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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对汪曾祺的影响＊

谢雪花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 350007)

[摘要 ] 　不论是从年龄还是从文风上来看 , 汪曾祺都是 20世纪 80年代文坛的一个特例 , 是一个有意思而且有意味

的个案。鉴于此 , 通过分析其在 80年代的创作中与传统方面的衔接 , 发现汪曾祺的创作在单纯的文化品格 、服务于

“今世”的现实意义 、“常有隐于民间”、真诚朴素而有回味的艺术美等四个方面受到传统文人归有光显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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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在 《谈风格》一文中说:“有人问我受哪

些作家影响比较深 , 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

……”
[ 1] (11)

归有光身处嘉靖 、隆庆之世 ,同 20世纪 80年代

的汪曾祺一样 ,也是处于一个思想启蒙的变革时代 。

同 80年代一样 ,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

意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这一历史阶段 。同样都

是处于历史变革期 ,汪曾祺与归有光两者在文学上

的成就都表现在创作上的独树一帜 。汪曾祺受到归

有光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单纯的文化品格 。归有光所处的时代 ,以

商品经济发展为杠杆的市井文化不断丰富 ,影响了

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王阳明心学为主

的哲学呐喊 ,更加速了这一影响的深刻性 。老庄禅

悦的佛光道影也在明中叶以后有了笼罩知识阶层的

魅力。雅与俗在稍后于归有光时代的晚明小品中的

沟通 ,使古代散文有了新的面目。然而归有光的散

文却与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大相径庭。归有光散文

的文化品格较为单纯
[ 2] (1)

。

二是服务于 “今世 ”的现实意义 。 “余尝谓士大

夫不可不知文 ,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 。”(《山斋先生

文集序 》)“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 ,而所读者即圣人

之书 ,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 ,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

绪言 ,无非所以明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之事 ,而

出于吾心之理”。 (《山舍示学者 》)归有光根据自己

学习古人文章的体会 ,认识到文学是发展的 ,学习古

人的文章应该 “有意于以神求之 ”。汪曾祺被誉为

“传统的最后一抹斜阳 ”,所说的就是他对传统的重

视和用与现世的文学理想。季红真在选编 《汪曾祺

小说》时说 “他这一次亮相 ,则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参

与了中国小说的革命 ,衔接起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

史的诸多传统 。”
[ 3]

三是 “常有隐于民间 ”。归有光不是死读书 、读

死书的迂夫子 。从他的文集中可看出他受儒家的影

响很深 ,是一个关心时事 ,关心社会问题 ,同情弱者

的入世之士。于国民深怀忧患意识 ,是古代正直知

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归有光在 《送吴纯甫先生会试

序 》一文中道:“其于天下之利害 ,生民之得失 ,常有

隐忧于民间。”吴纯甫本是一位风流才子 ,却能与以

“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归有光结成忘年交 ,其基础就

在于二人有 “为世道无穷之虑”的忧患意识的存在。

汪曾祺一直声称自己的写作是 “中国式的抒情

的人道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世间

小儿女 、平民弱者的深切同情。他与归有光一样 ,文

化品格都没有启蒙或思想解放的色彩。汪曾祺曾经

在自选集的自序里说:“我写不了象伏尔泰 、叔本华

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 ,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

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 。”
[ 4] (自序)

他还常

说:“但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他以淡

淡的苦味关怀现世 ,溶古于今 ,以今承古 ,文字充满

了苦味的温馨 。他说 , “我对笔下的人物是充满同情

的 。我的小说有一些是写市民层的 ,我从小生活在

一条街道上 ,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 。但是我并不

鄙薄他们 ,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 、善良的品

行 。 ……我写的人物 ,有一些是可笑的 ,但是连这些

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 ,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

＊[收稿日期 ] 　2008-11-04

[作者简介 ] 　谢雪花(1980-),女 ,福建泉州人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6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第 1期 谢雪花:归有光对汪曾祺的影响

尖刻。我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 ,因此 ,我曾

自称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 ,称我的现实主义为抒情

现实主义。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 ,可以使人

得到安慰 ,得到温暖。”
[ 1] (223)

汪曾祺的 《云致秋行状 》中的云致秋是个悲惨

的小人物 ,作者的笔致是对他怀有同情之心的 ,但也

并不显露。在娓娓道来云致秋的人生几个阶段后 ,

结尾写到云致秋死后 ,追悼会完毕 , “天很晴朗 ,我坐

在回去的汽车里 ,听见一个演员说了一句什么笑话 ,

车里一半人都笑了起来。我不禁想起陶渊明的 《拟

挽歌辞 》:̀向来相送人 ,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 ,

他人亦已歌 。' ”作者的特别之处是他不将这种悲哀

泄流开来 ,而是紧接一笔转折:“不过 ,在云致秋的追

悼会后说说笑话 ,似乎是无可非议的 ,甚至是很自然

的 。”

有人曾经问过汪曾祺 ,他那么多年是如何熬过

来的 ,他回答 “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的思想在汪

曾祺对云致秋的笔至也可看出。其实文章结尾这一

笔貌似无所谓的转笔 ,更添了云致秋一生的悲哀 ,作

者的同情溢于言表。最后 ,汪曾祺再添一笔:“一个

人死了 ,还会有人想起他 ,就算不错”。

这真的是 “随遇而安 ”,真的是 “不在乎 ”吗 ? 往

往说不在乎的人反而是在乎的。传统文化的熏陶酿

就了汪曾祺的如此心态 ,再加上他大部分写作都是

在晚年时期 ,心态趋于平和 ,当然其间也有他自觉的

艺术要求 。他认为 , “抒情 ,不要流于感伤 。”
[ 1] (33)

“除净火气 ,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这样才能形成小

说 。”
[ 1] (33)

这些都是他对艺术创作的自觉要求 。而

他也说过 ,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 。对于现实生活 ,我

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
[ 4] (551)

“ 遇̀ ' ,当然是不顺的

境遇 , 安̀ ' ,也是不得已。不 安̀ ' ,又怎么着呢 ? 既

已如此 , 何不想开些 。如北京人所说 :̀哄自己玩

儿 ' 。”
[ 4] (551)

从汪曾祺自己的言谈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分明是实实在在 、真真切切地关心平民大众 ,同情

不幸遭遇的小人物的一位知识分子。

在汪曾祺的笔下 ,不论是《故里杂记》中的侉奶

奶 ,还是 《岁寒三友》里的三个人物 ,抑或是 《大淖记

事 》里的小锡匠十一子 、《皮凤三楦房子 》里的高大

头等等 ,都是一些受现实压迫的小人物 。汪曾祺写

他门 ,一件件事情展开 ,看似不动情却是饱含深情

的 。只有真的关心 、同情民众 ,才能有如此炉火纯青

的笔力 。

四是真诚朴素而有回味的艺术美。归有光的文

章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他的散文中有一类抒写友

情与亲情的 ,脍炙人口 。他写家人情的代表作《项脊

轩志》全文多叙琐事 ,却形散神连 。此文以书斋 “项

脊轩”为中心 ,把父辈的分家琐事与对母亲和祖母的

回忆 ,串联在一起 ,娓娓道来 ,错落有致。 “其前衬以

写景 ,其后又加以议论 ,前后脉络清楚 ,语言简练生

动 ,头绪繁多却毫无杂乱无章之感 。全文语言清新

自然 ,刻画细节略貌取神 ,三言两语 ,即能将人物情

态写活 ,宛然如见 。”
[ 2] (40)

文章的结尾写到 “庭有枇

杷树 ,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今已亭亭如盖矣。”睹物

思人 ,令读者回思无尽 。

又如写父女情的 《女二二圹志 》悼念夭折女儿

二二。二二在世不足一年 ,归有光又时常居于山中

读书 ,见面机会无多。归有光在抒发对二二的情感

时 ,抓住 “长女抱其妹”与 “及予出门 ,二二尚跃入予

怀中也 ”的场景 ,两百字左右的文章写得如泣如诉 。

最后 “吾女声既不知 ,而死又不及见 ”二句 ,更增加

了文字的沉痛 。

再如写夫妻情的 《世美堂后记 》,写继配王氏之

贤惠:“余于家事 ,未尝訾省 。吾妻终亦不以有无告 ,

但督僮奴垦荒莱 ,岁苦旱而独收 。每稻熟 ,先以为吾

父母酒醴 ,乃敢尝酒。获二麦 ,以为舅姑羞酱 ,乃烹

饪 。”归有光写此文时 ,其妻王氏已故去十年 ,但其怀

恋之情却未因时间的推移而稍减 ,简简单单的日常

道来 ,发自内心的真情立于纸上 。汪曾祺谈及归有

光的文章时 ,说 “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

人事”, “做到 `无意于文 ' ,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 。

他的结构 随̀事曲折 ' ,若无结构 。他的语言更接近

口语 ,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
[ 1] (12)

与归有光以真实情感写作相同 ,汪曾祺也认为小说

写作要真诚 , “小说当然要讲技巧 ,但是:修辞立其

诚 。”
[ 4] (551)

语言的朴素 ,细节的捕捉 ,画龙点睛般的描写 ,

感人至深的情感 ,诸多因素集合于一起 ,构成了归有

光散文的特殊美学价值。而汪曾祺对归有光的评

述 ,恰好也是评论者对汪曾祺本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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