明
了他始终执著关切着现实人生的一番深意。（for　图书商报）
3、（这篇读书笔记写于2011年初读汪老散文时，后来读了小说和传记，又有了一些新想法，不表。）
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来读，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纯正，语淡味厚，这当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
想来更多是师于心的缘故。我读文章诗词，小时候看字词文藻，渐渐看通篇的笔法，到现在则颇留意
文章的气脉，与其说是看文章，不如说是看人。古今的文人，可钦叹的人格大抵只有两种：一是至硬
，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气，却少一份傲骨，所以总是飞扬着，是“浪漫主义”罢了。文人绝世独立
的风骨狷骨，大抵为陈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诗句道尽。另一种至柔的人格，想
想还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种“愿替众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称作“诗圣”，于此可见一斑
。至硬与至柔，可以算得上伟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伟大却可亲可爱的人格。汪曾祺其
人，温厚而淡泊。这一种温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种种绳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
可见天性温厚淡泊的人，尤其难能可贵。文章憎命达，对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苏轼式的疏
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三种姿态。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飞扬跋扈，仙风道骨
，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脱，更像是一种逃避，一个抵御世事无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
抵便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了。读李白的诗，因其至坦至诚，所以能读出许多的矛盾，让人倍感亲切
——他写“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虽然是因为他自恃怀才不遇，“我
亦能高永，斯人不可闻”，但多少总还是能味出一丝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不通
世故，却又固执于自己的才华，梦想着抟云直上，却又不出意外的到处碰壁的少年人。他的狂傲来自
于他的固执，他的抱负，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间跌的鼻青脸肿的。汪曾棋的为人处事正与李白
相反，他的随遇而安，似乎可拟于苏轼的放达，“人间有味是清欢”，但二者究竟有别。苏的旷达，
因其胸次豁然，光风霁月，“王城根处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到底还是儒家的“用之则行，舍
之则藏”，而汪的随遇而安，则是天性敦厚使然，这一点更近于老杜。但老杜的天性敦厚，被后天引
导至“餐必思君”上，心有所执，情有所系，笔下故见得沉郁。汪没有强烈的执著心，即便置于高位
，也不可能成贤成圣，所以更近于道，颇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种安然的姿态，来抵御
人间陵谷，冰雪周旋——当然，汪的一生并无大起大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幸运，对于所谓的““人
间陵谷”，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因此，汪的随遇而安，是否仅仅因为所罹还不够痛切，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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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得而知。汪的安然淡泊，一个朋友说，最像王维。理由是：“他们都有文人骨子里的雅，雅得不能再
雅，反而归于平淡。”——王维晚年彻底皈依佛教，但他的平淡却不是枯寂，内里仍然清润，而汪曾
祺的平淡，骨子里也带着文人风雅。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类比。王维晚年受禅宗影响，诗文的清润，
是一种类似“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因此王维的平淡，也是“问余何适，廓尔忘言”。汪曾
祺则不同，汪的平淡带着人间烟火，也许在这一点上，要更像陶渊明一些。但可惜的是，相比于王维
与汪曾祺，陶渊明的骨子里又少了一份文人风雅，多了一份愤世嫉俗——朋友说，陶渊明更像是周家
兄弟的结合体，淡泊的一面像周作人，愤世嫉俗的一面像鲁迅，这说法妙极。汪老的形象，本是十分
鲜明和典型的，然而思前想后，却终于还是想不出一个与他契合的文人。汪老的温厚淡泊，形之于文
，便是一种和平纯正的风味。止庵（本名王进文，新星出版社总编，不是陈豪）提出有一路“才子文
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胡兰成直到董桥，皆属此列。按照止庵的原意，所谓才子文章的
特点颇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但才子们本人绝非性癖，反倒聪明绝顶，七窍玲珑。然而在
我看来，这一路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才子们的自矜于才气，读他们的文章，可以想见其倚马千言、恣
意褒贬的风流得意。林语堂留洋十余年，最具学者风范，悠然适意，自不是三家村中人，梁实秋隐居
雅舍，落落难合，有一种睥睨人世的清高气，钱锺书则可算是林梁钱胡四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一至于
以揶揄取笑为能事。至于胡兰成骨子里的风流轻浮，好像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自家玩物——如果这一
路“才子文章”真能成其为一种风格，那么也应该有一路“”反才子文章“或”非才子文章“，汪曾
祺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划入此类。汪的文章从无冷嘲热讽，甚至也没有皮里春秋，而纯是一
片热肠——他写故园草木，便直是花鸟虫鱼，他写昆明，便直是风物人事，他写自己，便直是随遇而
安。但正如讲笑话者最要严肃，越严肃笑话才越可笑。所以越是花鸟虫鱼，风物人事，才越是沧桑，
越让人唏嘘，而他的安之若素，也因此比天风海雨还来的惊心动魄。汪曾祺的没有才子气，使人读他
的文章，要向无声处听取惊雷，而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又偏还透着文人风雅。也是汪曾祺文章的好
处，也是汪曾祺的好处。
4、《大师的散文感》汪曾祺的小说基本山我还是读的很少，但是汪老的散文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已
经接触到了。我一直都以为中学教材里面有关胡同的那一篇汪曾祺散文是他散文中比较好的一篇，在
看了这本散文集之后，才发现大师的散文是篇篇精彩的，有些文章甚至美轮美奂。对于这本书中的一
些文章，首先有关花花草草和吃食的赏析文章我一直都不是很在意，个人感觉那种感怀应该属于诗歌
，对于散文来说过于做作。汪老有关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很是珍稀，很多的小时候的事情都被他写的惟
妙惟肖，很有趣味。花花草草的美妙虽然让我觉得娇柔，但是也不乏情调独到。吃食在文字上，汪老
更多是以吃食的归总和调侃的视角进行描写。有关沈从文的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那些流水般的文
字似乎淌过身体的小溪，清凉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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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144页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
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
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
兴味。”（见《从文自传 学历史的地方》）

2、《汪曾祺散文》的笔记-戴车匠

        有那么一点的，颤栗着，心沉着，急促的呼吸着，张张望望，彷徨不安，不知觉中就越过了那一
点。这一点并不突出，闪耀，戴车匠也许纪念着，也许忽略了。这就是所谓中年。

3、《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07页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
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
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北京人真损

4、《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41页

        我散步后坐在爱荷华河边的长椅上抽烟，休息，遐想，构思。离我不远的长椅上有一个男生一个
女生抱着接吻。他们吻得很长，我都抽了三根烟了，他们还没有完。但是吻得并不热烈，抱得不是很
紧，而且女生一边长长地吻着，一边垂着两只脚，前后摇摇。这叫什么接吻？这样的吻简直像是在做
游戏。这样完全没有色情、放荡意味的接吻，我还从未见过。

5、《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13页

        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处无声，异
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
里一点是热的。

6、《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19页

        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
原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在爱荷华——耶鲁都看见过。这种椅子的好
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雨僧）先生讲《红楼梦》，一看到下
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
。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这居然就是那个感情纠结到死的吴宓。果然男人不
止一面。啧啧。

7、《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01页

        赵燕侠的戏是她的父亲“打”出来的，功底很扎实，腿功尤其好。《大英杰烈》扳起朝天蹬，三
起三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她关在一个牛棚内。我们的“棚”在一座小楼上，只能放下一张
长桌，几把凳子，我们只能紧挨着围桌而坐。坐在里面的人要出去，外面的就得站起来让路。我坐在
赵燕侠里面，要出去，说了声“劳驾”，请她让一让，这位赵老板没有站起来，腾地一下把一条腿抬
过了头顶：“请！”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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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93页

        赛里木湖的水不是蓝的呀。我们看到的湖水是铁灰色的。风雨交加，湖里浪很大。灰黑色的巨浪
，一浪接着一浪，扑面涌来。撞碎在岸边，溅起白沫。这不像是湖，像是海。荒凉的，没有人迹的，
冷酷的海。没有船，没有飞鸟。赛里木湖使人觉得很神秘，甚至恐怖。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
人的气息。
湖边很冷，不可久留。
林则徐一八四二年（距今整一百四十年）十一月五日，曾过赛里木湖。林则徐日记云：“土人云：海
中有神物如青羊，不可见，见则雨雹。其水亦不可饮，饮则手足疲软，谅是雪水性寒故耳。”林则徐
是了解赛里木湖的性格的。

9、《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54页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
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
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
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
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
，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拥被坠卧”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

10、《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21页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下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老鲁说这叫豆壳虫
，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了一点花椒盐，就起酒来。在他的
示范下，我们也爆了一盘，闭着眼睛尝了尝，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
——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

11、《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1页

        &lt;原文开始&gt;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
凉的。
天下皆重“黑籽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东墩产者最佳。
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
谓之“羊角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
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虾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
哼”。&lt;原文结束&gt;
“连眼睛都是凉的”

12、《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73页

        从他们那个还是极少表情的眼睛里，可以知道一个数字要在他的心里写完了，就像用一根钝钉子
在一片又光又硬的石板上刻字一样的难。我永远记得这个数目：二百二十二，一则这个数字太巧，而
且富民话（我听出他们的话带有富民口音）“二”字念起来很特别，再也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好
像一个孩子努力的想把一个跌碎了的碗拼合起来似的，“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二
⋯⋯”“好像一个孩子努力的想把一个跌碎了的碗拼合起来似的”

13、《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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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花大都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
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
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
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笑死了⋯⋯这老爷子

14、《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192页

        他（马连良）还有个“毛病”，爱在台上跟同台演员小声地聊天。有一次和李多奎聊起来：“二
哥，今儿中午吃了什么？包饺子？什么馅儿的？”害得李多奎到该张嘴时忘了词。马连良演戏，可以
说是既在戏里，又在戏外。笑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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