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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死》

内容概要

一路走来，笑语仍在回荡⋯⋯
荒芜岁月里一个儒者抒写的爱的文学
1.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唯一一位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散文大师。在散文和短篇
小说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
2.本书选取了汪曾祺小说的成名作，以及他在各个阶段创作的最为出名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非常经
典，可读性很强。
3.本书精装版，设计精美，适合阅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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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死》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
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师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
生的入室弟子。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出版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
。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被贾平凹誉为“文狐”。也被人们高度赞誉为中国最后一
位士大夫，唯一一位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散文大师。
他擅长于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随笔写来，仿佛是即兴偶感，但却能从中揭示人情的的温暖和朴直。
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端午的鸭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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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死》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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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死》

精彩短评

1、返璞归真
2、读汪老的文特别轻松，他愿意相信人是美好善良，乐观豁达的。
3、如果老爷子还在  舌尖上的中国  就是老爷子的合集了
4、平凡人不平凡的一生
5、最喜欢的还是受戒。喜欢他笔下铺陈的那幅过去的生活画面，那样的干净美好，富有人情味儿
6、小人物，大人生！
7、汪曾祺老先生已经跃居于我心目中最喜爱作家第一名。
8、他在文字世界操控着一个宇宙——高邮，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马尔克斯和汪曾祺也都是恬淡
可爱的人。
9、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书，能让我看了几页就想哭的，汪老写的也不煽情啊，只是举重若轻
，闲闲淡淡地写着，如果真的有时间旅行的话，我想去看看他，然后去看看苏轼，看完这两个人，我
可以一辈子不读书了。
10、最喜欢《受戒》和《仁慧》，最向往的爱情故事和最想走的人生道路！
11、民俗风情画家。
12、汪先生真可爱啊
13、民国期间的小故事，很多细节上描写的很深入人心，很容易被带入到清境中，一点都不乏味。
14、人活一世，草活一秋。
15、他写喜事，这边一个花骨朵那边一个花骨朵，故事的结尾短短几句哗的一下，花全开了。他写伤
心事，一滴眼泪凉凉缓缓，从高处飘飘悠悠，融在人心里。一个心软的老头儿，在荒诞的记忆里，寻
找“人情的温暖和朴直”。啊其实不是，想说的也没少说，都藏在故事里面啦。
16、平静
17、《受戒》感觉很清新美好，其他的就一般般了
18、一个给碎的文章，其实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9、于平淡处见生活
20、感觉汪老的小说还是有点絮⋯⋯
21、不要当小说读，当散文看。
22、好可爱的书
23、很舒服自然，觉得汪先生是个特别有情趣的人，生活中的一切一切在他眼中都是那么有意思
24、非常喜歡汪老的風格，淡而有味並且回味無窮。表面熱鬧，但是別人回甘，他的書是回苦啊
25、睡前
26、很好看，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书里看见了人世百态
27、白描手法，真是厉害至极
28、太美了
29、江淮乡土的风物人情，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人世间的烟火本色。
30、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有一种活泼泼仙灵灵的感觉，而且还那么温暖。
31、最爱没有之一。
32、悠然自得的老汪
33、汪曾祺的小说适合反复看，里面的人情气息很吸引人。
34、平常人 不平常的小事
35、不过是琐碎平常的市井生活，在汪老笔下娓娓展现，就透露出了朴素温暖的美好。崇尚的好文字
。
36、小小城镇里，小小人物的爱恨情仇，那些活得漫不经心的人只求饱暖，可他们的心里，装着着大
千世界的苦难，艰难的保留着一颗初心。
37、
1文风清奇，叙事流畅，语言简洁隽永。
2.慈悲心观士相，不论是悖逆（《受戒》里荸荠庵僧众的凡俗，），乱伦（《小孃孃》里谢家花园的
悲剧《小孃孃》，还是主动作恶行使欺骗（《卖眼镜的宝应人》），作者笔下的人物都不至于让人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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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死》

厌。文学毕竟不是道德伦理之学！
38、汪老先生写食物可以写的让我流口水，写传记令我恨不得回到那个年代 听云致秋唱一段 吃一盘仁
慧做的饺子。一些故事很美好，一些故事很奇妙。
39、没有起伏波澜，娓娓道来，一段文字就如一帧画面，平淡真实又有趣。每个故事都好温馨可爱呀
，暖冬读物。
40、有些故事读不懂啊，还是要慢慢品
41、印象最深的就是《受戒》，这个爱情故事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哈哈，好在最后终于遇到你。还有
就是《异秉》，这样的不同到成了飞黄腾达的理由了，哈哈
42、喜欢受戒 大淖记事和昙花鹤和鬼火 看完之后心里暖暖的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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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死》

精彩书评

1、我一般不读国内作家的文章。倒不是看不起国内文坛，而是大多数不对胃口。也许是身手语文课
之苦，凡是上过教材的作家，再好的文读起来也不喜欢。即便觉得好，如鲁迅、沈从文、王小波，觉
得他们的文章厉害，也没有过多的喜欢。但读这本汪曾祺的小说选集却立刻喜欢上这个老头儿。在读
汪曾祺之前我恶补过一阵子三岛由纪夫，三岛的文美得浪漫艳丽、美得波澜壮阔，美得凄凉凋零，我
觉得他的文字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奉他为描写之神。但看过汪曾祺之后，不夸张的说我立刻把三岛抛
之脑后。汪曾祺的文有一种纯洁、朴素、简约的美。恰如其分的描写，不过堆叠辞藻，不卖弄技巧，
行云流水般的行文写着生活中的事，将一个个不安时代下的小百姓生活展现出来，最难为可贵的是，
他的文，他笔下人物在凄惨也努力生活着。即便是描写文革中种种悲剧，他的人物也是在痛苦之中积
极活着的。这种“生”的正能量，至少我只在汪的文里面看过。而且，他的小说里面有传统，有文化
，看他谈吃，谈琴棋书画，谈花鸟，谈鸡鸭，谈戏剧，这都是一种学习，一种享受。说回这本精选集
，我喜欢的篇目《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云致秋行状》《礼俗大全》。有空我会把汪曾祺
的文集全套弄来读，他的文，读过之后让人忍不住来回品味。很喜欢。
2、这两年下来读了很多汪曾祺的书，这本还在翻，里面有些重复的故事。汪曾祺写了一个保姆，她
漂亮，声音好听，把汪的小孙女照顾的好好的，她被逼嫁给不喜欢的粗陋男人，从安徽农村逃出来，
费劲力气离婚，重新嫁人。她生了一个女儿，生活的有些辛苦，她很想念汪的小孙女，要她妈妈寄照
片和录音带给她。文章不长，但是我看完就心一酸哭了，我不知道我哭的是小保姆还是我对命运的恐
惧。汪写了很多小人物，保姆，车夫，农民，小摊贩。我看看那些人，看他们的命运。汪他就是平静
的把他看到的写出来，其实很残酷。他有时候也写一些高兴的事，写好吃的，写一些有趣的民俗风物
。关于汪的文字，我又太多想说的，有太多动容的了，可是我说不出来。关于汪的人生，也是我羡慕
，向往的人生。
3、以慈悲心观士相，不论是悖逆（《受戒》里荸荠庵僧众的凡俗，），乱伦（《小孃孃》里谢家花
园的悲剧《小孃孃》，还是主动作恶行使欺骗（《卖眼镜的宝应人》），作者笔下的人物都不至于让
人讨厌。文学毕竟不是道德伦理之学！贴一段，王宝应卖给潘小开的怀表受到质疑：“潘小开拈起一
个表轩：‘靠得住？’‘靠得住！’‘不会假’‘假？您是怕不是玉的，是人造的，松香、赛璐璐、
‘化学’’的？笑话！我王宝应在高邮做生意不是一天了，什么时候卖过假货？是真是假，一试便知
。玉不怕火，‘化学’的见火就着。当面试给你看’王宝应左手两个指头捏住一个表拴拴，右手划了
一根火彩，火苗一进表拴——呼，着了。”最后一句，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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