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汪曾祺散文摘抄(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汪曾祺散文摘抄篇一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
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
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
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
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
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
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
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
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
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
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
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
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5.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
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
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
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
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
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
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
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
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
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
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
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
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
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
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
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
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
-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
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
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
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
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
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
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
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
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



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
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
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
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
霞。――汪曾祺《受戒》

28.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受戒》

29.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汪曾祺
《受戒》

30.墓草凄凄，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远矣。――汪曾祺
《受戒》

31.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
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
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
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
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
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32.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
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
有你。

33.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



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34.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
痛的滑稽感。

35.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36.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37.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38.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
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都到
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39.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
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
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
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40.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
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轻启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
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
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41.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
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
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
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
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
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2.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



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

4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
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
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44.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
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
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
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
还好，有你。

45.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
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
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
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
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汪曾祺散文摘抄篇二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
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
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
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
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
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
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
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
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
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



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
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
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
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
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
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
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
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
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
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
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
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
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
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
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
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
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
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
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
-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
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
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



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
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
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
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
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
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
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
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
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
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
霞。――汪曾祺《受戒》

28、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受
戒》

29、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汪曾祺
《受戒》

30、墓草凄凄，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远矣。――汪曾祺
《受戒》

31、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
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
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



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
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
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32、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
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
有你。

33、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
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34、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
沉痛的滑稽感。

35、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
乡。

36、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37、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38、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
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
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39、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
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
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
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40、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
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轻启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
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



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41、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
“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
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
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
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
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2、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
收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

4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
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
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44、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
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
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
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
还好，有你。

45、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
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
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
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
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46、茶担子。金漆木桶，桶口翻出，上置一圈细瓷茶杯，桶
内和杯内都装了香茶。

花担子。鲜花装饰的担子。

挑茶担子、花担子的扁担都极软，一步一颤。脚步要匀，三



进一退，各依节拍，不得错步。茶担子、花担子虽无很难的
技巧，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整整齐齐，亦颇婀娜有致。

47、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

48、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

49、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

50、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
层次，喝二锅头的是一个层次，喝红粱大曲、华灯大曲的乃
至衡水老白干的是一个层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层次，喝茅台
的是最高层次。

汪曾祺散文摘抄篇三

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列叙
了一些珍馐，但多系夸张想象之辞。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
载夜宴图》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过八品，四个高
足的浅碗，四个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圆球形的东西，有
点像外面滚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颜色是鲜红的，很惹
眼，用放大镜细看，不过是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
是什么。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
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
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
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可以解腻。有人“忽出新
意”以山羊肉为玉糁羹，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这是一种什
么东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当然，想
象起来也不难吃。

宋朝人的吃喝好像比较简单而清淡。连有皇帝参加的御宴也
并不丰盛。御宴有定制，每一盏酒都要有歌舞杂技，似乎这
是主要的，吃喝在其次。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载《宰执
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使臣诸卿只是“每分列环饼、油



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
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
列浆水一桶，立杓数枚”。“看盘”只是摆样子的，不能吃
的。“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双下鸵
峰角子。”第四盏下酒是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第五盏
是群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第
六盏假圆鱼、密浮酥捺花；第七盏排炊羊、胡饼、炙金肠；
第八盏假沙鱼、独下馒头、肚羹；第九盏水饭、簇下饭。如
此而已。

宋朝市面上的吃食似乎很便宜。《东京梦华录》云：“吾辈
入店，则用一等玻璃浅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
菜蔬精细，谓之‘造’，每碗十文。”《会仙楼》条
载：“止两人对坐饮酒……即银近百两矣。”初看吓人一跳。
细看，这是指餐具的价值——宋人餐具多用银。

几乎所有记两宋风俗的书无不记“市食”。钱塘吴自牧《梦
粱录》《分茶酒店》最为详备。宋朝的肴馔好像多是“快
餐”，是现成的。中国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厨下，洗
手作羹汤”，不说是洗手炒肉丝。《水浒传》林冲的徒弟说
自己“安排得好菜蔬，端整得好汁水”，“汁水”也就是羹。
《东京梦华录》云“旧只用匙今皆用筋矣”，可见本都是可
喝的汤水。其次是各种菜，鸡、鸭、鹅。再次是半干的肉脯
和全干的肉。几本书里都提到“影戏”，我觉得这就是四川
的灯影牛肉一类的东西。炒菜也有，如炒蟹，但极少。

宋朝人饮酒和后来有些不同的'，是总要有些鲜果干果，如柑、
梨、蔗、柿，炒栗子、新银杏，以及莴苣、“姜油多”之类
的菜蔬和玛瑙饧、泽州饧之类的糖稀。《水浒传》所谓“铺
下果子按酒”，即指此类东西。

宋朝的面食品类甚多。我们现在叫做主食，宋人却叫“从
食”。面食主要是饼。《水浒》动辄说“回些面来打饼”。
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新样满麻……《东京



梦华录》载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
五十余炉。五十几个炉子一起烙饼，真是好家伙!

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
《梦粱录》、《武林旧事》，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
翅、燕窝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
朝才开始。这大概和明朝人的纵欲有关系，记得鲁迅好像曾
经说过。

宋朝人好像实行的是“分食制”。《东京梦华录》云“用一
等玻璃浅碗……每碗十文”，可证。《韩熙载夜宴图》上画
的也是各人一份，不像后来大家合坐一桌，大盘大碗，筷子
勺子一起来。这一点是颇合卫生的，因不易传染肝炎。

汪曾祺散文摘抄篇四

汪曾祺是一位来自高邮的作家，他笔下的美食被描写的十分
生动，富有特色。每次读他的文章，我都被深深吸引，仿佛
这些美食就在我眼前。文字与美食相结合，令人欲罢不能，
爱不释手。

品尝这些美食时，应该是汪先生最幸福的时光。无论是家乡
的鸭蛋，还是每年必做的炒米；无论是充满了感情的慈姑，
还是鲜嫩爽口的咸菜，都使汪先生回味无穷。读着这些质朴
的文字，我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世间和汪先生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我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幸福时光。比如每次年夜饭奶奶都要
做的馒头丸子。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做丸子总要掺上许多
手工的细碎馒头。所以说是丸子，其实肉少馒头多，吃起来
像是肉丸子。即使是这样，这也是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
好菜。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好，馒头丸子里肉占了大部分，
有时家里的长辈还会调侃说肉太多，不是当年的味儿，与记
忆中的那个美味总是差了一丝。



这道菜比不上山珍海味，却在家里人心中是再好不过的。原
因很简单——传承与回忆。这是太奶奶曾经的拿手菜，教给
了奶奶把美味传递下去，这就是传承。如今，太奶奶已经过
世，吃到这个菜也会让全家人想起曾经那些美好和值得纪念
的回忆。

汪先生文章里的每一道美食都不仅是简单的食物，背后更有
一个个故事。这一道馒头丸子更是这样，承载了我家几代人
的回忆，以及对先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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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摘抄篇五

28.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受戒》

29.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汪曾祺
《受戒》

30.墓草凄凄，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远矣。――汪曾祺
《受戒》



31.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
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
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
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
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
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32.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
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
有你。

33.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
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34.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
痛的滑稽感。

35.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36.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37.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38.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
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都到
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39.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
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
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
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40.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



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轻启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
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
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41.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
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
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
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
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
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2.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
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

4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
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
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44.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
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
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
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
还好，有你。

45.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
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
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
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
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汪曾祺文章摘抄

我们像一个个音符走进谱子里。



2.我的年龄亮在我的眼睛里。

3.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及他。有朝一日狂风起，只
见青松不见他。

4.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