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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散文珍藏本》

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散文创作，在继承、发扬古代和现代优秀美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繁荣。特别是进入
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创新意识更加开放、强烈，审美追求更加朴素、自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多样。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业绩，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散
文珍藏本丛书》。主要辑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突出成就的散文名家之精品。其编辑体例则按
人分卷，每人一卷，每卷约十五万字。读者可以从中欣赏不同作家的创作风采，总览当代散文发展的
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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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散文珍藏本》

作者简介

作 者 简 介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凹
年生，1997年去世。少年时就
读江阴南菁中学。1939年考
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
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
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
博物馆职员，建国后先后在北
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
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底
调至北京京剧团（院）任编剧。
曾任过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
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曾在海内外以不同文字出
版过作品集20余部，其中除
《邂逅集》出版于1948年，《羊
舍的夜晚》出版于1963年外，
其余全部是1978年之后出版
发行的。他六十岁后转入创作
旺期。年过七十，犹每日伏案，
文笔无衰老气，亦属罕见。
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
《大洋记事》等，京剧剧本（范进
中举》、《沙家滨》（主要编者之
一）等。曾获得过全国优秀小
说奖及其他不同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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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散文珍藏本》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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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散文珍藏本》

精彩短评

1、1.28 满是用心记下的美
2、优美的散文
3、高中时买来看的，汪曾祺是我喜欢的几个作家之一。
4、文字行云流水，温润淡雅。很喜欢他的文字。特别是他对吃食的小谈。美味啊
5、在小兵yeye那看的,有的以前零零碎碎看过,都挺好.
6、对于生活小事的几篇非常有趣，还有对于文革问罪的反思，印象颇深刻
7、大好
8、在UNSW的图书馆竟然借到了这本 翻来覆去 爱不释手
9、果然是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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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散文珍藏本》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实在好看。小时候不大喜欢散文，觉得没意思，平平淡淡的连个起承转合都没有。也是稀
奇，后来突然喜欢上，便喜欢得一发不可收拾。若说看小说暗藏点自我代入的意淫，尤其是武侠玄幻
言情那一类，看随性而至的散文大概是认识自我/人生的开始吧。太柔弱无力和口诛笔伐的文字现下我
还是看不来，大致上也清楚自己喜欢的风格。高中上语文课老是讲形散而神不散，这话非得自己亲自
试验一番才好理解。是如隔壁的1.5，倒不全是因为看了艾青的诗集手痒痒，那本书赏析虽然不靠谱，
有些道理却还是普遍通用的。且为了印证写诗时，作者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福至心灵倚马万言又冥思苦
想推倒重建，就兴冲冲地开了贴——然而第二天我就懒得动了。译诗跟写诗也不太一样，北岛在《时
间的玫瑰》里仔仔细细推敲过好些诗句，我不懂，但觉得有意思。艾青那本书的序里也有提到，其英
译者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艾青的诗非常适合翻译。因为诗心不在字句而在情感上，翻译时对炼字要求
不高，译者的再创作空间也比较大。我对散文的要求很低，风格不限，内容不限，字数不限，舒服就
好。但舒服这种不清不白的词，就像人问你男朋友的标准你说看对眼就好一样，看起来要求低其实很
挑剔。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再舒服不过。舒服只是正在进行时的体验，尽管我向来认为读书这个一般性
的爱好，也就是图个舒服，但先生的文章舒服之外还有十分令人惊喜的结果：好看。好看到看了一遍
，立马想看第二遍。或许也因为对我脾性。作者有自己的气质，读者有自己的气质。判断一本书好不
好看，再怎么理论分析都是客观占少主观占多，凡事加个“我觉得”总不是坏事。这本书里写，“我
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我知道，即使我有那麼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
写不出有份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
或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
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
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是这个道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不贪多，不强求。汪曾祺先生
的文章，当对得起“行云流水”这个词。清而不浅，淡而有味。自然平和，又不乏幽默。幽默可能只
占两成，恰这两成又每每别出心裁画龙点睛。好比高邮鸭蛋那篇，姐姐看到我新借的书，翻了翻就说
尚还记得有个鸭蛋什么的，想来也是印象深刻。引自《端午的鸭蛋》：“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
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
、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
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有
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
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
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读到最后一句话，实在没忍住扑哧笑出声。再说西南联大。一句话：身不
能至，心向往之。其实写一万句话都表达不尽我无比的羡慕。我也知道现在并非不好，过去可能因回
忆而类似美好，但心里面就是向往得要命。汪曾祺先生引别人的结论说是自由，我是十分赞同的。思
维不僵化才是创造力的温床，部分国人太专心于眼前三分薄利，贪图捷径，人云亦云，我能理解，但
却不愿意。偏题了，对不起。这本书里很不幸我最喜欢的文章依然是讲西南联大的《跑警报》。决定
一会儿全文摘抄。汪曾祺先生怀人的文章大都哀而不伤。跟隔壁书贴一个道理，太过张扬喋喋不休反
而让人厌恶，克制的情感才有欲说还休的愁绪。比如写影响较深的几位作家，鲁迅先生，废名先生（
最近见着废名先生的次数好多，隔壁梁遇春也有），说到沈从文先生时，只有一句话：我是沈从文先
生的学生。两人风格类似，沈先生的文章多些天真之态，汪先生的文章带点自然之美。沈先生的水是
山间的泉水，汪先生的水却是水灵灵的露珠，浑圆通透，可爱非常。不似沈先生半路出家整个儿天赋
异禀，汪先生家学底子深厚，打小就精于文学。但性格上，我敢保证，师徒二人绝对极为相似。“他
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
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着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
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也尤其喜欢，“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精
图形的小小钩赛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
欢的草。”近来也颇喜欢张家的小四妹。知乎上有个问题问真正的民国闺秀是怎样，里头有个答案讲
她写书法唱昆曲，老来依旧温婉。我看得很入迷，还给姐姐截了段。张充和给姐夫沈先生拟的挽联也
极好，“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还有很多话想讲，又觉得自己太唠叨。读培根，
不是吃的那个培根，隔壁贴摘录了论文集里讲不幸的那句话，说在幸事里往往见得卑劣，在不幸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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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散文珍藏本》

能见着美德。信口翻译的，不记得原话。看汪曾祺先生的书，时常会想到这句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
帆风顺全无痛苦，但人总不能沉浸于痛苦自怨自艾，在平常生活甚至是苦难里，依旧怀有天真积极努
力地活着，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愧穷，才是真正的自在坦然。汪曾祺先生便是这么一个自在
坦然的人。
2、那时的文人真可爱，有才亦有原则，不卖弄，真真有种不亢不卑的气节看汪曾祺细细的写怎么种
荷花，细细的写葡萄如何生成有时显得天真“汉朝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汉朝没有硫铵。”有时显得慈
悲“哦，下了果了，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那时的文人没有方便的数码相机，所以
对于他们喜欢的事物，总是老实用心的记下，用细致美好的句子记下一切美的东西只有那时的文人，
才能以干净的心发现“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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