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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内容概要

《汪曾祺经典作品》介绍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
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杂志上发表小说。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
会工作。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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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作者简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
员。1946年起在杂志上发表小说。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1962年调北京京
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曾获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邂逅集
》、 《羊舍的夜晚》、《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 《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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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章节摘录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
熏烧摊子。&ldquo;熏烧&rdquo; 就是卤味。他下午来，上午在家里。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
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
正中是堂屋，在 &ldquo;天地君亲师&rdquo;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
卧房，住着王二的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
，从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
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王家从来没有这些声音。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
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mdash;&mdash;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
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
（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她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
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一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　　一家四
口，大裁小剪，很费功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
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儿子念了几年&middot; 私塾，能记账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
小驴去饮，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一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保全
堂来摆他的摊子呢？是因为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因为保全堂的廊檐宽
，柜台到铺门有相当的余地；还是因为这是一家药店，药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较清淡，&mdash;&mdash;
很少人晚上上药铺抓药的，他摆个摊子碍不着人家的买卖，都说不清。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
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反正，有年头了。他的摊子的全副&ldquo;生
财&rdquo;&mdash;&mdash;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ldquo;生财&rdquo;，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
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ldquo;生财&rdquo; 包括两块长板
，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
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
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ldquo;熏烧&rdquo;。&ldquo;熏烧&rdquo;
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　　吃，也极
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
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
个县里特有的。　　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
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
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mdash;&mdash;脸子有个专门名词，
叫&ldquo;大肥&rdquo;。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
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
，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
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
，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所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
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
有数的。　　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
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　　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
，最后就出让&ldquo;生财&rdquo;，关门歇业。　　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
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洋磁盘子，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
拥着好些人。好天气还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买他的东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顾在当街打伞
站着，实在很不过意。于是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去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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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精彩短评

1、这个作家的书，写的非常好，《受戒》是我看他写的第一个故事，从那以后就很喜欢他。他写的
散文和小说，如潺潺流水，有一种安定人心的作用
2、说是还剩一本但是磨损严重，帮我换了精选集，其实刚开始也是想买精选集的哈，歪打正着了~但
是当初搜索的时候显示没货，当当的库存要更新及时些呀~
3、汪曾祺的著名小说都囊括了，很喜欢
4、很有点味
5、喜欢汪曾祺，《受戒》真是初恋的感觉。《黄油烙饼》看哭了。《金岳霖》那篇很有趣。还记得
一个写要出嫁的对了《侯银匠》，都很喜欢。
6、排版、编辑、纸质差
7、小说部分很好。散文部分太平淡了......
8、一开始看那几篇小说，觉得诧异——没见过这么写小说的，乍看篇篇HE。后来一本书罢了，心悦
诚服。他的小说不讲道，却不知不觉讲了一个大道——人世间最为宝贵的，不是秦皇汉武改朝换代文
艺复兴，是每一天的好天气。他们雷同着烂俗着，也各自精彩着。有这些天气，才是人间。（不过说
实话他在被文协重用到处考核游山玩水的那几篇游记倒是有点一般，普通了）
9、人生本乏善可陈，故细微之处最动人。
10、怎能不爱汪曾祺，大淖记事、受戒......熟悉的故土人情，有情，才入得人心。已识乾坤大，犹怜草
木深。
11、很久以前读过，记得《受戒》一篇写的不错。
12、汪的书，可以常读常新。
13、喜欢他写吃的，写旧时事物，喜欢他写小说，总能发现纯良的人性。 
不喜欢那些游记。。
14、汪曾祺小说承前启后
15、万象生
16、好看，小说更好看。
17、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他继承了自己老师的衣钵，并且把他做的更加全面，虽然没有沈从
文的边城来的出色，但也描写的很清新，文字功底也尚佳，沈从文对其影响足见有多深。
18、文字平淡之中见真味
19、汪曾祺经典作品很多，这本书收集了一些都是他怕精品，值得一看。
20、清新的文风。
21、汪曾祺是我求学时期不知道的一个文人，是真正写得好文字写文清新的好作家，可惜这样的作家
都被我们的意识形态给搁置啦给遗忘了。看过这样的文章就好像以前没学过写文一样，一切都得重新
开始，老老实实的，做人与行文。
22、
喜欢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对生活食物的热爱，到底也就是不将就
23、篇篇都是经典，深爱汪曾祺的文字。
24、小说比散文好读
25、汪先生小说和散文都透露着一种灵气 非常喜欢
26、汪曾祺的文字是我非常喜欢的，他淡淡的言语间便让人回味无穷，不管是守戒还是我的家乡都是
非常精彩的。书的设计十分简洁，我很喜欢。
27、汪老先生一直以来都是我男神，看惯千山，淡定从容。
28、汪的书很早就想买了，这本就很符合我意，市面上他的散文集居多，其实小说更有意思，受益匪
浅
29、汪曾祺的作品，不用多说，粉丝肯定很多。这次真的是其经典之选。
30、汪老的小说写的很美，很有意境。散文则是清新，隽永,很是让人享受的一本好书.只是建议大家在
买汪老的书时最好买一个出版社的,要不很容易就有重复的内容,我的这本和另一本故乡的食物就有12篇
是重复的.因为是刚刚读完所以再退是不可能的了.
31、书质量很好，喜欢汪曾祺的作品，内容也很有趣

Page 6



《汪曾祺经典作品》

32、汪曾祺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特别是每一篇小说，很温馨
33、适合慢慢看的书
34、汪曾祺的作品一直很喜欢，以前买过小说集和散文集，这本是坐着的经典作品集。
35、小说写的很好
36、给人安稳平和，岁月静好的感觉
37、汪曾祺的书。。读起来很舒服。
38、汪曾祺的书很不错。
39、书的封面跟里面都很很喜欢，印刷质量很好的，很朴素的感觉，很配汪曾祺的文章，好舒服！
40、平淡中见真章，朴素中藏妙音。热爱生活的人写就的文字，读起来总是一股股温情，加一点幽默
，犹如一道好菜。小说很好，游记很草。版本比较一般。
41、印刷纸张都很好，《受戒》在高中那会就看过，觉得挺有意思但没记住作者是谁，挺好的一本书
。
42、小说+散文。好书。
43、买值了 汪曾祺的都是经典
44、汪曾祺，实力派
45、读汪曾祺，烦躁的心会变得很安静。
46、本来只是抱着试读的心态来翻阅而已，但是在连着看了几篇汪老的散文之后，不禁为他淡然的人
生态度所折服。虽饱富学识却被文化大革命打击成右派，遭受谩骂和下放之后仍“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以平常心来看待人世浮沉。我想这便是汪老先生受后人瞻仰的原因。“随遇而安，顺其自
然&amp;#34;的人生哲理贯穿在汪老的散文中，净化读者心灵，也让今人反思。
  文学意义和教育意义便是这样不着痕迹却又结合的纹丝合缝，经典之作。
 PS：在该书中不仅体现汪老嬉笑怒骂皆文章的老练文笔还有对各地美食的独到见解。杂糅之美！
47、经典著作，值得捧读。
48、经典就是经典，这就作品确是集了先生作品中最令人崇拜的部分，读来让人欲罢不能。我当在捧
一杯香茶，点一盏灯-当然是孤灯的好，于世界掩去喧嚣之时，静静地读它......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
49、从受戒认识汪曾祺，书里的一些文章，写的非常好，不错不错
50、汪老跟孙犁是一个套路
51、| 现代文艺赏析
52、汪曾琪必是一位温文尔雅、会品位生活的老先生，可以说吃这个主题贯穿了汪曾琪的作品，阅读
时总有一股淡淡香气跃然纸上，汪的作品并不算严肃，在许多时候甚至是抱有一种烂漫的情怀，让人
阅读时莞尔一笑
53、汪曾祺，我很崇拜的一个作家，第一次买他的书，但愿不要让我失望
54、汪曾祺的书有几个版本了，还是再买了本，就是很喜欢
55、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语言很打动人。
56、水乡韵味，汪曾祺的小说水灵
57、汪老文风“疏朗清淡”，却越读越有味道，越能读出情怀。如同龙井茶，清苦后是浓厚的香。
58、很喜欢汪曾祺的文风。
59、小说全五星，散文不怎么感冒，汪曾祺的文笔真是应了那句话——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60、汪曾祺的书不错，但这本的印刷实在不咋地
61、向来很喜欢汪曾祺的作品，喜欢的就买咯，没得说
62、从后面往前看更有趣。
63、这个商品不错，小说还不错，散文就看不进去了
64、很喜欢汪曾祺的书，挺好的这本，书皮显得挺古老的样子，很有感觉
65、很稀罕汪老的笔风，记得中学语文课有一篇选读就是《受戒》，当时读了感觉很美，尤其是文章
最后情景交融，让人怀念人生中那些很纯美的情感，虽然老师们更推崇沈从文的《边城》，但我觉得
汪老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比沈从文更胜一筹，好像小学还学过《端午的鸭蛋》，每次吃鸭蛋都会想起
高邮大麻鸭，嘿嘿，不过就是书皮太朴素了点
66、汪曾祺座位京派的传人，确实有他读到的视觉。书很好，到货也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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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67、还记得阅读《受戒》的感受吗？
68、太喜欢汪曾祺，平淡细碎中逐渐展现的美
69、这书编的一点不走心。第一次读，差点要毁了对汪曾祺作品的好感度。
70、这本书里面包括了汪老的散文以及小说，散文的笔调风格，是我最喜欢的散淡平静，看三平常百
姓生活，在一字一句之间，带给读者莫大的幸福。真正的好文字往往是婉约的，如小溪如山间清水，
丝丝柔柔的威风，刮过脸颊，幸福感觉油然而生。喜欢文字的人，一定要常常拿起来读读，百读不厌
，常读常新。好书~~
71、我觉得汪老师的散文质朴如溪水缓缓流过心田，平淡但不平凡，无累赘琐碎之感，让人觉得生活
真是太美好了！小说我觉得受戒最好，把那情窦初开的感情描写得不露声色，模糊的介于爱情与友情
之间，让人感动这份纯真，依然是生活中缓动的美好~
72、一直喜欢汪曾祺，他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韵味悠长，十分耐人寻味。
73、我的所有阅读中小说排名第一
74、我已经忘了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看汪先生的小说散文了，他的文章如果夏日里的芦苇丛，
又像冬日里的淡淡云彩，很是开阔，散文就是如此，作者境界高，才能写出如此人境界一样深的好文
章，散而不乱，主题明确，值得学习！我喜欢他对待所有草木的感情，大自然的态度，就像消失了童
年一样，很是期待！
75、西南联大走出来的大师！
76、明子、小英子，少时读书，便映像深刻，现在读来又觉新味。人生百味。
77、顺承沈先生从文，顺承废名先生以来，小说写的田园而且慢节奏语言的，就数他了。本来想买全
集的，但是没那么多钱。买给自己的学生看，一本小说集，够他们消化一阵的了。
78、汪曾祺身上有一股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而且还相当浓郁。读汪曾祺的作品，浮躁的心会安静
下来，然后会产生一种向往，向往着穿越时空，到他把描绘的世界里去。我熟悉汪曾祺，是通过读他
的小说《受戒》，然后就是他的散文。他的小说构建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是人的心灵世
界。在他的小说中，充满对人的命运的同情，充满对朴素人性的赞美。他的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有着
中国人的文化人格，是你，是他，是我，是我们。汪曾祺的散文，语言是最为本色的，在平实的叙述
中，体现了他的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痴迷的情怀。读汪曾祺的作品，
每读一次，就“更中国”一回。
79、读得好想去旅游，然后也这么简单的写写游记。
受戒真是什么时候读都会被这种纯真简单打动。
80、汪曾祺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一脉相承，那种恬淡的风格总是能深深驻扎人心。
81、对汪老的《陈小手》一篇印象深刻，记得当时读完欣喜异常，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经典短篇小说。
82、有许多汪老曾在昆明读书生活的记录，让我觉得很亲切。
83、大爱汪曾祺先生！很好的书
84、最爱文人汪曾祺
85、喜欢这种大家之作，语言质朴有韵味，汪曾祺不仅是很优秀的作家，也是个美食家
86、沒把《八月驕陽》收進來，有點兒可惜。版本一般。
87、高邮两位大家，一为秦少游，一为汪曾祺。
88、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一直想拜读，他的散文平淡无华，似一个久经风尘的老者洗尽铅华后的智慧灼
灼闪耀。在这样一个闹世中确是品读的佳品。不多说，自己悟。
89、重读旧书，小说有种散文味儿
90、小说让人回味无穷，
91、汪老最初吸引我是他的美食文章，语言干净简洁，味道独特，后味悠长。相比起来，更喜欢他的
散文。
92、颇亲切，小说很好
93、一直比较喜欢汪曾祺的作品，而本书选的也很不错的。
94、汪曾祺的代表作基本都有收录，不错
95、“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225)。
96、很早之前就看过一本小人书，依稀记得其中的一段故事。但忘记了名字。看过此书之后，才知道
，原来当年看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大淖记事”。他用如椽的巨笔，记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小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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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儿女情长，平淡但隽永。让人无限回味。
97、我是冲着受戒来的= =
98、汪曾祺的小说总有一股乡村的淡雅和清新。
99、汪老散文的语言功底，少有人能出其右。
100、这个着实适合消遣
101、受戒这篇大学时就读过了，当时就被吸引住，从此爱上了汪老师。这次买就是当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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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早开始看汪曾祺，是看他写吃。一种食物，从形状到色味都描述得让人口水直流，恨不得立刻
跳进书里去尝尝，到底是怎么个滋味。后来陆续看了几篇他的散文，一直觉得很喜欢，文字不造作，
像是空气里嗅到的淡淡檀香味，就很想看看他的书集。后来，也有幸读了他的这本经典作品集。其实
说想看他的书，可能最喜欢的还是描述吃食的吧！他有本专门写吃的散文集，名《五味》，可惜还未
曾阅读过。但看过他经典作品集，里面也大略的涉及一些食物的描写，写的也是细腻、生动，一副老
饕的姿态。他很喜欢着墨在吃食、物件、花草等等的细节上，文字不浮夸，但读来却极有愉悦感，是
个写散文的大家。汪曾祺文字朴实，看似都不经雕琢，想些什么就写什么。之前看他写夏天，完全就
是很随性：开头写夏天早晨“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
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他在写草上挂着露水时，生怕读者不了解蜘
蛛网上也有露水，非要在后面加上这一句才能作罢。然后写道夏天的花草，写栀子花香得不得了，不
讨文人雅士的喜爱，他还拟人似的为栀子花配语“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
他妈妈的管得着吗!”可爱得不了的。所以每每读他的文章，总会觉得这个男人打趣得紧，又隐隐觉得
他有点强迫症的嫌疑——总是要事无巨细地讲清楚，这点在他的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相对于汪曾
祺的散文，我却更喜欢小说。他的小说有点像纪录片，类似于中央台常会拍得那种《走遍中国》或者
是《人物》那种栏目，有旁白，也有自叙，烟火气很足。前阵子宁财神的《龙门镖局》里有一段，是
江湖月报的文莺让美食栏目记者程晓卿去写龙门镖局的稿子，他说要写“刀尖上的江湖”，结果拍拍
就偏到“舌尖上的江湖”去了。读汪老的小说，也会有些许这种错觉。他在小说《异秉》中写到开熏
烧摊子的王二发家的故事，常常文章写一写就写到王二的卤味是如何做的，色香味如何。如他写王二
的熏烧摊子上卖着三样食物：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大多数作者一般就此打住，汪曾祺就偏不，他
一定要把这三样如何做，怎么卖都写出来。如写蒲包肉“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
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
，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 ”常常看到这里，我都会要深吞一口唾液，因为实
在是简洁、生动得很，让人不忍遐想那种香味如何之美妙。这大抵，也是中国食文化的一个特别之处
。汪曾祺写文，还很爱把很多作家喜欢卖弄的“道理”、“人生”统统藏起来。他的文风，是喜欢在
袅袅的云烟中，抽一口旱烟，吧嗒吧嗒地吐烟雾，眯着个眼睛，脸上慈祥地笑。像他在《寂寞与温暖
》中，沈浣因为一些事情在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遭遇了一些人情冷暖，他不说沈浣人如何聪慧、
如何善良，也不说陷害她的人有多阴险、恶毒，他只是淡淡地叙述一些寻常事实：沈浣就是个单纯、
朴实的大学毕业生，遭遇了世间最寻常的事情；在整风中批斗她的胡支书以及中伤她的技术员们，也
不是多么可恶的人，像胡支书也会热心地帮忙，也会懒散地摆官架子，有时候大环境需要了，讲一些
虚头巴脑的话，亦不是十恶不赦的人。但是当人们伤害到一个无辜而善良的人时，却总会高亢、激昂
地去表达自己的愤慨，以为自己多么正义，但事实上，却无形中害了一个真正的好人。这一切，汪曾
祺都未曾提到，他从头到尾都是淡淡地叙述，不夸大不掩盖，却愈发让人却不自觉地深思。这一点，
我觉得比沈从文要好太多。且不论沈从文的文学造诣，因着他当初疯狂写情书给张兆和且拼命去纠缠
，就会让人有一种“你必须要知道我是多么高贵冷艳又高端大气”的感觉，事实上，他自己也曾经斥
责自己的读者“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
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行文者在写作时，本身就会隐含很多的深意，但“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内心深意是最无法强求他人理解的，一味地要求别人去领会，未免有
点太强盗逻辑。汪曾祺从来都是淡然的，这点他完全不同于其师沈从文。他的淡然，不是那种行文可
以营造的淡然，而是他良好的家教和多年的博学所带来的骨子里的清雅。这种低调，是一个大隐隐于
市的文人身上的干净与清澈。他自己也说“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
对文学，都如此。”读汪曾祺，如同品尝第二泡的西湖龙井，香气渐渐隐没，但是喝下去再回甘，才
知道是多么难得的好茶。
2、【为什么这次想到用问答的形式来写呢？】我一直都想用，因为这种形式我觉得很好，比自说自
话好太多了（虽然现在仍然是自言自语）。如果效果好的话，以后都尽量用这种方式。【汪曾祺是谁
？】如果你不认识汪曾祺，下面的内容——还是可以继续看的，没关系。汪曾祺是现当代著名作家，
一九二〇至一九九七，受过批斗，被打为右，经过文革，衣冠下河，写得了小说、散文、剧本。其它
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你不知道？】这是我看汪曾祺的第一本书，也可能是最后一本书。【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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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作品》

不好看吗？】好像这本书里都收录了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了，看完这本就够了吧。【他有哪些著名作品
啊？】小说最著名的就是《受戒》《大淖记事》了。散文就比较零散。【剧本呢？你不是说还有剧本
什么的吗？】这本只收录了十篇小说和三十二篇散文，没有剧本和其它文体。小说都是短篇，散文也
都很短的，所以才能一本里面收那么多。【他的小说和散文凭什么出名？】这个问题我答不了，我也
不知道。但好像汪曾祺被引用得最多的是他有关吃的那些文章。这本书当然也把那些文章囊括在内，
都是散文，讲各种吃的。【他写吃为什么有名？】我不觉得写得有多好。可能因为我本来就对吃兴趣
不大。他这些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因为他写得很细很具体，或者说写得津津有味。文笔好的人不一定喜
欢吃，喜欢吃的人文笔不好写出来也不会好看，汪曾祺是又喜欢吃又写得好，所以成就了这些文章。
【那小说呢？】小说也是很细腻。他写各行各业，就像在给每个从业人员画像，又像是在拍纪录片。
你可以感受到镜头从人物的着装、手法，到器具、材料一路走下去，每一点都拍得很精细，配上通俗
搞怪的旁白，但每个步骤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镜头如羽毛轻弗，娓娓道来，你不一定懂他的方言，
但你连他表述的层次量化也能明白。【能不能举个例子？】例子很多，一时也难以抽出来。提一个吧
。“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
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这些比喻和描述你可能闻所未闻，但你转
念一下就能想象出来。【不是很明白。】汪曾祺的文章就是看他的文字语言。他不是卖情节卖逻辑的
。文笔这东西，你能感受到就是好，感受不到就享受不了。汉字在他笔下，就像大黄鱼那样鲜活乱蹦
乱跳，但他随手拈来，带给你不同以往的风味。【那是不是就代表很好读？】这也不一定。因为他的
文字方言化很重，普通人不一定吃得了，如果尝不了方言里的味，感觉就差很远了。如果你是第一次
接触他的文风，可能会不太习惯。【有没有什么方法？】多读。他的文章就像绵长的甜糖，你要慢慢
的在嘴里含着嚼着，一字一句的吃也完全可以。但文章味道有不同，不一定每个味你都喜欢都吃得惯
，挑你喜欢的吃就行，不一定别人说哪个好你就啃哪个，好吃就吃，不好吃大可换人。小说尤其要重
读，没读过的时候会老想着剧情发展，重读的时候就能撇开情节看语言描述了，然后你才能真正体会
文章的好处。【具体推荐哪些文章？】还是小说吧。散文真的太散了，而且口味不对。【为什么不喜
欢？】可能我是属于理性的，他的散文是属于感性的，这就是很大的差异了。小说不一样，故事就很
有逻辑性，人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都写得很合理。即使是小说，但大部分都
是从他的亲身经历而来，很真切感人，有鼻子有眼。【为什么会挑这本书看？】因为一直以来都略有
所闻，说汪曾祺文笔好，所以要看一下。文笔确有特色，只是有些吃不惯。不过多尝尝各种味道总是
好的。而且多看他的书文笔肯定能有长进。
3、前小半部分是小说，后大半部分是随笔散文。一开始我读着小说没有意思。最初拿到这本书先随
手翻了一页，发现是讲述笔者小时候住过的院子以及各种我不知道的花花草草，虫儿啊鸟儿的，挺新
奇。临睡前会翻看小说，一页一页地读，不觉烦躁也读完了，笔触灵动淡薄，一点即透，很舒服，就
这么伴我入了梦乡。后来，我在读每个人写的小说时，都分外急躁，不是情节无味，我急于想知道这
故事跟作者生活之间的关系，小说有千丝万缕的线，我想破脑袋也要织成一寸布出来。这是个不好的
毛病，直接读传记不就得了，不是倔，我就是太好奇了。读完书，感觉老先生是个单纯的人，品美食
、喝酒、抽烟、泡茶馆、赏花，就跟呼吸睡觉一样自然，一眼望去，一口下去，什么都可以玩味，什
么都有不浅的造诣。特别喜欢后面随笔，给我普及了相当的生活常识，菜谱更实用，半夜读到此处总
是匆匆合上书：明儿的早饭还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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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225页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
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
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是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
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
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
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
现实多多少少是树立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的。 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人的心，是脆的。

不过汪在通本书里，甚至很多文章里，一直是一种乐观的态度。可以讲，他的文字和事迹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我，何必那么忧伤。

2、《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257页

           “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
化也应该这样。“

3、《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163页

             林有诗云：“要荒天遣作箕子，此说足壮羁臣羁”，看来他虽在迁谪之中，还是壮怀激烈，毫
不颓唐的。他还是想有所作为，为百姓作一点好事，并不像许多废员，成天只是“种树养花，读书静
坐”（洪亮吉语）。林则徐离开伊犁时有诗云：“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他对伊犁是
有感情的。
    惠远城东的一个村边，有四棵大青枫树。传说是林则徐手植的。这大概也是附会。林则徐为什么会
跑到这样一个村边来种四棵树呢？不过，人们愿意相信，就让他相信吧。
    这样一个人，是值得大家怀念的。

林则徐被发配到这么一个地方，他会有感情，是因为他用心在这过。人的际遇不可能一直是顺途，但
是若你在不顺中，也用心做事，认真做人，比如林则徐，比如汪曾祺，也会有收获。

谨以这点，提醒自己。

4、《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67页

            “好心的大人路过时会想：这倒真是两只鸳鸯，可是配不成对。一家要招一个养老女婿，一家
要接一个当家媳妇，弄不到一起。他们俩呢，只是很愿意在一处谈谈坐坐。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
有。只是想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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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号长这事是一个契机，两朵云终于下成了雨。

5、《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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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12页

        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
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
的，⋯⋯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
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瓷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
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
寿绵长”呀。所谓“乱孱”是绣花的一种针法：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
颜色就可由深到淡，不露痕迹。要请老剃头师傅剃头，要剃得横摸顺摸都摸不出头发茬子，要不然一
烧，就会走了戒，烧成一片。她知道是用枣泥子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子点着。她知道烧了戒疤
就喝一碗蘑菇汤，让它“发”，还不能躺下，要不停地走动，叫做“散戒”。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
的卢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
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
擦着卢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质朴温情的俗世生活，总是很爱看。

7、《汪曾祺经典作品》的笔记-第250页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更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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