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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文游台 

作者 | 汪曾祺 赏析 | 吴杰明 
【编者寄语】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到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 他始终保持了
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
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贾平凹曾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
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
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文游台》选取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独特表达，将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怀想与对桑梓先贤的敬仰熔铸于一炉，平淡中见奇崛，通达
中见古奥，读来令人心生向往，感慨万千。 

【披文入情】 

文游台  

①文游台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 开篇点题，此为主脑。 

②台在泰山庙后。 

宕开一笔，首见顿挫。开头
叙写文游台周边的桥、鱼
和庙等，意在真实表现了
故乡的风土人情，丰富了
文游台的人文风景。开头
的简略和后文的繁复之间
形成对比鲜明的审美张
力。 

③泰山庙前有河，曰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桥，桥很高，
桥洞很大。走到桥上，上面是天，下面是水，觉得体重变得
轻了，有凌空之感。这正是杂花生树、良苗怀新的时候，放
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畅。 

由“文游台”而“泰山庙”，
由“泰山庙”而“澄河”，
愈挫愈远，为接下来写文
游台与秦少游渲染了气
氛，做足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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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澄河产瓜鱼，长四五寸，通体雪白，莹润如羊脂玉，
无鳞无刺，背部有细骨一条，烹制后骨亦酥软可吃，极鲜美。
这种鱼别处其实也有，但我的家乡人认定这种鱼只有我的家
乡有，而且只有文游台前面澄河里有。不过别处的这种鱼不
似澄河所产的味美，倒是真的。因为都经过冷藏转运，不新
鲜了。 

文章把澄河里的瓜鱼与冷
藏转运的鱼进行对比，不
仅突出家乡瓜鱼味道鲜
美，而且表现了家乡人对
故乡由衷的热爱。 

⑤泰山庙亦名东岳庙，差不多每个县里都有的，其普遍
的程度不下于城隍庙。所祀之神称为东岳大帝。泰山庙的香
火是很盛的，因为好多人都以为东岳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
每逢香期，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一进庙门就闻到一股触鼻
的香气。 

 

⑥正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戏台很高，下面可以走人。
这倒也好，看戏的不会往前头挤，因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
的戏。大都是站着的，也有自己从家里扛了长凳来坐着看的。 

 

⑦唱戏的是“草台班子”，没有什么名角，也没有什么
好戏，唱的是京戏，但有些戏是徽调，没有准调准词。只有
一年，来了一个叫周素娟的女演员，在南方的科班里学过戏，
唱戏很规矩，能唱《武家坡》这类的戏，甚至能唱《祭
江》······现在却混得到里下河来搭班。还有一个大
花脸，嗓子很冲，姓颜。有一回，我听他在戏台旁边的廊子
上对着烧开水的“水锅”大声嚷嚷：“打洗脸水！”我从他
的产音里听出了一腔悲愤。江湖艺人，吃这碗开口饭，是充
满辛酸的。 

这里叙述唱戏的周素娟和
颜大花脸，刻画下层人民
命运的落魄和生活的辛
酸，借此表现作者作为客
居京城的游子对故土、故
人的深切惦念与悲悯哀伤
的真挚情怀。 

⑧泰山庙正殿的后面，即属于文游台范围。沿砖路北行，
路东有秦少游读书台。更北，地势渐高，即文游台。台基是
一个大土墩。墩之一侧为四贤祠。四贤，说法不一。明代张
诞《谒文游台四贤祠》诗云：“蒲圻先生独好古，一扫陋俗
隆高风。长绳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我小时到文
游台，连“四子衣冠容”也没有，只有四个蓝地金字的牌位。
墩之正面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较生僻，出处在《易
经》，如果用大白话说，就是“快来堂”。我觉得“快来堂”
也挺不错。我们小时候对“快来堂”的兴趣比四贤祠大得多，
因为堂的两壁刻着《秦邮帖》。小时候以为帖上的字是这些
书法家在高邮写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书法杂凑起来的（帖
都是杂凑起来的）。帖是清代嘉庆年间一个叫师亮采的地方
官属钱梅溪刻的，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
公书。曾有人考证，帖中书颇多“赝鼎”，是假的，我们不
管这些，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是小儿声口，是游子情怀。） 

这里引用明代张诞《谒文
游台四贤祠》的诗句，既交
代了四贤祠的来历，又引
出了作者小时候未见“四
子衣冠容”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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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
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读小学时每年“春游”
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
的麦苗，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
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
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作者儿时在文游台上看到田园的风光与船帆的移动，心中
有些“酸酸的”“甜甜的”，流露出他小时候就感受到的家
乡的美好以及离别的伤感与重逢的喜悅。） 

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打
破时空的界限，以儿童的
视角来写家乡的文游台，
回忆小时候在文游台的所
见所闻所感，显得淳朴自
然，让读者有如临其境之
感。 

⑩文游台的出名，是因为这是苏东坡、秦少游、王定国、
孙莘老聚会的地方，他们在楼上饮酒，赋诗，倾谈，笑傲。
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苏东坡
只是在高邮停留一个很短的时期。王定国不是高邮人。孙莘
老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一个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欢。文
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对比映衬之中，凸显作者
对秦少游的中意与偏爱，
这是对桑梓先贤的崇敬与
爱戴。 

⑪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
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著过《蚕
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人民的生活······还因为他一
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
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
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
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迁臣多内
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
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⑫迁谪生活，难以为怀，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但
他还是很旷达，很看得开的，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
仪《说郛》卷八十二：秦观南迁，行次郴州遇雨，有老仆滕
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
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盘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
士，学士！他们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
甚来陪奉他们！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
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 

这里援引明陶宗仪的《说
郛》，状物写人，形神毕肖，
表现了秦少游颠沛流离中
淡泊旷达的人生观，同时
说明这样的传记具有很珍
贵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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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我以为这是秦少游传记资料中写得最生动的一则，而
且是可靠的。这样如闻其声的口语化的对白是伪造不来的。
这也是白话文学史中很珍贵的资料，老仆、少游，都跃然纸
上。 

全文以空间转换为线索，
先写拱桥、瓜鱼，再写庙中
香火、戏台，最后写庙后的
文游台，由远及近，文脉清
晰；渐次分明，详略得当；
风土人情，井然有序。 

作者：汪曾祺 
来源：摘自《江苏省泰州市 2021 届高三下学期 4 月
第二次适应性考试语文试卷》摘自《江苏省泰州市
2021 届高三下学期 4 月第二次适应性考试语文试

卷》 

 

【文章珠玑】 

盍簪堂后是一座木结构的楼，是文游台的主体建筑。楼颇宏大，东西两面都是大窗户。我
读小学时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
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
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思考探究】 

1.高邮人为什么对仕途落魄的秦少游“最感动”？请简要分析。 
2.汪曾祺曾说：“在文风上，我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
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我希望融奇崛于平淡。”请从文中找出“奇句”“古句”各一例，
并简要分析如何“融奇崛于平淡”。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射阳县高级中学 吴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