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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
”，“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
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
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
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
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
在的。
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随遇而安》题目就透出了闲情逸致的情趣，汪曾祺把自个儿被错打成右派的苦难写成了“三生
有幸”，因为他下放时“切身体会了劳动是沉重的负担”，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所里，又成了“全国
盖无第二的吃过这么多种马铃薯品种的人”。
他就是这么随遇而安！
他要让读者到他静谧的文学天堂里悠闲一下，展现眼前的却是五味俱全，多姿多彩的生活。
　　汪曾祺融合着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审美趋向，无形地渗透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之中
。
读他的文章，那份感觉好比繁忙之余悠闲地品味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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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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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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
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
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甚么。
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
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磁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
学。
我穿花时，服伺我的女佣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
　　我们那里有这么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
坐车。
她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看，有甚么花开的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
掐花的自然又是我。
我乐于干这项差事。
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
，弯过去的，喏，唉，对了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给办到。
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
有时我陪花跟她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
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她们。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东西。
那时候我们在一处玩，从来只叫名字，不叫姑姑。
只有时写字条时如此称呼，而且写到这两个字时心里颇有种近于滑稽的感觉。
我轻轻揭开门帘，她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这两样东西了。
太阳照进来，令人明白感觉到花在吸着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乐。
我可以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随便找一本书看看，找一张纸写点甚么，或有心无意的画一个枕头花样
，把一切再恢复原来样子不留甚么痕迹，又自去了。
但她大都能发觉谁来过了。
　　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
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
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
出我家所在的巷子南头，是越塘。
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
我在小说《异秉》中所写的老朱，每天要到大淖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
老朱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我很敬重他。
他下水把水桶弄满(他两腿都是筋疙瘩——静脉曲张)，我就拣选平薄的瓦片打水漂。
我到一沟、二沟、三垛，都是坐船。
到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庵赵庄去，也是坐船。
我第一次离家乡去外地读高中，也是坐船——轮船。
　　水乡极富水产。
鱼之类。
乡人所重者为鳊、白、鲜(鲜花鱼即鳜鱼)。
虾有青白两种。
青虾宜炒虾仁，呛虾(活虾酒醉生吃)则用白虾。
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
小鱼有名“罗汉狗子”、“猫杀子”者，很好吃。
高邮湖蟹甚佳，以作醉蟹，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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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的大麻鸭是名种。
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
大麻鸭很能生蛋。
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邮咸蛋。
高邮鸭蛋双黄者甚多。
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邮，多肃然起敬，日：“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成鸭蛋似的!　　我的家乡不只出成鸭蛋。
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
　　县里的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
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莘老、王定国文酒游会之所。
台基在东山(一座土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
我小时常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着半节。
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过，觉得非常美。
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
这座塔原在陆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
镇国寺我小时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
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制的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
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水照壁。
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是一个和尚坐化后漆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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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经典是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和表情。
　　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的期望，鼓起现在的
勇气，不再虚空浮华、怀疑未来。
　　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以久的词句，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
是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却又是最宝贵的。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
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
感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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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汇集了汪曾祺先生的众多优秀散文创作，内容包括“草木春秋、四方食事、自得其乐、七载
云烟”等，他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艺术的作家，他在语言上追求平淡而有味，常常带着淡淡的幽默，
在平实、自然之中又时时流露出典雅雍容，显现出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语言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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