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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前言

　　我先是很随便的把这题目捉来。因为我想写一点类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东西，给我的小妹
看，让她看了好到在家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原是这样的无什么高尚目的的写下来
，所写的是我认为半梦幻似的过去、当前有趣味的事，只要足以给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
忧愁忘掉，我的工作就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谁知写到第四章 ，回头来翻翻看，我已把这一只善良
和气的有教养的兔子变成一种中国式的人物了（或者应说是有中国绅士倾向的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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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内容概要

《阿丽思中国游记》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儿童文学以独特
的文学形式真正出现于中国新文学之林。鲁迅曾强调儿童文学创作“必须十分慎重”、作品“要浅显
而且有趣”，并亲自为孩子们翻译了众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茅盾、巴金、老舍、
叶圣陶、冰心、张天翼等为首的大批著名作家以及他们专为孩子们创作的《长生塔》、《稻草人》、
《小坡的生日》、《寄小读者》、《宝葫芦的秘密》等重要的儿童文学代表作。这些作品，透过社会
现实与下层人民的苦难，启示和激发小读者鲜明的爱憎品格和追求真善美的思想情操。在艺术风格上
，更多地打破了对外国童话作品的机械摹拟，汲取我国民间童话中的丰富营养，气息清新，色彩浪漫
，独具风格，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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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族血统，沈从文先生的表
外甥、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说起过，沈从文仅有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
祖父沈宏富是汉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沈从文先生的身上，仅有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而按照中
国人传统的宗法观念，儿子一般是从属于父系血统的，玉宇澄清万里埃，沈从文先生理应是汉族而非
苗族！　　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
、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
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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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书籍目录

第一卷
后序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
第二章　关于约翰·傩喜先生
第三章　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
第四章　出发的情形
第五章　第一天的事
第六章　他们怎么样一次花了三十块小费
第七章　八哥博士的欢迎会
第八章　他们去拜访那只灰鹳
第九章　灰鹳的家
第十章　“我一个人先转来”
第二卷
第二卷的序
第一章　那只鸭子姆姆见到她大发其脾气
第二章　她与她
第三章　她自己把话谈厌了才安然睡在抽屉匣子里
第四章　生着气的她却听了许多使心里舒畅的话
第五章　谈预备
第六章　先安置这一个
第七章　又通一次信
第八章　水车的谈话
第九章　世界上顶多儿女的干妈
第十章　看卖奴隶时有了感想所以预备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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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她同那兔子绅士是怎样的通信　　阿丽思小姐自从游历奇境回家后，还是念叨那很有礼貌
的兔子。在她姑母格格佛依丝太太给她的一本《圣经》上，她曾这样的写了一行字：　　朋友，我愿
意到中国去看看，请你引导我一下，这是你高兴的事吧？　　把这给兔子的信写在《圣经》的最末一
页白纸上，是因为忘了那兔子的通信地址，而阿丽思小姐的父亲又告过她，说是上帝对小孩子的要求
从不曾拒绝过一次的缘故，才偷偷悄悄请神为捎这封信给兔先生的。她还在信尾上签了自己受洗时的
教名，好使神知道是她的请求。　　一礼拜了，全无回信。每每在晚间上床以后，私下不让其他姊妹
知道，她把那一本小册子重新的一页一页的翻看，想从这书中发现神给写回的信息。都没有。都没有
，那就是自己的信写得含糊，神派人找那行踪不定的兔子找不着了，于是她又在那信前面注上那兔子
的服装脸貌，像在广告上寻亲戚一样，写得非常详细明白。她算定，这一来，在雨天以后总有消息了
。因为她相信爸爸不扯谎，爸爸在另一时间曾说过上帝从不诓人，既是那么一个正直有权的人，委托
他办这一点小事，当然也并不算麻烦。　　时间是在耶稣诞日过后约二十天，阿丽思小姐在早晚祷告
时的诚实，远非她的妹妹所能及。因为听姑母说故事时说过，圣诞后四五个礼拜，便是中国人过年的
时候，是中国大人小孩顶有趣的时候，要游中国也以这个节为最好。且这小姑娘老记着中国人作揖磕
头的风俗，担心一过了年就不能见到了。　　在另一方的我们，实在也愿意上帝差派的传达副爷早早
找到那大耳朵朋友。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时候，国境南部正在革命，凡是一个革命的政府成立时节，
总是先要极力来铲除一切习惯的。一切的不好制度在一种新局面下都不能存在了，一些很怪的风俗也
因此要消灭了，还有一切人全成了新时代的人。新时代的人则大概同欧洲人一个模样，穿的衣服是毛
呢制的，硬领子雪白，走路腰肩不钩，说话干脆。再没有戴小瓜皮帽子的绅士了，再没有害痨病的美
人了，再没有一切东方色彩了，那纵到中国去玩一年两年，也很少趣味。可是兔子近来很忙。　　信
是接到一个礼拜了，两个礼拜了，想回信，少空。因为兔子本来正预备着到中国去一趟，到处托人打
听到中国的方法，与到中国以后各处行动的手续。　　有一天，兔子先生正在对一面镜子打领结，想
趁天气好，访一访住馍馍街的老朋友哈卜君，藉此可以问问哈卜君近来到中国比前两年情形有什么变
更。这哈卜君到过中国多年，且极近的三个月内才回国的。　　领结总是打不好。这只能怪这朋友太
爱漂亮了。一面是因了自己的生活闲散把这漂亮习惯养成，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一个人，在这类不
满意的事情上来发自己的气，打一点东西，也是很多的，打了便反悔，才近乎人情。适间的响声，便
是这朋友因了领结打得不雅观，把一面用象牙做背的座镜摔到地下的结果。然而到目击镜子成几片大
小不整的尖角形东西时，又有点悔起来了。脾气坏到这样，这是自己也难索解的。俨然有一种力量在
胸中时时涌动，这力量用着顶高尚的教育也克制不来，兔子先生为这事很苦。　　他坐在那里对与地
面碰碎又用手拾起拼好的碎镜出神，每一片镜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影子，就嘲笑自己的脾气，“还是年
青的脾气啊，”“还是啊，”“免不了要这样啊！”他用着一个有知识的兔子的笑法大笑起来。领结
的事暂时自然放在一边去。　　当天下午四点时，哈卜君家客厅中，大理石的太师椅上，有这位朋友
在那儿坐。哈卜君按照中国方法，用龙井茶款待客人，装茶的碗也是中国乾隆瓷器，碗起青花，有龙
。　　“这个，不用糖，苦的。”兔子试了一口就摇头，他吃的东西像药。　　“哈，朋友，我告你
，这是中国方法，就是你要到那个地方的吃茶方法！我知道你喝不惯。但得好好学习。喝惯就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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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编辑推荐

　　为了展示我国“五四”之后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典藏”丛
书，收录了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七位现代文学作家代表性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广大小读者
提供阅读及珍藏的经典读本，《阿丽思中国游记》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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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精彩短评

1、2006年11月阅读。冲着沈从文而读的。
2、还没有看,感觉应该不错,毕竟是大家之作!
3、看着玩儿⋯⋯
4、字迹清楚，纸质很好。给孩子很喜欢，正版，包装好。
5、中国山寨文学鼻祖及儿童不宜童话巅峰作⋯⋯之一。
6、终于读完了⋯⋯实在不是沈先生擅长的题材，终于到第二卷写到湘西的时候才稍微顺畅了一点。
7、随意散漫，趣味不大
8、789章要搞死我了！！！还“阿丽思”！！！吐槽无力！！！
9、是本好本。孩子喜欢。。。。。
10、沈先生唯一的一本长篇，还是儿童文学！都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只是和他久负盛名的边城长河相
比，实在远不及
11、第一卷的前半段写得还是饶有趣味的，可后半部分那个八哥博士的演讲会简直莫名其妙，不明白
沈从文要讥刺什么；第二卷的风格突变，语言更加啰嗦，而且素材似乎耗尽了，沈不得不从他熟识的
家乡找灵感，阿丽思就莫名其妙遇到了一对兄妹，那个二哥明显就是他自身的写照。小说最后又是戛
然而止，是沈从文写长篇小说散漫随意的一贯弊病。然而沈的确是将自然万物理解成有神性的，所以
他笔下的每一个拟人化的小动物，甚至是会说话的水车都能活灵活现。发展到后来，待其笔法圆熟便
入化境。
《阿丽思》和老舍的《猫城记》也可以对照着读。
12、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网上的版本质量太差了。。。
13、难看的超出了想象，这样的笔力几年后写出了边城，让人吃惊，作家的成长速度可以有多快。
14、作者是沈从文，写边城的那个沈从文，研究服装史的那个沈从文，本来就是因为这个才买的书，
没有事先作过调查，所以不好看也不能怪作者，都是自己的错：）原以为是本童话，可这童话写得真
现实，真不让人轻松，读起来有点像很多年以前读安徒生童话全集的感觉，本来以为是要读到公主王
子小美人鱼，谁知当初这几篇童话在我心里塑造的安徒生童话的形象原来只是错觉，他大多数的童话
连大人读起来都觉得累。阿丽思和中国的动物们说的出口成章的句子，读起来好累，也许是用湖南方
言读出来才能压韵？有没有湖南的同学能帮忙用湘西话读读看？阿丽思小姐在中国的行程应该不能算
是轻松快乐的和谐之旅，作为一个中国人，觉得对她有点抱歉，人家毕竟是怀着对中国的崇敬大老远
跨海而来的。不过她自己似乎挺满意，那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最后很不好意思地承认，其实这本书，
我没能坚持到最后。
15、那种奇怪的用词和语言结构，太涩了，读得很不舒服。
16、很有新意，以前没看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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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中国游记》

精彩书评

1、《阿丽思中国游记》本来是由一本“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衍生，但批评家提及此书，往往以“
沈从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样的名头代之。《阿丽思中国游记》是否是童话？这值得打个问号。沈
从文的小说创作，并非以揭露丑恶，并对丑恶大加鞭挞为主，相反，沈从文追求美，向善，这一点，
在他的以湘西边地为背景的各部小说中，尤其是《边城》这样的代表作中，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
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几乎全是讽刺，对古中国的各种陋习的直陈与披露。爱丽丝与兔子先生，只是
这些陋习的见证人，是作者借以抒发自身困惑与痛心的独特视角，对于这两位主角，作者似乎并不打
算寄托美和善的精神——爱丽丝和兔子，依旧带着疑惑不解离开了中国的土地，而未对这种状况的改
变有所努力。甚至可以说，爱丽丝和兔子，已经不再可爱了。就此也可以说，《阿丽思中国游记》，
也算不得一本童话，要讽刺的东西太多，早已是“有意思之意思”。如果说，诸如罗素用《爱丽丝漫
游仙境》来解释哲学问题，或者有人解读爱丽丝敢于反抗红桃皇后的暴政，是一种民众放抗统治阶级
的精神体现，是读者站在不同的出发点，对文本的一种阐释，充分，但不是必要的。那么《阿丽思中
国游记》中的内容与政治、社会、时事相关联，则根本是必要的，丝毫不牵强。此外，要注意的是，
《阿丽思中国游记》出版于1928年。而沈从文的创作高峰，则是在1930年代。而沈从文开始创作，又
是在1922年。也就是说，这是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晚期作品”。与30年代之后沈从文渐入佳境的创
作相比，此时的他还显得艰涩，生硬。对于现实不加修饰，不施技巧的直接披露与讽刺，与他早年学
习文学创作的经历有关。众所周知，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并未受到良好教育，小学毕业就入伍当兵。二
十岁弃武从文，毅然独上京城。这个大胆行为，得益于他在报馆做校对的时候，偶然间接触到了五四
以来出版的新书新杂志。这让之前只读过中国古典文学，最多只接触过林纾译狄更斯小说这么一点二
手的西方文学的他深深触动，据说冥思苦想四日之后，沈从文毅然踏上去北平的求学之路。五四时期
已经名声大噪的诸位作家，无论是周氏兄弟、郁达夫、郭沫若，还是闻一多、徐志摩等人，无不是一
面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熏陶，一面或东渡扶桑，或沐浴欧风美雨，可谓贯通中外。而全无一点新文
学根底的沈从文，仅凭一腔热情，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与创作生活。旅居生活虽不胜窘迫，但沈从文
依旧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段时期，沈从文创作的早期代表作，多多少少都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月
下小景》的内容是根据《法苑珠林》所引的经文，形式则是参考了薄伽丘的《十日谈》。至于《阿丽
思中国游记》，则不用赘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尚且处于一个实验阶段。《月下小景》很
明显如此，《阿丽思中国游记》更是如此。《阿丽思中国游记》不似纯真无邪的童话，自然是沈从文
的现实情怀作祟。但从小说技巧层面看，《阿丽思中国游记》的“不似童话”，也是这种技巧探索留
下的痕迹。但既然是探索之作，难免有明显的瑕疵。对这一时期的创作，苏雪林的批评不大客气：“
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用
就不能磨灭的印象” 。对照《阿丽思中国游记》，苏雪林的意见可谓切中要害。沈从文的探索，对《
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此书的第二卷里，除了爱丽丝和兔子，又莫名
其妙地冒出一个仪彬二哥来，这俨然是作者的原型——“瘦个儿中等身材的人，大学生的样子，是一
个正式入伍当过本地常备兵四年的退伍兵士”。接下来，跳过主角爱丽丝，这位彬二哥直接长篇大论
了若干，其中饱含细说中国人各种陋习的一封长信。这种叙述手法，在五四新文学中屡见不鲜，沈从
文受五四新文学触动甚深，也不免沾染一二。当小说技巧不够圆熟，视角又较为主观的时候，书信这
种大可直抒胸臆的体裁就派上了用场。但这样的小说，很多在今天读来都难免生硬甚至矫情，《阿丽
思中国游记》也不例外。而且，沈从文让这个莫名的“仪彬二哥”大发牢骚，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
仅靠爱丽丝这个懵懂的外国小女孩隔靴搔痒地讽刺一下他想要批判的事物，还不够深入，不够触目惊
心，于是只好找个类似自己的传声筒。由此可见，《阿丽思中国游记》不似童话，有技巧探索留下的
痕迹，而这种痕迹，又为沈从文的现实情怀做了一笔注脚。可惜这种生搬硬套的现实情怀在此处并不
感人。化用得不够自然。事实上《阿丽思中国游记》几乎没有可能将他的这种情怀化用得自然而然。
既然套上了一个充满了幻想的西方童话的外壳，又要融入现实情怀，已经是自相矛盾。更何况，此时
的沈从文进行小说创作尚且处于起步阶段，新文学根底较浅，热情多于技巧。本是抱着临摹借鉴西方
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初衷来进行实验性的创作，又抵挡不住内心“不写不成”的欲望，即使是明知探
索也有失败，依然继续前行。所以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开山之作，艺术价值逊于《边城》、《长河》、
《八骏图》等杰作，少有被论及，实在情理之中，而他这种始终如一的现实情怀，因为小说技巧的纯
熟，却在日后，将越发的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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