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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他的一生很富于传奇性.人们提起沈从文,便不能不谈到湘西,去了湖
南沅水边,也不可能不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而他一生的传奇,也大都和湘西有关.在他的笔下,湘西是一个非
常独特的、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都是故事，都是诗歌，也都是图画。
著名摄影师卓雅，以敏锐、细腻的镜头，将沈从文的湘西呈现给读者，文字里的湘西和照片中的湘西
，互为衬托，又互相辉映。
这个美丽的选本，让读者更加贴切地领略那浓郁乡土抒情的意境，也更同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
生死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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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
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血统。
　　沈从文当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
，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
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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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所生长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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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与沅州鸭窠围
的夜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几个码头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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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 沈从文的湘西是一个偏远的所在。
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个偏远的所在似乎又与野蛮相等同。
多少年来都是如此，湘西的面目因此一直模糊不清。
沈从文是一个将军的后裔，但并没有享受到祖父的光荣，童年的快乐是暧昧不明的，远不是他后来在
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诗意。
祖父创造的光荣只是昙花一现，沈从文受到的苦难却是实实在在的。
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比一条枪高不了多少，就被流泪的母亲送进了军营。
家道衰落的变故似乎在沈从文的心中并没有留下太深的记忆，倒是那段军营生活使他终生难忘。
他随着那支军阀部队在湘西的土地上东游西走，除了看见杀人放火，就是空虚和无聊。
这个孩子的心里逐渐堆满了寂寞和痛苦的情绪，唯一能给他心灵上带来安慰的，就是湘西那一片奇异
的土地和土地上质朴的人民。
      沈从文在成为作家之前一度是北京城里的一个游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湘西，尽管藏在偏远的一角，不为外人所关注，总是显出那么一点点神秘，
但时代风暴的猛烈袭击，也不可抗拒地波及到这里。
这个时期的湘西就象一座阴暗而破败的房子，终有阳光从缝隙中透进来，成为时代大变动背景中先进
思想的投影。
年轻而敏感的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时代的某些变动，尽管还有些茫然，就象一个长期生活在黑房子里的
人突然出现在阳光下感到头晕目眩，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同时由于极端厌恶军阀
部队里野蛮无聊的生活，于是一个强烈的愿望由此在心中形成：走出去，走出湘西！
    沈从文从湘西的悄然出走，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重大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整个湘西命
运的改变。
因此湘西的历史注定要在一九二二年这一页上凝固。
后来，许多人竭力探究湘西这一页历史上的奥秘，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赶来，在湘西的山水间寻找
历史上的蛛丝马迹，然后又一步一回头地离开，贪婪地想把整个湘西装在口袋里带回家去。
    沈从文在这一年来到了北京。
这个乡下人走出火车站，面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巍然高耸的建筑，他禁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惊叹：
“北京好大！
”置身于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显得茫然失措，结果听任一个车夫拉着，找一家小客店暂时安
了身。
    沈从文希望中的一种全新的生活并没有出现，许多美好的想望很快在现实中砸得粉碎 。
现在他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游民，从湘西出发时在军阀部队里支取的二十七块钱早在路上就花光了，
生存的巨大危机降临到了这个乡下人身上。
沈从文当初决定来北京时，有一种朦胧的自我意识，那就是寻求理想，脱离军阀部队而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人格独立，希望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现代知识，来挽救这个日益衰微的民族。
至于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他并没有明确的心理准备。
因此，沈从文当时面临着的严峻现实处境是，一方面因为自身只有初小文化程度，无法通过考试进入
大学学习，另一方面他也不具有高大强壮的身躯，自然也找不到打工的机会。
沈从文在北京最初两年半的自学生涯是在极度的贫困中度过的，栖身于同乡友好提供的简陋住处，一
身单衣，两条棉被，是他的全部过冬之物，以此抵御北京冬天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甚至住处连个火炉
也没有。
至于吃饭，更成为生存下去的最大问题，常常是在有上顿没下顿的情形中度过的，有时饿得发昏，就
一次又一次地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或跑到住处附近的街上去，用一个儿童般的眼光看着别人吃饭。
    在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沈从文以湘西人特有的倔强劲与命运搏斗，顽强地坚持着自学。
他也多方向人求援，并屡屡得到同乡友好乃至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帮助。
一九二四年的严冬，沈从文出于生活上的百般无奈，试着写信向著名作家郁达夫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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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登门拜访，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
门外正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而在没有火炉的室内，沈从文身穿两层单衣，用棉被包裹着双脚，坐在
桌前，用冻得红肿发亮的手坚持写作。
沈从文带着湘西乡音的倾诉和眼前所目睹的一切，使郁达夫惊异于这个顽强的生命和这个生命所显示
出来的顽强意志，一种深深的震撼和强烈的悲悯情绪使郁达夫几乎不能自制。
郁达夫当时虽在大学任教，经济上却极其窘迫，也是变着法子过日子。
他摘下自己脖子上的淡灰色羊毛围巾，并掸去上面的雪花，轻轻披到沈从文身上。
他又想到要请沈从文吃顿饭，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两人边吃边谈。
饭后郁达夫拿出五快钱结帐，除去吃饭花去的一块七毛多钱，将余下的三块多钱都给了沈从文。
郁达夫从沈从文住处回去的当天晚上，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和看起来简单愚直
的行为，再加上自己对黑暗社会种种不平的感触，使他奋笔直书，写下了交集着愤慨和悲悯的《给一
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郁达夫的这次雪中送炭，并不只是使沈从文度过了生活上的一个难关，更重要的是坚定了他在文学上
的信念。
也是在这个北方酷寒的冬天，沈从文迎来了他文学上的第一个春天，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在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荒漠的原野上终于出现了第一枝花。
     摆在沈从文面前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贫困，但文学上的初见起色毕竟冲淡了他内心的忧愁。
湘西在很遥远的地方，又在他心的深处。
沈从文提笔写作时，湘西的山水人物就源源不断地涌到了笔下。
梦魂萦绕的湘西，在沈从文穷愁困苦的日子里，时时牵动着他的归心。
同时也有一个声音在沈从文的心灵深处不息地鼓荡：“既然为信仰而来，千万别要把信仰失去。
”这个湘西的乡下人，就因为这样一种信仰的支撑，尽管在北京城里居无定所，但终究没有离去。
    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创作中得到心灵的慰籍，同
时由于环境的恶劣和生存的危机仍然困扰着他，写作也是一种求取生存的手段，这也化为一种动力，
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一九二五年在沈从文的文学经历中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大量发表的机会，并陆续有
作品集出版，作为一个新起的作家，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故乡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怀恋，对湘西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描绘成为沈从文早期创作最突出的主题
。
沈从文曾经这样表白过自己的创作：“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沈从文的早期作品的确如此，带有浓郁的郁达夫式的“自叙传”色彩，即使作为他的自传材料来读
也亦无不可。
严格地说，这些早期作品由于缺少应有的艺术提炼，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构成它们的基本特色。
内容的单薄，主题的过于直露以及叙述的粗略都表明沈从文的早期作品还不具备成熟的艺术形态。
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一时期无疑是他的创作试验期。
但 沈从文的这个创作开端，仍然是令人惊异的，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意义。
这不仅是因为沈从文已经显露出潜在的艺术才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所构筑的湘西艺术世界已经初露
雏形。
湘西之子沈从文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世界，这个曾经云遮雾罩的神秘世界，开始显露
出它的冰山一角，给人新鲜，给人刺激，也使人开始关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
    湘西的山水带给沈从文以特有的灵气，加上长久的努力所磨砺出来的才华，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可谓
时来运转，他的创作由最初的小溪变成了一条长河，真正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 。
随着他日益成为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他的生活境遇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他长久以来渴
求的爱情也终于如愿以偿，生活和创作似乎都在平静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唯一没有改变的大约只有他终生引以自豪的乡下人性格，他的创作也一如既往地沿着湘西乡土题材延
伸。
即使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暴露都市人生的荒谬和病态，以此反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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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湘西乡土世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湘西乡土作为沈从文血肉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时以更圆熟的艺术形态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湘西的
山水和人物已经脱去早期创作中蒙昧的自然状态，成为富有人性深度的艺术形式。
一九三四年问世的《边城》，是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的一个标志性建构，也是湘西通往外部世界的一
个永久性的路标。
沈从文笔下纯净到几乎透明的边城，实则是一个微型化的湘西世界，湘西的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在这
里以一种独异的地域色彩表现出来，从而获得永久的艺术价值。
边城也由此成为湘西的诗意化命名，并广泛为人们所接受。
后来的《长河》原计划写四卷，从最终完成的第一卷来看，是继续着《边城》探索湘西特有的人生形
式。
这部未完成的以湘西为背景的长篇，标志着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建构的完成。
当这部历经坎坷的长篇终于在一九四八年正式出版时，黑暗中的中国即将进入另一时代，而对沈从文
来说，则意味着他文学创作道路的终结。
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
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的夫子自道，正是他建构湘西艺术世界的切身体会。
以《边城》、《长河》为代表作的湘西艺术世界，实则是一曲以探索湘西乡村人生形式为主题的生命
之歌，既是沈从文倾尽全部智慧和心血的生命结晶，又是湘西山水孕育而成的生命精灵。
     沈从文是幸运的，湘西也因之幸运。
沈从文“造一座希腊小庙”的文学理想，在湘西坚实的土地上，成为一个神话般的现实。
在这座供奉着人性的小庙里，复活着湘西的全部梦想，也供奉着沈从文对真善美的全部追求。
这座神奇的小庙，使湘西原本显得野蛮的面目，恢复到淳朴的本真状态，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拜者蜂
拥而来。
来的时候，这些朝拜者的心里装着两个名字：“沈从文！
湘西！
”去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还是装着两个名字：“沈从文的湘西！
湘西的沈从文！
”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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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湘西的传说与神话，无不古艳动人。
同这样差不多的还很多。
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
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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