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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性情中人云水之文　　汪曾祺散文的文体与中国文章学的传统　　(代序)　　季红真　　汪曾祺
先生的散文，“郁郁乎文哉！
”卓然海内一大家，独步一世，流传四海。
尽管他自谦地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
”好像是无心插柳。
紧接着的一句话是：“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把散文写好。
”’可见他对于散文的重视。
看似轻松平易，却是苦心经营。
综观他一生的创作，除去中间三十年的非常时期，首尾两端的大量作品，都体现着一些基本的美学风
格，构成他文学的主要成就。
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马鞍形”。
在这鞍子翘起的两端，鲜明地流露着他天真潇洒的性情。
尤其以散文文体的自由，行云流水一样冲淡平和自然流畅。
即使悲愤为文，也是以含蓄节制的笔法点到为止，不伤基本的文脉。
比较而言，早期的散文感觉更个人化，而晚年的散文更注重思想，因此也更平实。
他的散文内容之博雅，遍及人文地理、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处处
体现着他对世界的好奇，对民族、对人类深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体现着他独特的忧伤，内在的
欢乐、谐谑与幽默。
他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当然是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这用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很贴切。
一个性情中人，无时无刻不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
而所有的内容又都容纳在独特的文体形式中，看似随意的章法关联着深广的文化背景，沟通了中国文
章学的多个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文的大国，散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而更早的源头则是《尚书》中的部分
篇章。
这个文体一出现就具有了双重的意味，区别于来自民间的原始神话、诗歌与歌舞，它是官方的文献而
被纳入经的范畴；区别于集体的口头文学，它是文人个人创作的文字形式。
这两个特点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几千年来悠久深厚的散文传统。
其间又有赋、史传等多种文体的差别，有碑文、书、记、表文、哀诔等各种实用的文体。
骈文与散文的分野与抗衡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自魏晋开始延续到晚清，无论倾向如何，不
少的文人几乎都兼营两者，激进如章太炎也曾经作具有骈体文倾向的《哀山东赋》。
至于制艺的八股文，更是明清士子们必修的文体。
服务于庙堂，又体现个体的风格特征，这两者相反相成，制约着散文的发展。
或者以“知言养气”，“原道、征圣、宗经”，或者推崇言志，从文气的标举到性灵的倡导一脉相承
。
“不以辞害文，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孟子·公孙丑上》)，则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
从对文辞、音韵到结构形式的极端重视，到对于文体自然的呼吁，也是一个长久互动的过程。
文人创作逐渐远离庙堂，大量的笔记对于民间社会的关注，形成各种新的文体，笔记是典型。
即使可以上溯到经的古老范畴，但内容的演变，也推动了散文文体的变革，明清之际的小品文是代表
。
“五四”以后，翻译了不少域外的散文，影响了中国散文的发展。
所谓“人的发现与文的自觉”、“个性解放”的潮流中，诞生出一代卓越的散文家，鲁迅的浓烈沉郁
和周作人的冲淡平和，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影响着散文的发展。
同时引进的还有新的文体，小品文是其中的一支。
外来的潮流汇入古老的河道，已经融入中国文章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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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过程也是选择的过程，文化传统总是首先吸纳那些具有亲和力的异质文化，就是在文化震动的
时期概不能免。
何况翻译本身就是语言的过滤，理解的吸收，融入血液，不理解的则流失掉。
然后才是创造性的模仿，到达风格化的境界。
外来的散文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接续着悠久文明的新传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创作属于这个丰富而驳杂的传统，而且是充分汲取其中的养料。
他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顺乎自己的性情，对于传统进行了选
择，构成他文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任何传统都是多元复合的产物，中国的散文也不例外。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和文论著作中，他从文体入手，进行了充分个人化的评价：“《世说新语》记
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
唐宋以文章取仕。
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在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
宋入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
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
“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不可忽视。
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
”。
这样的欣赏趣味，体现着他的性情修养，对于传统凝视中的独白，呈现着心灵的独特形式。
也是由于这一性情的规定，他对于外来的散文也做了自由的评点：“‘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
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算是泰戈尔。
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
一个把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
我倒喜欢弗吉尼亚·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
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
生活本身是散散漫漫的。
”对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更是赞赏不止：“阿索林是我终身膜拜的作家。
”他的“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其实是诗。
”　　这两个传统，并不是一开始就水乳交融在他的意识中，前后有着矛盾与调整的过程。
一九八八年六月，他写道：“‘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形式，如新诗、戏剧，是外来的，小说也受了
外来的影响。
独有散文，确实土产。
那时翻译了一些外国的散文，但是影响不大，很少有人模仿他们那样去写。
近十年文学，相当一部分努力接受西方影响，被称为新潮和现代派。
但是，新潮派的诗、小说、戏剧，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出
。
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得出怎么新潮了。
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
”，一九九〇年底，他写道：“最近我看了两位青年作家的散文，很凑巧，两位都是女的。
她们的散文，一个是用意识流写的，一个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都是新潮，而且都写得不错。
这真是活报应。
这反映出我的文艺思想还是相当狭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
这一坦诚的矫正，既和时代的氛围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和他思想解放的程度有关系
。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艺术的探索者，从来不惜否定自己。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对于中外的散文进行了平行的类比，提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鲁迅的《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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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孝图》和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认为都是“学者散文”，“都可作很好的散文来读”。
一九九二年，他进一步辨析散文的文体来源：“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品’和‘晚明小品’，有质的不
同。
现在所说的‘小品文’的概念是从英国Essay移植过来的。
亦称‘小论文’，是和严肃的学术著作相对而言的。
小品文对某一个现象，某种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
”　　在这样的文化制高点上，他由散文的文体出发，对文化的断裂痛心疾首：“真正的断裂是四十
年代。
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
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
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中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
”他对于这个文体情有独钟，一开始就赋予它文化复兴的伟大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
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
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他在理论上呼吁，实践中躬行，对于中国散文的振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且，他充分地认识到散文这个文体的社会生态作用，看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状态与散文繁荣的
内在联系：“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
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
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
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
，或者像我以前说的那样需要‘滋润’。
人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
他需要找人说说，聊聊。
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交谈。
也许这说明读者对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乃至对草木虫鱼的兴趣提高了，对语言
，对文体的兴趣提高了，总之是文化素质提高了。
”　　这样的学术背景，使他的散文观以文体为纽带，连接起延绵不绝的文化气脉，并且自觉地追求
独创的风格：“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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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事此静坐》收录了汪先生几十年创作之精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出版意义。
当现代生活给人们施加了种种强大压力的时候，快餐似的大众娱乐文化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主要途径
，而能带来心灵安宁和享受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大家散文”系列丛书，包括汪曾祺的《无事此静坐》、钟敬文的《为了民谣的旅行》、宗璞的《那
青草覆盖的地方》、林斤澜的《杂花生树》，意在张扬大家风范，呈现老作家的人生轨迹，找回那种
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温柔敦厚、朴素挚真的文化传统。
　　《无事此静坐》收录了汪先生几十年创作之精华，时间跨度之大，在以往选本中实为少见。
且选家在选择时对内容也作了大致分类归纳，也算妥帖。
此选本是阅读和研究汪先生散文风貌与特色的得力之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出版意义。
文前已请著名评论家季红真作序，对阅读与研究汪先生散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事此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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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
与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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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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中人云水之文（代序）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老舍先生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金
岳霖先生蔡德惠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多年父子成兄弟西南
联大中文系昆明的雨翠湖心影跑警报泡茶馆新校舍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家乡我的家故乡的元宵国子监
午门忆旧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果园杂记葡萄月令人间草木淡淡秋光紫薇草木春秋昆虫备忘录湘行二记初
识楠溪江香港的乌林肯的鼻子悬空的人美国短筒美国女生——阿美利加明信片萝卜五味豆腐千丝手把
肉寻常茶话烟赋故乡的野菜四方食事马铃薯口蘑韭菜花果蔬秋浓释迦牟尼建文帝的下落杨慎在保山严
子陵钓台贾似道之死鳜鱼葵·薤宋朝人的吃喝词曲的方言与官话王磐的《野菜谱》步障：实物和常理
“小山重叠金明灭”呼雷豹城隍·土地·灶王爷文章杂事小说的散文化“揉面”——谈语言“无事此
静坐”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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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舍先生　　北京东城她兹府丰盛胡同有一座小院。
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
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
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
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
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絮青亲自莳弄的。
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
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
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
”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
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
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
远。
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问屋子走出来。
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
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
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
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
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
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
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
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罩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
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
你可以看看花。
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
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
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
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
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
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
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蛙声”如何画？
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
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
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
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
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
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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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
”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
“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
”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
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
“一下、两下、三下，行了！
”“再添一点，再添一点！
”“吃那么多呀！
”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
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
他这么着惯了。
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
”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
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
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
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
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
酒菜丰盛而有特点。
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
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
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
我记得有一次用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
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
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
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
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
很精致。
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
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
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
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
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
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
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
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
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
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
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
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作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
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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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
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
儿”绝了。
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
老舍先生亲自主持，作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
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
尾的和声用喉舌作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
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
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作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
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
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
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
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
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
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
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
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
　　《当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
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
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
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
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
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
”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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