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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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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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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理由

中篇小说《边城》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

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优美、曲折、自然、纯

净的爱情传奇，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

颗千古闪耀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边城》的好处如世

上的水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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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生平简历

沈从文（公元１９０２年—１９８８年），苗族湖南省凤凰县

人，原名沈岳焕。祖父曾任贵州提督，嫡祖母为苗族。父亲

年轻时就入伍从军，辛亥革命时参与当地的武装起义，后因

谋刺袁世凯事泄而亡命关外，母亲是世家之女，从小就认字

读书，对沈从文影响很深。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

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塑造他独有的性格。

沈从文６岁入私塾，１５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

也是他的最后学历。１９１７年８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

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驻留，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

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

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

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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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沈从文

１９２２年（２０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

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

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这时

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

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

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郁达夫那篇著名的

《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１９２３年收到沈从文的

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１９２６年（２４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

小说、戏剧和诗歌），１９２７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

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１９２８年１月，到上海，８月应胡适

之邀，以小学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

写作。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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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沈从文

《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

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

他》等。

１９２９年１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

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１９３０年夏，任武汉

大学国文系讲师。１９３１年１月，胡也频被捕入狱，２月７日

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

上海龙华。４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

常德。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

教。１９３２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
“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

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

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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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他》《沈从文甲

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

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他》等。

沈从文与丁玲

１９３３年５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

月后，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同年９月，沈从文

与张兆和结婚。同年１０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

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

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

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１９３４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１月，

他返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后，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

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１９３６）和《湘西》

（１９３９）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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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

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初步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结晶，

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

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的生活发生急剧的动荡。

１９３７年８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

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

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

授，直到１９４６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

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

文学副刊。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

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如蕤》

（与《如蕤集》篇目有所不同）《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

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

集》等。

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

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

“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

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

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１９４８年郭沫若在《斥

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

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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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座城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

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排除在外，

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经常导致精神错乱，从此，离

开文坛。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　沈从文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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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后改行进

入历史博物馆工作。１９６３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
《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１９６４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古代服

饰研究》，１９６９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１９７１
获准回京，１９７８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１９８０年曾赴美讲学。１９８８年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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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是怀着一个神圣的“文学理想”从边城来到京城

的，依照这个理想，他竭力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和严肃性，坚

决反对文学的党派性和商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都市中

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精心建造了一个美

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方面做

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湘西”两大题

材。都市题材是他以“乡下人”的身份直面现实，重点是道

德批判，而湘西题材则是他在成为了都市人之后对过去的

缅怀，重点是理想歌颂，因此，自然地形成了“冷与暖”两种

截然不同的色调。同样是表现都市生活，沈从文小说与左

翼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既在“揭露性”表现出共同的特点，

但也显示出很大的区别。沈从文较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背

后的道德沦丧和人的自私贪婪，偏重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

庸俗卑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则偏重社会分析和阶

级批判；新感觉派小说则偏重于感觉的印象和人性的迷茫。

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都

市和湘西的不同态度。沈从文虽然从２０岁进京后就一直

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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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知识分子，但他发现，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

病”，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而他宁可并始

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

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在他看来，都市

的“智者”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

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而乡下人却总是能返璞归真，求得人

性的谐和。

在他小说的性描写中，也就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

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

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

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在《边城》等作品中，却

完全是一种赞美，翠翠对性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认为就越纯

真而美丽。这里，除了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

性的作用。沈从文是把性当做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

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

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

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

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

颓废腐朽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沈从文

论》，《苏雪林选集》，第４５６页，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

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城乡的对照”，唤起了作者

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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