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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他的创作充满着诗意追求和人性关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
奇迹。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忠实于艺术与忠诚于人性是合二为一的，艺术的魅力不仅在于能够透视人性、表
现人性，而且在于能够照亮人性、培育人性和完善人性，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人的尊严、优美和信念
。
显然，沈从文也是一个勇敢的艺术家，他看到了蕴藏于人心中美好的人性，但是也从不回避黑暗现实
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人而展示出人性生动、具体和复杂、深邃的内涵。
　　本书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为其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地，而且也与其博士
论文形成了彼此辉映的“双壁”，凸现了论说与史料相互印证的价值与魅力。
本书的出版不仅为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沈从文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资料，而且显示了新一代学者的
扎实的学风和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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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921年(民国十年)  19岁    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
。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
    10月，北京《晨报》第7版独立印行，改出四开单张，名《晨报副镌》，孙伏园主编。
    12月，《晨报副镌》开始连载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
    约2月，沈从文离开凤凰去芷江投奔五娘舅黄巨川，并在舅父任所长的当地警察所做办事员。
不久，因原属地方财产保管处负责收取的本地屠宰税划归警察所征收，沈从文又兼任收税员。
当时，沈从文的七姨夫熊捷三也住在芷江城里，经常与黄巨川一起吟诗唱和，并叫他抄写，他认真临
摹小楷，提高了书法水平。
    3月，沈从文为当时因公死去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治贤书写墓志铭。
    春夏间，沈从文五娘舅黄巨川因肺病去世。
黄巨川去世后，本地捐税抽收保管改归一个新的团防局，沈从文因此前的工作表现得到“不疏忽”的
评语，仍旧在团防局当税收员，并且月薪由一千二百文增加到一千六百文。
期间沈从文结识了十几个本地著名商人，并与一名叫马泽淮的年轻人成为朋友，他跟这些乡绅学会了
刻图章、写草字，并“做点半通半不通的五律七律”旧体诗。
    夏天，沈从文在姨夫熊捷三家这所“现代相府”(熊捷三的大哥熊希龄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书房里
发现并阅读了林纾译的一套西方小说。
当时，他陆陆续续读完了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小说
。
此外，他还从书房收藏的十来本印谱上，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款式。
当时熊家的隔壁还有一所熊希龄创办的中等学校“实务学堂”，在这所学校的图书馆里，沈从文翻阅
了《史记》、《汉书》和其他一些杂书，以及正在上面连载《天方夜谭》的《大陆月报》。
    8月底，沈从文在发现母亲交他保管的卖房钱被骗走后，自觉无脸见人，悄悄从芷江出走。
本年初，在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五娘舅黄巨川后不久，他母亲也卖掉凤凰家中房屋来到芷江与他同住，
并把卖房所得三千块钱交给他保管。
当时沈从文对朋友马泽淮的姐姐一见钟情，他给这个女孩写了许多情诗，并通过她的弟弟马泽淮传递
。
马泽淮在为他传递情诗的过程中，以“借钱”的名义陆续骗走了由他保管的卖房钱约一千元。
在芷江期间，姨夫熊捷三曾为沈从文提亲，但因他正陷在对该女孩的单相思中，故均被他拒绝。
    约9月，沈从文到了常德，巧遇表兄黄玉书，两人一同在一个小客栈里闲住约4个月。
在常德时，经同乡向膺生介绍，沈从文曾到驻防桃源的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贺龙处谋职
。
                             1922年(民国十一年)20岁    1月，南京东南大学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主办的《学衡
》杂志在上海创刊。
    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庚款兴学委员会。
    4月，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在上海创刊。
    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由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编辑
，1925年6月28日停刊。
    1月11日，沈从文离开常德赴保靖，同行有曾芹轩和表弟聂清。
    1月28日，黄昏时，沈从文等三人到达辰州(沅陵)南门码头。
晚上，沈从文与表弟及曾芹轩一起到辰州街上游玩时，和当地一个屠夫发生冲突，并打了一架。
    2月11日(元宵节)，在离辰州七十里的一个险滩，沈从文等坐的船遇险，当晚他们在河滩上度过了元
宵节。
    2月13日左右，到达保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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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保靖时，沈从文靠在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的军部“打流”度日，后来，“有一次正在写一件信
札，为一个参谋处姓熊的高级参谋见到，问我是什么名义。
⋯⋯问清楚了姓名，因此把我名单开上去，当天我就作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
不久，沈从文又因字写得比一般同事好，且能改正文件上的文字和款式上的错误，被调至参谋处，月
薪也升至六元。
    约6月，陈渠珍以援川名义派部队移防川东，沈从文作为机要文件收发员随行。
沈从文随部队在湘、黔、川三省边界走了六天后，第七天到达司令部驻地龙潭。
行军中在茶峒住宿两天，“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
这点印象后来在创作《边城》时，影响到他把故事安排在茶峒。
在龙潭，因为不必再出伙食，他“每月可净得九块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驻扎在龙潭时
，沈从文与一个曾经做过山大王的弁目刘云亭比邻而居。
“从他那里学习了一课古怪的学程。
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
所隐伏的生命意识。
”    11月初，在龙潭住了大约半年后，为躲避喜好男色的参谋长的侵害，沈从文又回到保靖军部供职
，并被留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薪饷仍然每月九元”。
    当时，陈渠珍有十来箱书籍和“百来轴”古画、“几十件”古瓷和铜器、“一大批”碑帖、“一部
《四部丛刊》”，这些都交给沈从文保管，并经常叫他代为查找抄录。
“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
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
”“到了这时我性格也似乎稍变了些”，“既多读了些书，把感情弄柔和了许多，接近自然时感觉也
稍稍不同了。
加之人又长大了一点，也问或有些不安于现实的打算，为一一些过去了的或未来的东西所苦恼，因此
生活虽在一种极有希望的情况中过着日子，但是我却觉得异常寂寞”。
就在沈从文急需有人对他那种感情进行启发和疏解时，他的姨父聂仁德，一位与熊希龄同科进士来到
保靖，住在对河一个庙里。
沈从文因此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大乘”、“因明”和“进化论”，“但这么一来，我
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
    这年，沈从文在张学济部队中做军医正的父亲随部队移防下驻辰州，他母亲及最小的妹妹沈岳萌与
父亲同住，弟弟沈岳荃则与他同在一个部中做书记。
    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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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本书中有大量丰富、生动的细节支撑，让我们看到沈从文被历史烟云遮蔽的隐秘往事，他的写
作与书信，他的表情与沉思，他的勇敢与软弱，他的言行与交游，这一切，都是由事实来说话。
以沈从文为个案，我们不仅了解到作家和学者的物质生活细节，而且隐隐约约看到20世纪中国的万千
气象。
　　　　　　　　　　　　　　　　　　　　　　　　　　　　　　　　　　　（枊已青）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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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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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他的表情与沉思，他的勇敢与软弱，他的言行与交游，这一切，都是由事实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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