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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

魏 雪
( 荆楚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新时期小说《受戒》发表后，汪曾祺的小

说创作备受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从新时期至今的汪曾祺小说研究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对这段时

期的研究进行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文章根据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点，将其划分

为三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研究的特点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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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Ｒeview on Wang Zeng － qi's
Novels since the New Period

WEI Xue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Jingc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ngmen Hubei 448000)

［Abstract］Wang zeng － qi's novels run through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espe-
ciall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ew period novel The Vow． His novels receive much concern among the lit-
erature researchers． The research to his novels since the new period has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ak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novels in
different stages since the new period，the article divides the research into three stages，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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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 期 文 坛 复 出 的 作 家 中，汪 曾 祺 是 最 具 有

代表性的作家之一。20 世纪 40 年 代，汪 曾 祺 创 作 出

《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但是没有引起多大的

反响。到 了 20 世 纪 80 年 代，汪 曾 祺 的 一 篇《受 戒》

令新时期的文坛耳目一新，随 后 发 表 的《大 淖 记 事》、

《异秉》、《岁寒三 友》等 一 系 列 小 说 引 起 了 文 坛 的 广

泛关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成为新时期文坛最受评论

家关注的热点之一。时至今日，汪曾祺小说研究仍 然

具有重要的文化 和 历 史 意 义。回 顾 汪 曾 祺 小 说 研 究

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80 年代初是 汪

曾祺小说研究的发端期; 80 年 代 中 期 至 90 年 代 末 是

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

优秀的研究成 果; 90 年 代 末 至 今 是 汪 曾 祺 小 说 研 究

的拓展深化期。汪曾祺的小说研究仍将继续下去，从

新的角度对新时期 以 来 汪 曾 祺 小 说 研 究 进 行 阶 段 性

概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端期
新时期文学伊 始，当 文 坛 还 在 抚 摸 文 革 的 伤 痕、

反思文革的罪恶的时候，汪曾祺却以全新的创作风格

于 1980 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旋即引起文坛的

关注。对汪曾祺小 说 的 研 究“以 1980 年 唐 挚 的《赞

〈受戒〉》、张 同 吾 的《写 吧，为 了 心 灵》为 发 端”［1］。
1981 年，汪曾祺短篇 小 说《大 淖 记 事》获 全 国 优 秀 短

篇小说奖。随 后，凌 宇 在《读 书》杂 志 上 发 表《是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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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画?》一文对《大淖纪事》进行评论。凌宇认为: “诗

画里有的东西它有，诗画里没有的东西它也有。它 不

是一曲战歌，却 非 软 性 音 乐; 它 真 是 一 幅 水 彩，却 不

失于纤弱，秀丽其衣，健美 其 质。”同 时 也 指 出 小 说 存

在“大淖的 风 气 里 毕 竟 羼 杂 着 渣 滓”、“ 作 者 的 态 度

终究太过客 观”等 缺 点［2］。1982 年 程 德 培 的 评 论 文

章《别有一番 滋 味 在 心 头》认 为，汪 曾 祺 的 作 品 给 读

者带来了“重 温 世 界 的 美 感”，他 将 汪 曾 祺 的 作 品 与

沈从文、孙犁的作品 联 系 起 来，肯 定 了 汪 曾 祺 小 说 艺

术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不 足 的 地 方”，“诸 如: 应 该

更多地去表现 时 代 的‘风 云’，而 不 应 该 太 多 地 注 意

‘风情’; 应更多地去写时代 的 英 雄，揭 示 社 会 的 重 大

问题等等”［3］。张 炯 在《一 九 八 一 年 的 中 国 文 学》一

文中，将汪 曾 祺 归 为“乡 土 派”［4］。刘 锡 诚 将 汪 曾 祺

的作品分为 3 类: “第 一 类，写 的 是 塞 上 生 活 场 景”;

“第二类是取材于较近的或当前的现 实 生 活 的”; “第

三类作品，是描写城镇市民 生 活 场 景 的 小 说”。他 同

时指出: “《受戒》一类作品所写的 是 另 一 种 情 况。它

肯定和 赞 美 合 乎 人 的 天 性 的 人 性 和 纯 洁 朴 素 的 友

情。”［5］ 著 名 的 文 学 评 论 家 季 红 真 从 汪 曾 祺 小 说 的 哲

学意识和审美态度入手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评论 ，并

且针对一些否定汪曾祺作品时代性的现象 ，为汪曾祺

进行辩护，“不同时代 的 知 识 分 子 有 不 同 的 文 化 背 景

与历史道路，对现实 的 感 受 与 认 识 也 各 不 相 同，无 论

是人生态度还是审 美 趣 味，都 必 然 会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不必硬性划一，也无需 彼 此 苛 求。”［6］ 黄 子 平 认 为，汪

曾祺的小说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对其小说创

作进行了肯定［7］。丁 帆 则 认 为，汪 曾 祺 的 小 说 是“风

俗画的佳 作”［8］。行 人 在《他 耕 耘 在 真 善 美 的 土 地

上》一文中，对汪曾祺的创 作 进 行 概 述，认 为“在 风 格

特色上，汪曾祺的小 说 比 较 接 近 散 文，是 散 文 化 的 小

说”。但是行人也指 出，汪 曾 祺“早 期 的 创 作 曾 经 受

过老庄‘清静 无 为’思 想 的 影 响，以 及 在 文 学 探 索 过

程中存在单纯追求 形 式 新 奇 而 破 坏 了 艺 术 完 整 上 的

失误，就是在近期作品中也有一些并不成功的败笔与

次品”［9］。这一阶 段 的 文 学 评 论 对 汪 曾 祺 的 小 说 创

作进行了初步肯定，但很多评论家受到当时文学思潮

的影响，对汪曾祺小说的内涵风格进行评论限于新时

期文学开始时的现实主义风格，文学观念还没有全面

开放，对汪曾祺小说 的 认 识 不 够 深 入 和 全 面，研 究 工

作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二、迅速发展期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汪 曾 祺 的 小 说“行 情 看

涨”。黄子平、陈 平 原、钱 理 群 等 学 者 对 汪 曾 祺 的 小

说创作给 予 了 很 高 的 评 价，认 为 其 与 鲁 迅、郁 达 夫、

废名、沈从文 等 优 秀 作 家 的 小 说 一 样，是“自 觉 地 打

通诗、散文、政 论、哲 理 与 小 说 的 界 限 的 一 种 现 代 意

识”，使抒情小说得到了长足的 发 展［10］。汪 曾 祺 小 说

研究的优 秀 成 果 开 始 大 量 出 现。从 80 年 代 中 期 至

90 年代末，研究 者 们 主 要 对 汪 曾 祺 小 说 的 文 体 特 点

与审美风格、哲学思 想 与 艺 术 渊 源，以 及 小 说 在 当 代

文坛的地位、影响作 出 分 析 评 论，同 时 还 对 汪 曾 祺 的

小说创作进行了 比 较 研 究。使 汪 曾 祺 小 说 研 究 得 到

了迅速发展。
关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点 与 审 美 风 格，评 论 家

们认为，其小说具 有 散 文 化、诗 化 的 特 征。曹 文 轩 认

为，汪曾祺的小 说“情 节 淡 化”、“情 感 淡 化”［11］。储

福金与何立 伟 对 话 时 说: “汪 曾 祺 的 小 说，散 文 的 味

儿很浓的。”何立伟则 对 汪 曾 祺 小 说 的 语 言 作 出 了 很

高的评价: “语 言 文 字 到 了 这 种 化 境，看 不 出 斧 斤 的

凿痕，看不出匠意，还有什么好说的?”［12］ 著名 作 家 王

蒙对汪曾祺小说的语言 是 这 样 评 论 的: “他 的 语 言 是

一种很有火候的、带有闲适和恬淡意味又常是半文半

白的一种语言。”［13］ 在 文 体 方 面，吴 秉 杰 认 为: “汪 曾

祺的创作在小说文体形式的革新中也开风气之先 ，他

描写市井细民和下层知识分子，表现传统生活方式中

健康的生命活力和朴素的文化形态，因而散淡平易的

语言中 便 倾 注 了 对 世 俗 大 众 的 关 切。”［14］ 李 国 涛 认

为，评论汪曾祺 小 说 时 应 注 意 3 点: “一，‘小 说 是 回

忆’。二，‘近 似 随 笔’。三，‘写 小 说，就 是 写 语

言’。”［15］ 徐自强则将汪曾祺 的“散 文 诗 体 小 说”概 括

出“三味”: “乡土味”、“冲 淡 味”、“诗 味”［16］。有 的

评论家认 为: “汪 曾 祺 把 对 风 情、习 俗、轶 闻、掌 故 的

铺叙和渲染，视为小说内容 的 支 柱 和 骨 架”，怀 疑“气

氛即人物”，指 出: “小 说 中 的 气 氛 只 能 是 一 种 手 段，

与气氛相比，人物才是目的。”［17］ 丁茂远指出，汪 曾 祺

的小说《晚饭花》、《故里三陈》、《塞下人物 记》是“笔

记体小说”［18］。还有评论者分析汪 曾 祺 小 说 的 结 构，

认为《安乐居》、《岁 寒 三 友》、《故 里 三 陈》是 人 像 展

览式小说的佳作［19］。孙郁在文章《汪曾祺的魅力》中

开篇即说: “第 一 次 读 汪 曾 祺 的 作 品 时，我 就 曾 惊 异

地叹道: 原来作品也可以这 样 写! ”他 认 为“汪 曾 祺 也

把散文的笔法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中”［20］。邓嗣明“就

‘氛围气’的这两种表现形 态 对 汪 曾 祺 小 说 的 抒 情 审

美品格作些剖析”，从“‘气氛即人物’: 审美感受的物

质外化”、“小说‘散文化’: 理 想 人 格 美 的 塑 造”分 析

汪曾祺小 说 的 艺 术 品 格［21］。石 杰 指 出，汪 曾 祺 小 说

的艺术生命是“和谐”，适应这和谐的 是“艺 术 表 现 上

的乐感精神，意重于技和平淡”［22］。
关于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思想 和 艺 术 渊 源 的 研 究 ，

文学评论界 认 为，汪 曾 祺 小 说 中 体 现 了 儒、道、佛 思

想，他的小说创作既 来 源 于 传 统 文 化，也 汲 取 了 西 方

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季红真认为，汪曾祺小说创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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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母 体 是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23］。费 振 钟 指 出: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却 正 是 东 方 ( 中 国 ) 古 典 散 文

理论移植的成功尝 试。”［24］ 李 国 涛 在《汪 曾 祺 小 说 文

体描述》一文中指出，汪 曾 祺 小 说 的 随 笔 写 法 与 现 代

国外的“非 小 说”类 似。王 干 认 为“汪 曾 祺 深 得 归 有

光的余韵，文体清新温润典丽”［25］。钱 理 群 和 吴 晓 东

指出: “汪曾祺是较早 意 识 到 把 现 代 创 作 和 传 统 文 化

结合起来的小说家。”［26］

这一阶段还有 很 多 文 学 评 论 者 对 汪 曾 祺 小 说 创

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其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

了评价。黄子 平 将 汪 曾 祺 的 小 说 定 位 为“八 十 年 代

中国文学———主要 是 所 谓‘寻 根 文 学’———与 四 十 年

代新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中介’”［27］。李 陀 将

汪曾祺小说 中 的 意 象 与 韩 少 功、阿 城、何 立 伟、贾 平

凹、郑万隆、莫言等作 家 的 作 品 中 创 作 的 意 象 进 行 比

较，认为汪曾祺小说在美 学 上 的 特 征“无 疑 也 在 相 当

程度上影响 了 后 来 者”［28］。李 洁 非 与 张 陵 则 将 汪 曾

祺的小说与林斤澜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两个作家的

小说在“语 言 形 式 上 自 觉 地 营 造 浓 厚 的 民 族 文 化 氛

围”［29］。还有的评论者将邓友梅、陆 文 夫 与 汪 曾 祺 并

提，因为他们“是当代 文 学 中 第 一 辈 有 意 识 的 文 化 小

说家”［30］。评论者们还将汪曾祺作为“京派最后 一 个

作家”［31］ 进行研究，指出汪曾祺师承沈 从 文 的 小 说 创

作风格，但也 指 出 两 者 有 不 同 之 处: “沈 从 文 通 过 湘

西风土人情美的动人描述来衬托都市生活的肮脏 ，但

汪曾祺却把市民社会生活也表现 得 很 美。”［32］ 严 家 炎

总结京派文学的总体特征，将汪曾祺放在京派作家中

进行研究，认为汪曾祺“颇得废名与沈从文 两 家 的 长

处”［33］。杨义也将 汪 曾 祺 放 入 京 派 作 家 中，与 废 名、

沈从文同时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研究者们还指出 汪

曾祺是乡 土 派 的 作 家。丁 帆 认 为: “直 到 新 时 期，老

作家汪 曾 祺 才 又 重 新 恢 复 了 这 种‘乡 土 小 说’的 风

格。”“八十年代‘乡土小说’重新崛起，从汪曾祺的创

作开始，‘地 方 色 彩’和‘风 俗 画 面’又 回 到 了‘乡 土

小说’的本体之中。”［34］ 丁 帆 也 指 出: “汪 曾 祺 继 承 了

沈从文和‘京 派’小 说 的 衣 钵，为 恢 复 小 说 的 浪 漫 诗

意而再开新时期田园小说的先河”［35］。

这一时期，汪曾 祺 小 说 研 究 全 面 展 开，大 量 研 究

成果的出现使汪曾祺小说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并为下

一阶段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三、拓展深化期
20 世纪 90 年代末 至 今，文 学 评 论 界 在 延 续 上 一

阶 段 研 究 的 基 础 上，对 汪 曾 祺 小 说 的 研 究 进 一 步 深

化，取得了一些成果。评论者们从新的角度拓展了 汪

曾祺小说的研究，用新的理论进一步深化研究。但 是

相比较上一阶段，这一时期汪曾祺小说研究的优秀成

果相对较少。

研究者们对汪曾祺小说的文 体 特 征 和 审 美 意 识、
现代意识和精神内涵进一步进行研究，同时继续将汪

曾祺小说纳入京派小说和乡土小说，在汪曾祺小说比

较研究方 面 也 出 现 了 一 些 创 新。格 非 在《文 体 与 意

识形态》一 文 中，将 汪 曾 祺 与 废 名、沈 从 文 进 行 比 较

研究，提出了自己新的观 点，他 认 为: “汪 曾 祺 的 小 说

可以称之为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文 人 小 说。”“汪 曾 祺 既 没

有废名的偏执，也没有沈从文的火 气 ，而 是 处 处 显 示

出对虚构、想象、记忆中闲 适 生 活 的 向 往 与 自 足。”格

非认为，在 汪 曾 祺、沈 从 文、废 名 三 者 之 中，“沈 从 文

最不讲究 文 法”，“汪 曾 祺 最 讲 究 文 法”，“废 名 介 乎

他们二人之 间”［36］。格 非 还 从 新 的 角 度 研 究 汪 曾 祺

小说，认 为“汪 曾 祺 是 先 锋 文 学 一 个 真 正 的 源

头”［37］。翟业 军 从 汪 曾 祺 的“沈 从 文 论”的 症 候 出

发，从 新 的 角 度 对 汪 曾 祺 和 沈 从 文 创 作 进 行 了 比

较［38］。刘明 从 汪 曾 祺 与 五 四 新 文 化 传 统 的 角 度 入

手，研究汪曾祺文化意识构成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

地位与 意 义。“我 们 可 以 大 抵 看 到 源 于 周 作 人、废

名、沈从文等人的‘文学的 启 蒙’传 统，在 多 年 衰 微 之

后，经由汪曾祺接力 式 的 承 继，又 在 新 时 期 小 说 格 局

中得以复苏。”他认为，汪曾祺 的 创 作“实 现 了 民 族 文

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双重 继 承 与 融 合。”［39］ 刘

明认为，汪曾祺的小说追求 的 是“真 实”与“和 谐”，

他在前人研 究 汪 曾 祺 小 说“和 谐”的 基 础 上 提 出“真

实”的观 念，将“真 实”与“和 谐”统 一 起 来［40］ 对 汪 曾

祺小说创作进行 研 究。季 红 真 总 结 了 汪 曾 祺 对 于 中

国小说的积极意义。肖莉探 讨“回 忆”机 制 对 汪 曾 祺

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影 响，指 出: “氛 围 浸 透 了 人 物，

氛 围 体 现 人 物 的 精 神 风 貌，氛 围 投 射 人 物 的 人 生 际

遇。”［41］ 王一川将 京 味 文 学 分 成 三 代，将 汪 曾 祺 与 林

斤澜、邓 友 梅、韩 少 功、陈 建 功 等 一 起 列 为“第 二

代”［42］。林斤澜谈到汪曾祺 小 说 时 说，“‘散’自 有 他

的‘散法’”，“此‘散 法’我 曾 戏 寻‘规 矩’: ‘明 珠 暗

线’一也，‘打碎重整’二 也”［43］。时 任 中 国 作 协 主 席

的铁凝在 2007 年 5 月 18 日纪念汪曾祺研讨会上说:

“他的文学是要带给人 温 暖 的，并 且 这 温 暖 不 是 轰 轰

烈烈的‘大热’，是‘小 温’。”此 话 形 象 的 概 括 了 汪 曾

祺小说创作的特点。
总而言之，综观 汪 曾 祺 小 说 研 究 的 3 个 阶 段，新

时期以来，研究者们 从 多 角 度、多 层 次 对 汪 曾 祺 的 小

说进行研究，取得了 丰 硕 的 成 果，但 是 仍 然 有 进 一 步

展开研究的空间，如，对 汪 曾 祺 建 国 之 前 创 作 的 小 说

在研究中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国内的研究 者

对于汪曾祺小说创 作 风 格 成 因 大 多 偏 重 在 传 统 文 化

渊源方面，汪曾祺的创作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吸收了国

外的文学创作手法，国内的研究者们在以后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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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这方面进一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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