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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汪老结缘始于一篇文学评论
——《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
篇小说》。”驻足在汪老的画像前，汪曾祺研
究会会长陆建华侃侃而谈，“出于对文学的
爱好，我在年轻时拜读了汪老的《受戒》《异
秉》《大淖记事》等作品，其中别样的乡愁情
绪深深打动了我，正因此，我写下这篇文学
评论并投给《北京文学》编辑部，这是我与
汪老的第一次交集。”

陆建华向记者介绍道，在发表评论
后，就与汪老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
还保留着和老之间的38封来往书信，弥
足珍贵。在书信往来中，陆建华一边向
汪老讨教文学创作中的难题，一边讨论
家乡的风土人情。谈及汪老的作品，陆
建华说：“汪老的作品有其新时代的大背
景，其中最具有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
了他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就
是以高邮旧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小
说及散文。”

采访中，陆建华一边与记者交谈，一
边详细观看馆内所陈展物，不时地与人
合影留念。他激动地说：“汪老是我一生
所景仰的文学大家，汪曾祺纪念馆的建
成必定会对高邮地方文化发展起到不可
估量的推动作用。”他建议，文化是一座
城市的灵魂，要利用好汪曾祺纪念馆这
张文化名片，注重文化传承保护，使之成
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更多
的人来高邮，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扩
大高邮的影响力，为文化高邮的建设发
挥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高
邮的新地标。

在馆内，记者还看到陆建华对汪老戏
剧作品的评价版块，评价中写道：“汪曾祺
在新时期文坛复出之前，是以戏剧家的身
份知名于文艺界的，他怀抱着改良京剧的
美好愿望，想跟京剧‘闹一阵别扭’，提高剧
本的文学性。恰如他的好友林斤澜所言：

‘编剧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
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最后，陆建华给纪念馆提笔留言：“贾
平凹说‘汪曾祺是应当建庙立碑的人物。’
高邮建设的汪曾祺纪念馆是高邮人民为汪
老建的‘庙’，必定香火昌盛！”

记者 朱亚萍

以纪念馆文化名片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访汪曾祺研究会会长 陆建华

“瞧，这是我。”18
日上午，在汪曾祺纪念
馆内，汪曾祺长女汪明
指着馆内的一张合影照
片说道。这张“北京全
家福”是1961年汪曾祺
全家在中山公园的合
影。照片中，汪曾祺的
儿子汪朗、长女汪明和
小女汪朝依偎在父母怀
中，三兄妹满脸笑容，天
真可爱。在汪曾祺纪念
馆开馆现场，记者专访
了汪明和汪朝两姐妹。

“小时候常在父亲
的书中了解家乡的人和
事，直到在这几次回到
家乡后，才切身感受到家乡的美。”汪朝告
诉记者，这已经是她第5次来高邮了，每
一次回到高邮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巨大变
化。近几年，高邮着力打造亮丽城市，在
城市格局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同时，高
邮依旧能保持对文化街区的保护，重视对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历史风貌区得
以保存下来，这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真的非常感谢家乡能为父亲建设这
么好的纪念馆。”在汪曾祺纪念馆内，汪明
和汪朝表达着对家乡的感谢之情。从“百
年汪老”到“汪曾祺的文学世界”主题篇章，
看着父亲的人生轨迹，重温着父亲的声声
教导，两姐妹边走边交谈着，还不时用手机
拍摄下馆内的展陈内容。“不管是从纪念馆
的外观还是内部，都能感觉到设计得非常

用心，展陈内容也非常丰富。”汪明说。
在“可爱的老头儿”主题篇章中，墙上

的展板上是三名子女对父亲的回忆语录，
展厅内是从北京搬来的汪曾祺书房。“当时
哥哥提出要把父亲的书房整体搬到高邮，
我们两姐妹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没有犹豫
就同意了。”汪朝告诉记者，除了这座“原装”
的书房，在18日上午开展的“百年汪老”书
画展中，她们还和哥哥带来了父亲的书画
作品，与我市搜集整理的汪老作品共计100
幅一同展出，展示汪老笔下家乡的质朴。

“感谢家乡人为父亲汪曾祺做这么好
的纪念馆！”在结束参观前，汪明和汪朝在
纪念馆的留言簿上留下了这样一句感谢
语，两姐妹表示，今后，她们会和哥哥汪朗
一起常回家看看。 记者 孔令玲

“我们会常回家看看”
——访汪曾祺之女 汪明、汪朝

“汪曾祺是高邮的文化名片，如今
汪曾祺纪念馆建成并开馆，这张名片
从文学推向文化，高邮又增加了一处彰
显文化底蕴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好去处，
以‘名城、名人、名片’效应，丰富高邮城
市文化名片元素，将汪曾祺纪念馆打造
成全国盛名的文化地标，从高邮推向全
省乃至全国，让全国各地的人来到高
邮、了解高邮、爱上高邮。”昨日上午，在
汪曾祺纪念馆开馆仪式后，著名评论
家、散文家王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干坦言，早在今年年初已经来过一
次纪念馆，此次是第二次见到，看到如
此恢宏大气的纪念馆，非常高兴，也非
常激动。

王干告诉记者，如果父母给了他生
理基因，那么汪先生就是给了他文学基
因和文化基因的人。汪先生对他的人
生、文学素养甚至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影
响。同时，他还告诉记者，高邮也是他的
文学启蒙地，他对高邮同样也有着深厚
的感情。当得知汪曾祺纪念馆建成的消
息时，他十分激动，这又给他一个来邮的
机会，走进汪老的故乡，再次感受汪老的
魅力。

“你看，这稿纸上写的《有志者的困局》
是我重读汪先生《徙》后写的手稿。”当一行
人跟随讲解员参观纪念馆时，记者跟随王
干来到馆内的“汪曾祺的文学世界”篇章，
他指着其中“独树一帜——人间送小温”上
自己的手稿，向记者介绍道。“这手稿放在
纪念馆内，感觉都不一样了。”王干打趣道，

“在我看来，汪老的作品，就是小说中的经

典，耐人寻味，纪念馆内到处都充斥着汪老
的文学氛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留下来欣
赏文学，感受汪老的艺术人生，汪老真的是
魅力无穷。”说着，王干拿起手机拍起了照
片。

提及汪曾祺纪念馆时，王干说，每年的
汪曾祺文学奖都会吸引很多的名家，今年
又多了一处汪曾祺纪念馆，将吸引全省乃
至全国各地“汪迷”，这对提升整个高邮的
文化知名度、提升整个高邮的文学创作水
平以及提升城市品位是有益的。他希望，
高邮能以此为契机，将汪曾祺纪念馆打造
成全国盛名的文化地标，彰显高邮更多的
文化底蕴和自信。

记者 赵妍东方

彰显文化底蕴和自信 打造全国盛名的文化地标
——访评论家、散文家 王干

“今年是老头子诞辰100周年，高邮
市委市政府花重金建造了汪曾祺纪念馆，
纪念馆不论是设计，还是馆陈、讲解等，水
平都很高，实属不易。我要感谢高邮市委
市政府，感谢老家邻居们，感谢设计和建
设单位。”18日，来邮参加汪曾祺纪念馆开
馆仪式的汪老长子汪朗接受记者采访时
开门见山地说。为此，他在纪念馆签名簿
上留言：“老头儿做梦也想不到，家乡人会
给他建这么一座精美的纪念馆！”

汪朗深情地介绍说，在纪念馆二楼展
陈有汪曾祺书房，展出的都是老头生前在
北京家里的书房使用过的物品，搬过来原
样摆放的。这个书房留在北京的家，只是
给我们家人一个念想，捐给纪念馆意义更
大。汪朗说，汪曾祺纪念馆希望不单是展
示老头个人生平的展馆，而是将其打造成
为文化高邮建设的重要名片，通过展览吸
引越来越多的参观者，汪曾祺作品的读者
和四面八方的游客，借此提高高邮的影响
力，促进高邮各项事业发展。

“汪老的作品影响了国内外广大读
者，而汪老对于您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面对记者的提问，汪朗表示，多年父子成
弟兄，老头对他和两个妹妹是采取“放养”
的教育方式，对他们从小到大的个人想法
和人生抉择不过多插手和干预，他们爱干
什么就干什么。要说从老头那儿学到了
什么，传承了什么，那就是“平等待人，认
真做事”。汪朗说，老头对他们兄妹一直
持平等对待的态度，有事商量着办。他的
作品也是一样，没有以教训人的口吻和笔
触叙事，而是传递人与人之间平等交流送

“小温”，这也许是他的作品受到读者欢迎

的原因之一吧。“父亲做事认真，对我们的
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汪朗介绍说，他们家
是女主外男主内，父亲做饭洗碗一人全包
了。不论是做饭还是写文章，父亲一样认
真对待，决不马虎。特别是写文章，不把
整个文章的结构、语言想好了，是断然不
会动笔的。

汪朗告诉记者，他自1981年第一次
回家乡，迄今已回来20多次。谈到家乡
高邮的发展变化，他用“变化大得无法形
容”来形容。他说，汪曾祺纪念馆就是家
乡日新月异发展的见证和经济实力增强
的标志。他表示，未来愿为家乡发展作一
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记者 葛维祥

平等待人 认真做事
——访汪曾祺长子 汪朗

提升文化内涵 扩大名人效应 不断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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