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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乡土系列]小说，洋溢着和谐清新之美，处处充满了对健康美丽人性
的描绘。
他以优雅散淡的笔触，灵敏细致地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平凡中折射出人生哲理。
他的小说从容平淡，给人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就像一幅幅生动活法的画，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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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
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
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淖记事>>

书籍目录

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故里杂记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受戒异秉八千岁鉴赏家小姨娘仁慧薛大娘莱生小爷卖眼
镜的宝应人鸡毛星期天晚饭后的故事黄油烙饼七里茶坊安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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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踱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去尽的皮，就像
在做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
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停停，排成一排。
四只鸭翅，也白白净净，排成一排。
很漂亮，很可爱。
甚至那两个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
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里
面的蕊黄色的东西就翻出来了。
洗涮了几次，往鸭掌、鸭翅之间一放，样子很名贵，像一种珍奇的果品似的。
我很有兴趣地看着他用洁白的，然而男性的手，熟练地做着这样的事。
我小时候就爱看他用他的手做这一类的事，就像我爱看他画画刻图章一样。
我和父亲分别了十年，他的这双手我还是非常熟悉。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鸭掌、鸭翅是刚从鸡鸭店里买来的。
这个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
鸡鸭店都是回回开的。
这地方一定有很多回回。
我们家乡回回很少。
鸡鸭店全城似乎只有一家。
小小一问铺面，干净而寂寞。
门口挂着收拾好的白白净净的鸡鸭，很少有人买。
我每回走过时总觉得有一种使人难忘的印象袭来。
这家铺子有一种什么东西和别家不一样。
好像这是一个古代的店铺。
铺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个深巷高坡，上大街，拐角第一家便是。
主人相貌奇古，一个非常大的鼻子，鼻子上有很多小洞，通红通红，十分鲜艳，一个酒糟鼻子。
我从那个鼻子上认得了什么叫酒糟鼻子。
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无师自通，一看见就知道：“酒糟鼻子！
”我在外十年，时常会想起那个鼻子。
刚才在鸡鸭店又想起了那个鼻子。
现在那个鼻子的主人，那条斜阳古柳的巷子不知怎么样了⋯⋯那两个老人是谁？
一声鸡啼，一只金彩绚丽的大公鸡，一个很好看的鸡，在小院子里顾影徘徊，又高傲，又冷清。
　　那两个老人是谁呢，父亲跟他们招呼的，在江边的沙滩上？
⋯⋯　　街上回来，行过沙滩。
沙滩上有人在分鸭子。
四个男子汉站在一个大鸭圈里，在熙熙攘攘的鸭群里，一只一只，提着鸭脖子，看一看，分别丢在四
边几个较小的圈里。
他们看什么？
——四个人都一色是短棉袄，下面皆系青布鱼裙。
这一带，江南江北，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卖菱藕、芡实、芦柴、茭草的，都有这样
一条裙子。
系了这样一条大概宋朝就兴的布裙，戴上一顶瓦块毡帽，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行业的。
——看的是鸭头，分别公母？
母鸭下蛋，可能价钱卖得贵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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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鸭子上了市，多是卖给人吃，很少人家特为买了母鸭下蛋的。
单是为了分别公母，弄两个大圈就行了，把公鸭赶到一边，剩下的不都是母鸭了，无须这么麻烦。
是公是母，一眼不就看出来，得要那么提起来认一认么？
而且，几个圈里灰头绿头都有！
——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沉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
而深微的呼吁，悠悠富宫，悄怆感人。
东北风。
交过小雪了，真的入了冬了。
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的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
天气微阴，空气里潮润润的。
新麦，旧柳，抽了卷须的豌豆苗，散过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这点水气。
鸭子似乎也很满意这样的天气，显得比平常安静得多。
虽被提着脖子，并不表示抗议。
也由于那几个鸭贩子提得是地方，一提起，趁势就甩了过去，不致使它们痛苦。
甚至那一甩还会使它们得到筋肉伸张的快感，所以往来走动，煦煦然很自得的样子。
人多以为鸭子是很唠叨的动物，其实鸭子也有默处的时候。
不过这样大一群鸭子而能如此雍雍雅雅，我还从未见过。
它们今天早上大概都得到一顿饱餐了吧？
——什么地方送来一阵煮大麦芽的气味，香得很。
一定有人用长柄的大铲子在铜锅里慢慢搅和着，就要出糖。
——是约约斤两，把新鸭和老鸭分开？
也不对。
这些鸭子都差不多大，全是当年的，生日不是四月下旬就是五月初，上下差不了几天，骡马看牙口，
鸭子不是骡马，也看几岁口？
看，也得叫鸭子张开嘴，而鸭子嘴全都闭得扁扁的。
黄嘴也是扁扁的，绿嘴也是扁扁的。
即使掰开来看，也看不出所以然呀，全都是一圈细锯齿，分不开牙多牙少。
看的是嘴。
看什么呢？
哦，鸭嘴上有点东西，有一道一道印子，是刻出来的。
有的一道，有的两道，有的刻一个十字叉叉。
哦，这是记号！
这一群鸭子不是一家养的，主人相熟，搭伙运过江来了，混在一起，搅乱了，现在再分开，以便各自
出卖？
对了！
对了！
不错！
这个记号做得实在有道理。
　　江边风大，立久了究竟有点冷，走吧。
　　刚才运那一车鸡的两口子不知到了哪儿了。
一板车的鸡，一笼一笼堆得很高。
这些鸡是他们自己的，还是给别人家运的？
我起初真有些不平，这个男人真岂有此理，怎么叫女人拉车，自己却提了两只分量不大的蒲包在后面
踱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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