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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
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
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
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
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
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
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
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
我熟悉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
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
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
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
我熟悉中药的气味，熟悉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
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
我熟悉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
我熟悉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
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
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
潮退，河水又归平静。
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
难忘伞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
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
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
前四年在西南联大。
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
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
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冬，在上海，教中学。
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
所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
五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一九五○年夏，回北京。
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
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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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
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
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人
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一九九三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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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曾祺是民族的。
他作品的语言都是中国话。
学习民间，阅读经典，并且字句讲究。
    汪曾祺是继承传统的。
他的历史文化学养，来自博杂深入的阅读。
    汪曾祺是世界的。
他对外国现代作家作品有选择地用心学习。
    汪曾祺是时代的。
他对自己经历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有关注。
每个阶 段，都有写作。
他说过：“写作，是我生命全部。
” 汪曾祺是抒情的现实主义。
有花花草草、风俗饮馔，更有忧愤和抗争。
他有追求和谐、自由的传统文人情趣，但他的灵魂始终未能得到安宁，得到释放。
    本书始终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
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从他的阅读同写作，从他的交游与回忆，了解他，接近他。
特别收入了八篇弥足珍贵的散佚文章，作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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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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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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
新中国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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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刊物。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底调至北京京剧团(院)任编剧。
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曾在海内外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汪曾祺全集》于1998年出版。
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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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世界(代序)第一辑 感怀  故乡的食物  文游台　新校舍　翠湖心影　泡茶馆　水母　童歌小议　严
子陵钓台　林肯的鼻子　悬空的人　寻常茶话　七十书怀　写字　多年父子成兄弟　城隍·土地·灶
王爷　随遇而安　烟赋　泰山片石　悔不当初第二辑 交游　沈从文的寂寞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转业之谜　致朱德熙　改黄裳　噩寄爱荷华　铁凝印象第三辑 写作　我
的小说　“揉面”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抒情的现实主义
　我的散文　捡石子儿　西窗雨　万寿宫丁丁响　关于《受戒》第四辑 逝水　花园　我的家乡　我的
家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大莲姐姐　我的小学　我的初中　作品辑佚　钓　翠子　
谁是错的　驴　花·果子·旅行　冬天　幡与旌　蝴蝶编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汪曾祺说.我的世界>>

章节摘录

　　炒米和焦屑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
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
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
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
炒米是各地都有的。
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
这是很便宜的食品。
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
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的卖，那是泡着吃的。
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
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
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
那也是作坊里做的。
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
炒炒米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
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持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
的。
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
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
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
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
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
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
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
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
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
硬壳的钵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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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
的一个。
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
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
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
 本书始终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
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从他的阅读同写作，从他的交游与回忆，了解他，接近他。
特别收入了八篇弥足珍贵的散佚文章，作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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