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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怀若谷”的“老头”
———访汪曾祺大女儿汪明

“10年后再次来到高
邮，感触很多，除了看到高邮
飞速发展带来的变化外，更
看到了高邮人民对父亲及其
文学作品的热爱。所以这次
高邮举行纪念父亲逝世 20
周年的活动，我们觉得就算
再忙，也得回来一趟。”16日
上午，在“永远的汪曾祺”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后，汪曾祺
的大女儿汪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激动地说。

“父亲是个非常随和的
人，在家里从未对我们高声
说过话，他在我们眼中就是
一个慈祥的‘老头’，我们丝
毫没有把他当大作家看待，
平时不仅我们‘攻击’他，就
连他的孙女都说他。”汪明笑
着说，孙女上小学时，老师让
他们回家多记一些形容词，
说是有利于写好作文。回家

后，孙女信心满满地翻开爷
爷的书寻找形容词，可是找
了半天都没找到一个形容
词，于是孙女对爷爷进行了
“批评教育”，说爷爷的文章
没有形容词，如果给自己的
老师评最多算是二类文。

“别看‘老头’为人随和，
每天与我们嘻嘻哈哈，但他对
文学创作却有很高的要求。”
汪明告诉记者，“老头”写文章
有个习惯，一篇小说从开头到
结尾必须构思好了之后才开
始写，而且在他写作的过程
中，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打
断他的思路。与此同时，“老
头”非常尊重自己的家人，每
一篇作品“出炉”后，他总是要
让家人先看看，而对于家人提
出的意见，他都会认真进行修
改，直到家人认可了他才满
意。“父亲生前每天除了要给

家人烧饭外，还要去做很多事
情，而他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时
间创作出这么多好的作品，这
对于家人来说至今都是个
迷。”汪明感叹道，父亲留给大
家的不仅仅是他耐人寻味的
作品，还有他对文学创作孜孜
不倦的追求与热爱。

王小敏

做饭是一种乐趣，北方面食是“老头”最爱
———访汪曾祺小女儿汪朝

“每天的午饭都是‘老
头’做，每道菜都有特色，他
比较喜欢做一些研究性菜品
给我们吃，像西红柿炒蛋、韭
菜蛋汤这些家常菜他一般

‘不放在眼里’，做饭对于他
来说就是一种乐趣。”汪曾祺
的小女儿汪朝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对‘老头’印象最深刻
的其中一件事要数他对做饭
有很高的要求。”汪朝说，“记
得有一次，我姐姐做了一道
西红柿炒鸡蛋，其中西红柿
和鸡蛋和在了一起，‘老头’
见状连连摇头，表示压根没
有美感，没有特色，不愿意吃
这么普通的菜，他希望做点
有新意或者是搞点有研究的
菜。”

“做饭对‘老头’来说是
一种享受。每到做午饭时间，

‘老头’便系上围裙，进厨房，
开始享受给我们做饭的时
光；平日里只要有时间，‘老
头’就会研究一些菜谱以便
给我们做。‘老头’最擅长做
淮扬菜，他的厨艺在北京的
文人圈子里是数一数二的，
但最喜欢吃的是北方的面
食，只是他并不擅长做面食，
每当哥哥和姐姐闲暇，给他
做一些面食时，他就会在边
上转悠，不知是研究哥哥姐
姐如何做还是嘴馋想去看看
解解馋。”说到这里，汪朝笑
了起来。

汪朝说，父亲和蔼可亲，
从未因为什么事情与他们大
声说话，对他们的教育也是

放任自由式。同时，父亲对于
做菜一直有研究，平时家里
有客人来访，都是父亲掌勺
招待客人。直到父亲晚年，家
里如果来了客人，平日里得
到父亲真传的哥哥汪朗便做
上几道菜招呼客人。

赵妍东方

我们愿为高邮的文化事业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访汪曾祺长子汪朗

“20年的时间足以让人
忘掉很多，但我没有想到在
高邮，至今仍有许多人在想
念他、追忆他。如今，在父亲
逝世 20周年这个特殊时刻，
他热爱的家乡再次为他举办
这样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们
感到非常高兴！”15日下午，
专程从北京赶来高邮，参加
父亲汪曾祺逝世 20周年纪
念活动的汪曾祺长子汪朗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满怀激动
之情地表示。

汪朗告诉记者，尽管父
亲已离开 20年，但他的音容
笑貌至今仍深刻印在每一个
汪家后辈的脑海中。“我的父
亲在儿女们的眼中，就是位
和蔼可亲的‘老头’，他性格
非常平和，为人处事也很低
调。平常和子女们相处，甚至
可以说没有长幼之分。有时
即使是外人在场，我们在言

谈话语之间，也会一不留神
把‘老头’冒出来，弄得别人
很纳闷，但父亲对此却一点
也不介意。”汪朗表示，正是
因为父亲这种带有随意性的
“人人平等”观念，使得他们
家庭氛围非常和谐，常常笑
声不断。

在谈到此次将父亲生前
部分物品无偿捐赠给家乡
高邮时，汪朗说，父亲能够
有今天的文学地位，是和
他笔下描写故乡的人和事
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高
邮这片水土的滋养，就不
可能成就他的文学事业。
所以，在得知高邮将在今
年重新修建一座汪曾祺纪
念馆时，他们全家经过商
议，决定将父亲生前在北
京的一处私人书房以及相
关物品全部捐赠给家乡汪
曾祺纪念馆。“希望我们的

捐赠，既可以进一步丰富
纪念馆的馆藏，也能给更
多喜爱父亲的汪迷提供精
神上的寄托和慰藉。”最
后，汪朗饱含深情地表示，
作为汪曾祺的后人，他们
非 常 愿 意 在 今 后 的 日 子
里，为父亲家乡的文化事
业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管玮玮/文 王林山/摄

汪曾祺的疯狂粉丝
———访著名作家、汪曾祺研究专家苏北

喜爱汪曾祺作品的人很
多，但有一个人不仅读了，还
觉得不过瘾，他把汪曾祺写
的《晚饭花集》用笔抄下，抄
了整整四本笔记本。他就是
写过《一汪情深》和《忆·读汪
曾祺》的作家苏北。这次在纪
念汪曾祺逝世 20周年活动
中，记者有幸采访了汪老的
这位疯狂粉丝。

“先生外表冷淡，但内心
极热，每每与他交谈时，他一
般都不说话，但是会冷不丁
地说一句，而这一句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话。遗憾他在世
时，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以
至于后来我疯狂地读他的作
品，来深入了解先生。”苏北
告诉记者。在他的眼中，汪曾
祺亦师亦友更似亲人。“大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

始读汪老的书，那时县里几
个青年一同学习文学创作，
我的家乡在安徽天长，临近
汪老的家乡高邮，文化习俗、
语言方面比较相像，汪老的
作品让我感到好似回到了家
乡，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和家
乡的语言，让我倍感亲切。”

苏北说，当时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听说汪老在北京
京剧院工作，就将自己看汪
老作品时记的笔记寄了过
去，但很久都没有消息，他也
不抱希望了。1989年，他到
鲁迅文学院进修，5月的一
天，他遇到了汪老。当时的他
激动万分，告诉汪老自己是
天长人，曾给他寄过四本笔
记本，随后带他去房间坐了
一会儿，之后的联系便一直
没有断。

“高邮是汪老的故乡，我
的家乡是高邮邻县天长，我
对汪老的感情无法言语，我
们有着一样的乡音，就好像
亲人一般，以至于后来我写
了很多关于汪老的文字，这
一写就写了二十年。”苏北
说。 赵妍东方

要让汪老闪烁人性之美和哲学之光的文章传播更广
———访高邮文化名人朱延庆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现
代文学的杰出人物之一，也
是高邮文化的一面旗帜。多
少年来，高邮文坛的青年才
俊，就因为受到他的影响，写
出了无数赞美家乡的精美佳
作。如今，我市市委、市政府
再次修建和布展汪曾祺纪念
馆，这无疑能让更多文学爱
好者尤其是汪迷们见识到一
个平民化的汪曾祺。”16日上
午，我市文化名人朱延庆作
为文化界代表参加完汪曾祺
纪念馆开工仪式后，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朱延庆说，汪曾祺是一
个胸怀宽广的平民文学家，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他总是
能写出向善向美的文章，并
用这些作品净化着社会风
气、温暖着人们的心灵。因
此，尽管汪老已离开我们 20

年，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读
汪老的文章，仍能从他留给
我们的那些文字中深切感受
到他传递给这个世界的美与
善。同时，汪老也是一位富有
哲学思想的文学家，他的文
章多处蕴含着深刻的“儒佛
道”精神内涵，让人读之深受
启发和教导。

朱延庆表示，作为从高
邮走出的名人，汪老是一个
值得所有高邮人为之自豪和
骄傲的人，在其生前所写的
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
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描写了家
乡高邮的人和事。高邮的湖、
高邮的街、高邮的小吃、高邮
的房屋……无一不成为汪老
笔下最为出彩的文章，他的
作品早已成为宣传高邮的一
张闪亮名片。如今，市委、市
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汪老及

其作品，这必将对我市创造
高品位、高质量的地方文化
品牌，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
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也希望，今后，市委、市政
府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
深入而广泛地宣传汪老，并
让汪老闪烁人性之美、哲学
之光的文章传播更广。”朱延
庆说。管玮玮/文 王林山/摄

他是把高邮当成世界来写作
———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

“汪曾祺是一个非常有
趣的长辈，甚至可以说是某
种生活样式的示范，他的生
活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6日上午，在“永远的汪曾
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记
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杨早，倾听他
讲述自己对汪曾祺的崇敬和
爱戴之情。

杨早说，汪曾祺是一个
智者，他明白人世间的艰辛，
但他内心有坚定的追求和对
美好的守护，所以他不愿意
把自己的苦难渲染性地告诉
大家，他在避免悲情方面始
终坚持着自己强硬的原则。
这正是他与其他作家、圣人
的不同之处。

“拜读汪曾祺的文字可
以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
事。”杨早告诉记者，汪曾祺

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在于立
言。汪曾祺曾说过，一方面，
他觉得自己的文字要有益于
世道人心；另一方面，他又觉
得文字的力量要让世界更加
诗化。“而实际上汪曾祺把这
两条路合二为一了，这是非
常难得的。”杨早说，“汪曾祺
是 20世纪文学的结束点和
标志点，他的传统会影响我
们，但我们却很难再重蹈他
创作文学、传播文学的方式，
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又将是一
个新的起点。”

对于参加此次纪念汪曾
祺逝世 20周年的活动，杨早
激动之余，也对高邮如何做
好宣传提出建议。“汪曾祺小
说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在写
高邮，在他心目中高邮就是
一个世界，他是把高邮当成
世界来写作，因此高邮对他

来说既是实在的高邮，又是
文字中的高邮世界。”杨早
说，高邮在做纪念汪曾祺活
动的时候，要给大家看到一
个汪曾祺笔下的带有乡土精
神的高邮，要让大家觉得是
来看汪曾祺的高邮，而不是
看高邮的汪曾祺。

王小敏

永远的汪曾祺
———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人物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