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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内容概要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
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城淳朴的世道民风和天然的生活状态。语言古朴清新，寄托
着从文先生关于“美”与“爱”的美学理想，彰显了人性的至真、至善与至美。
本书除收录《边城》外，还精选了其最具代表性的“人性美”小说9篇，内容详实，最新修订，引领
读者重寻湘西世界的自由朴野之美。

Page 2



《边城》

作者简介

沈从文 1902-1988
湖南凤凰县人，20世纪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家之一。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是白话文革
命的重要践行者和代表作家。主要著作有：小说《边城》《长河》《龙朱》《虎雏》《月下小景》等
，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
等。20世纪50年代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晚年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中国文物
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凭一颗诚心，一支笔，用最干净的文字塑造了纯美的湘西世界。他的作品，满是自然的美丽和
人性的纯粹。在充满焦虑甚至苦难的现实中，他笔下的世界，给我们的心灵开辟了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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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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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精彩短评

1、你以凤凰为梦长想，我以竹阶攀拾花香。
2、她们在自己习惯中得到幸福，却有从幻想中得到快乐。——《三三》
3、简单纯朴的不似这个世界。现在的人已无法写出如此灵动的文章与人物了吧。
4、平平淡淡，市井小民，2016.9.24

5、改不了钟爱书中美食描写的片段，撑船老头不是曲曲折折的人，他是太在意翠翠，事事想为外人
考虑，累，费心思，不如放手不管，船到桥头自然直。
6、只单单看了《边城》一文，很简单，很素雅却独独感觉留下了一点东西在心底久久挥之不去...或许
未能明白那种恬静与素雅的简单吧。
7、故事都不长，但是蛮耐人寻味的，喜欢这种点到即止的感觉。
8、喜欢沈从文老师的文笔，洗练纯净。
9、沈从文觉得边城中保存着城市所没有的力量，觉得翠翠美好纯净，都没看到
10、喜欢沈从文清新自然的笔触，人性的脆弱和本真便在于此，毋需过多修饰。每一篇都给人一种淡
淡的感觉，却不会觉得无味。
11、没有我看的那一本，随便标记一本吧，看到最后才发现哦，是小说和散文集。故事太多冲淡了对
边城的感受⋯
12、我热爱中国，中国的山水，中国的人，这样热情的文字，我们的故事
13、睡前读，书里的景，都可以在梦里呈现。好书
14、细腻温热。
15、对于乌托邦近乎疯狂的追求与意淫 让我只需借助不太出彩的只言片语便能达到高潮。沈从文没有
赢 是我沉醉在自己的幻想里。而他的聪明之处则在于 把故事放在了一个我无法抗拒的背景里。
16、五星好评，汪老的作品也异曲同工，师徒二人的作品就两个字，干净！潺潺的流水、层叠的树林
、叽喳的鸟声，还有那唱着歌撑着桨的女子，这一刻只想躺在草地上，眯着眼，从指缝中看那穿过树
叶撒下来的阳光，脑中想着的是那明媚温暖的微笑
17、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自然纯朴，但是感情满满，总是会想到他那一句，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18、沈从文书中最喜欢的一本
19、写风雨山水，也写市井小民。写他们的普通生活，质朴，简单，也写他们的悲喜，如波浪下的平
静——让人惊讶的，是原来数十年前，中国小城里民风之淳朴。人民的善良，已经到了令人诧异的地
步（当然也有描写劣根性的，如《夫妇》里的围观群众，《绅士的太太》中的中产阶级）。写屠桌和
市集如同写风雨山水般从容（最爱看《市集》及《屠桌边》两篇中对普通民众的描写）。唯一遗憾的
是，大师貌似不太擅长描写人物互动的情节，文中但凡人物间有沟通对话，大多平淡如水（亦或这也
是他的特点？）。另，《边城》看得人着急，老头儿忒啰嗦，小姑娘也忒害羞。
20、《边城》与《百年孤独》类似于对一个世界的创造，不同于《百》的悠远。
21、读完翠翠的故事，心里一片悲凉。
22、好美
23、突然觉得应该学学南方话。北方的片子腔儿已经够够的了。
24、充满了山水和泥混杂的味道。
25、凄美的田园牧歌
26、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总需要一个地方，人可以安静地生存。
27、对翠翠那章印象最深刻，很典型的湘西生活，最后爷爷去世很突然，有些被带入情节。其他章节
没有太多印象。
28、文字里是一幅幅清新的湘西风情画，日常小事尽显民风淳朴。虽然不是生活在湘西那样的地方，
但毕竟出生在乡下，那些画面多少相似熟悉，勾起很多有关成长的回忆。除了边城，书中还收集了其
他小说和散文，沈从文笔下的字，富有故事和生活气息，适合慢读，感受遥远又可望的风土人情，淡
淡的孤独悲哀和怜悯。
29、这样的文字，可以闻到淳朴的民风和淡淡的乡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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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30、沈从文的最高作品，看不太透，笔法清晰，语言朴实，每个故事的结局都在意料之外。
31、挺不错的
32、又仔细地读了一下边城，这次真的被沈从文的文笔感动了，描绘的景色和感情所用的词真是让人
感动，天边的云彩被夕阳烤成了金黄色。诸如此类的语句在书中随处可见，用词真是让人无法挑剔。
真的感觉好干净、好纯粹、好美。
33、之前标记错了，这个版本才有其他的短篇加上边城。文字朴实又优美，述说了乡村的平常事情。
边城这一篇则更有代表性
34、不愧小清新的鼻祖，文笔淡淡的，不惊不慌地勾勒出一副唯美画卷
35、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36、那么可爱的人，结果却总是淡淡的悲剧⋯⋯是文字，或是记忆的美化与幻觉吗？也对~~古文里“
可怜”可不就是可爱的意思吗？
37、小城的婚丧嫁娶风俗在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我我这个喜欢民俗和向往淳朴生活的人来说很是
喜欢。自由恋爱发展到今天自己交往，表达爱慕之情是多么方便和明晰，也是实践的结果。翠翠这些
年的等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信息的畅通和表达的时宜是很重要的呀。
38、无聊的夜晚+沈从文的句子，仿佛从来没有什么后现代文学。
39、真善美
40、于吾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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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精彩书评

1、沈从文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深受文学爱好者的喜欢。凤凰含章新出版的《边城（纪
念版）》汇集了沈从文老先生最著名的一篇文章《边城》和其他九篇短文，主要都是写人物和感情的
，细读下去，很能使人深思，令人思考，给人启迪。说到沈从文，就容易想到湘西，，毕竟沈从文老
先生是湘西人，又写了许多关于民国时期湘西的文章，让大家特别是未曾去过和不熟悉湘西的人从他
的文章中了解湘西的风土人情，知道湘西的人文地理状况，就象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向你细细诉说着
湘西的一切。《市集》主要讲述的是在湘西市集赶场的情景，底层社会人物的形形色色的表现。《静
》写的是两个孩子在辗转途中暂居别处等待家人团聚的焦急和期盼心情。《槐化镇》主要是对槐化镇
这个地方的地理描写。《屠桌边》、《夫妇》、《萧萧》和《三三》写的是民国时期湘西各种底层人
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地苦苦挣扎生活下去，象一部旧时湘西生活记录片，记录着湘西老百姓的
喜怒哀乐。《如蕤》写的是一个家境富有的女大学生的一段感情经历，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有文化知
识的年轻人对爱情、家庭的理想定义和感受。《绅士的太太》，我感觉有点象浓缩版的《金粉世家》
，写出了民国时期妇人在当时的婚姻里种种状况，能够体会出那时的女人所处在的社会现实状态和生
存状态。《边城》是这本书中的重中之重，我想喜欢沈从文作品的人肯定都看过这篇小说，也一定都
会喜欢这篇小说。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跟着爷爷在溪边撑渡船讨生活的女孩被两兄弟同时喜欢
上了，却因种种原因和状况，到最后只剩下女孩孤身一人还在溪边撑渡船，开放式的结局令人遐想连
连。不知道别人心目中的结局是怎样的，但在我心目中这个结局不一定是Bad End。我个人认为，其实
沈从文老先生已经在书中给出了他自己心目中的答案：“横竖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
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尽管爷爷在翠翠嫁谁的问题上有点优柔寡断而造
成悲伤的后果，但老人坦荡的风骨还是令我敬佩：“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
点儿，结实一点儿，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整本《边城（纪念版）》都是写的小人物、小地方，他
（她）们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行动，只是在小地方凭着本能生活着，却也让人看到了许
多美丽的瞬间，人性的真、善、美的一面，也让人对湘西的自然风景留下深刻的印象，宛如一幅黑白
色的人物山水画卷。
2、一部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必然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以及可读
的无限性这四点共性。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的小说《边城》，开创了对湘西地区特有风土人情的描绘先
河，连同沈从文一系列以湘西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纯美湘西
世界”。沈从文曾经在《湘行散记》中提到过《边城》的创作，这个故事原本取材于真实事件，经过
了作者的加工创作，因而变得如诗如画般唯美动人。初读《边城》是在学生时代，无论是人生阅历，
还是对文学的感悟，都仅仅停留在遣词造句之优美，笔触的纯净，人物的一言一行之上，自然没过多
久便把情节给遗忘了，徒留一个“美”字印在心间。如今再读这部作品，依然是美的，但却看出了更
多人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创作上的东西。靠撑渡船为生的老船夫从来不收乘客的报酬，还买来烟
叶和茶赠送，与外孙女相依为命；靠身体交易的娼妓，既重义轻利，又守信自约，在淳朴的民风之中
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子，没有人轻视或鄙夷；有钱的船总和没钱的船夫之间没有门第观念，只凭年
轻男女们的自愿来决定是否联姻⋯⋯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理想，即便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恐怕也难以
实现，反而是在原始如牧歌般的少数民族地域才有可能存在。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如同一个水墨丹青
描绘出的童话世界，单纯、美丽、凄婉却不伤感。人性之美、之善，湘西之自然淳朴、秀丽多姿就如
同流淌的溪水般清婉、悠然、绵长。散文般的随性恣意与小说的含蓄细腻糅合在一起，把一个少女的
心思和一个老者的犹豫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翠翠并非不喜欢傩送，她只是从懵懂到羞怯，错过了最
好的时机；原来爷爷并非不知翠翠的心思，只是有着难以言明的苦楚才促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原来
小说的结尾可以这样令人魂牵梦萦⋯⋯“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仅仅这一
句，已经足以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纪念版《边城》之中，除了小说《边城》、《三三》、《萧
萧》、《绅士的太太》、《如蕤》、《夫妇》、《屠桌边》、《静》等中短篇小说之外，还收录了《
槐化镇》、《集市》两篇散文。小说均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把乡村与城市少女的不同、人妻的各异、
风俗人情一一展现于读者面前，而两篇散文点缀其间，和小说中的湘西风貌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不
失为一种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的编排方式。不过，耐不住急迫心情的读者不妨换个方式，从最后一篇
读起，定会体味到不一样的阅读心情与笔下风情，发现时空带给我们的别样惊喜。再读一次《边城》
，再梦一回湘西。圮坍了的白塔修好了，歌声、梦里、溪水蜿蜒的茶峒，翠翠永远在等着那个将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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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魂轻轻浮起的青年，就如同我们心中定格的一幅水墨丹青，瞬间便是永恒。
3、“春天日子是极长了的。长长的白日，一个小城中，老年人不向太阳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无
事做时皆在晒楼或空坪里放风筝。”这是沈从文短篇小说《静》中的一段话，最合适用冲淡二字形容
。其实在几年前，我也曾经买过一本《沈从文选集》，奈何书太厚，且我太年轻，随手一翻，密密麻
麻的小字，就像水一样流过来，又像水一样流回去。我仅仅记住了书中作者年幼时，拿着铜板走在雨
后的青石板街上，散漫的逃学时光。书，厚一些是物有所值，薄一些也是好的。薄薄一本书，你可以
把之前被压缩在角落里的一篇小故事，重新审视一遍，发现它的亮点。所以在这本以《边城》命名的
小说散文集里，我看到了它以外的几篇小故事。短篇小说《静》，写了岳珉一家人逃难到小镇，等待
着父兄的接济。同翠翠一样，女孩岳珉也陷入了漫长的等待。长长的白日，盛开的桃花，初尝人世艰
难的岳珉，上了晒楼，这时脱线的风筝偏偏斜斜地滑过去，而母亲在床上咳血。她那张营养不良的小
白脸，不知所谓的微笑着，平静地接受所有苦难。看上去可怜可爱的画面，其实还可以用一个残忍的
比喻讲出来，那就是《屠桌边》中的那段：“案桌上放的那一方坐墩肉，精的地方间不好久又跳动一
下。好奇使她注了意⋯⋯这时必定知道痛，单不会哭喊”。短篇小说《夫妇》，写了一个城里人璜到
了乡下，村里人偶然捉到白日野合的夫妻，像看到交配的狗一样兴奋，把他们两人捆在一起进行侮辱
，“人人皆用‘那城里人也见到了’的神气，互相作着会心的微笑”，猥琐、粗野、愚蠢，这类词汇
用来形容他们，一点都不过分。最后璜去见了团总，终于救了这对夫妇。璜本来还很享受乡下安逸的
生活节奏和秀丽的风景的，可经此一事，发现“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于是
预备明后天就进城。与其他写人性美的故事不同，《夫妇》却写出了大部分人的人性缺失。秀丽的风
景，璜也升腾起了野合的欲望。这种人性是发乎情的，却并不是止乎礼的，所以遭到众人诋毁、侮辱
。城里人没有，乡下人也没有，仅有一点人性的夫妻，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短篇小说《萧萧》，
写了女孩萧萧做童养媳的故事。抱着不到三岁的丈夫，十二岁的萧萧喊他“弟弟”，这样在今天看来
不可思议的景象，在当时却是再正常不过的。小说开头一段写到“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
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嫁作他人妇就像熟了的桃子要被摘下来一样自然。少女萧萧偶尔做些女学生的
梦，祖父的玩笑话，她居然认真去幻想。生活看上去有无数可能，然而被束缚住的萧萧却没有任何可
能了。她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是被花狗诱奸。这个选择的对错与否不提，反正并不高明。之后茫然
的她被迫接受沉潭或改嫁的命运，却因为生出儿子而留了下去，并和长大后的丈夫圆房，那个私生子
管他丈夫叫大叔。一家人就这样相处了下去，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边城》中也有同样的叙述。茶
峒地方，河中春水大涨后，沿河的吊脚楼被大水冲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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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萧萧生的不是儿子，结局会怎样呢？想到此，头皮
发麻。沈从文的小说，总是喜欢写静，写波澜不惊，写流水一样的日子，好像生命总是那样顺理成章
，那样沉默，可是这只是表象。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才是生命的真相。就像那脱了线的风筝一样，飘
在空中时，也是好看的。摔到地上，骨架破碎的景象，只能你自己去猜了。
4、第一次触及《边城》是在高中的课本上，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篇长长的选读课文，节选的正是这
本书里最后一篇文章《边城》。直到我读完这本书我心困惑才解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本书讲述的是
一个完整的故事，当我读到书中里看似前后文不相关系的人物时，我还在想是不是这些都只是作者的
伏笔，一定是在最后才道出这些人物的关系。可惜，不是。《边城》这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美丽淳朴
的湘西人情，分为亲情和爱情。具体到书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故事，我在此不便剧透，望有兴趣的读
者自己去探究。 我当真是很喜欢这本沈从文先生的经典作品，“他凭借一颗诚心，一支笔，用最干净
的文字塑造了纯美的湘西世界。他的作品，满是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纯粹。在充满焦虑甚至苦难的现
实中，他笔下的世界，给我们的心灵开辟了一方净土。”书中许多好词好句我都有用心琢磨并手抄，
有些句子一读眼前就是一幅画，这个画面我们生活中见过，却不知如何去表达，比如在描写下雨的湖
面，沈从文先生如是说：“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少女灵动的眼睛是这
样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在读到我最喜欢的如蕤小姐部分的时候，我忍不住
读了两遍，注意我真的是读出声音来了，其中一遍还是和爱人一起分享的。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多说几
句了，如蕤小姐是一个有灵魂香气的女子，她是亭亭玉立的莲，不光惹世间男子的喜爱，女子见了也
是会被不自觉吸引，她却像是星空中最亮的星，身上散发着迷人的光却让你伸手不可得。如蕤小姐出
场“年纪有了二十七八，由于装饰合法，又仿佛可以把她岁数减轻一些。但靥额之间，世间对于这个
人所做的记号，却不能倚赖人为的方法加以遮饰。便是那写在口角眉眼目间的微笑，风度中也已经带
有一种佳人迟暮的调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顿了顿，如果这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话，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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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的演员才是我心中的如蕤小姐呢？答案至今未知。当我读到年轻的如蕤高傲的灵魂时，我蜷缩
在爱人的怀中与爱人分享，我说，若是以后我们有个女儿，等她到了十几岁的年纪我便把这部分的文
字读给她听，“爱她的人可太多了，她却不爱他们。她觉得一切爱皆平凡的很，许多人皆在她面前见
得又可怜又可笑。许多人皆因为爱了她把他自己的灵魂、感情、言语、行为、某种定型弄走了样子。
譬如大风，百凡草木皆为这风而摇动，在暴风下无一草木能够坚凝静止，毫不动摇。她的美丽也如大
风。可是她希望的正是永远皆不动摇的大树，在她面前昂然地立定，不至于为她那点儿美丽所征服。
”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同如蕤小姐一样有着对爱情高傲的灵魂，天生丽质固然也算的上是自己的一笔
财富，但爱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外表所动摇，他爱的应该是她纯洁的心灵，高傲的灵魂。如蕤小姐最后
找到了那棵倔强的大树，只是结局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大团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女子就算终生不嫁
也会生活的很好。 文中还有很多禁不住要多读几遍的句子，这里我就不再抛砖引玉了，还望读者们自
己慢慢发掘自己的喜好。 
5、提到湘西，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想必都是“沈从文”这个名字。虽然凤凰古城的乡风民俗本身极
具吸引力，但如果没有沈从文，又有几人会流连这湘西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湘西的水滋养着沈从文
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反过来回馈湘西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丰收，人杰地灵，莫过于此。传统
文学理论都把沈从文归为京派，但京派是相对于海派来说的，京派作家的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老舍
的北京和沈从文的湘西，都是原生态，但老舍对北京的爱与对旗人的复杂情感，与沈从文对湘西的理
想化描绘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源于生活，也许这就是长在皇城的老舍与来自湘西的沈从文题材风格迥
然不同的根源。毫无争议，最能代表沈从文的作品是《边城》。那小溪边的人家，乡间质朴的人民，
热闹的节日氛围，无不让人心动。在这人心险恶的时代，《边城》流露出的纯真与美好显得弥足珍贵
。虽然其中有不少沈从文理想化的成分，但这田园牧歌般的纯净不论是在当时战火纷飞的中国还是现
在，都已成为绝唱。沈从文之后，再无文学世界里的清秀湘西。好久未读《边城》，近日再读，有了
很多新的感想。年少时只觉得作者对环境的描写如风景画一般传神、丰富，对端午节、中秋节的民间
活动的叙述热闹、有趣，全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肤浅。如今又见边城，翠翠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结束
的悲剧爱情、失去爷爷后的痛苦与无助，使我重新意识到，在清新的田园牧歌中，忧伤也是主旋律。
《边城》实际上还是悲剧色彩很浓郁的一部作品，这与沈从文本人敏感的气质极为吻合。《边城》的
篇幅很短，因此含章文库的这本书除《边城》外，还收录了沈从文其他一些中短篇。它们的文风一致
，多以女性为主角，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诉说着淡淡的哀愁。我们知道，京派看不上海派过分商业
化的写作，对左翼文学将政治带入文学的理念也持批判态度，但这不代表京派作家不关心民族安危。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对抗日战争时有涉及，对战争打破日常生活的平静，他是很痛心的。在《静》这
一短篇中，最后令人唏嘘不已的结尾，是对战争委婉的控诉。沈从文一度遭遇误读，以致他在新中国
成立后转向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没有多少文学作品面世，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沈从文笔下的女性，
无论有着怎样不同的经历，似乎都有一种从小溪边走来的神韵。也许是湘江水赋予他作品中的女性形
象这样的特殊的风格，使得其作品有着独特的地域印记。很多游客慕名前往湘西凤凰古城，慕的多是
沈从文这个名。忽然想起某作家有篇散文中提到，去湘西一下车，就会有好多十几岁的女孩子围上来
，说：“买束花送给先生吧。”这位先生就是沈从文。从文先生若泉下有知，不知会对今天热闹非凡
的湘西做何感想？当曾经的田园牧歌不再纯粹，我们只有从作品中找寻那失落的文明。
6、《边城》，很短的故事，读后泛起淡淡哀伤。茶峒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既不是充满历史厚重
感的古城，也不是繁华的大都市，只是一个边远的小城，却给人一种宁静美好的感觉。似桃花源，却
又比它更接人气一点，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小城。若要比做一个女人，那就是温温婉婉的，笑起来淡
淡的，清新安详的女子。我向往那里的生活，或者说向往在沈从文记忆中美好的茶峒的生活。不像都
市里那些“绷紧的箭”，又不会有农村里苦痛的脸，人们辛勤劳作，过得恬静安然。那里的人是淳朴
的，祖父与过河客、卖肉人争执谦让；老船工死后，杨马兵主动来照顾翠翠⋯⋯仿佛是刻入骨子里的
，以诚相待、相互友爱。短短的故事，剧情不像暴风雨样剧烈的大起大落，而是像潮汐一样自然的涨
落，涨落间拭去你堆起的城堡，留下一点鼓起的沙堆。看，连天保和爷爷的死，都述说得如此平静。
当然也会感到悲伤，但不是钝痛，而是慢慢的，随着呼吸，很淡很淡却又让你感觉到它存在的痛。要
说结局是谁的错，我觉得其实不能怪谁。难道要怪那个一心为孙女好的老船夫么，还是怪害羞得一直
没有表明心意的翠翠，或是一心为儿的顺顺，其实算来都没错，只是那么多的没错恰恰铸成悲剧吧，
但是结局一定是悲剧么，又不能确定。我们无法知道傩送是不是真的不会回来，沈从文到最后其实都
没有明确下定义，他的心里也许也是满怀期望的，也许傩送很快就会回来呢，回来迎娶翠翠，最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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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是仿佛又有一两道杠挡在中间，天保的死，傩送和顺顺都不会释怀的吧
，翠翠知道爷爷的奔波操劳是为了自己，爷爷的死她心里也不会放下，于是大家心里都有一道疤，就
算傩送真的回来和翠翠在一起了，两人今后的生活真的会幸福快乐么，不知道。沈从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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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
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父子爷孙间
无私的爱、青年男女间纯真的爱、兄弟间诚挚的爱，哀乐由爱而生，但爱不因哀乐而终结。我幻想着
边城的生活，在那个记忆中的湘西世界，在山山水水之间，那里的人淳朴善良，有一家像顺顺一样的
好人家，也有像翠翠爷孙俩一样相依为命的人家。一切都还未开始，没有人离开，没有人逝去。一个
那么接近桃源的地方，一个比桃源更可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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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边城》的笔记-第169页

             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儿，结实一点儿，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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