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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爱幼，乃是千年古训“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
德，我以为，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家庭层面的微观体现和展示。汪曾祺的
祖父汪铭甫（名嘉勋）生三子二女，老大广
生、老二常生（早病逝）、老三菊生。他们
都一样，尊老爱幼成家风。这里只说汪广
生与大家闺秀孙文彬的二子三女：老大曾
浚、老二曾炜以及女儿汪华、汪璧、汪藻。
汪曾浚生于1919年农历正月初六，可惜，
初中时，在老师出的作文题《救国策》中，
他第一句便是：“国将亡，必欲救，此不易
理也。”汪曾祺先笑他幼稚，后加赞扬：

“但是大敌当前，全民奋起，精神可贵。”
后来，汪曾浚在抚顺煤矿学院当教授，39
岁因病早逝。而闻名全国医疗界的汪曾
炜，《高邮市志》仅一笔带过，真的有遗珠
之憾。

长在红旗下 悲欢逐浪行

汪汇，有弟汪洋，有姐汪经国，有妹汪
卫国，是汪曾浚的孩子。汪曾浚去世后，
其妻改嫁。汪汇1949年生于镇江，后曾
随父去抚顺。童年的生活是快乐的，可
是历史不是汪汇可以写的。他们全家在
1957年后被下放至抚顺市汤图公社劳
动。1959年，汪汇的祖父汪广生去世。
1960年，叔叔汪曾炜支持和资助，为汪汇
姐弟每人买了火车票，送他们回到出生
地镇江，与近70岁的祖母孙文彬团聚。

当年奶奶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在沈阳
从事医务工作的叔叔汪曾炜、曾做过南京
承恩寺小学校长的姑母汪藻、在镇江谏璧
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的姑母汪璧的资助，
以解决汪汇和奶奶及姐弟的生计问题。
汪汇与奶奶住在公产房杨家门，有30多
平方米，汪璧和妹妹汪藻也同住。老少三
代在一起，虽条件艰苦，但也其乐融融。
关键汪汇及家人是黑户口，后在叔叔曾炜
的帮助下，汪汇等人在镇江才有户口。回
镇江时，全家四人，靠祖母、二姑妈两人口
粮，掺杂豆腐渣、飞机菜，连续吃了三个
月，有了户口本才好转。在叔叔、姑姑的
支持下，汪汇读完镇江宝塔路小学、镇江
中学、市二中，便进入菊花线缆厂，认识了
同厂的陈菊华，结为伉俪，和谐相处到如
今。汪汇记住叔叔、姑姑的叮嘱：做一个
平凡的人，有作为的人。他后来在职上电
大，最终成为该厂抓技术的副厂长，并分
得新房。他感觉最幸福的是长辈的关怀
与呵护，还有在厂党委领导下，开发出一
个又一个新产品，成为市场畅销货。他现
已73岁，有近40年的党龄，他感受镇江的
巨大变化，也思念祖籍高邮，因此，曾来高
邮看看汪曾祺叔叔故居和汪丽纹姑姑等
乡亲。

爱幼又尊老 叔侄真亲密

在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中，
老与幼是平等的，也是和谐的。这可能是
汪家特有的家风。这种家风，是一种传
承，一种情趣，一种况味，信奉的是尊老爱
幼的一种大爱，秉承执志笃行的子孙心
中。汪曾祺三次回邮，都对任氏娘欲行跪
拜礼，后被家人挡住，而汪曾祺说：“这是
远方归来的晚辈应传承的家风。”这在老
三房菊生家如此，从未分过家的老大房汪
广生家也如此。

汪汇9岁时全家下放，12岁时进入小

学四年级读书。可能他家情况特殊，叔叔
曾炜每月资助25元，在宁的汪藻每月20
元，在镇江的汪璧每月20元。曾炜资助
因故一度中断，后每月35元。汪璧、汪藻
拿出工资近一半资助汪汇家的老小，既尊
老（母亲孙文彬）又爱幼（汪汇的姐妹兄
弟）。孙文彬裹着小脚，忙着买菜烧饭照
顾汪汇一辈。长辈把希望寄托在汪汇这
一辈人身上。加之汪璧、汪藻终生未嫁，
则视汪汇这一辈人为自己的亲生子女，期
望值更高。汪汇为经济师，而汪洋成为中
石化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其姐妹也有她们
的一技之长。

那时曾炜不但在经济上支持汪汇，
而且寄语他：学习、人品、做事，三者同条
共贯。叔叔曾炜利用赴沪宁出差的机会
到镇江看望其母及晚辈，问长问短，关心
成长。汪汇说，他和堂叔曾祺只见过两
次面。一次在镇江，在万家巷汪巧纹家
相会，叙谈的是家事往事，还有一次，曾
祺前来看望伯母孙文彬，地点在镇江杨
家门。多年不见，相聚甚欢。孙文彬做
了晚餐，都是家乡菜。其中自然会有汪
璧在场。汪曾祺赠《晚饭花集》给汪璧堂
姐，汪汇后来得到的是一本《汪曾祺自选
集》。从此，汪汇才开始阅读汪曾祺的
书，懂得人生平平淡淡才是真，尊老爱幼
更使风俗淳。第二次，汪汇去北京出差，
专门到黄蒲榆路的汪曾祺住处，看望汪、
施二老。他见房间不大，到处是书，还有
酒瓶，施松卿婶婶亲自下厨，正好汪朝回
家，他从未见过这位在图片社工作的堂
妹。汪曾祺向汪汇询问了汪家人在镇江
或南京的情况。这时已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汪汇如实禀告，家中已发生了变
化，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汪曾祺说：“那
就好，什么时候，我去镇江看望汪家人。”
可谁知，汪曾祺把汪汇送到电梯口，两人
分手，竟成诀别。

姑姑爱汪汇 汪汇侍三老

汪汇的奶奶孙文彬出身名门，识书达
理，家务女红，样样出色。两个姑姑从事
教育工作几十年，受业者众。她们为人为
师，像水一样清纯，像水一样浸润；她们的
为品、风骨，像松一样苍翠，像柏一样情
深。她们爱护汪汇姐妹兄弟，身体力行，
辛勤耕耘，传承大爱。汪汇姐妹兄弟受益
终身。二姑母利用假日，回镇江分担母亲
的家务，还检查汪汇等人的学习。然后又
赶回学校，年年如此。汪汇受两个姑姑的
教诲，从上小学当三好生，以至后来当五
好战士，市局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党员，拿
了许多奖状。他从不显摆，踏实勤奋，并
从工人晋升为副厂长，为厂里创造了一定
的经济价值。至今，汪汇担任一家企业副
总，犹如老黄牛仍然在不断耕耘。

每逢春节、中秋节、重阳节，汪汇都约
独身的两个姑姑合家团聚。汪璧99岁
时，汪汇为她做寿，发送了许多寿碗，姑姑
的十多位同事前来拜寿。汪璧活了101
岁，寿终正寝。姑姑汪藻也是93岁高寿
去世。汪汇的奶奶96岁去世，而汪广生
的骨灰盒放在家中多年，死后夫妻合葬。
长辈的丧事，都是汪汇和其妻陈菊华办
的，自然少不了汪洋、汪经国、汪卫国兄弟
姐们。

汪汇夫妇和两个姑姑同舟共济生活
了几十年，长辈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晚辈
感觉到母爱和温暖。正如时常来探望姑

姑的老师赞叹：汪老师，你侄子、侄媳太好
了，您身体真不错，还能走动，多亏了他们
的照顾。现在每年清明节，汪汇等人都要
为祖父母、两个姑姑扫墓，以寄托哀思。

曾炜百岁日 欢聚在沈阳

汪曾炜，一位百岁老军医。1922年
农历腊月二十四他生于高邮科甲巷汪家
大院，是汪广生家的二儿子。1949年初
春，南京尚未解放，他在中央大学就加入
中国共产党，算来已有70多年党龄。毕
业后曾在江都医院工作，为响应抗美援朝
的号召，毅然加入军医队伍，前往鸭绿江
边的丹东，救治从前线送回国的伤病员。
战争结束后被留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现已
改为北方战区总医院）工作。他医德高
尚，廉洁奉公，勤奋好学，勇于开拓，乐于
救人，一身正气。现在，百岁老人汪曾炜
依然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只是听觉有些
下降了。这位当年高邮中学“踢毽子王”
的翩翩少年，早已经成为全国医疗界知名
的胸外科专家。

汪曾炜有一子，名汪钢，曾考上第四
军医大学，毕业后子承父业，救死扶伤。
汪钢夫妇后来在天津武警医院工作。
2005年秋天，他们夫妇驾车去沈阳工作，
在返回天津途中，不幸被一部大卡车撞
翻，汪钢夫妇当场去世，定为因公殉职。
汪汇夫妇有一女汪蓓，也已成人成才。

2007年9月，汪汇在离别东北四十多
年后，偕同妻子陈菊华去沈阳看望叔叔婶
娘二老。他满载家乡的味道，高邮鸭蛋、
卞蛋、镇江香醋、镇江肴肉、老菱、长江大
白鱼。一进门，叔叔和婶娘一见到他们激
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二楼的床单和被子
都是新换洗的，书桌上已经泡好茶。汪汇
注视着书桌上汪曾炜与汪钢的合影，转身
默默擦去眼泪。吃饭时二老一直注视着
汪汇，并不时夹菜给他们。第二天汪汇妻
子主动提出烧饭做菜。等到叔叔从医院
下班赶回家，看到餐桌上摆放了许多家乡
菜：清蒸大白鱼、大煮干丝、老菱红烧肉、
糖醋小萝卜，他随手拿筷夹起白鱼放在口
中，品味道：太鲜了！第二次去沈阳，婶娘
自动让位给侄媳妇掌勺。婶娘有骨头疏
松症，专家说要多晒晒太阳。汪汇在沈阳
的时候，每天上午吃过早饭，八点半便扶

她坐手推车下楼去小区广场。路上婶娘
笑着对他说：“你比我的儿子还亲，真难为
你了。”

2011年 10月 16日，汪汇再次去沈
阳，正逢当年汪曾炜九十寿辰。陆军总院
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八十岁院里已经搞了
活动，今年不要麻烦了。举行寿宴当晚，
叔叔戴着金光闪闪的帽子，吹熄蛋糕腊
烛，激动地拍手许愿：我要努力活到100
岁，活像老小孩。此后双方相约，每两年
汪汇去一趟沈阳，看望二老。每逢曾炜生
日，汪汇总会委托沈阳某食品店，专程到
军区总医院特护病房，送去生日蛋糕。

今年汪曾炜百岁，汪汇和夫妇选择了
再次去沈阳探亲。老爷子很开心。叔叔
谢谢他们带去的高邮、镇江特产，更感谢
他们对他母亲（汪汇祖母孙文彬）和二位
姐姐的照顾并为他们养老送终。他感觉
到遗憾和歉意，并留下泪水。汪汇握住叔
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说：“那时你工作
忙，而且交通不便，有我们在一切都安
好。”婶娘王元珍已经95岁，卧床治疗已
经多年，两个老鸳鸯相依相伴令人感
叹。

汪曾炜说他一生继承祖业，悬壶济
世，首先得感谢他的妈妈。在她的爱护帮
助下，让自己走出高邮，闯出一片天地。
目前他的学生遍满神州，分布在各大军医
院中。汪汇说，叔叔虽然离休了，仍被聘
为名誉院长和医疗专家组技术顾问。他
是《中华医学杂志》等五种杂志编委会常
委或编委，主编过《心血管外科手术学》等
九部著作，发表专业论文150篇，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区一等功，为军队
培养技术人才300多人。汪曾炜感叹道：

“从前、现在和将来，知识才是力量的源
泉，信心和毅力才是拼搏的动力，丰富的
经历和渊博阅历，才是成功之母。吃得苦
中苦，方为幸福人。我的座右铭是：牢骚
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自己认定
的目标 ，永远走下去！”

汪曾祺在《冬天》中曾写道：“家人
闲坐，灯火可亲”。我们从汪文中，更
从汪家人的家风中，感受到一家人、一
盏灯传递出的温暖与闲适。中国最传
统概念里的“家”，因为尊老爱幼，相
濡以沫，是如此的可亲可爱，幸福美
满。

汪氏尊老爱幼家风淳
□ 陈其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