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湘西散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湘西散记>>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9309

10位ISBN编号：7544709302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沈从文

页数：311

译者：杨宪益,戴乃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湘西散记>>

前言

　　戴乃迭先生译的这十一篇作品，是从我的四个不同性质集子中选出的。
这四个集子多完成于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几年间。
正是我学习用笔比较成熟，也是我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几年。
　　第一部分取自我的《从文自传》前二章。
全书完成于一九三二年夏秋间。
当时我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散文习作，住处恰在公园和学校之间福山路口，一座新经修理的小
小楼房里。
三角形院子中有三五簇珍珠梅，剪伐成蘑菇状的叶端分布一串串小白花，开放得十分茂盛，且散发一
种淡淡清香。
公园尽头便是海边，距离不过二里路远近。
从窗口可望见明朗阳光下随时变换颜色的海面和天上云影(云彩且常呈粉紫色或淡绿色，为一生所仅
见)。
当时学校还未开课，我整天不是工作就是向附近山头随意走去。
山离海较远，由于视界广阔，感觉上反而近些。
夜里至多睡眠三小时。
生活虽然极端寂寞，可并不觉得难堪，反而意识到生命在生长中、成熟中，孕育着一种充沛能量，待
开发，待使用。
就在这么一种情形下，用了三个星期时间《自传》便已完成，不再重抄，径寄上海付印。
前一部分主要写我在私塾、小学时一段顽童生活。
用世俗眼光说来，主要只是学会了逃学，别无意义。
但从另一角度看看，却可说我正想尽方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
而走到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
这种自我教育方法，当然不会得到家庭和学校的认可，只能给他们一种顽劣惫懒、不可救药的印象，
对我未来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在尚未成年以前，我就被迫离开了家庭，到完全陌生的社会里去讨生活。
于是在一条沅水流域上下千里范围内，接受严酷生活教育约五年，经过了令人难于设想的颠连困苦、
穷饿流荡又离奇不经的遭遇。
在这个长长过程中，眼见身边千百同乡亲友糊里糊涂死去了，我却特别幸运，总是绝处逢生，依旧能
活下来。
既从不因此丧气灰心，失去生存的信念，倒反而真像是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
少有用的“做人”知识。
且深一层懂得“社会”、“人生”的正确含义，更加顽强单纯的走我应走的道路，在任何情形下既不
会因生活陷于绝望而堕落，也从不会因小小成就即自足自满。
这份教育经验，不仅鼓舞了我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来到北京城，准备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同时
还充满了童心幻想，以为会从十年二十年新的学习中，必将取得崭新的成就，有以自见。
就这么守住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绝不依傍任何特殊权势企图侥幸成功，也从不以个人工作
一时得失在意，坚持学习了二十五年。
　　这本小书第二部分选译了《湘行散记》中散文四篇。
《湘行散记》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还乡，经过约一个月时间写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来加以整理贯
串完成的。
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
更多复杂问题。
三三年夏，我离开学校返回北京工作，九月里成了家，生活起了根本变化。
时住在西安门内达子营一个单独小小院子里。
院中墙角有一株枣树和一株槐树，曾为起了个名字叫“一槐一枣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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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有秋阳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到全院，我却将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搁在小院中，
大清早就开始写我的《边城》。
从树影筛下的细碎阳光，布满小桌上，对我启发极大。
但是工作进展却相当缓慢，每星期只能完成一个章节，完成后就寄过天津《国闻周报》发表。
到十一月底，得到家乡来信，知道老母亲病转严重，要我回去看看。
其时正是江西方面蒋介石集中了六十万大军，对瑞金进行“围剿”，几次战役异常激烈，死亡以万千
人计。
我家乡地方那份割据武装，因和接壤的黔军争夺烟土过境税，发生小规模战事，僵持局面也搞得极紧
张。
公路还未通行，水路来回估计至少得一个多月时间，单独上路比较方便。
因此事先和家中人约好，上路后将把沿路见闻逐一写下寄回。
时天寒水枯，由沅水下游桃源县开始乘小船上行，随时停停又走走，到达沅水中游的“浦市镇”时，
就过了二十二天。
又赶山路三天，才到达家乡凤凰。
由于小船上生活长日面对湍湍流水，十分枯寂。
沿河表面上还稳定，实外松内紧，随时随地会发生事故，安全上毫无保障。
为了免得北京方面担心，所以每天必写一两个信，把水上一切见闻巨细不遗全记下来，且有意写得十
分轻松愉快而有趣，一共就约写了四十几封。
由浦市镇开始山行那三天，得通过一个地势荒凉的腰站。
路过一个亭子，恰是十多年前几个军中熟人一同被害的地方，心情相当沉重。
夜里住小客店时，信写得反而更加使北京方面放心。
到了家乡，从我哥哥处才深一层明白许多意料不到的现实问题，在外边我尽管经常被人认为“思想落
后”，到家乡却肯定我是个“危险人物”，应付外边倒比较省事，家乡事便难言，一犯了疑就无从解
释。
唯一方法即尽早离开。
除了礼貌上必需去见见我那位“老上司”，其他任何亲友都不宜拜访。
因为提的问题既无从正面回答，还会出乱子。
因此只陪在母亲病床边过了三天，借故北京工作紧迫，假期延长太多，匆匆返回北京了。
回来途中又走了十二天，写了约二十次并不付邮的长信，说的还是路上见闻。
回来后一面续写《边城》，一面整理这些信件，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篇章，分别在刊物上发表。
到后来才集成《湘行散记》这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像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
感慨和寓意。
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
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
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
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为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
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即或我家乡“老总”，还拥有地方武装三万人，割据湘西十三县已二十年，也难免在不易适应的变故
中，失去了控制力而终于解体完事。
这一切我全预料到。
果然不到三年，我的忧虑就证实了。
蒋介石在江西取得暂时胜利后，抽出了一个军的实力，来向地方进行兼并压迫，自然不甚费力就达到
目的。
上级下野，军队改编外调，外来“嫡系军队”侵入成为征服者，地方弄得一团糟。
　　第三部分从《湘西》一书中选出，共计四篇。
全书着手于一九三七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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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发生后，北京陷落，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我和北大、清华两校一些相熟教师，搭第一次平津
通车过天津，第二天在法租界一个住处，见早报才知道上海方面已发生战事。
我们的终点原是南京，由海船去上海路线已断绝，只好等待机会。
过了十来天，却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
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
一切得看气运。
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
还记得同舱熟人中有美术学院赵太侔夫妇、清华大学谢文炳夫妇、北大朱光潜教授，及杨今甫先生等
等。
辗转十来天，居然到达了南京。
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
南京方面各机关都正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
集中。
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还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
长介绍，说我是中国大作家，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在湖南组织临时大学，到武汉转车走后，我就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汉借武大
图书馆工作，并借住东湖边大革命时一个军长耿丹的别墅里。
　　不久就有熟人相告，延安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可以得到写作上一切便利，我是其中之一，
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等等。
所以十二月过长沙时，一个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过当时八路军特派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老先生
，问问情形。
徐老先生明白告我们，“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
工作，也很重要。
因为战事不像是三几年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并持久作战。
”不久带了几个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暂住时，湘西正由苗族头目龙云飞把提倡“读经打拳”的湖南
省长何键轰下台，湘西十八县一度陷于混乱状态，一切还不大稳定。
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湘西都占有特别重要地位。
南京当时已失陷，武昌军事上显得相当吃紧。
正有许多国家机关和教育机构向后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却正集中长沙加紧疏散，以湘
西最安全。
这个大后方必需维持安定，才不至于影响前方战事。
　　其次是湘西二十年都被称为“匪区”(事实上只是不听南京方面随意调动)。
又认为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
我生长于凤凰县，家中弟兄移居沅陵又已多年，这两个地区的社会人事我都格外熟悉。
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组织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恰是我那个“老上司”。
在苗区造反驱逐何键下台的“苗王”龙云飞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级幕僚军官更多非亲即友。
我因为离开家乡已十多年，对家乡事所知不算多，对国家大事或多或少还懂得些，这次回来已近于一
个受欢迎的远客，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
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老，都请到家中，让我谈谈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
谈了约两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
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
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昕的难民，分别
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
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
印象除去。
还能团结所有湘西十八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我明白许多问题绝不会
是一次谈话能产生影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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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达昆明不久，就又写了这本《湘西》，比较有系统地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
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的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
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
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
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官污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历史积习分不开。
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显明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
优点和弱点都得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
这次译文恰好选的正是“沅陵”和“凤凰”两章，证明我的用心，并不完全白费。
　　第四部分应说是一个纪实性的回忆录。
全部计划分六段写，译文取其三段。
记的是我于一九二。
年冬天回凤凰时，应一个同乡邀约，去离县城约四十五里的乡村“高枧”作客吃喜酒，村子里发生一
件事情的全部经过。
村子不到二百户人家，大族满姓，人并不怎么“刁歪”，头脑简单而富于冲动性是他的特征。
和另一村子一个田家三兄弟，为了一件小事，彼此负气不相上下，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悲剧，前后因之
死亡了二三十个人。
仇怨延续了两代，他本人和唯一孤雏，若干年后，先后也为仇人冤家复仇致死。
故事原只完成四段，曾于一九四七年分别发表于国内报刊中。
现在保存的中间三段，原稿连缀成一整幅，系我过去托巴金代为保存，我自己却早已把它忘了。
前年巴金由文革时期被没收后来退还的一堆旧稿中清理出来，才寄给我。
保存部分虽不完全，前后衔接可以独立成篇，并且全都是亲眼见到的部分。
因此用《劫后残稿》题附在香港重印的《散文选》后边，作为一个纪念。
　　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觉到十分离奇处，是这四个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
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却像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
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
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
现象。
我“写”或“不写”，都反映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
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
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
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
所有作品始终和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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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宪益、戴乃迭选译的这十一篇作品，是从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及题附
在香港重印的《散文选》中的《劫后残稿》四个不同性质的集子中选出的。
第一部分为《从文自传》的两篇，描写的是作者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成长与蜕变。
少年逃学、嗜赌、当兵的经历及湘西的环境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第二部分的四篇散文选自《湘行散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
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与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
⋯”第三部分的四篇选自《湘西》，“把沅水流域和五个地方支流的‘人事’、‘生产’作了概括性
的介绍”。
第四部分来自《劫后残稿》，记录了作者1920年冬天回凤凰时目睹的满姓大户人家与邻村田家发生的
恩怨情仇，内中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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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作品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
主要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八骏图》，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文论集
《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
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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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序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鸭窠围的夜一个多情水手与
一个多情妇人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沅陵的人凤凰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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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大约在两岁左右。
我从小到四岁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
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
瘦异常，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
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
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
时间或者较多。
　　到六岁时，我的弟弟方两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
时正六月，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
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
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
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
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
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
我的弟弟病后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壮大异常。
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儿精了。
　　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
如一般风气，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
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
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
，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
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
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
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
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我曾经有一时还作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
稍稍害点病时，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在床边服侍我，当我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
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很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都好得多。
我的爸爸既一面只作将军的好梦，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
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不希望我作将军，却告诉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以及他庚子
年间所得的一份经验。
他因为欢喜京戏，只想我学戏，作谭鑫培。
他以为我不拘作什么事，总之应比作个将军高些。
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
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
，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
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因为看护他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
得气派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
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岁时便作了步兵上校。
至于我那个爸爸，却在蒙古，东北，西藏，各地处军队中混过，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在本
地土著军队里作军医（后改为中医院长），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
便瞑目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
乎使我方便了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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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我逃出学塾，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这人
是我一个张姓表哥。
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
他教我说谎，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
即或不逃学，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每到中午散学时，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大字，
我们尚依然能够一手高举，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玩个半天。
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
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
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较大的关系。
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
　　现在说来，我在作孩子的时代，原来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
我并不愚蠢。
当时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
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
在各样教训各样的方法管束下，我不欢喜读书的性情，从塾师方面，从家庭方面，从亲戚方面，莫不
对于我感觉得无多希望。
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
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
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
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
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
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时，我又不曾在职务上学好过什么，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
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
于小时在私塾中逃学习惯。
　　自从逃学成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再关心。
　　有时天气坏一点，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
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来处，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
空地广阔，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
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我就看他们做事。
有人下棋，我看下棋。
有人打拳，我看打拳。
甚至于相骂，我也看着，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如何结果。
因为自己既逃学，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
到了那里，既无一个熟人，因此什么事都只好用耳朵听，眼睛去看，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我便
应当设计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
内中有十多本破书，由《包句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
分量相当沉重。
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
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
许多这种小孩子，因为逃学到各处去，人家一见就认得出，上年纪一点的人见到时就会说：“逃学的
，赶快跑回家挨打去，不要在这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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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书篮可不会受这种教训。
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
那地方无一个人看管，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书篮。
小孩子对于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需的敬畏，都信托这木偶，把书篮好好的藏到神座龛子里去，常常同时
有五个或八个，到时却各人把各人的拿走，谁也不会乱动旁人的东西。
我把书篮放到那地方去，次数是不能记忆了的，照我想来，次数最多的必定是我。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打。
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
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
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
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好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
事物上去。
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
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
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处罚的时间忘掉，直到被唤起以后
为止，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
那不是冤屈。
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过失，因此又为我换一个教师。
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异议。
这事对我说来，我倒又得感谢我的家中。
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虽常常绕道上学，终不是个办法，且因绕道过远，把时间耽误太久时，
无可托词。
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不必包绕偏街，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
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
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
）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
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
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
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
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器出租花轿的铺子，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阎罗王，鱼龙，轿子，金童玉女。
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换了些什么式
样。
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敷粉，涂色，一站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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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沈先生笔下的湘西，总是那么安安静静的。
⋯⋯静中有动，静中有人，沈先生善于用一些颜色、一些声音来描绘这种安静的诗境。
在这方面，他在近代散文作家中可称圣手。
　　——汪曾祺　　他的文字⋯⋯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
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
⋯⋯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　　——苏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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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汉对照，再现名家经典。
沈从文经典纯美文字，汉语文学英译巨匠杨宪益、戴乃迭，珠联璧合之作，优美飘逸的语言，跌宕起
伏的情节，带你走进一个唯美、传奇、充满异域风情的湘西⋯⋯　　十五年以前，我有机会独坐一只
小篷船，沿辰河上行，停船在箱子岩脚下，一列青黛色崭峭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灸成为一个
五彩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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