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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概览七十余年来有关5边城6研究的论文 !论述 � 其主要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 ) 乡情说 !悲剧说 !象征说与 

文化 ) 历史批评等三种类型 ∀研究者认为 � 一部5边城6 � 牧歌 ) 乡情是主调 � 主调下演绎着一幕悲剧 ∀整个小说有 

浓重 !深刻 !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 这方面用文化 ) 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审视 � 就看得尤为清楚 ∀ 

关键词 � 沈从文 �5边城6 �牧歌 �悲剧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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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代表作5边城6问世七十余年了 �国内 

关于5边城6的研究亦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程 ∀据粗 

略统计 � 研究5边城6的专论文章有四百余篇 � 沈从文 

研究专著设专章讨论5边城6的有十余部 �在其它文 

章和专著中涉及讨论5边城6的有数千处 � 这些论文 ! 

论述涉及的问题极多 �质量良莠不齐 �水平高下不 

一 � 相同意见反复出现的现象较多 ∀ 这里仅选取一 

些有代表性的论文 !论述加以爬梳 !整理 ∀又由于文 

章篇幅的限制 � 这里先选择出现概率最高的一些观 

点和理解 � 将其归纳为牧歌 ) 乡情说 !悲剧说 !象征 

说与文化 ) 历史批评等三个类型 �分别加以评述 ∀ 

从牧歌 ) 乡情说 !悲剧说 !象征说与文化 ) 历史批评 

等三个类型来看 �研究者常常互少答腔 �各唱各调 � 

但综合起来审视 �却可大致获得一种基本认识 �即 � 

一部5边城6 � 牧歌 ) 乡情是主调 � 主调下演绎着一幕 

悲剧 � 整个小说有浓重 !深刻 !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 这 

方面用文化 ) 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审视 � 就看得尤为 

清楚 ∀本文即以此为线索 � 勾勒5边城6研究这三方 

面走过的历程 � 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解读这一饮誉 

中外的名著 ∀ 

一 ! 牧歌 ) ) ) 乡情说 

/ 牧歌0是一个泊来的西方文学术语 ∀ 英文为 

∠ℑ  ∉ ℑ ⊂� 意为牧歌 !田园诗 �亦有人用 ⊃ ⊗ ∧⊂ ⊂ ⊃ ℘ �意即 

牧歌的 !田园诗的�来指称这类作品 ∀ 在西方 �牧歌 

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 � 几经演化 � 后被用来 

泛指一切美化乡村生活的作品 ∀ 在中国现代文学 

里 � 牧歌与田园小说 !田园诗常常串用 ∀但牧歌似乎 

比田园小说 !田园诗这些概念更能反映中国现代文 

学乡土抒情的本质并揭示其意义 ∀ 因此 �牧歌使用 

的概率相对稍高 ∀ 

将5边城6与牧歌联系在一起 �据现在掌握的资 

料 � 最早是由汪伟发表于 ���� 年 � 月 � 日5北平晨 

报 # 学园6的5读3边城46一文提出 ∀ 他赞叹5边城6 

里描写的风土人情充满了/ 牧歌情调0 �他说 �/ 5边 

城6整个的调子类牧歌 �可以说是近于−风. 的 �然而 

又觉得章法尚严 �针线尚密 �换言之 �犹嫌雅多于 

风 ∀ 0继而刘西渭在53边城4与3八骏图46一文中说 � 

/ 5边城6 便是这样一部 ⊃ ⊗ ∧⊂ ⊂ ⊃ ℘杰作 ∀ 这里一切谐 

和 � 光与形的适度配置 � 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 

里 � 一件艺术作品正要人看不出艺术的 , ,这是一 

颗千古不磨的珠玉 ∀ 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 �我 

保险这是一服可口的良药 ∀ 0 ≈����� 四十年代 �沈从文 

写的5水云6出现了/ 牧歌0一词 �表现出对5边城6牧 

歌属性的自觉 ∀ 他说 � /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 � 

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 

相反 � 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 � 方可望 

使生命得到平衡 ∀ 0 ≈������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 沈从 

文的作品受到冷遇和批评 � 牧歌情调成了罪名之一 � 

以至于将沈从文的作品从文学史视线中放逐 �更无 

讨论余地 ∀但域外和中国港台一些学者接过/ 牧歌 

说0 的接力捧 �用以表达他们的理解 �其中美 

国夏志清和中国香港的司马长风的评论较有代表 

收稿日期 � ���� � �� � �� 

作者简介 � 杨瑞仁����� � � � 男 � 湖南凤凰人 � 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 � 比较文学与沈从文研究 �



性 � 容另撰文评述 ∀ 

改革开放以后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 

价 ∀在沈从文研究方面 �凌宇取得了突出成就 ∀ 凌 

宇依然肯定5边城6的牧歌情调 � 听到了5边城6里/ 清 

越的牧歌声0 ∀但他更注意更强调 / 清越的牧歌声 

里夹着不谐和的现代杂音0 ∀ 这 / 不谐和的现代杂 

音0具体表现就是/ 横在翠翠和傩送之间的那座碾 

坊0 ∀凌宇指出 � / 沈从文不忍心让人心的丑与恶直 

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 �以致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因 

素在表现上 � 几乎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 ∀ 0 ≈������ 

之后 � 5边城6被冠以/ 牧歌0的机会较多 � 但多属于蜻 

蜓点水式或走马观花式 � 缺乏展开论述的篇章 ∀ 

�� 年代 � 对5边城6的/ 牧歌0讨论 � 稍有展开和深 

化 � 杨义和钱里群等的论著是这方面的代表 ∀ 杨义 

的5中国现代小说史6设专章讨论/ 京派0 / 海派0 �其 

中设专节讨论沈从文的作品 ∀在沈从文专节全部三 

个小标题下都谈5边城6 ∀ 杨义认为 �在以5边城6为 

代表的这类作品中 � 沈从文/ 他写−实. 以展示边地带 

有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 

态 � 他写−梦. � 从这种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中幻 

化出自在状态的纯人性和牧歌情调的纯艺术 �以寄 

托自己别有见地的社会 !伦理和审美理想0 ≈������ ∀ 

我们注意到 � 在杨义的论著中 � / 牧歌0一词似乎是用 

来补充说明/ 田园小说0体式的 ∀ 他用牧歌的时候 � 

都加上情调二字 � 组成/ 牧歌情调0 ∀又如 � 他说 � / 小 

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 

淡 � 而且具有屈原5九歌6式的凄艳幽渺 ∀ 0 ≈����� ����� 关 

于/ 田园小说0 体式 � 杨义这样说 � / 从乡土题材蒸馏 

出田园小说的灵感 �起始于废名 �大成于沈从 

文 ∀ 0 ≈������ 杨义也用 / 诗体小说0 来称 / 田园小说0 ∀ 

依鄙人陋见 � / 诗体小说0易误解为/ 分行韵文小说0 � 

还是用/ 诗化小说0/ 诗性小说0指称这类/ 田园小说0 

为好 ∀同样的用法亦出现在钱里群等人著的5中国 

现代小说三十年6中 � 只是稍有差异 ∀ 钱里群等人用 

/ 诗体乡土故事0 / 诗小说0 来指称5边城6这部/ −牧 

歌. 情味的乡土小说0 ∀ 不过钱里群在稍后主编的 

/ 诗化小说书系0总序中 �已明确将5边城6一类小说 

称为/ 现代抒情小说0或/ 诗化小说0 ≈���� ∀ 钱里群等 

人著5中国现代小说三十年6中 �将沈从文列专章介 

绍 � 对沈从文创作价值的认识有所提升 ∀ 

二十一世纪初 �刘洪涛对5边城6的/ 牧歌说0进 

行了较全面 !较系统的阐释 ∀刘洪涛经多年的研究 � 

���� 年在5文学评论6第一期推出了他的力作53边 

城4 � 牧歌与中国形象6 � 这是他献给沈从文百年诞辰 

的一份厚礼 ∀该文考察了/ 牧歌0这一术语的来龙去 

脉 � 认为/ 5边城6是体现牧歌这一抒情特质的典范之 

作0 ∀接着他从5边城6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入手 �对 

5边城6艺术的独创性和意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 文 

章认为 � 5边城6 / 首先构筑了一种乐园图式0 �5边 

城6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 � 让人有美不胜 

收之感 ∀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 � 在5边 

城6里发展得淋漓尽致 ∀而/ 当5边城6的牧歌图式指 

向一个文化隐喻时 � 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0 ∀ 作者 

指出 � / 一部文学作品 � 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 !国 

家形象的层面上 � 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 � 高度的概括 

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 � 中国现代文学中 �能 

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 � 而鲁迅的5阿 ± 正传6 

和沈从文的5边城6是其中最有代表性 �文化隐喻又 

完全相反的两部 ∀ 0文章说 � / 我认为国民性中不仅有 

劣根性的一面 � 还应该包括姑且称为优根性的一面 ∀ 

沈从文的小说大约与鲁迅同时代 � 不过一个写浙东 � 

一个写湘西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另一些中 

国人 � 他们非常安祥 !和谐 !善良 � 恰恰就没有鲁迅小 

说中劣根性的东西 � 把两位大师的小说放在一起谈 � 

可能会帮助我们得到国民性的完整形象 ∀ 0 文章认 

为 � 鲁迅的5阿 ± 正传6是启蒙话语的杰作 � 沈从文的 

5边城6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 

潮中去理解 ∀接着作者结合沈从文创作道路阐释了 

他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动力 ∀因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的外部环境推动作用和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高度 

成熟 � / 5边城6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0 ≈����� ∀ 刘洪涛 

的论文高屋建瓴 � 从牧歌入手分析 � 得出了诗意中国 

形象的结论 � 驱散了笼罩在5边城6上空的迷雾 � 得出 

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 另外 � 他将鲁迅的阿 ± 形象与 

沈从文的诗意中国形象并列 �说明一个劣根性和一 

个优根性恰好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 �不但阐释 

了5边城6的文学意义 �而且稍带肯定了沈从文的文 

学史地位 ∀ 

与/ 牧歌小说0相近的是/ 乡情说0 ∀ / 乡情说0论 

者认为 � / 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 � 对乡亲的挚爱 �写 

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 �健美古朴的风俗习 

惯 � 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 , ,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 

土风情画卷 ∀ 0 ≈����� 但这些描写/ 不是逃避现实 � 也不 

是思古怀旧 � 而是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 � 企图将过 

去的生活的美对照当前现实的丑 �让人们来鉴别真 

善美和假恶丑 �从而启发人们弃恶向善 �舍丑求 

美 ∀ 0 ≈����� 刘一友发表于5吉首大学学报6���� 年第 � 

期的题为5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3边城4创作6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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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为 � 乡情促成了5边城6中风景和风俗的饱 

和描写 � 使作品成了/ 东方风习的化石0 ≈���� � 乡情既 

是作品的基本特征 �还是5边城6乃至一切乡土作品 

的动力性因素 ∀ / 乡情说0从另一侧面证明沈从文对 

美好事物的追求 � 可看成是/ 牧歌0说的一个补充 ∀ 

二 ! 悲剧说 

5边城6究竟是牧歌还是悲剧 � 按刘洪涛的意见 � 

两者并不矛盾 ∀因为/ 牧歌并不限于表现乡土喜乐 � 

它本身也含有悲剧成份0 �牧歌 / 不拒绝衰败和忧 

伤0 ∀这一认识是有根据的 ∀牧歌起源于古希腊 � 创 

始人忒奥克里托斯在他的诗中 �既歌颂宁静悠闲的 

牧人生活 � 又有表现失败与死亡的哀歌或挽歌 ∀ 关 

于5边城6牧歌与悲剧的关系 � 刘洪涛用/ 乐园 ) 失乐 

园结构0/ 从乐园到挽歌0来概括 ∀ 其实5边城6表现 

的乐园和挽歌�悲剧�还是有主从关系的 � 5边城6的 

悲剧从属于喜乐牧歌还是他文章的基本思路 ∀刘洪 

涛认为 � 5边城6忧伤和凄婉�悲剧�来自于现实的 !命 

运的和象征的三个层面 ∀ 从现实层面看 �主要是以 

/ 碾坊所代表的金钱关系对纯洁爱情的破坏0 �从命 

运层面看 �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误会 �从象征层面 

看 �主要通过借用失乐园图式 !大洪水意象等来表 

现 ≈����� ∀刘洪涛对5边城6悲剧的认识比较全面 ∀对 

5边城6的悲剧认识 �往前可追溯到七十年前汪伟的 

5读3边城46 ∀ 汪伟的文章虽没有说得很分明 �逻辑 

思路大致如此 ∀他在肯定5边城6整个调子类牧歌的 

前提下认为 � / 5边城6也可以说是淡淡的一幕悲剧 ∀ 0 

进而他认为 �/ 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天保大佬的失 

恋0 ≈����� ∀刘西渭意见类似 �他也是在肯定/ 这里一 

切谐和 � 一切准乎自然0的田园诗前提下 � 指出了5边 

城6含有的悲剧成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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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感到悲哀的份量0 ∀刘西渭比汪伟在认识上深入 

了一步 � 他认为/ 这种悲哀 � 不仅仅在于情节的演进 � 

而是在于带在人物的气质里0 ∀刘西渭还指出/ 一个 

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0 ≈����� ∀ 这种命运的 

悲剧 � 后来沈从文在5水云6中的阐释为 �/ 一切充满 

了善 � 然而到处是不凑巧 � 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 

悲剧 ∀ 0 ≈������ 不凑巧即偶然 � 偶然即命运 ∀ 沈从文说 

的就是一个命运问题 ∀ 但凌宇认为 �悲剧并不全出 

于/ 偶然0 ∀ / 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 � 是人物主观精神 

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 �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 

于实现的矛盾0 ∀这种现实的阻碍就是/ 在翠翠与傩 

送之间 � 站起了哪座碾坊 � 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 ∀ 在 

它的上面 � 疑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0 ∀ 就因这一 

较为/ 隐蔽0的物化人格力量 / 结合着人生中的−偶 

然. 与人心的隔膜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 � 以至彻底地 

摧毁了老船工生命的航船0 ∀ 凌宇的分析涉及到命 

运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因素 ∀ 另外 �对翠翠父母当年 

的爱情悲剧 � 他认为 � / 无论哪种情况 � 都反映着封建 

宗法关系的制约 ∀ 0 ≈������ 时隔二十年 � 凌宇又推出了 

/ 5边城6在骨子里 �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0的 

新观点 ∀他认为湘西的历史 �是一部土家族 !苗族 ! 

汉族互动的历史 � 而5边城6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 �可 

从故事发生的地点 �和从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的车 

路 ) 马路 !碾坊 ) 渡船两组意象得到充分证明 ∀ 正 

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感/ 成为5边 

城6人物的情感基调 � 并恰恰源于人与人之间因文化 

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 �最终落得翠翠在渡 

口孤独地等候傩送的归来0 ∀凌宇认为 � 5边城6人物 

的孤独感直接融入了沈从文内心的孤独 �这恰好应 

了朱光潜说的翠翠的性格/ 显示出沈从文自己方面 

的性格0 ∀因而5边城6表现出/ 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 

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心坎里那股沉郁隐痛 , ,他 

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 �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 

子的心声0 ≈����� ∀在贺兴安的专著5沈从文评论6里 � 

贺兴安从沈从文/ 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0的感叹 

出发 � 专节阐释/ 善的悲剧0 � 他分析这种悲剧与西方 

传统悲剧的差异 �指出 �因它�/ 善的悲剧0�的平实 � 

更为普通人所理解 � 所接受 ∀贺兴安挖掘较深之处 � 

在于指出5边城6中/ −善. 的悲剧情调又是同作者的 

泛神论的哲理感悟相融汇的0 � 具体表现在作品中的 

人与天心领神会 � 日头似乎通人性 � 黄狗也写得极富 

灵性 � / 作者是有意将自然力的破坏同−善. 的不幸布 

置在一起 � 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0 ≈����� � ��� ∀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 �沈研队伍出现了一些新 

人 � 他们一反传统的研究方法 � 注重一些切实可行的 

研究方法 � 陈改玲的论文就是一例 ∀她不去探讨小 

说的高深意义 � 仅从小说的故事层面入手 � 将5边城6 

世界给予还原 �亦即从编故事角度来看5边城6中人 

物如何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而形成悲剧的 ∀ 经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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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从而得出这样结论 �/ 顺顺对爷爷的责怪 �是给自 

己对碾坊的觊觎找一个借口 ∀二佬也同样是不愿面 

对因自己参与竞争使哥哥抱憾而死这一事实 ∀ 0 / 在 

5边城6构筑的爱情神话中 � 十几年前 � 翠翠母亲以牺 

牲亲情随恋人而去 �十几年后翠翠与二佬的这场爱 

情仍然是亲情来换爱情 �只不过死者由情人置换为 

亲人 ∀十多年前的那场爱情 �男女双方用−死. 来获 

得永生 � 十多年后的这场爱情 � 男女双方又都−坏了. 

一位亲人 � 从而构成一种平衡0 ≠ ∀沈研新人的研究 

方法 � 不拘一格 �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 

三 ! 象征与文化 ) 历史批评说 

沈从文曾痛感人们不能理解他的作品 �他说 � 

/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 � 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 

却忽略了 � 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 � 照例那作品背 

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 0 ≈������ 呼应沈从文这种感 

叹的就是朱光潜在5沈从文的人格和风格6中对5边 

城6所作的概括 �/ 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 

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 

痛0 ≈����� ∀沈从文的感慨和朱光潜的论断引导人们 

进一步探讨5边城6深层次的蕴涵和象征意义 ∀从我 

们掌握的资料来看 �最早注意到沈从文作品中象征 

手法运用和作品的象征意义的 �还是域外学者 ∀ 国 

内较早对此关注的 �凌宇可为代表 ∀ 凌宇在他的专 

著5从边城走向世界6中/ 象征的抒情0一节里讨论了 

沈从文作品的象征问题 ∀凌宇认为 � / 象征 �是沈从 

文小说意象构成的重要因素0 � / 到5边城6和5长河6 

里 � 象征与抒情成为小说艺术构成的主导因素 � 而且 

作品中作家的主观内心情绪 �对象化为作品中人物 

的内心图景 � 并且 �这种抒情 �又是通过作品意象的 

整体象征来实现的0 ≈����� � ���� ∀ 接着出现了丁兴标 

的文章 � 丁兴标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 � 把5边城6分 

成表层和深层两种主题结构来分析 �他指出 �从5边 

城6表层来看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然而通过这个象 

征的框架 �它不仅象征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的过去 

伟大处及其无可换回的必然衰落 �而且暗示了作者 

一向追求的重塑民族形象 �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 

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 � 同时 � 它还隐含了作者本人为 

民族 !为整个人类的未来而焦虑的忧患意识 ∀ ≈����� 

/ 象征说0论者从/ 象征0入手触及了5边城6的深层意 

义 � 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 

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文化学的勃兴 � 

人们试图用文化批评的方法进一步解释沈从文 �解 

释5边城6 ∀ 文化 ) 历史批评是一种宏阔视野 �没有 

一叶障目之弊 � 对长期受禁锢的批评界 � 无异于一剂 

良药 ∀韩立群的专著5沈从文论 ) ) ) 中国现代文化 

的反思6是把文化理论用于沈从文批评的最早成果 

之一 ∀韩立群从文化学中人生普遍形式论着手 �指 

出 � 5边城6的主旨之间确在着力表现人生形式而非 

如一般小说集中于写人物性格 �一般社会小说只有 

人物一类角色 �自然文化等因素被作为陪衬人物的 

环境而描写的 �而在5边城6中作为主要角色出现和 

被同样表现的却是人物 !自然 !文化三类形象 ∀ 它们 

恰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作者所构想的人生形式的内 

容 ∀ / 这种和谐的人生形式的构建真实地反映了作 

者从文化改造入手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和理想 , , 

因此 � 作者关于文化改造的构想 � 不仅在历史上有着 

启蒙意义 �而且在经济制度根本变革的今天也有一 

定实践意义0 ≈������ ∀ 

汪曾祺则在5又读3边城46中提醒人们 � / −边城. 

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 ,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 �文 

化概念0 ≈������� ∀继而向成国在他的专著里以 / 5边 

城6 ) ) ) 乡村儿女生存的文化选择0为题 �设专节讨 

论5边城6文化问题 � 他认为 � 因沈从文的5边城6而形 

成了一种/ 边城0观念 �/ 5边城6 �不仅现实地形象地 

表现出−边城. 地区的人事哀乐 �更为主要地表现出 

这些 人 事 哀 乐 故 事 所 指 向 的 深 远 的 文 化 选 

择0 ≈������� ∀从观点提出的先后顺序来看 �可以说向 

成国用文化理论阐释了汪曾祺/ 边城 ) 一个文化概 

念0的命题 ∀ 

本文开头提到的刘洪涛的论文 �其中部分论述 

也使用了文化 ) 历史批评方法 ∀他把5边城6放在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 �放在此进程中激起的文化守成主 

义思潮中来观察 �阐释了5边城6中国形象形成的外 

部环境 ∀而较系统使用文化 ) 历史分析方法阐释 

5边城6的 � 要数刘永泰发表在5永远的从文 ) 沈从文 

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中的53边城4 �废弃的 

反现代化堡垒6一文 ∀ 该论文分为/ 是怀念 �更是抵 

抗0/ 是悲伤更是背叛0/ 两种旋律0/ 理想主义的现代 

化0/ 日益清晰的真面目0等五节来讨论5边城6 ∀ 全 

文把5边城6放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和中国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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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来解读 ∀ 文章认为 �宣泄内心被压抑 

的欲望 � 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 � 才是作家创作5边城6 

的深层的根本动机 ∀沈从文曾提起的湘西的堕落只 

能算是一种触媒 �一种契机 ∀ 所谓民族品德的重造 

只能算是表层动机 ∀ 作家深层的创作动机是 / 抵 

抗0 ∀这种/ 包含有本能和湘西在内潜意识因为5边 

城6的创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包含有现代化内 

容的意识的重压 �从而缓解了内心的重压 ∀ 用作家 

在5水 � 云6中的话说即是将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后 

生命得到了平衡0 ∀ 文章认为 �5边城6凄惨的收尾 � 

真实地展示了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 �更艺术地表现 

了作家面对这场变故而生的真切感受 ∀ 它是唱给残 

败湘西的挽歌 �但更显示了作家精神世界中理智对 

情感的又一次胜利 �顺从了现代化的要求 ∀ 同时认 

为 � 5边城6中轻柔 !平和 !明快的弦律 � 实际已上升为 

中华民族牧歌般的思乡曲 ∀另一种则是抑郁 !伤感 ! 

凝重的旋律 �其实是中华民族农业社会瓦解的挽 

歌 ) ) ) 全民族隐秘的心声 ∀挽歌中现代化社会在农 

业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来 ∀ 5边城6中的白塔坍塌和 

重建象征着传统湘西的覆亡和现代湘西的重造 �预 

示着中华民族衰败后获得新生 �还可能表明作家为 

中华民族热切呼唤着现代化的宁馨儿 ∀ 文章还认 

为 � 5边城6表现出的现代化模式是理想主义的 � 是无 

法实现的 �它只能在想像的艺术世界中放射理想的 

光辉而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它具有审美价值而不 

具有科学价值 ∀ 5边城6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 

要颠覆甚至已经颠覆了的 �但它们却又是现代人极 

想拥有极为珍视又极为缺乏的 ∀毫无科学价值的反 

现代化堡垒因此而有了巨大的审美价值 ∀它的美学 

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 �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 

统农业社会 � 照亮了作者和接受者幽暗的心灵世界 � 

它还将继续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 

复归 � 直到永远 !永远 ) ) ) 因为/ 现代化0 与反现代 

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 ∀ 

刘永泰不玩文字游戏 � 不是无病呻吟 � 而是实实在在 

把5边城6放在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 

进程中审视 � 纳入到现代化的经验系统中来解读 � 出 

现了不少新的见解 � 给人以启发 � 值得推荐 ∀ 

以上是仅就5边城6研究兴奋区三种类型所作的 

大致扫描 ∀从七十年余来研究进程的时段特征可以 

看出 � 时间进入 �� 世纪 �5边城6研究已经有了突破 

性的进展 � 整个研究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 从国 

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 5边城6是一部形象真 

切 !甘美 !圆润而内蕴十分复杂 !深远 !深厚的杰作 ∀ 

/ 这是一颗千年不磨的珠玉0 � 刘西渭在 ���� 年作出 

的这一评断 � 不能不说极有见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 

5边城6必将焕发出更加夺人的光辉 ∀ 

注释 � 

≠ 陈改玲3边城4研究三题 � 载5永远的从文 ) ) ) 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 

学术论坛文集6 �第 ��� � ��� 页 �渝秀新出内准字�������� 号 ∀ 

≡ 刘永泰 � 53边城4 � 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6 � 载5永远的从文 ) 沈从文 

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 � 第 ��� � ��� 页 �渝秀新出内准字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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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 � 

≈�  王成 �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 � ��� � 

≈�  王利明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 ���� � 

≈�  沈宗灵 �现代西方法理学≈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  刘锐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价值定位≈♠  �学术交流 �������� � 

�� � �� � 

≈��  王泽鉴 �侵权行为法�第一册�≈ ↑  �台湾 �三民书局 � ���� � 

��� � 

↓∈  ∪⊕ ℘ ℑ∏  ℑ ⊂ ⊃  ∧ ∉ ∅ ⊆⊕⊗ ⊃ ℘ ℑ ⊂ ⊗ ℑ⊆ℑ∩⊕⊃ ∈∅  ⊃ ∈∩⊕⊆⊕∈ ⊂ ⊃ ℑℜ ⊃ ⊂ ⊃  ∧ 

≠ ∝ ≡∪ℑ∈ � ƒ ∞→♣ •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 ∪⊕ °⊕ ∉∠ ⊂⊕ π ≤∉∏  ∉∅ ≠ ∏ ⊕ ⊂∏ ⁄⊃    ⊃ ℘  � ≤ ∪ℑ∈∩  ∪ℑ ������ � ≤∪ ⊃ ∈ℑ � 

ϒℜ   ℑ℘  �′ℑ ⊕⊗ ∉∈  ∪⊕  ∪⊕∉ ∧ ∉∅  ⊕ ⊂ℑ  ⊃ √⊕ ℘ ℑ∏  ℑ ⊂ ⊃  ∧ � ∪⊕ ℑ∏  ∪∉  ℑ∈ℑ ⊂∧ ⊕  ∪⊕ ℘ ∪ℑ  ℑ℘  ⊕   ℑ∈⊗  ∪⊕ ⊆∉⊗ ⊕  ∉∅ 

⊆ℑ∈∧ ℘ ℑ∏  ⊕ ∉∅ ∪⊕ ℘ ℑ∏  ℑ ⊂ ⊃  ∧ ∉∅ ⊆⊕⊗ ⊃ ℘ ℑ ⊂ ⊗ ℑ⊆ℑ∩⊕⊃ ∈∅  ⊃ ∈∩⊕⊆⊕∈⊂ ⊃ ℑℜ ⊃ ⊂ ⊃  ∧ � ϒ ∈⊗⊃ ⊃  ∠ ∉∠∉ ⊕⊗  ∉   ⊃ ℘ ⊄  ∉  ∪⊕ 

∠  ⊃ ∈℘ ⊃ ∠ ⊂⊕ ℑ∅∉⊂ ⊂∉⋅� ℑ⊄⊃ ∈∩ ∪⊕ ⊕ ⊂ℑ  ⊃ √⊕℘ ℑ∏  ⊕⊃ ∈ ∉ ℑ℘ ℘ ∉∏∈ ∅∏ ⊂ ⊂∧ �∈⊕∩ ⊂ ⊃ ∩⊕∈℘ ⊕℘ ℑ∈ ∈∉ ∏ℜ  ⊃  ∏  ⊕∅∉℘ ℑ∏  ℑ ⊂ ⊃ 2 

 ∧ �ℜ⊕ ℑ ⊃ ∈∩ ∪⊕ ⋅⊕ ⊃ ∩∪∉∅ ⊆⊕  ⊃  �⊕∈ ⊃ ℘ ∪ ⊃ ∈∩∅⊕ℑ ⊃ ℜ ⊃ ⊂ ⊃  ∧ ∉∅ ∪⊕⊕¬∠ ⊕   ⊃ ∉∈ ∉∅ ∠ ∉ℜℑℜ ⊃ ⊂ ⊃  ∧ � ⋅∪ ⊃ ℘ ∪ ⋅⊃ ⊂ ⊂ ℜ⊕ ∪⊕ ⊂∠ 2 

∅∏ ⊂ ∅∉ ∪⊕⊇ ∏⊗∩⊕  ∉ ⊆ℑ⊄⊕ ⊆∉ ⊕ ⊕ℑ ∉∈ℑℜ ⊂⊕ ℑ∈⊗ℑ℘ ℘ ∏  ℑ  ⊕⊇ ∏⊗ ∩⊆⊕∈ ⊃ ∈  ∪⊕ ⊆⊕⊗ ⊃ ℘ ℑ ⊂ ⊗ ℑ⊆ℑ∩⊕ ⊗ ⊃  ∠∏  ⊕ � 

↔ ⊕∧ ⋅∉ ⊗ � ℘ ℑ∏  ℑ ⊂ ⊃  ∧ � ⊆⊕⊗ ⊃ ℘ ℑ ⊂ ⊗ ℑ⊆ℑ∩⊕�⊃ ∈∅  ⊃ ∈∩⊕⊆⊕∈⊂ ⊃ ℑℜ ⊃ ⊂ ⊃  ∧ 

≈编辑 � 苏慧 

# � � � # 第 � 期                   杨瑞仁 �七十年来国内学者5边城6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