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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之 言

品 读 杂 笔

汪曾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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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能架三重梯

汪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
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他幼年的积
淀。他说自己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见《认识
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他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
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韦先生所
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

《画网巾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
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跟乡贤、
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

小学、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
《剑南诗钞》他都读过。高中时他还买过一部词学丛
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

除了幼年时的家传、中学时代的熏习，待到了大
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更是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深
深浸染。他对面向新生的通识课《大一国文》大加赞
赏，认为选文独具匠心。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楚辞课，
朱自清先生的宋词课，唐兰先生的词选，王力先生的
诗法课，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还有《左传》
课、《史记》课、杜诗课等，都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

读过的书籍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笔下。比
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时，汪曾祺常援引他
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
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记
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说《陶庵梦
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在创作谈中他
也常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古曲作品，这实在是其经
验之谈。

北京有个青年问他：“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
“古今中外，乱七八糟。”他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

汪曾祺读杂书的兴趣始于十一二岁，那时他看了
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就对笔记、游记
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岭表录异》是本地理杂记，
为唐人刘恂所撰，记述岭南（今两广一带）异物异事，
尤其是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
法；《岭外代答》为宋代地理名著，记载了宋代岭南地
区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及物产资源、山
川、古迹等情况。

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常逛书摊，买一些
便宜的打折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杂书类，如

《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还有余澹心的《板

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
西南联大的翠湖图书馆、系图书馆、茶馆都留下他深

夜苦读的身影。从《南昭国志》到福尔摩斯，他逮着什么
看什么，甚至读过讲验尸的《宋提刑洗冤录》等。

汪先生对民间文艺造诣很深。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他就写过《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发表
于《民间文学》1956年10月号。“文革”之后，他发表的第
一篇文章不是小说，而是有关甘肃民歌的论文《“花儿”的
格律》，他还写过《读民歌札记》《我与民间文学》等。他说
过：“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
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见《两栖杂述》）这么强调民
间文艺，实在是他的“现身说法”。

（据《光明日报》作者：段春娟）

哲人有云，人生有三层楼：实用层面、审美层面、哲
学层面。

读书能架三重梯。
顺着书梯，先到实用层面，毋庸讳言，此处直指工具

性、功能性。去书店逛一圈，很多书都是为了“学以致
用”：帮青少年考学、考证的，指导中年人育儿、理财的，
教老年人养生、上网的……甚至告诉你咋旅游、咋买房、
咋说话。古时候的《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和今天的

《如何画思维导图》《如何高效做笔记》，甚至不以纸质存
在的种种知识付费，往往都属于这种，可以解决现实问
题，即刻转化为“生产力”，变成直观增益。

接着攀登，便来到审美层面。拿时髦的话来讲，就
是“诗和远方”。王羲之的字、毕加索的画、贝聿铭的建
筑、布列松的摄影、莎士比亚的戏剧、东野圭吾的推理小
说……翻看过、阅读过这些，倒未必能马上长出多大本
事、得多大实惠，可是，那种艺术上的感染力、精神上的
熏陶和愉悦，是实用书籍很难带给你的。审美书籍有深
有浅，近来多有名家著浅文，娓娓道来，掰开揉碎，教你

如何欣赏《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之美，或者告诉你
某段古典音乐的奥秘，真是如逢醴酪，不饮亦醉。

最后一截，则通往价值层面。探讨的经常是严肃、
深奥的大问题：宇宙从哪儿来、人类向哪儿去、如何判断
是非、怎么活出意义……跟着这些书琢磨，往往很烧脑、
很煎熬，然而一旦有所增益，则宛如醍醐灌顶，可在人生
的关键时刻悄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读霍金的书，把关
注点投向黑洞深处；甚至读刘慈欣的科幻，体会在宇宙
尺度上的变迁，再来审视身边的一些鸡虫小事，事还是
这些事，判断可能就不一样了。

读实用之书，为稻粱谋，人们有这个需要，实在不必
鄙夷；同时，也别因拘于功利，漠视对“诗和远方”的欣
赏、忽略对人和宇宙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应
该求得兼，一箭多星。

读实用书，做更强大的人；读审美书，做更有情趣的
人；读哲学书，做深度思考人生价值的人。当人人全方位
地享有读书的增益，充分汲取到不同书籍中的不同营养，
社会也将随之充满活力。（据《人民日报》作者：刘念）

现代人似乎都成了“手机控”。就拿我家来说，
全家三口人，下班、放学到家后，各自拿一部手机，各
据“地势”，鼓捣“掌上监狱”，全家人难得说上一句
话，更不要说倾心交流了。尤其是女儿，放了学，作
业也不写，书包一放，就掏出手机玩游戏，有时玩得
兴起，连晚饭都“没空吃”，真正是“废寝忘食”！

当我看到女儿一天到晚如醉如痴地玩手机而
荒废了功课时，心里更是着急。我和妻子商量，决
定和女儿共同签订“家庭同盟”：在家里要放下手
机，该写作业的写作业，该做家务的做家务，等都完
成任务了，就一起读书。

我家中有3万多册藏书，这下，我们可有“活
儿”啦！每天女儿写完作业、我帮妻子忙完家务后，
就一起坐在沙发上，一人一本书，分头读；或是两人
合读一本书，你读一段，我读一段。

由于我选的书适合女儿读，因此激起了女儿
读书的热情，手机自然就被甩到一边了。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女儿就读完了《美丽中国》系列和《趣
味历史》《中国民俗文化一本通》《小学生唐诗宋词
大全》等书籍。

丰富的阅读量带来了惊人的“战绩”。现在，
女儿的文化储量成倍增长，视野也越发地广阔，谈
天说地时，一副文绉绉的“小博士”模样，同学有什
么不懂的知识，都习惯性地向她请教。

家人的陪伴、家庭的熏陶、同学的认可、老师
的鼓励，使女儿彻底摆脱了“手机控”，一跃成为全
校的“阅读小明星”！在前不久全县举办的“诗词
大奖赛”上，女儿连闯五关，毫无悬念地夺取了大
赛的桂冠！

有位教育家说过：“如果父母是张弓，那么孩
子就是搭在这张弓上的箭。”孩子向哪个方向成长
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引领和熏
陶。放下手机去阅读，不仅使家里充满“书香”，也
让孩子收获了知识和阳光，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
形成了健康向上的良好家风。看来，“家庭同盟”
还要继续下去！

家 有 书 香

放下手机
和女儿共读
□钱国宏

本书是一部原创性史学著作。书中首次
论述中华文明具有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
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
其中，森林文化孕育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
真等直到满洲，文脉之承续，三千年不绝。以
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和多元文化，形成多元一
统的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东方。

《森林帝国》

★作者：阎崇年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好 书 推 介

正如作家汪兆骞所言：“北京的胡同和四
合院堪称一部地方志、文化史。在一条条消失
的或留下的胡同中，曾留下无数文化精英的足
迹。”《米粮库胡同往事》记述了自民国至今，曾
在米粮库胡同居住过的政要、将军、文化学者、
社会名士，如邓小平、李克农、唐天际、傅斯年、
罗尔纲、梁思成等，多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
物，正是这些名人学者的学养和思想文化，为
这条胡同增添了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

《米粮库胡同往事》

★作者：吴雅山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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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资料图片）

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高三时为
避战乱，他躲在乡下的庵中，随身携带的是屠格涅夫
的《猎人日记》。日后他曾说这本书改写了他的人
生，引他走上文学道路，“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
然 的 细 致 的 观 察 给 我 很 深 的 影 响 ”（见《西 窗
雨》）。但他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
联大时期。

这期间汪曾祺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的书
等。他钟情于契诃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说契诃夫按
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喜欢散文化的结构，喜欢他把

文字丢来丢去的，这正是他的现代性所在；说阿索林
的小说“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
活泼的、流动的”。他喜欢长篇《尤利西斯》《追忆似水
年华》等意识流式的小说，说《追忆似水年华》“纤细、
飘飘忽忽”，还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
传性的长篇。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
响，那时写就的小说《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就有意识
流的味道，很空灵。曾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是有点“洋”的，
应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读书是门暗功夫，是为一个人插上“隐形的翅膀”。写作更是受阅读的影响。
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先生专门写读书的文章并不多，只有《开卷有益》《读廉价书》

《谈读杂书》《书到用时》等数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阅读史及对读书的态度，
他主张随性读书、读杂书等。

本文所涉书单不是汪先生书房中的书，而是常见于其笔下的那些对他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书。梳理一下，这些书大致可分为传统文化、外国文学、杂书类等。让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走进他的阅读世界，探讨阅读与写作在汪先生这里有着
怎样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