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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于工作需要 ! 在全国范围内
接触过各种年龄段的大大小小作家 " 在
这些作家中 !像汪先生这样年高 #资深 !

以其$散而庄#淡而腴%的独特创作风格在
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并不多见!尤其
是汪先生曾先后在 &北京文艺'&民间文
学'等全国著名文艺杂志干过多年编辑工
作!对这一行谙熟于心"因此!我曾担心像
他这样的作家!可能居高临下!不大好打
交道"我第一次写信给他!心中不免忐忑!

行文字斟句酌!尽量谦逊更谦逊些" 谁料
汪先生回信的口气! 却是那样的随和亲
切! 此后我和他再联系时也就放下了心!

不再用上许多客套话"如今重读汪先生来
信!仍为他的言谈#举止和气度所折服!感
触良多"

我们写给汪先生的信!相当一部分是
向他请教审稿中发现的各种各样文字#标
点差错的" 因为书中所收的篇章!大多是
在各报刊发表过的!而这些现成剪贴过来
的稿子!差错较多!明显的我们改了!对没
有把握的!尤其是引述前人著述文字中出
现的差错!就写信问汪先生!他对此总是
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指点"比如!

#%:$

年
;

月
!

日汪先生来信中说到的俞正燮&癸
巳类稿'!在&晚翠文谈(读民歌札记'中!

他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并在脚注中标
明出处" 由于铅印的原稿脱字或错排标
点!怎么也读不通" 本来!编审者有责任查
核原书!但当时我们手头没有此书!又来
不及跑图书馆!便写信请教汪先生" 不巧
的是!他回信说)$我的&癸巳类稿'!不知
被家人捆到哪包里去了! 一时找不到!无
法复核原文" %这时!他完全可以把$皮球%

踢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提出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既避开差错!又不影响
引文应用!那就是干脆$把脚注的最后几
句 *即脱字或排错标点的那几句+++笔

者,删掉%" 我们接到回信!很感谢汪先生
对于勘校书中的差错勇于担当!又能够灵
活地变通处理"

为了把这本书出好!我们除了争取把
差错率降到最低!还想在装帧设计上动动
脑子!为此我写信给汪先生!听取他对这
方面的意见" 他在

<%:$

年
;

月
!

日来信
说)$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 如果能用
=!

开 !最好 !题目若能多占几行 !则 -宽
松.些"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过于
现代派!与文字内容不相合" 如用底色!希
望不要用墨绿的" 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
是墨绿的!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这和作
者的年龄相称!真怪" 斤澜把文稿*指请他
审阅的&晚翠文谈'排印稿+++笔者,交给
你们时!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不一定
用我手写的字!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 %

明眼人一看信中的这些文字!应该知道这
是一位谙于此道的行家所说的内行话!可
是汪先生委婉地采用了商量的口吻#不确
定的语气/对自己一些很好的想法!也只
是以$希望%的句式提出!把最终的$决定%

权谦让给了我们" 尤其是对他写的那四个
毛笔字书名!却作出了否定的评语" 其实!

汪先生的书法以其秀丽俊逸在圈内外早
就有点名气了!因此我们建议这本书的封
面!就请他用毛笔书写书名" 虽然他答应
我们的要求!在信中附来横竖两式的毛笔
书名!却认为$写得不理想%!$不一定用%"

读了这封信!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是 $大
智若愚%!什么是$虚怀若谷%!特别是这一
切发生在汪先生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老
作家身上!更觉难能可贵"

让我们愧不敢当的是!汪先生在九封
来信中!对我们的工作一再肯定!反复鼓
励!颇多溢美之词"如

<%:$

年
;

月
!

日来
信说)$读信! 深为你对编辑工作的认真#

细致而感动!谨先表示我的谢意" %同年
>

月
>

日!他在审读&晚翠文谈'一校样后!

来信说)$这个一校样错字不是很多!在你
的审阅下! 我想基本上可以把错字消灭!

+++一本书完全没有错字! 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书出以后!看起来会很愉快" 谢谢
你0 %

#%::

年
=

月!&晚翠文谈'出版!编务
办公室按规定寄 $校正本%*即完成本,给
作者!请他作最后一次审读!以后寄回存
档" 汪先生于

=

月
!;

日来信说)$出版社
曾寄我一本 -校正本.! 我粗看了一遍 !

11总的说来!此书错字不多 !我比较满
意" %说实在话!汪先生大可不必向我们一
再道谢! 他读了经由我们手出版的著作!

能感到$愉快%和$满意%!即是对我们工作
的最大褒奖0

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汪先生对出
版社当时面临的图书市场萎缩!书籍销路
低落的严竣形势!一再强烈地表示他的忧
虑和关切" 他在九封信里!多次因自己这
本书销路不佳#增加出版社经济负担而感
到内疚和歉仄" 他在

#%:$

年
$

月
#%

日来
信中说)$&文谈'年内能出书否2 定价

!7!?

元!稍贵!大概买主不会多!颇为出版社赔
钱而发愁也" %他在

<%::

年
=

月
!;

日写
的信!说得更明白)$一看版权页!印数只
!$??

!我心里很不安 !这本书无疑将使出
版社赔钱" 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 我对浙
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赔本卖买 ! 深致敬
意" %他还在出书后主动提出要买二百本
&晚翠文谈'! 以表示对出版社的支持!为
出版社分一点忧" 我想!这大概因为他作
为一个有良知的老文人*有的评论家说他
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仍然保持着
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 乐天下之所乐!忧
天下之所忧"

汪先生的九封来信! 内文尽管简略#

琐细!但不仅忠实记录了&晚翠文谈'出版
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细节!而且还有力见证
了一位老作家的可贵襟怀和品格" 能有机
会和汪先生合作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我此

生的一大快事0

后续!佳话"

最后!说一段有关&晚翠文谈'的后续
$佳话%"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三年*

<%%<

年,!

我请汪先生为我写一幅字! 他欣然同意!

不久就写好寄来了" 难得的是!他这幅书
法中的字!不是像大部分书法家通常所做
的那样!誊写现成的古人诗词!而是亲作
一首七绝!写的就是杭州的风物和他对杭
州的怀念" 汪先生曾在散文中多次写到杭
州!但写杭州的诗似乎仅此一首" 诗的原
文如下)

桃柳杭州无恙否!

当年风物尚如初"

虎跑泉泡新龙井#

楼外楼中带把鱼"

我想!汪先生对我如此 $优待 %!可能
和我们当年为出版他所在意的 &晚翠文
谈'曾付出过辛勤劳动!不无关系!他是借
此还我们的情"

!?<=

年
=

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三十周
年社庆之际!我整理旧稿 !找出汪先生这
首七绝 " &钱江晚报 '消息灵通 !很快拿
去!在同年

;

月
:

日第一次影印发表"记
者为此采访我 ! 问起这首诗的来历 !这
便引出我对出版 &晚翠文谈 ' 一书的种
种回忆 !也就必然连锁引出汪先生给我
的这九封信 " 于是 !汪先生的子女和汪
曾祺研究界的学者 !都知道我保存着这
九封未发表的信 ! 一再鼓动我公之于
世 !并拟收入即将出版的新版 &汪曾祺
全集 '"

我当然高兴这样做" 但是!为使人们
准确解读这九封信! 我觉得有必要对它
们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所交代 " 这也正
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初衷"

汪曾祺信件选登
第一封信#

<%:$

年
;

月
!

日$

徐正纶同志%

=

月
<=

日信我于前日才收

到$邮递如此之慢$真不可解%

读信$深为你对编辑工作的

认真 &细致而感动 $谨先表示我

的谢意 " 提出的问题$分别答复

如下'

一&(花儿的格律)$可均照你

们的意思改过% 你们所改处均与

*节拍+,用韵-无关%

二&(关于小说语言 .札记/)

引用刘大槐说$确有错字% *一神

气$文字是最精处也-当作*文之

最精处也-% *作文若字句安顿不

妙$岂有文字乎-$*文字-不误$但

*岂-字下脱一*复-字%

(读民歌札记)引俞正燮(癸

已类稿) 条的标点有误$ 但我的

(癸已类稿)$ 不知被家人捆在哪

包书里去了$一时找不到$无法复

核原文% 现在只好把脚注的最后

几句删掉%

(小说笔谈)引齐白石诗*比

翁无肝胆-$*比-应是*此-0*空员

一千年+$*员+应是*负+%

三&(外星人语)$似可不改%

四&(林斤澜的矮凳桥)$我原

也想补收进(文谈)$怕赶不上你

们发稿$故未提起%既然你们拟收

入$很好%这一篇可放在评论一辑

的最后% (文艺报)刊出时有个别

错字$但我那一期(文艺报)找不

着了$你们可先照着那样发$等我

找出(文艺报)$勘出错字后再写

信告诉你们%

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

如果能用大
=!

开$最好$题目若

能多占几行$则*宽松+些%封面我

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 过于现代

派$ 与文字内容不相合% 如用底

色$希望不要用墨绿的%我的两本

小说集的封面都是墨绿的$ 出版

社提出的理由是' 这和作者的年

龄相称%真怪%斤澜把文稿交给你

们时$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不

一定用我手写的字$ 那几个字也

写得不理想%

你的信是从北京发的$ 但我

想你人还在杭州$此信仍寄杭州%

即候文安1

汪曾祺 四月二日

第四封信#

<%:$

年
>

月
;

日$

徐正纶同志%

&

月
!:

日信收到%

(晚翠文谈)校样$斤澜尚未

交给我$今天我打电话问问他%

*蔼蔼远人村+$*蔼蔼+ 确当

作*暧暧+%

@<!%

&*古人论诗之云+$*之+

字当删去$*云+字下可加冒号%

@<=<

&*打渔杀家 +$*渔 +可

统一为*鱼+%

@!$=

&*钢管+不误$*铜管+是

误排%

承细心勘校$甚谢%一校样待

斤澜交来后即抓紧看% 即致

敬礼1

汪曾祺
>

月
;

日

第五封信#

<%:$

年
>

月
>

日$

徐正纶同志%

斤澜已将(文谈)副校样转给

我%我粗校了一遍%后一部分有些

缺字$未暇一一校补%这个一校样

错字不是很多% 在你的精心审阅

下$我想基本上可以把错字消灭$

2一本书完全没有错字$ 是不可

能的%我相信书出之后$看起来会

很愉快% 谢谢你1

副校样中的一篇 (浅处见

才)$ 你复校后能不能寄还给我!

我月底要给剧院的青年编剧讲一

次课$想大体上就讲这些内容%如

有此副校文本$即可不用备课了%

副校另函挂号寄上%

样书何时可出! 我大概要到

十二月才能看到$ 因为我
%

月2

<<

月要出一次国%

即候 编安1

汪曾祺
>

月
>

日

第九封信#

<%::

年
=

月
!;

日$

徐正纶同志%

=

月
<:

日信收到 $ 你寄来

(晚翠文谈)一本也收到% 前一天

编务室已寄来样书
!?

本$请转告

编务室%

我想买
!??

本$好送人%请代

办一下手续%所需书款$请于稿费

中扣除%

一看版权页$ 印数只
!$??

$

我心里很不安$ 这本书无疑将使

出版社赔钱% 应该表示感谢的是

我% 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

种赔本买卖$深致敬意%

出版社曾寄我一本 *校正

本+$我粗看了一遍$校出一些错

字$另封寄出% 总的说来$此书错

字不多$我比较满意%

即候时安1 浙江还在闹肝炎

否$祝无恙1

汪曾祺顿首
=

月
!%

日

!信件照片由徐正纶先生提供"

汪曾祺先生于
<%:$

年
;

月
!

日写给徐正纶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