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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营北线：“营北
学校X41”开关至“营
园营北L277”开关之
间原定于 2020 年 5
月23日7时30分至
2020年5月23日13
时30分停电，现改为
2020 年 5 月 23 日 7
时30分至2020年 5
月23日10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周巷村、双马村、

周巷社区、胡荡村
02#、03#、06#、08#-
11# 变 ，周 巷 集 镇
02#、04#、16#变，双
沟村01#-05#、08#-
14#变，新马村01#、
03#、07#- 10#、12#
变，周巷新农贸市场
01#变；高邮市金叶
制衣厂、扬州市顺邮
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
司、扬州秀杰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扬州朝
晖农业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高邮市刘西机
械配件厂、扬州伊尚
服饰有限公司、扬州
丰彩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扬州欣伟织造有
限公司、高邮市高邮
灌区管理处、扬州市
佳乐灯具有限公司、
高邮市周巷林峰彩钢
五金安装厂、扬州芯
华瑞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扬州宇通服装有
限公司、扬州高新电
缆材料有限公司、扬
州远拓线缆有限公
司、周巷轮窑厂、高邮
市临泽镇敬老院、高
邮市海燕服饰制衣
厂、扬州市永昌鞋业
有限公司、扬州市鑫
发米业有限公司、扬
州联发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扬州市鸿利达
鞋业有限公司、高邮
市海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备战河排涝站、
二号河排涝站、高邮
市周巷镇人民政府、
高邮市周巷镇周巷村
村民委员会、周巷再
生造纸厂、扬州鸿元
鞋业有限公司、江苏
双兔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扬州杰华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扬州市
奋搏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扬州市方正铜业
有限公司、扬州市美
中米业有限公司、扬
州秀杰塑胶制品有限
公司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营北线：“营北
乜虾X42”开关至“营
园营北L277”开关之
间原定于 2020 年 5
月23日7时30分至
2020年5月23日13
时30分停电，现改为
2020 年 5 月 23 日 7
时30分至2020年 5
月23日14时00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双马村、双沟村

01#- 05#、08#- 15#
变，新马村03#、07#-
10#变，高邮市临泽
镇敬老院、周巷再生
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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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常以世系表谱的形式，展示
某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的
事迹。

值汪曾祺纪念馆开馆之际，闲
聊几句高邮汪氏家谱。

高邮出生的汪曾祺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描
写家乡的人和事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蜚声海内外。汪先
生出名后，研究汪先生家世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其中重
要的参考文献为《汪氏族谱》。

高邮汪氏所在的《汪氏族谱》曾多次续谱，最近的一
次是上世纪90年代。大概是1991年前后，有灌南来的
两位60多岁的老人，由街坊领到我父亲家，说是寻访姓
汪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为续修汪氏族谱而来，因原族
谱中有《起凤公迁高邮氏系图》，故特至高邮寻访汪氏。
并说这套老家谱，文革中多已被毁，灌南新安镇侥幸留
下一套完整家谱，现遇太平盛世，当地汪氏商议欲修谱，
成立了组织，派专人四出寻访。在各地请长者负责本地
汪氏谱系材料，再集中至灌南。当时商定了谱系格式，
上谱的具体材料信息等等，并请高邮汪氏着一人为修谱
写序。我父亲负责收集高邮汪氏的材料，他推荐由汪曾
祺代表高邮作序，并介绍了汪曾祺。其时汪曾祺已名声
大振，提起京剧《沙家浜》，无人不晓。

汪曾祺撰写的序由汪丽纹、金家渝夫妇转给我父亲，
其中写道“闻之祖父云：汪本姫姓，文王之后也，时代久
远，未可稽考……绳其祖武，不坠家声，清白为人，永葆令
誉，各尽所长，以利邦国，瞩望来者，其共勉之。高邮第八
十九世裔孙汪曾祺”。文中“时代久远，未可稽考”，征得
汪曾祺同意，父亲改为“虽时代久远，仍可稽可考”。

1993年底，《汪氏族谱》一套八册到手，翻看内容，
深感修谱之事，实属不易，个中艰辛，非亲历者不能知。
其中不足，尤在文字。有些字先对后误，有些一直是错
字，致文中意思不顺。此次续修前的叙述，多为文言，现
在人读之颇为费力。这些都木已成舟，难以改动。

老谱中，对女姓不作记载，只是对其中延续的重要
人物，部分注有“娶某氏”的简要记录，多少年后，这“某
氏”便作了“某太孺人”。这次新谱，对1980年代所生子
女（多为独生子女），无论男女，都作了记载，开了好头。

从老谱知，上一次续谱成谱时间为1925年。《续谱
序一》说，“1914年，江苏灌南新安有人义务修谱，历时
11年，采访八载，编辑三秋，万里飘蓬，栉风沐雨，含苦
茹辛，百折不回，于1925年成书，共二十卷，印一百九十
五套发于族人。”那次修谱，高邮汪氏写序人为八十七世
高邮汪嘉勋（汪曾祺祖父），汪嘉勋于卷首作《汪氏族谱
序》，且在分册《迁高邮世系图》中又有《高邮支谱序》，落
款为“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四月既望迁邮第七世孙 嘉
勋谨识”。两次续谱，祖孙二人先后作序，难得。

1925年续谱中，汪嘉勋所作分册《高邮支谱序》中
写道：……盖自子祥公讳，起凤殁于徽之原籍，刘太孺人
尽室来邮，依典业为生计，故公墓在徽，而孺人之墓在
邮。清例，土著六十年准入籍，然产除原籍，以杜跨考之
弊。（笔者注，本小节中括号内同：自起凤公，八十一世，
字子祥，于安徽原籍去世后，其夫人刘氏（高邮籍）即领
所有子女来到高邮，以典当为业，所以起凤公的墓在安
徽原籍，而刘太夫人的墓在高邮。清代规定，外籍移民
某地，需六十年后才能加入所迁地户籍，且要在原籍去
除户籍，为的是杜绝跨地参加科考之弊。）先人百计经营
所费不赀矣，今以通族计之，世己（应为已）及十，而家仅
数十，非繁衍者比。然谱系不明，殊非敬宗收族之义。
适灌云诸同宗联合十余县兴此举，衰集（应为裒pou
集，作聚集讲）成编，居邮者之幸，亦匪独邮者之幸也
……

《高邮支谱序》自述了祖先自安
徽迁邮原因，借清例暗陈自迁邮后，
汪氏多年未有功名之因，赞续谱之
义。

汪氏八十一世起凤于1707年
逝，其夫人刘氏率子迁邮，其后八十二、八十三世未有功
名记载，自八十四世汪淋起，始有“从九品衔、国学生、诰
封议朝大夫”之述，然后后世多次有“截取知县、举人、九
品官、五品衔、中宪大夫”等功名、诰封记录。第八十四
世汪淋生于1752年，八十一世汪起凤逝于1707年，经
45年。再十数年后，汪淋成年，参加科考，得功名，这其
间历经刘太夫人“尽室来邮”，祖父辈不能参与科考，时
间已达六十年。如《序》中说“清例土著六十年准入籍，
然产除原籍，以杜跨考之弊”。这与季红真教授《汪曾祺
家世》文中“……最晚也是到了他（指曾祺）曾祖父（八十
六世）一代，高邮汪家才出了有功名的人”所述有悖。

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中说，“我家的大门开在科甲
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巷
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一名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
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
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中秀才、中举
人的报条。有年头了。……”这些话，季红真教授在《汪
曾祺家世》一文中亦作过引用，并说：汪家直系后人也坚
持这一说法，大概得自他们父亲的口述。

查高邮支谱，汪恒（汪曾祺与我的曾祖父，行三）为
“光绪辛巳年恩贡，五品衔，曾任元和县、荆溪县（属苏
州、常州府）训导”，未曾有举人之说。若有举人功名，其
子汪嘉勋（曾祺祖父）作序（时为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时的那次续修，定应有补续。祖先中稍有功名者，家谱
焉有不书？汪嘉勋自己为恩贡，恩贡与拔贡不全同。涉
及自身，修谱也应作补充。而汪恒同辈中的老大汪芬是
有功名的，家谱说他“诰授中宪大夫，‘道衔’（清，道一级
官衔）、‘截取知县’（清代候补官员，但他一生并未为
官），同治丁卯科举人”。“因为举人，故称所住之巷为科
甲巷”（我父亲《高邮汪氏家族简述》一文。父亲1925年
生人，虽小于汪曾祺，但在邮时间远长于汪曾祺，许多事
情的记忆，应比较清楚）。汪曾祺《我的家》写于1991年
9月19日，发表在1991年第12期《作家》上，写在这次
续谱前。汪曾祺先生文与《高邮支谱》所记，窃以为应以
家谱所记为准。时间久远，口口相传的信息有误，难免。

季红真教授在《汪曾祺家世》写道：汪曾祺《续谱序
二》中落款是“高邮第八十九世裔孙”，可见是从汪华开
始排序，不是以文王为祖。但查家谱《续谱序一》中所述
大意为：鲁成公二子，因其手有汪字纹样，赐姓汪，其封
地在颕川，得名为汪颕川，是为汪氏宗族得姓始祖。自
颕川始祖起至汪华已四十四世。这说明排序是从始祖
颕川起至汪曾祺为八十九世矣。

1925年续谱，已有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婚姻记载：
娶杨氏，继张氏，子曾祺出嗣（过继给二伯汪长生）。
1993年续谱，应把1925至1993年之间的许多信息续
上的，不知何故，谱中未出现汪曾祺的第二位继母任
氏，也未出现张氏、任氏两位继母生的所有子女（男性
早亡的不上谱、女性不上谱是惯例），但补出了已去世
的汪曾祥。家谱中出现的汪曾祥，纪念馆
《家世简表》中却未提及。于是，汪曾祺便
少了这样一位弟弟，当事人亲属会有什么
感受？这样做，不知是否和汪曾祺家人、亲
属及汪曾祺研究者商量过？许多事情，时
代因之，当坦然面对。既是研究，应还原现
实，才是忠实于史。

以上，实为闲话，无有争辩之意。

闲话汪氏家谱
□ 汪泰

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
10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
隆重推出《百年曾祺》一书。此
书由梁由之先生主编，他在后记
中说：“本书近30万字，全方位
展示了几代人从不同时段、层
面、角度对汪老其人其书的解读
分析和议论，精彩纷呈，饶有意趣。同
时，也为汪曾祺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
得的文本。”

《百年曾祺》将拙作《汪曾祺和京剧
的恩恩怨怨》收入其中，这让我感到不
胜荣幸。更让我高兴的是，正文仅62篇
的全书中，收入高邮本地作者的作品有
10篇左右，几占六分之一。想想全国有
那么多写汪老的美文佳作，碍于篇幅有
限，梁先生左思右想，反复斟酌，最后下
狠心决定：除对林斤澜、邓友梅两位汪
老生前的挚友做出照顾外，其他每人限
选一篇；再看看书中的作者多为文坛高
手，相比之下，我们高邮的作者则基本
属藉藉无名者。这么一想一看，不但深
感梁先生对高邮作者浓浓的厚爱之意，
更体会他对我乡众多文学后来人有意
提携的良苦用心。

我还注意到，入选《百年曾祺》一书
的高邮地方作者的作品，基本都选自
2017年4月由广陵书社出版的《高邮人
写汪曾祺》一书，而此书的主编是这几
年创作势头正不断向上且成绩可嘉的
作家王树兴，他也是高邮水土哺育成长
起来的有望后生。收到《百年曾祺》样
书后，我立即发微信给树兴，祝贺他编
的《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有多篇入
选。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我写汪老
的纪念文章很少，要求自己多点实际行
动，多一个吃汪老的不如多个爱汪老
的。曾经的编辑工作培养了我应具的
出版人素质，为人做嫁衣多多益善。”王
树兴这番话说得很好，我读了欣慰，并
为他点赞。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文坛之后，随着
他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影响与日俱增，他
的文学理论、文学精神，已成了当代文
学界学习、研究的热门学问和常议话
题，这一切都让我们高邮人感到自豪，
也更加自觉地把继承和学习汪曾祺，做
为推动与发展高邮地方文化事业的强
大动力。自古以来，高邮文风一直很
盛，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不是偶
然。我一直认为并多次向家乡文友提
出希望和建议，我们有幸与汪曾祺生在
同一时代，这是上苍赐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
良机，以汪老为榜样，踏踏实实地把学
习与宣传汪曾祺的事业切实做好。只
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为高邮地方文化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做贡献的同时，也提高
自己的写作水平，并有可能写出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家乡，也无愧于我们自己
的好作品。

现在，汪曾祺在当代文坛的影响真
的是蒸蒸日上，贾平凹甚至虔诚地说

“汪曾祺是个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
并非我凭空随意夸大，在我看来，自汪
老新时期横空出世后，我们高邮文化事
业、文化人，就开始沾汪老的光，依靠汪
老这块金字招牌，连连不断受益。我们
所做的一切与“汪曾祺”有关的事，所写
的、编的那一篇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和一
本本书，都仿佛得到特别的通行证，都
陡然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王树兴主
编的《高邮人写汪曾祺》获得成功，不是
孤例；赵德清创办起网络品牌栏目“汪
迷部落”，更是因为这是与汪曾祺密切
相关。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件事中总
结出两条宝贵的经验：一，如汪老多次
说“我们家乡是出人才的”，希望大家不
要自卑；二，具体到宣传与学习汪曾祺
一事来说，高邮的宣传文化部门、众多
文化人在大力向全国文学艺术界学习
的同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取得
同样优异的成绩，关键是从高邮的实际
出发，扬长避短，努力创新。

毋庸讳言，要学习好宣传好汪曾祺
这样的文学大师，以我们一个县级市的
文化基础、人力、物力，都存在明显的

“短”。特别是我们的文化宣传力量一
时还不能达到专家学者们的学识高度，
已有的知识底蕴一时也难适应现实宣
传的需要。但我们也有他乡人甚至包
括一些专家学者所缺少的“长”，这就
是，我们与汪老同乡，我们熟悉汪老赖
以成长的生活环境。我们的“长”，正是
非高邮人的外乡人的“短”。所以，我们
在清醒地看到“短”的同时，更要下功
夫、花大气力把自己的长处用足。什么
时候把扬长避短这项工作做好了，我相
信，十有八九是能把事情办好的。

扬长避短写新篇
——从《百年曾祺》一书说开去

□ 陆建华

凡是读过汪曾祺的《徙》，
都会知道高北溟先生是汪曾
祺的老师。而高北溟先生的
老师是谁，汪迷晓得的未必
多。史料表明，高北溟先生
先后受业于王淡明、杨甓渔两位前清遗老，对其
学业帮助极大。

先说王淡明。其生卒时间不明。主要靠课
徒鬻文为生。民国时期高邮的《文艺周刊》表
明，王淡明系王引之的曾孙。然查《高邮王氏世
系图》，并未见到淡明之名。他在《文盂》上作卖
文的广告，称为“鬻文旧例”，时为1922年9月。
其旧例的大意是，他已不再课徒，于1917年“弃
缙绅”“道出申江白云观”，成了一名道士。他说
卖文的收入，三分之二用于刻过去写的文章，三
分之一用于游学之需。所开润笔费用亦不菲，
300字一篇文章就要30元，且每加百字再加4
元，而骈体文则需翻番资费。其他的诗词曲联
概有定价，多少有异。他还言明，此卖文旧例，
是与王国维、曾熙农、程德全等人同订，以表明
自己的身价。凡有求者，都可与上海西白云观
联系。这就是一个入道之后的文人卖文为生的
道白，长短计价，大概也是无可奈何。旧例结
尾，他再次申明，凡“讥讽讪谤文字，恕不遵命”，
一个良知未泯的文人之心，可掬可佩。

往年春节，高北溟都要到汪淡明先生处拜
年，有一年却因病未出门。回邮的王淡明先生
得知，便敲门而入，其时，他头梳发髻，银须冉
冉，身着道服，风度翩翩，有飘飘欲仙之态。高

北溟见了，立马作揖跪拜，行
弟子之礼。

再说杨甓渔。其乃高邮
“杨八房”中的“杨二房”杨芾
之子，名遵路，字由之，号甓

渔。杨甓渔出身名门望族，亦系当时高邮文坛
的领军人物，《文盂》由他主办，其他文友协办。
有一位王其相君，吟诗颂友，诗云：“珠湖百里水
迢迢，蔚起文盂泛艺潮。不愿上书干宰相，尽堪
下酒话渔樵。奇闻轶事凭搜索，短句长歌慰寂
寥。从此风行遍海内，主盟坛占姓名标。”

杨甓渔家富得流油，却也为卖文刊发润笔
的条例。诚然，他的卖文与王淡明不可同日而
语，而是写文自娱，卖文生趣。从他的润笔条例
得知：他少承家学，诗文词赋卓有根柢。虽曾作
吏，而文字之功，未尝一日松懈，亦交友甚多。
回归乡里，依然致力于文学。因求文者日益增
多，特订下润资条例。文每篇10元，诗每首4
元，亦可优惠，文每篇2元，诗每首5角。值得一
提的是，在推荐杨甓渔诗文的8人中，有汪曾祺
的祖父汪铭甫。其时，汪杨两家已结亲，汪曾祺
也有8岁了。

杨甓渔先生去世，卧病在床的高北溟得知，
顿时面色苍白，两眼直瞪，悲恸不已。后来，高
北溟将对恩师的爱，移至杨先生儿子幼渔，并结
为文友。

王淡明、杨甓渔引领高北溟成为一代名师，
这位名师又将尊师爱生的传统延伸至一代大家
汪曾祺。

高北溟的老师
□ 陈其昌

立夏的风吹来了。蔷薇还
在，黄莺婉转，炎热尚远，是标准
一段好日子。走在这样的风里，
每个毛孔都舒展。

汪曾祺眼里，几乎都是好
玩的事物。我在他读过两年书的地方教
书。汪曾祺在这里遇见了他的初恋。

初恋的风，大约应该就是立夏的风的
味道：微甜，不齁。他有这么一段文字：“江
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
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大，饱满，新鲜。
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
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这香味不是时有
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
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
香透肺腑，令人欲醉。我后来到过很多地
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
店的浓厚的果香。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
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
爱，初恋。”原来香蕉的香，是甜香。原来
时间可以把世事点化得那么隽永，说自己
就像在说故事。

“寿山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了，
对面不见最大的水果店。不过，公园里，很
热闹，很万象。喝茶、唱戏、跳舞，俗的、雅
的，应有尽有。小巷子里，四方食事，汇成
了一碗人间烟火。最纯美的青春故事，有
了烟火打底，多年后的回忆，浓妆淡抹总相
宜。初恋的难忘，大约是不思量自难忘的
难忘。不用刻意想起，却从来也不会忘记。

初恋，或者失恋，都不适合快意，快意
恩仇的，不是生活，是江湖。而生活，在汪
曾祺的字典里，“是很好玩儿的”。

汪曾祺对夏天好感颇多。
比如，“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

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
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

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
管得着吗！’”话粗理不糙。每
一朵花都不相同，每一朵花香
的方式自然有异，坚持做自己，
实在很重要。

再比如，他有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
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
香花湿雨沉沉。”记录的是在积雨的夏日，
和友人在昆明莲花池边的小酒店，喝了半
天慢酒的情形。小河沿岸的木香，开得正
好。

立夏，离栀子和木香开花的日子就近
了。

暮春的伤感，看来可以被立夏治好，包
括失恋。上述昆明雨季的那场慢酒，其实
也是汪曾祺摆脱失恋痛苦的法子。

汪曾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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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北路边的护
城河，我沿河走过很多次。猜测汪曾祺的

“无端伤感”，可能和“初恋”有关，和“怀人”
有关，和“思乡”有关。

那些有着青春哀愁的日子，故乡高邮
有些远，初恋有时很近有时很远。“星期天，
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
疾词，别是一番滋味。”汪曾祺在母校的两
年，星期天多半是这样消磨过去的。他吃
的豆，是粉盐豆。我喜欢去南街适园旁边
的那家店买粉盐豆，沿着南街慢慢走，沿着
寿山路慢慢走，沿着环城北路的河边慢慢
走。每当节奏快了，或者我感觉闷了，就来
这么一次。慢慢走路，慢慢吃豆，在汪曾祺
说书一般的文字里，找到淡定的理由。

我在江阴，故乡很远，直把他乡作故
乡。在一座城市停留，总有很多理由。大
到牵心扯肺，小到柴米油盐。

立夏随想
□ 刘艳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