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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内容概要

《沈从文经典作品选》让我们感受到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经典是打败了
时间的文字，声音和表情，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对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
曾经的期望，鼓起现在的勇气，不再虚空浮华，怀疑未来。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已久的词句，净化
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可以错过的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
逝的又是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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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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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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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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章节摘录

　　边 城 一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 方名为“茶峒”的
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 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
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蛆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 走去，则只一
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 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
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 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
川湘 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一次连人带马， 约可以载二十位，人
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支小小竹竿，挂着 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牵了一段废
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 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则引手攀缘那横缆，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 
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 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
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 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
上时，管渡船的必 为一一拾起，仍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 口量，
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但不成，不管如何还是有人把钱的。管船人也为了心安起见，便
把这 些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挂在自己腰带 边，过渡的谁需要这
东西皆慷慨奉赠，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 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
去，一面说，“不吸这个 吗，这好的，这妙的，送人也很合式!”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 
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 便
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 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
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 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
实的在那里活下 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 不至于思
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 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
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 的背着那
忠厚爸爸发生了暖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 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
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 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勇
气，自己 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 人可以阻拦，首
先服了毒。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 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
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 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
到 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奇迹中这遗孤居 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
间便十三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 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
的名字，叫作“翠翠” 。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 子清
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 兽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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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船夫不论晴雨，皆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 了竹缆，把船
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 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
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 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
，过 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 时，那只黄狗便口衔
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 ，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风日清和的天气，
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 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
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 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 的
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 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
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 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
寂静 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一 些了。） 有时过渡
的是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 必争着作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引
缆索，让船缓缓的过去，牛羊花 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
方回 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的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 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
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茶峒山城只隔渡头一里路，买油买盐时，逢年过节祖父得喝一杯酒时 ，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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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不上城，黄狗就伴同翠翠人城里去备办东西。到了买杂货的铺子里 ，有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
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一种很深 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
有许多船， 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 二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
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船
下行时运桐油 青盐，染色的桔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串各 个码头有一
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 些房子莫不设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
到水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 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
，带了 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水 若特别猛一此-沿河
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 ，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
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 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涨水时在城上还可望着骤然展宽
的河面，流水浩浩荡荡，随同山水从上流浮沉而来的有房子、牛、羊、大 树。于是在水势较缓处，税
关趸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驾了小舢板，一见河 心浮沉而来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只空船；船
上有一个妇人或一 个小孩哭喊的声音，便急急的把船桨去，在下游一些迎着了那个目的物， 把它用
长绳系定，再向岸边桨去。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仗义，同一 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
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 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
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到辰州与沅 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
而上，则三丈五丈的 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 石子
，皆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
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 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
必可沽酒。夏 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 时，房屋在
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 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
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 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
只小船 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 胆处与精巧处，无
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故凡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 以直达
川属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则茶峒为最后一个水码头。这条 河水的河面，在茶峒时虽宽约半里
，当秋冬之际水落时，河床流水处还不 到二十丈，其余皆一滩青石，小船到此后，既无从上行，故凡
川东的进出 口货物，皆由这地方落水起岸。出口货物俱由脚夫用杉木扁担压在肩膊上 挑抬而来，入
口货物也莫不从这地方成束成担的用人力搬去。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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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精彩短评

1、如水般流畅的行文，魅力永存。
2、hen hao A ~!
3、旧日的时光仿佛就在眼前。
4、怀念夜晚灯下从现实中抽离的感觉。过往的人事，遥远的梦，在另一片土地上，不自知地占据着
记忆的那一份
5、代入感已经远逊当代了 最喜欢《雪晴》一文 行文笔墨宛如林少华的村上春树 一下子爱上 其他文粗
略读过 印象些许而已
6、挚爱《边城》
7、不错，不错，、
8、也是整理书柜时发现的 当时为《边城》而买
9、怎能不读沈从文？（本来不是这个版本，申请改了过来，呵呵）
10、太缓慢的进程和太老的对白，不过表现的民俗还是很新鲜的东西，挺有趣，也因此更加喜欢湘西
文化
11、朴实清丽
12、  沈从文推荐了汪曾祺 被传为一桩佳话。我还是疑心两人是有着不同外貌的同一个人。平平淡淡
却又让人心生温暖。
13、我喜欢沈从文的文笔，有种家乡的味道，却渗透了对人生，人性的理解
14、一直很喜欢沈从文的,从他的文字里我闻到了家乡的气味,我感觉到了心灵的解放,捧起她的时候,什
么都不顾了,废寝,忘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朋友,看看吧,你会有收获的!
15、想去湘西
16、温吞吞的故事，当年（多上年龄的一个词）作背包客时读的。
17、蛮好的一本书，虽然是平装，还是蛮有质感
18、喜歡他涓涓細流般的文字排列組合。
19、当我捧到这本书的时候，让我十分兴喜。此书封面精致，下半部分还可见凸出书面的文字。内部
印纸光滑，字迹清楚。十分满意。
20、有的作家，只要一本书，就可以是伟大的作家了！！！
21、虽然纸张什么都挺好，但是不是很值得买，除了《边城》之外，基本上没有沈从文的经典和代表
性作品。不推荐购买！
22、温吞吞，用来形容沈从文的文字真是合适极了。
23、语言平和 娓娓道来 为世人展现了湘西文化以及沈先生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 读罢 余韵仍悠长
24、淡淡文风 悠悠乡愁 可惜没有触动
25、　　沈从文的故事里没有坏人，没有好人，没有强者，没有弱者，没有愚昧的人，虽然看起来愚
昧，但在那个轮回里就不是愚昧。故事晕晕吞吞的给人湘西的村落。但他终究是不能了解女人的男人
。每段故事都是以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开始，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尾结束。只留下一个淡淡忧愁的湘西
村落
26、不错的书。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高一的自习课，我带去教室一本沈从文的集子，被同学瞅到，
他脸上的青春痘都激动的熠熠生辉，指着我大喝“你看黄色书籍！”我一时无语。
27、是很厉害啦，但是貌似还需沉淀才能真正开始
28、　　知道沈从文是因为课本里的边城，有热情继续读沈从文的作品源于老师读的一篇评论，说沈
从文有一种诗意的气质，文字间有种天地间的大美，于是捧起一本沈先生的《湘西》，读前几十页时
觉得有点清新，但觉的更多的是一种平淡，心里想，这也没什么嘛，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完全被
那种美，吸引了，震撼了，一种对生命的启迪涤荡了，我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我周围的世界，我
开始煞有介事的品读社会这本大书······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一个士兵如果不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29、书有些老，但是经典就是经典。纸张不太好
30、名家经典，不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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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经典作品选》

31、不愧是大师
32、边城！边城！
33、不懂方言的话，沈从文会让你狠难过。  不懂野蛮的话，沈从文会让你惊讶。这就是一个野性的，
但是讲礼貌的作者。
34、很舒服的文字。
35、“沈从文的文字像河水一样，也有着河水的气味，翠翠、祖父、小城的影子像映在里面，随着微
波轻轻摇晃着。这是座寂寞的城，也是缓慢的城，人们在里面安静平和生活着，故事也在缓缓上演着
，这缓慢把读者的心牵引的很柔软，很细腻，很悠长，好像在温暖的漂浮着水草气味的河里浸泡了一
般。 ”
    -------------------------------------------------------------------------
    心有戚戚
36、他的句式和语法都有些别扭，适合随手翻几页的慢慢看
37、书的印刷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很清爽。很好。
38、总的来说很好。包装。内容。装帧很简约。而且送货及时
39、是在看了翠翠的故事买的书。
40、从此心生向往凤凰古镇一看
41、　　我说的是《边城》。第一次读在高中，语文老师推荐的，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没能看完。沈
从文的文笔个人特色很浓，句法也怪，小说中加杂着一大堆风情民俗描写，对于当时沉迷于武侠和色
情小说的我来说，是相当枯燥的，我翻了半天，不见打架也不见约会亲嘴，心里就不大满意。而且我
觉得里面的人挺傻，说话怪里怪气，做事碍手碍脚，给钱都得求人，像当贼似的，然后被拿了钱的追
着跑好远，有了酒让人随便喝，有了肉让人随便吃，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结局也没滋没味的，大老
为了逃避爱情远走，掉水里死了，祖父被人讲了几句，老大不痛快，回来路上受了凉，也在一个雷雨
之夜死了，二老跑了，剩下个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河边等，渺茫地等，她的等待也许没有任何意义，这
意思我是不能参透的。我喜欢有头有尾高潮迭出的故事。 
　　
　　再读是在五年后了，我大学刚毕业，独自一人去崂山。晚上住在山上的小旅馆里，外面是漆黑的
夜，还有沙沙风吹竹子的声音，寒冷从窗棂里透过来，我坐在椅子上，盯着昏黄的台灯，觉得寂寞而
凄凉。桌上正好放着本《边城》，估计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反正也没有睡意，夜又这么长，翻开随
便读吧，没想到一下子竟然看进去了，直到天亮才从书中回来。沈从文的文字像河水一样，也有着河
水的气味，翠翠、祖父、小城的影子像映在里面，随着微波轻轻摇晃着。这是座寂寞的城，也是缓慢
的城，人们在里面安静平和生活着，故事也在缓缓上演着，这缓慢把读者的心牵引的很柔软，很细腻
，很悠长，好像在温暖的漂浮着水草气味的河里浸泡了一般。 
　　
　　这里面的爱情进行的很缓慢。翠翠的身世悲惨，父母先后死掉，小女孩被祖父默默抚养成人，偶
然的机会，她在城里碰见二老，两人的相遇很有意思，论说应该够罗曼蒂克了，爱情肯定会顺理成章
地发生，谁知下文一转，两年时间过去了。这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对一个陌生男子的思念怎么会
持续两年？即使是少女怀春，这时间也太长久了些。感情是淡淡的，翠翠说不出，只是忧伤起来，但
也许埋得更深了，所以后来大老来说亲，翠翠不乐意，不乐意就直说好了，又不说，留下个可怜的祖
父来回折腾，也很让读者着急，后来总算都明白了，又来了马路之说，兄弟俩站在对岸高崖竹林里唱
三年六个月的情歌，看谁能先让翠翠动心。这时间真够可怕的，三年零六个月放在现在能读完大学了
，有哪个男人能这么去干？哪怕是为最心爱的女人，可故事里的他们会，事情没有成，后来又是无尽
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日子总是迟迟的。小说里的山歌、喝酒、渡船、黄狗、小镇，还有翠翠在白塔下石头上的长长的
午觉，总好像在另一个世界进行着，我们只是看客。“风和日丽的天气，无人过渡，祖父同翠翠便坐
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指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
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
小竹做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听着迎亲送女的曲子”，“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向天
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这类描写在书中很多。它给人留下很多空白，使人有许多惆怅的想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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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安静下来，小说里的人物也似乎缓缓地向你走来，带着河水的气味。 
　　
　　也有几处提到急促，急促的存在也是为了衬托这缓慢，像古诗所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书中写了比赛，船与船的比赛，人与鸭子的比赛，有了二老的参与，就变得格外引翠翠注目起来： 
　　1、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
乱跑，过了河又回来，就问它骂它： 
　　“狗，狗，你做什么，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她发现了，她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山上听了
许久。 
　　2、翠翠人矮了些，在人背后已望不见河中的情景，只听得敲鼓声渐近渐激越，岸上的呐喊声自
远而近，便知道二老的船恰恰经过楼下⋯⋯翠翠不知出了什么事，心中有点迷乱，正不知走回原来的
座位边去好，还是依然站在人背后好。 
　　这两段是急促与缓慢最完美的结合。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里开始即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
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温爱和缓慢有关，所以这故事也变得清新迷离，情感拉得越来越长，
离我们越来越远。边城也是世外桃源，只能在我们不可触及的地方存在了。 
　　
42、类似我们的国语开明课本
43、文章都是以前读过的了，买书只是为了纪念，也许那天心浮气躁时，还能翻翻，用来静心。。。
44、不是特别喜欢沈从文的文风 读着有点累
45、这本书看起来挺慢的，主要是文字风格比较细腻，看他的书可以对湘西的民俗有些了解
46、书到了，还不错，购物挺愉快的
47、挺好的，反正书都没什么问题
48、沈从文，来自我梦里小城的大师。
49、＜传奇＞＜鸭窠围的夜＞好看。
50、编辑的不能合理一点嘛⋯⋯
51、不愿旅行至凤凰，只怕打破了心中对纯粹的翠翠的憧憬
52、经典的书看着好累啊，。。。。看了好久都TM还么看好。。。
53、感觉封皮还行，可是里面实在是不好意思说了。印刷太次，纸张的颜色也不好，感觉是盗版的，
即使不是盗版，也是出版公司的残次品，如果是残次品的话，卓越应该说明名一下，毕竟价格很便宜
，书嘛，能看就行，但是要说明质量。
54、每个人心中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边城吧，每一个人心中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翠翠吧。像一弯细
细的泉流，滑过每个人的内心，到底有没有留下痕迹呢？它，是否来过？
55、珍爱
56、雪晴
57、看到目前为止，就他和巴金的文笔让人想睡觉。
58、在火车上看的。文字顺畅。有些事情很凄美，比如那个山洞里约会的那个。《⋯⋯豹子》大二看
的。
59、我把沈从文和贾平凹看成是一类的作家。乡土味道很浓，实在而隽永。我有一套大约20年出版的
沈从文文集，没事就会拿出来翻看。每每被小说中的人事所打动。这本书精选的作品，更可以在短时
间内品味沈从文先生的视野与魅力。还会经常想起，沈从文先生被聘作教师是的尴尬；以及后来专心
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苦乐心路。
60、因为语文书里有边城，但是节选老师就推荐我们去看但我还是没有买觉得没有时间看不过我倒是
很向往那种没有污染的人与情
61、再也不想读那些干瘪瘪的论文了。
62、经典之作不可不读
63、内页纸薄而脆，权且四折本对乡土文字不甚感冒，沈从文是个特例沈的文字，很清，很轻，已沉
浸确是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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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书本很新 包装不错 内容更不必说了
65、说说书的质量问题吧,纸张很粗糙,中间还有烂页,郁闷我都觉得象买了盗版滴
66、　　    初中时去一个女同学家，沙发上放着她正在读的书就是《边城》，晕，那个时候我还在虔
诚地看《读者》类：）
　　    
　　    一本没有序，没有前记，没有后记却也不是盗版的奇怪的书。集合了作者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
民俗研究文章。许多故事是作者童年时期在湘西的生活以及成年后初到北京——也该算是“北漂”—
—的艰苦岁月。
　　    作者笔下的爱情故事大都没有圆满结局。无论是翠翠和二老还是金凤和贵生一一错过，但正如
右边所说的“可以错过，不会磨灭”。湘西灵秀的山水熏陶了湘西人纯粹的爱情观和浪漫的恋爱方式
。当大老和二老发现两人一起喜欢上了翠翠时，决定从当天晚上起后半夜上翠翠家的后山轮流唱歌表
情，直到翠翠出来唱歌回应，回的是谁，另一个就退出。多么诗情画意，浪漫淳朴的办法。不是决斗
，没有血腥，没有钩心斗角。一切由歌声唱出，一切又由上天安排。不过羡慕不来的，只有在那深山
，在那溪水，在那象牙塔下，在那吊脚楼边才能发生的爱情故事。如果今天两个男生后半夜来到心仪
女生居住的高层公寓对面，一个唱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另一个接一句“死了都要爱”，那么轻
的被骂几句“脑子进水”，重的被臭鸡蛋烂白菜扔死，落荒而逃⋯⋯可怜。
　　
　　    作者北上的路上船停十八湾，上岸走走，遇到卖梨的老婆婆。一堆四十钱，作者买了四堆，老
婆婆一定只肯收一百二十钱，说“买这么多只要一百二十钱”。作者坚持多给四十，争执过程中，婆
婆还是硬要多添几个梨子给作者。这面容“诚实忧愁憔悴”的婆婆让作者想起了家乡善良的伯母。
　　
　　    “良心这东西，也可以说是贫穷的元素。”
　　
　　    作者在抵达北京后四年才写下上面买梨的文字，正如右边所说“瞬间即逝去，却又是最宝贵的
。”
　　
　　    这些天又阴又冷，呆在被窝里看书。看到沅水上的水手一边工作一边互相骂娘的场景，真是好
笑。真正是很奇妙！虽然时空相隔久远，却总有一天，总有一个人，在一个角落为作者曾经的文字左
右心情。我当然是平凡，但想必作者也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读者而高兴吧。
　　
　　    《元宵》里小有名气又百无聊赖的作家雷士受到了新婚不久的戏子秋君邀请，终于在最后决定
“大后天上杭州换换生活”。正在这阴冷冬日里勤奋工作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有想上哪里“换换生
活”的念头，钱有富余的上马尔代夫，钱少的上三亚，请尽快出发吧~~~！
　　    我在这里百分百支持你们：）
67、版本很正，喜欢，沈从文的文章，相信大家都没意见吧？
68、为去湘西买的，放了很久，再次拾起，画面犹存
69、　　淳朴的乡间的风情，我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些无忧快乐的日子。从此我也发现自己生长
的那块熟悉的土地原来是多么的富于诗意，多年来一直很憧憬远方，总以为梦想就是在遥远的远方。
不想漂泊多年，常常最想念是那山间弯弯曲曲的小路和那熟悉的乡音，善良而单纯的人们和儿时一起
玩的伙伴。并不高的山，并不大的河流，并不难理解的风俗人情。一切本就是那么的平凡，一切本就
是那么的质朴。这也许本就是生活中要追求的真善美......
70、推薦
71、很喜欢那几篇湘西的散文，尤其是《鸭窠围的夜》。经历丰富，笔触细腻。不知为何，总觉得和
照片上看到的人对不上。刚巧看过沈和夫人张兆和的一段记录，沈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
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经历丰富又专情的男人怕
是少之又少。
72、淡淡的悲伤，淡淡的过，却没法痊愈。
73、除了慢，需要半个月外，其他很好~~
74、翠翠，三三。这些美丽健康的女性，来自沈从文的笔下。民国的沈从文却没有直男癌一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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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杨过误终生的想法在作祟，有一点像曹雪芹。没有权利的纠葛的心才会是这样的吗?
75、装帧很好 封面设计很好
76、沈从文说，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的人，对对他自己的作品，他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些
描写他家乡水边人的爱哀故事。
77、边城 散文杂文集
78、书中收录的文章很好，这是唯一买的理由但是书的质量低劣，纸张发黑，而且薄，除了书的封面
像正版以外还不如盗版书好啊，气愤
79、沈从文的作品让人越读越爱读，尤其边城，最初读读故事没感觉出什么，几年以后无意中读了一
段，感觉无比美妙，再后来读纯净悠远
80、20元买到的竟然是二手货，书面很久，书的外壳也脱落了
81、一直听见朋友推荐《边城》，但看了觉得不怎样，结构方面不是很理想。
82、大一或者大二，有一丝日本气，贵在文笔和弥漫的气息
83、就书而言，印刷装订没什么问题，沈从文的东西嘛，很清新，世外桃源与世无争。
84、表示个人口味比较重，完全不适合看这种清新的东西。。。
85、元宵，换换生活，17，？
86、不知道为什么故事才开了个头,我就想出了结尾.囫囵吞枣的读完还意犹末尽,决定再看一遍.
87、正版 的，有木有呀
88、除了＜＜边城＞＞，其他的竟然都看不下去，看来沈从文的小说不对胃口。
89、”沉迷于色情小说中“  楼主够直白啊
    《边城》我高一就买了，但到了大二才真正看完，看的过程中。欢乐夹带着悲伤，到了故事结尾，
甚至眼泪都流了下来。
    真的是本好书，文笔清新，感情真挚
90、我还是爱萧红
91、文章都还不错，都很喜欢。就是印刷质量有点差，不适宜当作礼物送人。
92、纸张很粗糙,中间还有烂页,不推荐买,推荐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93、文字很美
94、挺好的一本书，封面也不错，内容精彩。值得一看......
95、　　    我不知道怎么了，在沈老先生的笔下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活着的女人。
　　
　　    翠翠，翠翠不是，她只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作不了主的小女孩，无端担了些罪名，她
即使晒得再黑，眸子再怎样清明如水晶，她依然不是大自然的精灵——她的命运完全要依靠、仰仗于
别人；
　　
　　    满老太太盼望的不过是家丁兴旺；
　　
　　    秋君只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
　　
　　    玉芸是个将死已死的声音；
　　
　　    鸭毛伯伯心中说金凤说得对：“丫头，做小老婆不开心？回去一索子吊死了吧，哭什么？”
　　
　　    本以为黑猫会是个活着的女人，结果“无端的变了”；
　　
　　    还有一些莫名得了癔症，不是成了“草盅婆”，便是成了巫婆，要不就落了洞；
　　
　　    余下的女人化身作白脸细眉、肿奶子的妖怪，然后苍白惨淡的隐去幕后，她们的死与活，没人
在意，也没人去分辨。
　　
　　    女人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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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在热呼呼的大太阳底下流血流汗，完成着他们或游侠、或壮烈的梦想，发着他们的狂，而
女人不过是河边、吊脚楼中的点缀，这地方哪里算得上世外桃源？
　　
　　    所谓的世外桃源，我以为那里所有人、物全是活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长，所谓天性是
也。
96、我记得这本书是在旧书市场上买的，读来却没有一点“旧”的味道，我一直坚信，只要是内心有
修养的人，去凤凰不仅仅只是旅游，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吧！
97、诗一般的语言，梦一样的故事。
98、我的最爱
99、必填，长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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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知道沈从文是因为课本里的边城，有热情继续读沈从文的作品源于老师读的一篇评论，说沈从文
有一种诗意的气质，文字间有种天地间的大美，于是捧起一本沈先生的《湘西》，读前几十页时觉得
有点清新，但觉的更多的是一种平淡，心里想，这也没什么嘛，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完全被那种
美，吸引了，震撼了，一种对生命的启迪涤荡了，我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我周围的世界，我开始
煞有介事的品读社会这本大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一个士兵如
果不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2、我不知道怎么了，在沈老先生的笔下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活着的女人。翠翠，翠翠不是，她只是一
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作不了主的小女孩，无端担了些罪名，她即使晒得再黑，眸子再怎样清明如
水晶，她依然不是大自然的精灵——她的命运完全要依靠、仰仗于别人；满老太太盼望的不过是家丁
兴旺；秋君只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玉芸是个将死已死的声音；鸭毛伯伯心中说金凤说得对：“丫头
，做小老婆不开心？回去一索子吊死了吧，哭什么？”本以为黑猫会是个活着的女人，结果“无端的
变了”；还有一些莫名得了癔症，不是成了“草盅婆”，便是成了巫婆，要不就落了洞；余下的女人
化身作白脸细眉、肿奶子的妖怪，然后苍白惨淡的隐去幕后，她们的死与活，没人在意，也没人去分
辨。女人在哪里呢？男人在热呼呼的大太阳底下流血流汗，完成着他们或游侠、或壮烈的梦想，发着
他们的狂，而女人不过是河边、吊脚楼中的点缀，这地方哪里算得上世外桃源？所谓的世外桃源，我
以为那里所有人、物全是活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长，所谓天性是也。
3、初中时去一个女同学家，沙发上放着她正在读的书就是《边城》，晕，那个时候我还在虔诚地看
《读者》类：）一本没有序，没有前记，没有后记却也不是盗版的奇怪的书。集合了作者数十篇中短
篇小说和民俗研究文章。许多故事是作者童年时期在湘西的生活以及成年后初到北京——也该算是“
北漂”——的艰苦岁月。作者笔下的爱情故事大都没有圆满结局。无论是翠翠和二老还是金凤和贵生
一一错过，但正如右边所说的“可以错过，不会磨灭”。湘西灵秀的山水熏陶了湘西人纯粹的爱情观
和浪漫的恋爱方式。当大老和二老发现两人一起喜欢上了翠翠时，决定从当天晚上起后半夜上翠翠家
的后山轮流唱歌表情，直到翠翠出来唱歌回应，回的是谁，另一个就退出。多么诗情画意，浪漫淳朴
的办法。不是决斗，没有血腥，没有钩心斗角。一切由歌声唱出，一切又由上天安排。不过羡慕不来
的，只有在那深山，在那溪水，在那象牙塔下，在那吊脚楼边才能发生的爱情故事。如果今天两个男
生后半夜来到心仪女生居住的高层公寓对面，一个唱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另一个接一句“死了
都要爱”，那么轻的被骂几句“脑子进水”，重的被臭鸡蛋烂白菜扔死，落荒而逃⋯⋯可怜。作者北
上的路上船停十八湾，上岸走走，遇到卖梨的老婆婆。一堆四十钱，作者买了四堆，老婆婆一定只肯
收一百二十钱，说“买这么多只要一百二十钱”。作者坚持多给四十，争执过程中，婆婆还是硬要多
添几个梨子给作者。这面容“诚实忧愁憔悴”的婆婆让作者想起了家乡善良的伯母。“良心这东西，
也可以说是贫穷的元素。”作者在抵达北京后四年才写下上面买梨的文字，正如右边所说“瞬间即逝
去，却又是最宝贵的。”这些天又阴又冷，呆在被窝里看书。看到沅水上的水手一边工作一边互相骂
娘的场景，真是好笑。真正是很奇妙！虽然时空相隔久远，却总有一天，总有一个人，在一个角落为
作者曾经的文字左右心情。我当然是平凡，但想必作者也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读者而高兴吧。《元宵
》里小有名气又百无聊赖的作家雷士受到了新婚不久的戏子秋君邀请，终于在最后决定“大后天上杭
州换换生活”。正在这阴冷冬日里勤奋工作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有想上哪里“换换生活”的念头，
钱有富余的上马尔代夫，钱少的上三亚，请尽快出发吧~~~！我在这里百分百支持你们：）
4、我说的是《边城》。第一次读在高中，语文老师推荐的，可我无论如何努力也没能看完。沈从文
的文笔个人特色很浓，句法也怪，小说中加杂着一大堆风情民俗描写，对于当时沉迷于武侠和色情小
说的我来说，是相当枯燥的，我翻了半天，不见打架也不见约会亲嘴，心里就不大满意。而且我觉得
里面的人挺傻，说话怪里怪气，做事碍手碍脚，给钱都得求人，像当贼似的，然后被拿了钱的追着跑
好远，有了酒让人随便喝，有了肉让人随便吃，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结局也没滋没味的，大老为了
逃避爱情远走，掉水里死了，祖父被人讲了几句，老大不痛快，回来路上受了凉，也在一个雷雨之夜
死了，二老跑了，剩下个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河边等，渺茫地等，她的等待也许没有任何意义，这意思
我是不能参透的。我喜欢有头有尾高潮迭出的故事。 再读是在五年后了，我大学刚毕业，独自一人去
崂山。晚上住在山上的小旅馆里，外面是漆黑的夜，还有沙沙风吹竹子的声音，寒冷从窗棂里透过来
，我坐在椅子上，盯着昏黄的台灯，觉得寂寞而凄凉。桌上正好放着本《边城》，估计是前面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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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的，反正也没有睡意，夜又这么长，翻开随便读吧，没想到一下子竟然看进去了，直到天亮才从
书中回来。沈从文的文字像河水一样，也有着河水的气味，翠翠、祖父、小城的影子像映在里面，随
着微波轻轻摇晃着。这是座寂寞的城，也是缓慢的城，人们在里面安静平和生活着，故事也在缓缓上
演着，这缓慢把读者的心牵引的很柔软，很细腻，很悠长，好像在温暖的漂浮着水草气味的河里浸泡
了一般。 这里面的爱情进行的很缓慢。翠翠的身世悲惨，父母先后死掉，小女孩被祖父默默抚养成人
，偶然的机会，她在城里碰见二老，两人的相遇很有意思，论说应该够罗曼蒂克了，爱情肯定会顺理
成章地发生，谁知下文一转，两年时间过去了。这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对一个陌生男子的思念怎
么会持续两年？即使是少女怀春，这时间也太长久了些。感情是淡淡的，翠翠说不出，只是忧伤起来
，但也许埋得更深了，所以后来大老来说亲，翠翠不乐意，不乐意就直说好了，又不说，留下个可怜
的祖父来回折腾，也很让读者着急，后来总算都明白了，又来了马路之说，兄弟俩站在对岸高崖竹林
里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看谁能先让翠翠动心。这时间真够可怕的，三年零六个月放在现在能读完大
学了，有哪个男人能这么去干？哪怕是为最心爱的女人，可故事里的他们会，事情没有成，后来又是
无尽的等待，“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日子总是迟迟的。小说里的山歌、喝酒
、渡船、黄狗、小镇，还有翠翠在白塔下石头上的长长的午觉，总好像在另一个世界进行着，我们只
是看客。“风和日丽的天气，无人过渡，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
处向水中抛去，指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
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听着迎亲送女的
曲子”，“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这类描写在书中
很多。它给人留下很多空白，使人有许多惆怅的想法，心不知不觉安静下来，小说里的人物也似乎缓
缓地向你走来，带着河水的气味。 也有几处提到急促，急促的存在也是为了衬托这缓慢，像古诗所写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书中写了比赛，船与船的比赛，人与鸭子的比赛，有了二老的参与，
就变得格外引翠翠注目起来： 1、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用棕叶编蚱蜢蜈蚣玩，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
着，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过了河又回来，就问它骂它： “狗，狗，你做什么，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音被她发现了，她于是也绕屋跑着，且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山上听了许久
。 2、翠翠人矮了些，在人背后已望不见河中的情景，只听得敲鼓声渐近渐激越，岸上的呐喊声自远
而近，便知道二老的船恰恰经过楼下⋯⋯翠翠不知出了什么事，心中有点迷乱，正不知走回原来的座
位边去好，还是依然站在人背后好。 这两段是急促与缓慢最完美的结合。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里
开始即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
，温爱和缓慢有关，所以这故事也变得清新迷离，情感拉得越来越长，离我们越来越远。边城也是世
外桃源，只能在我们不可触及的地方存在了。 
5、淳朴的乡间的风情，我仿佛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些无忧快乐的日子。从此我也发现自己生长的那
块熟悉的土地原来是多么的富于诗意，多年来一直很憧憬远方，总以为梦想就是在遥远的远方。不想
漂泊多年，常常最想念是那山间弯弯曲曲的小路和那熟悉的乡音，善良而单纯的人们和儿时一起玩的
伙伴。并不高的山，并不大的河流，并不难理解的风俗人情。一切本就是那么的平凡，一切本就是那
么的质朴。这也许本就是生活中要追求的真善美......
6、沈从文的故事里没有坏人，没有好人，没有强者，没有弱者，没有愚昧的人，虽然看起来愚昧，
但在那个轮回里就不是愚昧。故事晕晕吞吞的给人湘西的村落。但他终究是不能了解女人的男人。每
段故事都是以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开始，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尾结束。只留下一个淡淡忧愁的湘西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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