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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5边城6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 � 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 ∀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 

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 � 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 � 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 

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 ∀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 ∀同时 � 在5边城6的深层意义结构 

中 � 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 � 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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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人性美的追求与抒写 �对理想生命形式的审 

美观照 � 贯串在沈从文几乎所有的创作中 � 使其创作 

从总体上呈现出/ 人性神庙0的风貌 �这成为沈从文 

创作最鲜明的标志 ∀ ���� 年发表的5边城6在沈从 

文的整个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最为集中地 

表现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 � 寄托着沈从 

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 �在艺术上也臻于化 

境 � 代表着沈从文创作的高峰 � 标志着其/ 人性神庙0 

的基本完成 � 也标志着/ 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 

构架的基本完成0 ≈� ∀ 

沈从文在谈及5边城6时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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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 

旅行 � 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一个小城小市几个 

愚夫俗子 � 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 � 各人应有 

的一分哀乐 �为−爱. 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 0 ≈� 

沈从文的这个创作意图在5边城6中得到很好的表 

现 ∀边城在沈从文的笔下不仅充满葱茏的诗意 �而 

且包容着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具 

有文化符号的性质 �代表沈从文对理想生命形式的 

理解与追求 ∀边城作为一个文化隐喻与象征 �其意 

义指向固然是多维的 � 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 不 

同的读者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 �会发现其不同的 

意蕴 � 但边城的意义基点还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 � 指 

向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理想的人性形态 ∀同时 � 

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在现实中却以幻灭 

的形态出现 � 具有一种无法避免的宿命性悲剧意味 ∀ 

边城所代表的理想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 早已超越边 

城乃至湘西狭隘的地域边境 � 具有广泛的人类意义 � 

因此 � 边城已经成为一种理想生命形式与理想人性 

的指称 � 具有一种类似于桃花源式的文化符码意味 ∀ 

二 

5边城6对时空关系的处理非常特殊 �一方面对 

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 �另一方面对故事 

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 � 往深层看 � 这 

种时空处理方式又与作品所表达的理想人性与理想 

生命形式密切相关 ∀ 先来看5边城6对时间的处理 � 

沈从文对此是颇费心机的 ∀边城故事发生的时间虽 

然大体上有个限定 � 但却有意处理得相当模糊 � 使人 

感觉到这一故事似乎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 � 因此 � 

这一故事既具有/ 过去时0的痕迹 �带有回忆与梦幻 

的性质 � 却又似乎不无/ 现在时0的某些回音 � 流露出 

作者对现实的深沉喟叹 ∀读者很难明确地指出故事 

究竟发生在哪一时期 � 尽管在作品中也可以找到一 

些时间线索 � 然而这些时间线索本身也似乎具有不 

确定的性质 � 很容易使人怀疑这些时间线索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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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也许这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在时间的不确定 

性中寄予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 �使这种 

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态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 ∀ 

这种在时间设置上/ 过去0与/ 现在0的交叉与融合 � 

既使人感觉到故事与自己具有某种贴近性 � 却又产 

生一种间离化的审美效应 �因而故事中的人物也似 

乎生活在/ 过去0与/ 现在0之间 �既与读者有相亲近 

的一面 � 仿佛能触摸到他们的声音与气息 � 又与读者 

有相疏离的一面 � 仿佛生活在读者的想象与梦幻中 � 

呈现出一种抒情性的忧郁气质 ∀ 这样 �对时间的这 

种模糊化处理使故事传达出一种浓厚的牧歌情调 � 

在牧歌情调里显示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 

想 � 以及这种理想的最终破灭所引发的苍凉与忧郁 ∀ 

同时 � 这种时间处理方式能有效地表现出老船夫 !翠 

翠等边城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与人生孤独感 � 并/ 通过 

生命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 

美 ) ) ) 一种带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 

内容 ) ) ) 人性美0 ≈� ∀显然 � 对时间的这种模糊化处 

理 � 不仅可以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应 � 有利于增强作 

品的牧歌情调 �而且可以使作品表现出来的理想人 

性与理想生命形式具有普遍性意义 �这种理想人性 

与理想生命形式既存在于读者无法经验的/ 过去0与 

/ 未来0 �也存在于读者可以经验到的 / 现在0 �换言 

之 � 这种理想人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从中可以发 

现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眷注 ∀ 这种理想人 

性就是沈从文所说的/ −共通处多差别处小. 的共通 

人性0 ≈� � 这种共通人性并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 

而是具有某种恒定的性质 � 正如沈从文所说的/ 生命 

流传 � 人性不易0 ≈� ∀因此 �这种对时间的模糊化处 

理方式实则传达出沈从文/ 人性皆善0的生命理想 � 

充盈于边城的那种/ −优美 � 健康 � 自然而又不悖乎人 

性的人生形式0就是这种生命理想的表现 ∀ 

与沈从文对5边城6故事发生时间的模糊化处理 

相反 � 他对5边城6空间即环境的处理是极其清晰的 � 

像他的许多作品一样 �他把故事发生的环境设置在 

自己的故乡湘西 ∀这种环境设置同样传达出沈从文 

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 ∀ 5边城6中所展示的生命形 

式带有人类童年时期天真与淳朴的气息 �在沈从文 

看来 �这种人类童年时期的生命形式还留存于自己 

生活过的湘西乡土 � 因此 � 5边城6具有如真如幻的色 

彩 � 兼有造梦与写实的性质 ∀ 5边城6中的茶峒实有 

其地 �位于川湘交界处 �作品开头对此有明确的说 

明 � / 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 0这条官路 

通到湘西边境/ 一个地方名为−茶峒. 的小山城0 �因 

此 � 就地理环境而言 �边城其实就是湘西的指称 �后 

来湘西被称之为边城 �应该归功于沈从文的诗意想 

象 ∀边城虽实有其地 � 但寄意遥深 � 边城之/ 边0固然 

是指地理之边 � 处于川湘交界处 � 但其寓意还可以理 

解为文化之/ 边0 ∀而理解为两种人生形式的/ 界域0 

似乎更为恰切 � 也就是说 � 边城之/ 边0乃是指两种人 

生形式之/ 边0 �一种是沈从文热切向往的/ 优美 �健 

康 � 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0 �一种则是人 

性异化的人生形式 � 因此 � 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 

征的意味 ∀边城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城市 �而是远离 

都市文明的乡村小镇 ∀边城的人民都具有淳朴善良 

的品性 � 他们生活在古朴 !宁静 !和谐 !美丽的大自然 

里 � 承受着自然的熏陶 �舒展自由的人性 �处于一种 

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中 ∀ 5边城6开头三章集中笔墨 

描绘边城的山水图画与风俗习惯 �呈现出未受现代 

文明污染的边城生活风貌 � 浸染着浓郁的牧歌风味 � 

然后自然而然地叙述边城发生的人事纠葛 �生活在 

这里的人民也都如山水般纯净美好 �从中可以发现 

沈从文对理想人性与理想生命形式的弘扬及其生命 

寄托 ∀

因此 � 边城环境的牧歌性是与边城美好的人生 

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边城的人生形式表现为一种诗 

性人格 � 边城环境的牧歌性表现为一种诗性自然 �两 

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凸显出边城人民人生情感的 

朴素与观念的单纯 �边城中的人物几乎都无一例外 

地表现出与自然合一的诗性人格与自然气质 ∀ 翠翠 

是沈从文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 �在她身上凝结着自 

然山水的灵气 �显示出天然纯真的自然气质 ∀ 翠翠 

与爷爷相依为命 �终年帮助爷爷接送过渡的来往客 

人 � 除此之外 � 她与其他人较少接触 � 因此 � 就社会关 

系而言 � 她是极其简单的 �受社会的影响也就较少 � 

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精灵 ∀ 小说在描写翠翠时 �主 

要是从自然气质的角度去展示她的生存状态与内心 

情绪 � 突出她与大自然 !与青山绿水的相容性 �从中 

显示出她的自然人性之美与内在的神性之美 � 

翠翠在风里日里长养着 � 把皮肤变得黑黑的 �触 

目为青山绿水 �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 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 � 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如一只小畜物 ∀ 

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 

从不发愁 � 从不动气 ∀ 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 

有所注意时 � 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 � 作成随 

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 � 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 � 

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 

在翠翠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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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人性美 �其性格发展与生命状态都建立在这种 

自然气质的基础上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屈原5九歌6 

中的山鬼 ∀山鬼为自然之神山神 �从屈原作品对其 

服饰 !姿容和感情的描写来看 �为一美丽绝伦的女 

性 � 或说为巫山神女 ∀她满怀痴心地等待所爱之人 � 

然而他不来 � 因此她陷入孤寂与迷惘之中 � 翠翠的命 

运似与山鬼有相似之处 �也在满怀痴情的等待中充 

实生命存在的意义 �她们的生命形式都表现出爱与 

美的高度统一 ∀ 5九歌 # 山鬼6中有这样的句子 � / 若 

有人兮山之阿 � 被薜荔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 � 子 

慕予兮善窈窕 ∀ 0不难发现 �翠翠在自然气质上与山 

鬼有神似之处 �伫山之阿 �倚水之唇 �自然 !清丽 !纯 

情 !忧郁 ∀她们都是自然山水间的精魂 �生于自然又 

寄情于自然 ∀沈从文在5湘行散记6中的5箱子岩6一 

文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屈原如果不被放逐到湘楚这 

样充满/ 奇异光彩的地方 � 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 

景物 � 两千年来的读书人 � 或许就没有福分读5九歌6 

那类文章0 ≈� ∀同样地 � 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也只能孕 

育于湘西这样神奇而充满牧歌性的地方 �在翠翠的 

身上集中地表现出湘西生命形式的优异品质与诗意 

内涵 ∀翠翠对爱情始终如一的执着与期盼 �完全是 

出自自然本心和质朴美好的善良天性 � 她不急不怒 � 

也不怨天尤人 � 而是顺乎自然地等待属于自己的爱 � 

是那样的执着与深情 ∀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 �翠翠既 

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 � 又表现出某种抽象性质 � 

在她身上凝结着一种高度象征化的意蕴 �她对爱情 

的忠诚 !执着 �对大自然永远充满童心般的爱恋 �都 

代表着人类对自然与童心的珍爱与眷顾 �对人性美 

的追求与向往 �在翠翠的身上寄托着沈从文人与自 

然契合的生命理想 � 爱与美的生命理想 ∀ 

老船夫的身上洋溢着淳朴厚道的人性美 �凡一 

切传统美德 �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缺少 ∀ 他管理渡船 

五十余年 � 不管是风吹雨淋 �还是寒来暑往 �他都忠 

实于自己的职责 � 认为这是自己本分的事情 � 从不松 

懈 ∀渡船为公家所有 � 过渡人都不必出钱 � 但总有人 

心中不安 � 就抓一把钱掷到船板上 �然后匆匆离去 � 

老船夫必一一拾起 � 吵架似的塞到那人手心里去 � 实 

在推却不过 � 就用这些钱买来茶叶和草烟 � 草烟慷慨 

地送给过渡的行人 �/ 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 

去 � 用开水泡好 �给过路人随意解渴0 ∀ 他有事到城 

里去 � 必把他的酒葫芦送给相识的人喝个够 ∀ 他买 

肉 � 屠户不要他的钱 �他就把钱事先准备好 �掷到屠 

户的钱袋里去 ∀ 老船夫对翠翠婚事的隐忧 �对大老 

二老兄弟的暗示 � 对老马兵和团总媒人的探问 � 都体 

现出他对外孙女的深切关爱和一丝淳厚可亲的狡 

狯 � 这些都显示出他的宽厚仁爱 ∀ 老船夫是纯朴民 

性的集中体现者 �他对待钱财的态度与为人处事的 

方式 �体现出一种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浸染下的理 

想化人性形态 �代表一种符合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命 

形式 ∀

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物 �也是一个像 

老船夫一样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 �不过他的美 

德似乎带有更多侠义的成分 ∀ 他有大小四只船 �在 

当地算是一个小业主 �对待钱财却大方洒脱 � / 欢喜 

交朋结友 � 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0 � / 一面从水上赚来 

钱 � 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0 �/ 为人既明事明理 �正直 

和平0 � 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尊敬 � 被推举为/ 首事人0 � 

为乡亲邻里排忧解难 �调解纠纷 ∀ 顺顺在子女的教 

育上也极其严格 � 要求两个儿子做任何事情都要/ 甘 

苦与人相共0 ∀ 尽管老船夫和他贫富悬殊 �地位殊 

异 � 但他把老船夫当做自家人一样看待 ∀ 当老船夫 

猝然离世后 � 他放下心中对老船夫的一丝埋怨 � 积极 

为老船夫筹备丧事 �对翠翠的关照也无微不至 ∀ 在 

顺顺的身上处处表现出淳朴 !仁厚的狭义品格 � 显示 

出一种自然 !健康的人性美 � 这正是沈从文所着力歌 

颂的一种生命形式 ∀ 

在边城年轻的一辈中 �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 

保 !二老傩送都表现出雄强健康的人性美 ∀ / 两个年 

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 �能驾船 �能泅水 �能走长路 ∀ 0 

不仅如此 � 兄弟两人都具有美好的品格 � / 和气亲人 � 

不骄惰 � 不浮华 � 不倚势凌人0 � 因此像他们的父亲一 

样 � 博得当地人的尊敬 ∀他们都喜欢翠翠的聪慧 !质 

朴与善良 � 而对她有没有身份与陪嫁毫不在乎 ∀ 在 

兄弟两人同时都爱上翠翠的尴尬情形下 � / 兄弟两人 

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 �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 

让. 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 

为 ∀ 0于是 � 他们相约用当地流传下来的对歌方式去 

求爱 � 谁先得到回答谁就得到翠翠的爱情 ∀ 大老天 

保不善于唱歌 � 轮到大老时就由二老代替 � 两人凭命 

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 ∀他们都从自己内心的情感出 

发 � 热烈地追求自己的所爱 � 在他们身上充分地表现 

出湘西儿女的生命之美与人性之善 ∀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呈现出乐园图式 �这种乐园 

图式/ 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 �投射到人物性格 ! 

人际关系 !社会习俗 � 乃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0 ≈� ∀ 

在边城便是作娼妓 �也不失人性的本真 �/ 由于边地 

的风俗淳朴 �便是作妓女 �也永远那么浑厚0 � / 也常 

常较之讲道德知耻辱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0 ∀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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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笔下的边城不只是构成一幅美的山水图 �更重 

要的是人物美与人性美 �构成一幅桃花源式的乐园 

图 �这里没有世俗观念的约束 �男女老幼皆和睦亲 

善 � 这些情形正如李健吾所指出的 �/ 这些可爱的人 

物 � 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 � 生息在田野晨 

阳的空气 ∀ 他们心口相应 �行为思想一致 ∀ 他们是 

壮实的 � 冲动的 �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 �挣扎而且 

克服了私欲的情感 ∀ 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 �他 

们的心力都用在别人身上 �成人之美 ∀ 0 ≈����� 沈从文 

一方面通过有意淡化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 

面通过大肆渲染边城环境的原始状态与自然气息 � 

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生范式 ∀ 在这种人生 

范式下 � 人性美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形式 � 

5边城6就是对这种生命形式的集中展示 �是一曲理 

想生命之歌 ∀ 

三 

概括地说 � 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以人性美为基 

本内涵 �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表现为 

诚与义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不坦诚相待 �几乎无 

一例外地具有轻利重义 !守信自约的道德操守 ∀ 不 

管是酒家屠户 � 还是来往渡客 � 都表现出成人之美的 

利他品质 ∀至于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 �更是 

莫不如此 �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沈从文的生命理想 ∀ 

其二表现为美与爱 ∀主人公翠翠无疑是美与爱的化 

身 � 她天真善良 � 温柔纯情 � 与二老傩送一见钟情 � 在 

傩送出走后 �在渡口边痴情地等待着他归来 ∀ 作品 

中的其他人物 � 如老船夫的淳朴厚道 !天保的豁达大 

度 !傩送的笃情专一 !顺顺的豪爽慷慨 !杨马兵的质 

朴热诚 � 都无不表现出/ 美0与/ 爱0的人性内涵 ∀ 至 

于边城的自然山水之美 !人事调和之美 !人们的恬静 

心态之美 �也都与爱融合在一起 �共同构成一种/ 优 

美 !健康 !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0 ∀ 通过 

对边城人民/ 美0与/ 爱0的描写 �沈从文从他们的身 

上挖掘出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格美 !德性美与灵 

魂美 �这使边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性善的符 

号 �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生命形 

式 ∀其三表现为人性与神性的内在统一 ∀ 5边城6在 

对人性美的表现上 �存在着一个双重层面的有机结 

合 �也就是显性的人性层面与隐性的神性层面的结 

合 � 自然人性与自然神性的结合 ∀ 沈从文说 �/ 美固 

无所不在 � 凡属造型 �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 �即无不 

可见出其精美处与完整处 ∀ 生命之最高意义 �即此 

种−神在生命本体. 中的认识 ∀ 0 ≈������ 在他看来 � 理想 

的生命形式是/ 美0/ 爱0/ 神0的三位一体 � 代表/ 一种 

美与爱的新的宗教0 ≈������ ∀ 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正 

是边城人民的生命形式 �在边城人民的身上既表现 

出与自然契合的人性之美 �又表现出更具超越性的 

神性之美 ∀边城的人们不仅性格单纯 �而且信仰也 

极为单纯 � 但在这种单纯之中又显示出神性的光辉 � 

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出/ 生命神性0与/ 生命庄严0的人 

性内涵 ∀ 

然而 � 在5边城6的深层意义结构中 � 还存在着一 

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 �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 

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 5边城6中发 

生的一系列死亡事件 � 似乎都具有偶然性 � 往往不为 

人注意 �实则这些死亡事件在边城是极其重要的事 

件 � 构成5边城6悲剧感的主要来源 � 也从一个更深的 

层面彰显出边城的人性美与理想生命形式 �及其在 

现代文明冲击下必然衰落的结局 ∀这些死亡事件构 

成一个关于理想生命形式消解的隐喻 �在这一隐喻 

中寄托着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与生命理想 �及这种理 

想最终在现实面前破灭时难以言说的内心哀痛 �这 

使5边城6产生一种浓重的人生空幻感和挽歌情调 � 

作品中始终潜隐着哀婉的气息 ∀小说中共出现过三 

次死亡事件 � 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 � 实则 

具有深层联系 �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 ∀ 这三次死 

亡事件的总根源是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 ∀ 翠翠的母 

亲和一个青年军官恋爱 � 但却不能自由地结合 � 于是 

双双殉情而死 ∀ 从表面上看来 �他们的死并非不可 

避免 � 至少他们还可以选择逃走 � 而实际上却无法逃 

脱良心与责任的重负 �因为一个不能不对军人的荣 

誉负责 � 一个不能不对自己孤独的父亲负责 � 他们最 

终选择死亡乃是为维护生命的尊严 �死亡是他们自 

主选择的一种生命形式 ∀沈从文把他们的死亡极度 

诗意化 �在诗意的氛围中展示出一种理想的生命形 

式与人性形态 �然而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与人性形 

态终究含着乌托邦式的虚幻色彩 �因而只能以悲剧 

作为结局 ∀翠翠父母的死产生连锁性反应 ∀ 老船夫 

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雏的责任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 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 � 手续清楚0 � 以避免自己 

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 ∀ 正因为如此 �老船夫 

在翠翠的婚事上就总是显得那么犹豫 !小心 � / 为人 

弯弯曲曲 � 不利索0 ∀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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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身亡 �天保之死又使老船夫和顺顺之间产生误 

会 � 并导致傩送的出走 �这又影响到翠翠的婚事 �最 

终使老船夫在深重的内心隐忧中离开人世 ∀在这一 

连串死亡事件中 � 谁都没有过错 � 然而得到的却都是 

悲剧性的结局 ∀在这种悲剧性结局里却又显现出人 

性美的动人光辉 �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展示出边城人 

民具有神性色彩的生命形式 ∀李健吾指出 � / 作者的 

人物虽说全部良善 �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 ∀ 惟其 

良善 � 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 ∀ 这种悲哀 � 不 

仅仅由于情节的推进 � 而且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 ∀ 

自然越是平静 � −自然人. 越显得悲哀 � 一个更大的命 

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 ∀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 

则 � 悲哀 ∀ 0 ≈����� 死亡事件通向5边城6的深层意义结 

构 � 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 � 彰显出边城的理想生命形 

式及其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 �由此形成5边城6乐园 

图式与挽歌图式的双层结构 �这种双层结构又形成 

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意义体系 �使5边城6具有丰富而 

复杂的象征意蕴 � 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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