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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

内容概要

《汪曾祺小说》作者汪曾祺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个性。早期追求诗化的风格，小说中几乎没
有什么对话。中年的小说语言糅进了不少方言，不同地域人物的对话犹显文化差异。越近晚年越平实
，基本上走了一条从奇崛向平淡的发展道路。而且汪曾祺对于汉语用心良苦，近于训诂学者，不少已
经失传了的文字由他赋予鲜活的生命，比如对《大淖记事》“淖”的考证。汪曾祺的小说中，糅和了
文言、民间口语与当代各行业的熟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含量，是对现代汉语的杰出贡献。汪曾祺在用
语方面有着独特的创造，诸如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走进自己的工作”，以犯规的语法结构超越了语言
，带来陌生化的修辞效果，拓展了民族文学语言的表现力。
为了使读者更具体地感受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艺术，《汪曾祺小说》的编辑体例，在顾及到发表时间顺
序的同时，以题材分类。第一辑是汪曾祺以旧日生活为场景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故乡高邮、昆明与上
海三地的素材；第二辑是以当代生活为场景的作品，主要是发生在张家口与北京的故事；第三辑则是
汪曾祺对于古典题材与民间传说的重新改写。对于有志于研究汪曾祺小说艺术的读者，这种编辑体例
或许能提供一些方便。而对于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就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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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汪曾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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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们老师说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写的最好的人之一。
2、萧红 汪曾祺 王小波-------现当代文学史偏好前三位
3、相比较同是短篇小说选集的人文版《汪曾祺小说经典》，这个集子选的小说更多，但多选的篇章
中有些读来一般，40年代时的文笔还很飘逸，不是太喜欢。但是这个集子也都包括了最经典的几篇，
所以还是要力荐
4、挺喜欢汪曾祺的
5、治愈系妙笔
6、卧槽，16年前看过
7、是某个人推荐的，嘿嘿
8、2011年10月5号读完。
9、: �
I247/3183
10、好东西，里面有很多阿拉没看过的好小说；装帧设计得很好！
11、个别短篇读来很是费神
12、汪曾祺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枕边书......
13、晚年比早期好
14、一、可以作为其散文的变体来读；二、平凡人物的生活中蕴含着禅道；三、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系列一样，汪曾祺的可称为大淖水乡系列。
15、王先生的小说太精彩了。
16、  书中似淡实浓的文章和情感陪伴我度过几许长夜。
17、像是轻轻地吻在了雨上⋯⋯很好
18、我读的这种封面的散文
19、自然之美  天然之爱
20、充滿了我整個童年的 對於食物最初步的認識 啊 我果然還是 窮b以及尼姑的胃
21、“白菜味的东西”，耐嚼。
22、有些好作品没有选入
23、pu
24、2011.10.31 阅    民间生活的场景已经消亡，他以诗性的哀悼做了最后的回眸。我觉得汪曾祺先生小
说 不从纯文学的角度看 要比沈从文先生的好看。
25、太美了⋯⋯
26、后头写着写着就写到文革了 看着伤心
27、个性独立，风土人情考究严谨甚深，故事隐寓深刻
28、收藏之。
29、真心很不错啊 又瘾又耐看 别具一格
30、今天看到一句话，这篇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于是，翻了出来，重新感受了一下
这片清新
31、果然，王先生前期还带有青少年的抽象，后期愈加纯质。
32、感觉汪曾祺是个吃货，各种对事物很虔诚很描写细致= =、
33、喜欢那种文风 那种淡淡的语言 有味道
34、看似报流水帐,但看客读得有滋有味
35、说到底，我是一个爱故事的人⋯⋯人生就是一段段的故事，我爱看不一样的人生⋯⋯谢谢每一个
写故事的人，谢谢每个有故事的你。
36、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37、有味道。可以再三读。
38、图书馆里找到的
39、无比恬静安宁
40、"对于昔日乡土社会中久远的文化价值的神往，始终是维系着他漂泊的灵魂之鸢的一条精神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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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观的意义上，他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意识，融合在民间的文化价值中。这一精
神归宿，使他的民间立场植根于宽广的历史文化的莽原之中。"（季红真）
41、生活的感觉，充满人情的世界
42、哎呀 怎么写丑恶也写得那么纯那么美。受戒、大淖纪事、鸡鸭名家等自不必说，老先生写人情风
物真是顶顶好。
43、他的小说有一种力量在里面，你一般感觉不到，如果你不认真感觉
44、随手出神品。
45、好玩的人
46、“纯粹的文人”这个评价不过誉，感谢汪老！
47、高中图书馆的回忆啊⋯⋯江苏高邮人氏，风土人情，脉脉温情。
48、老汪的作品80％我都读过，“中国大陆最后一位文人学者”
49、浓郁的乡间气息。其中的小人物有着对于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无奈，却依旧写出了他们对于生活与
命运的自强不息、不言放弃。
50、扔前mark
51、汪老的文章全爱

52、最好看的，还是旧日生活。
53、《老鲁》，《鸡鸭名家》，《云致秋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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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那些代表性的著作都很美，我最喜欢的，却是《徙》。 在拥挤的地铁上，再次读完这篇时，地铁
刚好到达世纪大道站。匆匆收起书，随着人流漂浮到车外。像从一个伤感的梦境中醒来，心钝钝的疼
。将徙未徙，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可以前往停靠的地方。汪曾祺的小说，多半带着这层薄薄的灰色。
一直疑惑，写出这样淡淡文字的人，是怎样分裂的写出样板戏的。最近似乎隐约能够明白并且懂得了
。在同伴都被送去改造的时候，只有汪曾祺被留下在江青身边，创作样板戏。他是怎样小心翼翼的隐
藏起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沉默寡言的人。在知晓朋友在改造处的恐怖遭遇时，心里的波涛是如何被控
制在表情之下的？如果在改造处的老舍、巴金经历的是一场精神浩劫的话。汪曾祺则是不露声色或微
笑吞下这劫难的人。带着救赎的微笑，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孤儿。
2、小说总体的基调是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他笔下明明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却故意用一种
不以为然的笔调，用一种幽默、清新的语言来描绘。这就给人的心理和视觉上带来一种新鲜感，因而
显得更加吸引人。同样，小说的风格是很抒情的，但在小说中抒情也用得较少，甚至没有。这正是作
者的高明之处，直接抒情、滥用，就会陷入煽情的俗套。这让我想起北野武的电影，明明充斥着暴力
、黑帮、打斗、枪战，血腥无处不在，却将主人公塑造成了拥有孩童似的纯洁内心的人，他所做的都
是处于恶作剧心理，正是这种玩笑式的恶作剧消解了他电影的血腥和暴力。汪曾祺的小说也可以理解
为一种反抒情化，他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让人有一种想去抓、抓不住，因而迫切渴望跟着它走的感觉
。北野武的电影则是为了弱化，不管怎样，在文学或是影视创作中，为了达到某种效果，故意从反面
入手，有时候会有奇效。这对我们创作很有启发。初读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感受，但“思想就
像幽灵，刚在床边显现，没等我们看清它的样子，它就飘出窗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再读第二
、三遍，甚至合上书本的时候，心里却没有第一遍那么舒心、怡然了，感到作者在刻意给我们营造了
一个梦。看了之后很难受，舒服只是一个假象，只是单纯停留在欣赏表层。他所展现给我们的世界是
一个不搀杂一粒渣滓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天生敏感纤细，对现实存在很深的感悟力，看过之后反而会
对人生产生一种绝望。如同伤心的人听欢快的乐曲只会凭添悲伤，孤独的人置身在热闹的排场中只会
更加孤独。读净化尘世的文章只会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疼痛。人性不该这么纯粹、这么美，把我头脑中
关于人性的多面，包括黯淡的一面全部给消解了。有一种不真实感，一种逃避。在他的小说中，我读
到一种刻意回避真实，刻意节制欲望的感觉。作者为了突出人性与人生中富有诗意的本质，他对现实
进行了尽可能的过滤。我看了他的生平简介，他不是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丑与恶，恰恰是他太
敏感了，才不允许这种丑恶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前对汪曾祺没有过多的了解，包括他在文坛
上的地位，借了几部“世纪文学60家”精选集，在专家评分满分的作者里，只有5位，鲁迅、张爱玲、
沈从文、曹禺和汪曾祺。而我最喜欢的钱钟书和林语堂分别只有80分和54分。这就可以说，从纯文学
欣赏的角度来讲，他确实很伟大，那种散文风格的小说，那种“为文无法”的随便，随意洒脱、亲切
自然，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但我认为他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敢揭示人性，他对那种美小心保护
、爱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恰恰是阻碍他成为更伟大的小说家的障碍。他的作品没有深度，把人描
写得太单纯，没有恶来衬托。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样，置身其中，什么也看不到。因此，小说塑造
人物是虚假、苍白、无力的。这让我想到法国作家纪德的《田园交响乐》：乡村牧师收养了一个成为
孤儿的盲女，不仅对她关心备至，还极力启发她的心智，使她脱离蒙昧状态，领略外界的美。小女孩
依靠牧师的描述，在心中构想出了一副田间的百合花园，她说道：“那是火焰般的钟形花冠，天蓝色
的大钟形朵子洋溢着爱的芳香，晚风拂过便悠悠然地摇曳起来。”她兴奋地说：“我感觉到了！我看
到牧场上开满了田间百合花。”天长日久，小女孩爱上了牧师，却对牧师的儿子的求爱置之不理。直
到有一天，她治好了双眼，看到这个世界不像她想象中的那么美，她爱的不是牧师而是他的儿子雅克
时，她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理想和现实中的反差。于是，她只有选择了死这唯一的出路，假借采花失足
落水。这才是人性的真实，真实的残酷。汪曾祺说：“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
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我生活的信心、信念。”生活中确实存在美
，但这不是全部，作者略去大部分不谈，只取最理想化、最完美的一点来谈，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
的逃避态度。我想，这是不是也和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关，中国古代最到的道德标准是崇尚孔孟之类的
圣人。一味地去大力讴歌、赞颂“圣人”，对其他一些人性避而不谈，陷入一种文学禁忌，久而久之
，必然导致人性的分裂。大凡伟大作家都有“童心”，不愿接受成人世界的规则。汪曾祺如此，对比
国外作家，始终保持对人性真诚的也大有人在。列夫.托尔斯泰一开始就意识到他作为一个“贵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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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从结果的不平等去推导这个世界。他自己是个贵族，大农场主，认为有钱本身就是个错误，受过
教育一定有罪。人的知识、理性不但促使人去干坏事，而且赋予了干坏事的理论。因此产生了一种朴
素的真实和完满的人性。所以在他笔下，安娜和卡列宁、沃沦斯基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他们的结局只
能是一出悲剧，上流社会的悲剧。相反，列文却最终获得了幸福。他这种平民化的创作思想也是源于
审美上和情感上的障碍。不一定正确，但他却是清醒的，敢于直面现实的。相较之下，中国作家却缺
乏内在性的转化和外在的眼光，没有从人的生存内部进入，现当代作家，好象除了鲁迅，没有人想要
承担民族大义。因此，从单纯的文学欣赏角度来说，汪曾祺的小说满足了海德格尔所说文学是人类“
诗意的栖居”。太单一了，没有直面现实，从真正的人性入手，过度地追求一种风格、写作上的完满
，反而走入了一个极端。为什么中国的作家没有人获诺贝尔奖，走入了为文学而文学的越来越窄的死
胡同。
3、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 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9五个小小 的
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 一块9明海身上有一祌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 心
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 了。一《受戒》读汪曾祺的小说大约就有这样脚印踩
在心头痒 洋的感觉。这祌似有若无的散淡有一祌溥酒的滋味，不是 那些在故事中埋上兹兹冒烟的引
线，引逗着读者一 路小跑直奔结尾的“烧刀子小说”所能有的，也不 是急脾气的现代人所有福消受
的。汪曾祺将《边城》比喻成“一把花”，他自己的小说也可以作如 是观一信步走在山明水秀的文字
之中，也不去想 要去何处，听一段清风送来的山歌，看几跟溪边浣 纱的妇人，采几只摇头晃脑的果
子，不觉暝色之将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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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片溥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大淖记事》
4、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中有一节谈到了汪曾祺，称“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
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一位深得笔记之妙的小说家。”称其作品为“神品”。张大
春在这一章节中主要讲的是“笔记”，也便是所谓的“短篇小说们”，但是“汪曾祺非但不曾‘取用
’笔记，甚且在‘打造’笔记。他用字精省，点到则止。对于现、当代小说理论家、批评家信手拈来
又随手祭出的‘叙事观点’、‘心理分析’、‘性格刻画’、‘神话原型’、‘国族寓言’、‘政治
讽喻’⋯⋯丝毫未见措意。这并不是说汪曾祺所有的小说里都没有这些门道，或者经不起这些门道的
检验，而是说汪曾祺‘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是出于一种刻意为之
的努力，这份努力正是为今人早已习焉不察的短篇小说寻找出一个逼近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新领域，
而此一新领域偏偏就在吾辈多已弃之而不读的文言文坟堆里。”在汪老爷子的文字里很明显有看到一
条轨迹：早年前致力于意识流，随流畅但未免有些拗口，经积年累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老爷子可谓
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了，那些看似没头没尾的千余字的小故事，却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安乐居》
一文，不过写一个寻常小酒馆中的寻常酒客，却大有芸芸众生的味道，描摩出了各形各色的市井姿态
——老爷子北京用得真好。还是大春说得好：“汪曾祺渐老逢春，就有那么大的魄力——随手出神品
，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
5、旧书摊主和小偷L城是一座小城。在小城生活有一样大好处，上下班可以不用等公交车，挤地铁。
从我家到单位是条很热闹的路，南北向，五六里长。这一路上有小超市，小烟酒店，卖早饭的门面，
彩票店，药店，西医小诊所，幼儿园⋯⋯包子铺，一家中医门诊，甚至还有一家寿衣店。我喜欢在街
上走，除了散步外，还能感受到一种生之乐趣。这条街往北三四里，是个十字路口，一天到晚熙熙攘
攘，因为已到城郊，路口西北马路边，有不少附近村子里的人在摆摊卖菜。地上常有些烂菜叶子，刮
下的鱼鳞片，鸡毛鸭毛。一下点儿雨，路面上就汤汤水水。路口东边是个小公园。说起来是公园，里
面只有几棵大银杏。其余全是卖宠物的小门脸。卖金鱼的，卖猫的，卖宠物狗的，卖仙人掌的，卖花
鸟的。公园场子当中，总有几桌麻将。一进公园门，就能闻到一种特有的腥臭气。打麻将的人，倒悠
然自得。公园围墙外面，种着一大片松树。靠马路的那几棵松树下，摆着一个旧书摊。书摊真小。一
张四尺见方的黄绿色帆布，已经磨白。边缘处露出线头。绿帆布上摆着一些过期的旧杂志。也有些老
书：郭沫若诗选，革命烈士颂歌集，红岩⋯⋯盗版的围城，植物常见病虫害防治，鸡的养殖⋯⋯还有
一辆小三轮车。油漆都掉完了，锈迹斑斑。上面的书厚一些，品相也好，所以得到了旧书摊主人的特
殊待遇。有不少词典，地方志，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这些书大都是有些年头了，书口处都泛黄，有
霉点。比书更灰头土脸的，是它们的主人。摊主看起来五十多岁，矮个儿，干瘦，三七开的分头。一
身黑蓝色西服，九十年代的款式，洗得发白，成为摊主已经脱离时代很久的有力注脚。戴着副眼镜，
镜片有罐头底厚。镜片后的眼睛很大，圆睁着，透着点神经质，还带点惶惑。他就像一个落魄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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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被清退了的乡村教师。他刮风下雨的天气都不出摊，看到他时，必定是春秋佳日，连带着人的
心情也好起来。我平日喜欢看看书，胡诌些小文章，看到这旧书摊，总感觉有些亲切。只是这路口，
车水马龙，市声喧嚷，怕没几个人会朝这书摊看上一眼。我在旧书摊上花过四五钱，买了两本老连环
画，跟摊主聊过几句。他正值盛年，怎么就不上班了？他何以为生？有老婆孩子要照顾吗？我都不敢
问。我无端觉得他就是附近农村的，家里有房子有地，还有个能干的老婆，能由着他的性子。天气好
的日子，摊主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松树底下，守着他的摊。中午买个馒头吃了，在三轮车上架块木板
，他能在上面眯个午觉。下午四五点，下班后，偶尔看到摊主在下棋。跟他下棋的那个人没换过，看
来是摊主的棋友。那人年纪和摊主相仿，也干瘦，平头，衣着普通，尖下巴，眼睛很有神，总穿一双
黄跑鞋。要是夏天，天气还热，他们就在附近小卖部买两瓶冰镇啤酒，边下边喝，样子非常享受。我
有些羡慕他们。一天下班，看书摊老板下了会儿棋，往家走。路过小卖部，中年女店主叫住我：“你
要小心点！”“怎么了？”我有些诧异。“那个人是个耍手艺的。”女店主朝摊主朋友的位置呶了呶
嘴。“耍什么手艺？”店主伸出食指、中指，一夹，低声说：“扒手，小偷！”我有些不大相信，笑
笑就走了。没过几天，又路过十字路口，看到旧书摊那里围了很多人。我有些奇怪，就挤过去看看。
书摊老板坐在地上，腿伸成个“八”字。旧西服上沾了很多草屑，像在地上打过滚儿。他手上攥着张
一百元钞票，神色很哀伤，还在有气无力地骂着：“我日你先人！你个婊子养的，骗老子啊！老子还
不够遭业啊！你连我的钱也骗啊⋯⋯”周围还有人在劝他：“老板，算了，那人不会有好报，拿钱买
药吃⋯⋯想开点，想开点⋯⋯”后来我才听明白，有人拿一百块买了几本书，摊主也没细看，就找了
他七十块钱。中午去买馒头，才发现是张假钞。已经在这儿哭了一下午了。就在这时，一个人挤了进
来，一看，是摊主的棋友。他搞明白了怎么回事，从摊主手里拿过那张钞票。“我来看看”，他背过
身去，对着夕阳，把钱举得老高，“老林啊，你小子真是老眼浑花了啊！这钱没问题啊，你看看，这
水印，这金线，清清楚楚⋯⋯”摊主听了，精神一振，拿过钞票，仔仔细细，翻来覆去地又端详了好
几遍。嘿，还真没问题！摊主用袖子擦了擦鼻涕，傻笑起来，围观的众人都啧啧嘴，觉得真奇怪！“
走走走，”摊主的棋友拉起他，“到我家喝两杯去！”⋯⋯人群散了，摊主收拾好摊子跟着朋友一起
走了。看着旧书摊主跟他朋友在暮色中渐远的背影，我不禁想，要是那朋友是个小偷的话，真是位德
艺双馨的小偷啊！过了几年，园林局在公园外面的松树边上围了圈铁栅栏，我再也没有看到旧书摊主
人和他的棋友⋯⋯
6、这是汪老先生的散文《跑警报》中的一个对子，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躲避日军空袭警报时在山
洞中写下的。注意，是空袭警报，而非空袭，要不然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写一些人生啊，恋爱啊之类
的东东，呵呵。这篇散文看过差不多有十年了，但每次回想起来，一九四几年那群偏居昆明一隅的学
生们的情形，依旧如第一次阅读时的历历在目。警报天天有，敌机却不见得日日来，说是“跑警报”
，其实比走还要轻松些。更有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如春游一般的。警报响起后，有些男生便备好零
食、拿着课本，在女生宿舍门口接了女朋友一同出游（想起念书的时候在图书馆一对一对的情侣）；
最绝的是有位女生，每次别人跑警报的时候便从锅炉房打了开水，在寝室洗头。诺大的校园只有她一
个人，不争不抢，自由自在。本意是要说些汪老先生的小说的，却扯了半天散文的闲话，的确是因为
他的散文太有味道了。对于他的小说，特别是文革后的小说，读者历来就是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
派是推崇备至，认为这是小说的至高境界，大道无形，上善若水；另一派则认为不值一哂，既没人物
也没结构，不过是篇长一点的散文。想当年汪老先生在西南联大念书的时候，写的可是响当当的意识
流小说，正经的先锋作家。49年以后做过编剧，参与过《沙家浜》的创作。文革中曾经在中科院植物
所画马铃薯图谱，200多种标本，每样两个，画完了就烤烤吃了果腹。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自诩全中
国吃过土豆种类最多的人，呵呵。对了，汪老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
7、汪曾祺的名字，以前就听说过，但他的小说，一直没看过。或许看过，但忘记了。十几年前，家
里常年订的杂志，我喜欢翻看的，有三本，《小朋友》，《大众医学》和《小说月报》。初一时候，
学校盖房子，教舍不够，我们上午上课，下午放假。钻进老办公室（已经成为储物室）自习，作业本
摊在一边，却把从娘娘家里找来的《十月》《收获》《啄木鸟》《小说月报》过刊一阵乱读。正是92
，93年间的光景，汪曾祺的小说还不时见于文学刊物，所以，我说，可能看过，但印象不深。张大春
在《小说稗类》中有一章叫做“随手出神品”，摘录了汪曾祺短篇小说《鉴赏家》中的段落。说得人
心里痒痒，想看。就看了这个集子，看前言作者，是季红真选的。大体的分类如下：1949年以前（29
岁以前）的小说凡9篇。其余均为80，90年代作品，凡32篇。这32篇中，记录与故乡高邮人情世故相关
的小说凡18篇，和昆明有关的2篇。张家口1篇。北京7篇。另有1篇历史小说，2篇聊斋新编，1篇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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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其中高邮18篇虽然是全无情节关联的短篇，但却有内在的联系，读的时候，偶尔发现这些联系
，觉得很妙。比如《鉴赏家》中的画家季匋民（小说稗类中引作季陶民，也许是印错？），就在《岁
寒三友》中出场，指点过画师靳彝甫。再有就是保全堂药店，分别在小说《异秉（二）》和《薛大娘
》里作为重要场景和主要人物的背景出现。而小说《徙》中那位中学语文老师高北溟的女婿，汪厚基
，到了《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里，改了个名字叫做王厚堃出现了。汪曾祺写高邮和北京两地（以及惊
鸿一瞥的张家口）的故事，内容无非是些小市民，小工匠，手艺人家里，婚嫁丧娶的寻常俗事。做熏
烧和药店打杂的学徒（《异秉》）、挑夫和锡匠（《大淖记事》、修鞋的（《皮凤三楦房子》）、卖
果子的（《鉴赏家》）、买米的（《八千岁》）等等。这些故事的主角多生活在民国时期，偶尔作者
会提及他们在49年后的遭遇，篇幅较多的是《皮凤三楦房子》里。这里面也有几篇和知识分子有关的
，初中语文老师高北溟，大家族仅存的姑侄，精通礼俗的吕虎臣，明媒正娶自己丫环的鳏夫杨渔隐。
北京和张家口的八篇，有几篇政治背景很浓，看得人不是滋味，比如回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七里
茶坊》，从旁人眼里描述老舍自杀的《八月骄阳》，反映文革的《讲用》，《云致秋行状》（按云致
秋的原型是任志秋）。北京七篇里的最后一篇《祁茂顺》，主角祁茂顺也是手艺人，原先是糊烧活，
裱糊顶棚的。解放后转作蹬三轮车的。小说结尾处，祁茂顺帮旗人，金四爷裱糊顶棚，露了一手功夫
。@陈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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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汪曾祺小说》的笔记-第126页

        看了三篇，复仇，鉴赏家，岁寒三友，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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