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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湘行散记》

内容概要

《我的湘行散记:解码秘境湘西》讲述了:悠悠沱江水承载着千年的文明，高高的吊脚楼装点着古老而
又常新的凤凰，婉约的湘西妹子安详地站在河边，像诗也像画，打起背包，走进城市喧嚣背后的桃花
源，走进画中，体验心灵深处的静谧安详⋯⋯

Page 2



《我的湘行散记》

书籍目录

走进这座等我千年的古城拜访从文先生故居民族工艺品一条街东正街的客栈——将军府一座祠堂、一
幢公馆朝阳官里看阳戏文庙与熊希龄故居的故事守望北门流浪者酒吧里的流浪者们过江，老营哨那条
路虹桥上，姑娘教我吹木叶泛舟沱江，独揽沙湾秀色万寿宫，不得不说的江西人听涛山下的墓地三王
庙的来历美轮美奂奇梁洞 探秘蛤蟆洞哞柔（你好），一起到山江赶集去阿妈教你学苗语山江有座苗族
博物馆苗王龙云飞的传说石头砌成的苗寨南长城上的硝烟黄丝桥古城古堡舒家塘，传说中的杨家将后
裔山水纵情都罗寨从凤凰到茶峒探访大师笔下的边城清水河上的风情永远的渡口去王村，去坐龙峡美
哉险哉坐龙峡回到王村，回到米豆腐飘香的芙蓉镇土家织锦厂里，听西兰卡普的美丽传说胡玉音的米
豆腐店码头那边有块宝湘西第一漂——猛洞河小溪原始次生林见证土司王朝的老司城土司制度的兴与
衰还可以看到的历史祖师殿，山腰上的小朝廷美丽峡谷中的德夯苗寨风味独特的酸鱼与酸肉霞出山水
洞 苗鼓咚咚情意浓一个关于“蛊”的真实故事一部遗稿中发现的赶尸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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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湘行散记》

章节摘录

走进这座等我千年的古城记得吉首市火车站广场上有一块巨大的凤凰古城宣传画，上面的一句话令我
印象深刻，大意是“为了你，这座古城已经等了一千年。”从高高耸立的南华门下走过，走进这座等
我千年的古城。其实进古城的路径很多，可以从大桥上直接下去沿着沱江走进去，可以沿着新城区的
大马路一直逛到建设路与大众路的十字路口，从新近恢复的西城门进去。而我选择比较传统的那条路
，过南华门，沿着笔直的南华路前行大约500米，拐进左侧县政府的大院，沿着路直走再右转下一个坡
就到了古城老街的入口处——文化广场。经过文化广场后，古老的石板街也就从这里开始，经道门口
、东正街、廻龙阁、接官亭、沈从文墓地直至天下第一泉，形成一条自西向东的主街。古城便以这条
街为中轴，连接无数侧街和小巷。比如沈从文故居所在的中营街、朝阳宫（原陈家祠堂）和民国总理
熊希龄故居所在的文星街、登赢街、十字街、史家弄等等。据说这样的街区布局初步形成于元代，在
明朝时得到完善，现存的已经是清朝时的格局，几经修改后虽已非当年模样，但依旧古韵悠然。游览
古城，当然不能不先了解一下凤凰的历史。据《凤凰厅志》记载，自黄、炎、蚩三始祖于夏、商、周
朝前，这里属“武山苗蛮”之地，丝毫未得文明开化。春秋战国时期，凤凰为“五溪苗蛮”，属楚国
疆域。秦始皇一统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凤凰属黔中郡，后改为武陵郡。在今天的辰溪县设辰
阳县，凤凰归其管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隋文帝统一中国，改辰阳县为辰溪县，隶属沅陵郡。唐高
祖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阳县，凤凰改属麻阳。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凤凰从麻阳分出，次年设
渭阳县，城址建于离今县城25公里处的凤凰营。资料上记载，凤凰营处于群峰之中，形状如鸟，人称
凤凰山。后来，县城取名凤凰便是“因山而受”。拜访从文先生故居窄窄的凤凰古街以青石板铺就，
岁月将它打磨得滑溜溜的，也把古城的年轮记录下来。每逢下雨，老街便会泛着幽幽的青光，感觉就
像走进了戴望舒的雨巷。东正街街口旁就有这样一条看似不起眼的小巷子，然而几乎每个来凤凰旅游
的人都会寻到这条巷子里去，因为那里有一代文豪沈从文的故居。房屋建筑均为当地穿斗式木质结构
，两边配建有品字形的风火墙，飞悬鳌头。房屋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1年）。沈家祖居凤凰县林峰
乡江家坪村。沈从文祖父沈宏富于清咸丰二年（1851年）随同凤凰人田兴恕一起投军，转战于湖南、
江西、江苏等地，因有功被封为总兵之职，驻守云南昭通镇。“贵州教案”发生以后，贵州提督田兴
恕被革职查办，由沈宏富署理贵州提督。由于清朝统治者对沈宏富怀有疑质，年轻年盛的沈宏富辞官
回到凤凰，并将全家由黄罗寨搬至沱江镇，在南门坨购了一块地基修建了新房。后来，沈宏富病故，
沈家一时败落，生计艰难，于是卖掉了南门坨的房屋，在中营街重新建了一栋，1902年12月28日，沈
从文就诞生在这里。他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故居历时一百多年，世事变迁，几易其主，1982年
沈从文重回故乡时，这里还住着其他人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凤凰县人民政府决定购回此屋，重新
整修。当工作人员带着整修图样赴京送给沈从文审定时，已经抱病在身的他坚持说：“房子烂了，修
一下也好，但要将就修上，不要花很多钱，家乡还很穷，要尽量节约”。整修后的故居实际上是一个
并不大的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故居的管理人
员告诉我，《边城》就是在书房中那张桌子上写成的。那些旧屋里，分别陈列着沈从文文稿手迹、各
种版本的著作、生平的照片以及用过的物品。其中，正屋中堂挂着一幅他的素描画像，一对夫妇牵着
一个大约十几岁的小女孩儿认真地对着画像鞠躬。从夫妇虔诚的表情上，我不禁猜想，也许他们曾经
是先生的学生？他们与先生之间有着怎么样的一段渊源？抑或他们和所有先生的读者一样，虽无缘与
先生谋面，却一直被先生的品德及笔尖下流露出的自然与朴实之美而感动。而他们的孩子呢，能明白
父母的这种感情吗？左侧厢房是先生的卧室，挂了一张他在军队时的照片，头发乱蓬蓬的，眼神却透
着一种倔强，从中可以看到湘西人的影子。另一张照片上，先生架着圆框的眼镜，头发整齐地朝后梳
着，完全是一副书香世家出身的样子，非常的斯文。很明显，去了上海、北平之后，先生的气质已经
变了，两者一对比，真是有趣。15岁时，他从这里走出去，后来大半辈子生活在北京，但他的作品几
乎都与湘西与沅水有关，令它魂牵梦绕的依然是他不能忘记的湘西。“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
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
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在沈从文那本自传里，他这样眷念地写道。现在想起来，似乎引我寻觅、并一路陪伴的，正是他
这种对凤凰、对湘西、对沅水流域的眷念之情⋯⋯故居附近有好几家小书店，这里可能是凤凰有关沈
从文资料最全的地方。除了《边城》，还有《从文自传》、《湘行散记》、《长河》等都写得极好，
而我个人认为还有《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需要特别一提很值得推荐。这本书信集是先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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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湘行散记》

其夫人张兆和女士自1930年7月至1961年7月，横跨人生31年的异地书信的汇集。家书朴拙、真诚，字
里行间渗透着先生的喜怒哀乐；同时，先生的文笔和才情也可见于一端。读这本书信集，最大的感概
便是幸福二字。附：沈从文生平简介沈从文（1902-1988）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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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沈从文影响最深。沈从
文6岁入私塾，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1917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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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人性。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传到湘西，20岁的沈从文受到新书报影响后，独自闯荡北京
。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帮助下，以特有的“湘西”风味登上了30年代的文坛。以人性和人道主义
的文学主题描写了湘西民俗和下层民众的生活，赞美了普通人民的淳厚心灵。他的作品在艺术上独树
一帜。主要文学著作有：《鸭子》（1926年）、《蜜柑》（1927年）、《入伍》、《阿丽丝中国游记
》、《不死日记》、《老实人》（1928年）、《神巫之爱》（1929年）、《沈从文甲集》（1930年）
、《沈从文子集》（1931年）、《都市一妇人》、《记胡也频》（1932年）、《一个母亲》、《阿黑
小史》、《月下小景》（1933年）、《边城》、《从文自传》（1934年）、《湘行散记》（1936年）
、《湘西》（1939年）、《春灯集》、《长河》等，其中《边城》成为历久不衰的名篇。而沈从文也
被认为是新文学抒情体小说的典范，成为乡土文学和“京派”作家的代表。同时，他还先后在上海中
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执教过，也曾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
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担任过《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建国后，沈从文一
度受到误解和冷落，被迫离开文坛的他潜心于历史文物的研究，写出了《中国丝绸图案》（1958年）
、《战国漆器》（1962年）和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0年）。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于晚8时35分在北京家中逝世，走完了
他86年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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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湘行散记:解码秘境湘西》编辑推荐：清浅的沱江流淌着凤凰一段“斗法”的传说最知名的苗镇
集市旁竟然是昔日苗王的城堡细脚伶仃的吊脚楼里，有人在讲述诡异的“蛊术”，神秘的“赶尸”⋯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却清澈吊脚楼掩映于群峰流水间静谧而安详时光在青石板路上流转不觉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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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出书哪个环节的人脑残，书上的字基本印在了照片或彩纸上，根本看不清，后悔啊
2、看到中间就再无心往下看，大致翻了后半部分，作者将行记旅游攻略融合的过于生硬
3、不过内容很吸引我
4、新世界出这书排得也太差了，还卖58，好大一个坑
5、值得一看，不过很多文字在插图中，看起来费劲！
6、秘境湘西,随着作者去探秘
7、从湘西回来，买了这个回来看看，有图有文字，看着不累
8、看的我好累，设计的人太差劲了。黑底配黑字要人怎么看啊。。。
书的内容的话可以作为游记参考....不过真的没有必要做成这么厚重的书累死了。
9、图片丰富实用,信息量饱满,也挺详尽,只可惜,脱页实在荒唐!!!
10、湘西是个好地方。
11、图片是很多，但是装帧真的很差，怎样可以粘回来呢？愁！
12、对凤凰本来好奇
买了
还没怎么看
很多插图
13、文字不醒目，很费眼睛
14、完全对凤凰冇晒兴趣。
15、凤凰回来之后再读这本游记，特别有感情。很多没有去到的地方仿佛跟着他又走了一遍。
16、不知道怎么编辑的，这是我读书以来，看得最费劲的一本书！
17、书很好看，但是书的质量就没有保证，怎么会中间掉页的呢，我指的是装订不好，书的内容一样
的
18、每页的插图都是那么的好看，只不过有些自己看不清楚了。喜欢，想去，描写的很淡，没有劝服
，字里行间却吸引着你，让你从心底迸发一种想去看看的冲动。
19、优点是书的内容还凑合，整本书色彩很丰富，图片很多；缺点是色彩太丰富了以至于很多字都看
不清，而且看着看着就开始掉页，很小心地翻也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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