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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集》

内容概要

《从文自传》写的是二十岁以前的沈从文。
一个顽劣无比的小学生，一位真正的无名小卒，后来竟挤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成为文学史上一个
闪光的名字，这简直是个谜。细读这文采灿然的自传，可窥察到破译这谜底的一份信息。
至于沈二十岁以后的事，我们选了近四十年间仅见的他的三次讲演，和其他几篇文字，供读者略见其
一生的艰难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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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
开始文学创作，是白话文学革命的重要践行者和代表作家，他的小说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
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
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物
研究上，沈从文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
坚持研究为生产、艺术创作和历史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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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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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quot;人&quot;的事情.]爱极了这样的气度,喜欢他
那淡淡的美丽与忧伤,因为也一样的有同感.[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
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不judge别人,有时候想想,是一件很simple的事情.但其实
好多时候只是没有想那么多而已.仔细的想想,很多时候,就算表面上没有judge一个人,但心里或许已经有
了喜恶.最好的境界,或许是尊重那个人过去的经历,尊重那个人对生活的选择吧.不论是否赞同他的选择,
都应捍卫他表达的权利.但依然可以选择不赞同他的选择,因为我也有我的选择,也有我的路,要坚定的走
下去呢,因为自己的选择,只有自己是最care的那个人吧.[我需要的就是这种接近.事实上却是十分孤独
的.]孤独,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路途里,不论有过什么样的热闹,终究都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选择;一个
人,care自己的一切选择;一个人,走下去,决不妥协.就是那样一个简简单单直直白白的人,那么有勇气却又
儒雅的人,像小王子一样纯真的人.
2、对这位湖南老乡发生浓厚兴趣，最早是《边城》，是《月下小景》，是《萧萧》，喜欢的是那些
个笼罩着湘西奇特氛围的故事。后来看《湘行散记》，跟着那静谧优美的文字作了一趟湘西之旅，为
那山乡水泽生动景致所沉醉。再看《从文家书》，听着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内心独白，平和的叙事，感
叹世事多艰，佩服那份坚定执着的勇气。今日读到《自传》，有了先前的基础，也算是对沈从文其人
其文有了几个不同侧面的了解。这个湘西伢子的成长故事，有太多不寻常的地方，换做别人，这样的
故事或许成为饭桌上夸大其词的谈资，不过又一个不辨真伪的传奇故事。从他的笔端写出来，竟能如
此动人，那份乡下人的真和朴叫人感动。
3、#乱翻书#“沈从文别集”之《自传集》，讲的是少年、青年沈从文，但他一生轨迹，已在此埋下伏
笔。上学时，沈从文堪称顽劣，好逃学而亲近自然和社会的“大书”，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年少
参军，他不禁锻炼了体格，还偶然接触了古书和文物，成为人生一重要转折，几十年后走上文物研究
道路，也可能与此相关。这些写于三十年代的文字，是理解沈从文何以成为沈从文最重要的文本。然
而，真正理解他是困难的。在此书附录中，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在《团聚》中就写道：“我不太理解他
。没有人完全理解他。”《团聚》最后，沈虎雏写自己上学时父亲送他的情景，有几段话意味深长，
让人读之凄怆：“这孩子终于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了⋯⋯“那个留在桥上的人，依然朝着一株株柳树
间隔里，望那远去的孩子，孩子全身都能感觉到这件事。那个人想些什么？却不知道！孩子顾不上琢
磨这些，心满意足朝一片红光的方向奔去⋯⋯“有一天，孩子走过了这条长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桥
头，想听听银锭桥的传奇故事。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那个人早已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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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自传集》的笔记-预备兵的技术班

        奇怪沈从文怎么老是遇见一些温柔善良的人～哪怕是鱼龙混杂的军伍。这人看人有双很温柔的眼
睛，他记得别人的好。

2、《自传集》的笔记-第189页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
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3、《自传集》的笔记-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大书”是社会，也是人生，是沈从文漂泊到城市后，跻身一众文人中，他能保持自尊甚至引以
为豪的资本。他眼里，“乡巴佬”才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人。

4、《自传集》的笔记-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可当作一种“消逝的童年”来读。“烧碗处土窖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无可名状，“一只黄牛
当屠户把刀刦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又具象无比。

5、《自传集》的笔记-姓文的秘书

        当“野气”遇见“文气”并且颇为投缘，就知道遇见了一个开启他一生另一方向的朋友。

6、《自传集》的笔记-学历史的地方

        当一个人内部的精神世界要发生变化的时候，遇见了对的人、对的老师、对的表率。周易乾卦里
说的“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就是这个意思。

7、《自传集》的笔记-我所生长的地方

        写凤凰的这段文字，可称沈从文的《桃花源记》，是可背诵的。识沈从文，可由这段文字始。

8、《自传集》的笔记-常德

        在常德的街上来来去去，写理发馆尤其可爱：“总常常可见到一些大而圆的脑袋，带了三分呆气
在那里让剃头师傅用刀刮头，或偏了头搁在一条大腿上，在那里向阳取耳。”忘了也是在沈从文哪篇
小说里看到类似的描写，写街边老是有人呆呆地托了个盘子，由剃头师傅在他头上动刀。惟妙惟肖，
生动极了！我觉得以后每周都要腾出点时间来，带儿子去热闹的街上来来去去，最好就坐在街边的台
阶，呆呆看个把时辰。

9、《自传集》的笔记-一个大王

        这个叫刘云亭的“大王”的故事，成了《说故事人的故事》这篇小说的素材。他在狱中夜探女匪
幺妹的情景是非常动人的，沈从文的小说则比实情实景还要动人：画龙点睛似的，他在小说里给美丽
的女匪添加了一个淡然的微笑。这个微笑照亮了黯淡的囚牢，就像这个任性的大王和那个敢为的女匪
之间不知死活的爱恋一样，迸发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彼此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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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传集》的笔记-保靖

        “希望”这东西在年青人的头上，就成了血性。血性未必是好勇斗狠，更理应是一种做事充分的
健康，尽一分气力好好作一个人的性情。

11、《自传集》的笔记-一个转机

        印刷厂里跟沈从文同为湘人，向他灌输“新文化”、新思想的工人，难道是老毛？

不管怎样，怀着对一个“耳目一新”的世界的向往、毅然辞去了军职，无亲无故往京城“北漂”的这
段经历，沈从文写得铿锵有力。文末，他讲到自己在北京西河沿一小客店落脚，在旅客簿写下“沈从
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这样的叙述太有画面感了，让人联想到一个一代宗师的诞生，还伴
有隐忍压抑复又雄壮高昂的交响乐声。

他自我决定时的那段内心独白，值得抄誊如下：

”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
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些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
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想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
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一切自我更新、自我革命、自我放逐之人，共勉。

12、《自传集》的笔记-我的家庭

        自述“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这大概叶是沈从文性情近水的缘由，但
也奇妙的是，这人及其文字，始终给我十分男子的感觉。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才是男子本色。

13、《自传集》的笔记-一个老战兵

        像“滕师傅”这样“做人最美技能最多”、“富于人性十分可爱”的底层人物，基本上就是沈从
文笔下那些好人物的原型。他后来看见那些跑船的、贩盐的、开店的、剃头的，心里都有一种“我们
是同一国的”式的温柔和同情。

14、《自传集》的笔记-第175页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
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15、《自传集》的笔记-女难

        名曰“女难”，实为性格之难、天真未谙世事之难，偏偏沈从文对此有一大段自辩：“我就是个
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我不
大能领会伦理的美”、种种。当然这太不像因钱招难的辩护词，反倒更像是艺术人生的自白。

16、《自传集》的笔记-船上

        曾姓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老实人身边都得有个坏朋友，尤其对于老实作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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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自传集》的笔记-第130页

                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
生活意义。

18、《自传集》的笔记-第143页

                这半年中使我亲亲切切感到几个朋友永远不忘的友谊，也使我好好的领会了一个人当他在失业
时萎悴无聊的心情。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来，我却学了不少知识。凭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接
近了自然的秘密。我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涘去作梦，所接近的世
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

19、《自传集》的笔记-第95页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
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
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
，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
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
得忧郁孤僻不象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20、《自传集》的笔记-辰州

        十四岁出门远行。在这里沈从文又强调了他的一个从小到大的爱好：坐下来看各种各样过往行人
。

21、《自传集》的笔记-清乡所见

        这里面讲的一个见闻，后来成了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素材，那个卖豆腐的男子的沉默
的爱，让你忘了这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奸尸事件。

22、《自传集》的笔记-辰州

        天气看看渐渐的夜了下来，有些人已经在船头烧火煮饭，有些人已蹲着吃饭，我却坐在岸边一块
大石上发呆发愁，想不出什么解除困难的办法。那时阔阔的江面，已布满了薄雾，有野鹜鸂鶒之类接
翅在水面向对河飞去，天边剩余一抹深紫。见到这些新奇光景，小小心中升起一分无言的哀戚。自己
便不自然的微笑着，揉着为长途折磨坏了的两只脚。我明白，生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世界。

23、《自传集》的笔记-怀化镇

        怀化镇的生活之于沈从文，“影响我的一生感情极其深切”，何故？这里的生活就像他童年生活
的翻版，是那种“野”着来的、放任自流的无目的日子。他在怀化镇悟到了“人”的事情，也参透了
“杀人”的事情，少年的心里自此多了一份悲悯。这悲悯就是一生的感情。

24、《自传集》的笔记-辛亥革命的一课

        有人见多了杀人，会变得麻木不仁。有人见多了杀人，却生出了止杀之心。这辛亥革命的一课，
教会沈从文的，是对一切行革命之名的动荡和杀戮，都有疏离之感，所以他不少小说中谈及革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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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革命的“女学生”、“城里人”，态度都相当暧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不能抗拒的侵略性力量而
存在。这一点，他和他的另一位湖南老乡划清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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