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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集包括：《大小阮》、《宋代表》、《传事兵》等18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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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官》

精彩短评

1、收了沈老的一些讽刺短片小说。第一篇里的七爷真够二的⋯目前为止还是最喜欢《湘行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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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数量较多的是描写理想乡村生活的乡土小说系列，而对革命的直接正面描写
相对较少，尤其是在他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中。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京派这一相较
文学的宣传效用更加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沈从文，以及同为京派的著名乡土小说
作家废名等人，正是用这样一种体裁的文学，对左翼小说家们“以文学为宣传”的文学观念做着无声
的反抗。其二，不为了功利化的目的而触及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同于左翼文坛大部分作家表现社会
，革命的真实情形的无知，沈从文选择从自己的经历与生活入手写作，从而能够更深入的探索人性。
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世界，虽然总体上说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相参照的总体格局里表现的。但很显然
，乡村题材于他更为游刃有余。个人认为，在处理都市作品时，沈从文一方面是题材比较落于俗套，
比较痴迷于婚外情一类的题材，说不上对前人的突破，没能自出心裁，且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较为
突出刻板印象以及陈规的一面，流于道德说教感。这其中包含了他为求生计而迎合商业需求的原因在
，但归根究底，由于缺乏深刻的生存体验，对于都市题材的剖析，乡村出身的沈怎么说都是远远比不
上同时代海派的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但话说回来，在我看来，沈的都市题材小说里有《大小阮》
一篇，确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这么说：沈从文的都市讽刺小说里，也
有写得好的，把现代中国的病态一针见血的写了出来，这便是特指的《大小阮》。《大小阮》是一个
多多少少有着宿命论意味的故事。一对年龄相差不多的叔侄大阮与小阮在进了一所新式学校后因为各
自加入的不同学生团体而从此走上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大阮一贯顺风顺水，虽然在大学时过了几
年荒唐的风花雪月生活，但毕业后依仗着自己的岳父政府要人的身份好歹当上了自己母校的训育主任
；而小阮，在中学闹出伤人事件后直接辍学去到军校投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虽热情满满但终究未
能成事，加入工人运动被捕死于牢狱之中。大阮则最终收着小阮为革命募来的两千块钱过上了安逸生
活。革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大社会背景事件，这个年代的作家写作题材里多多少少会涉及
到对于革命者的态度。比如蒋光慈，在他的笔下，革命者的形象带有某种以理想主义的狂热美化的姿
态，粗糙的形象描写之下，让人读来在“好气”“好笑”之外更感受到作者笔法的幼稚，也侧面透露
出左翼大部分作家对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状况的无知，同样的缺陷在丁玲描写洪灾情形的《水》这篇
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左翼作家中相对较出色的茅盾，对于题材及形象的处理较前二者严肃，
但处理人物时漫画式夸张的笔调与简单化的描写却实在不值一提。至于早期作品中对革命者性生活的
恶俗化描写，说得好听点是他尽力以一贯坚持的客观现实主义刻画大革命失败背景下众生相的意图，
一但戳破单一化的文学评价方式，或许茅盾还是缺乏对革命者之为人应有的同情心。相对比之下，沈
从文通过《大小阮》这篇文章却通过书写小阮这个人物展现出了人道主义的光芒。读《大小阮》，小
阮给人的印象固然少不了那份热血、不计后果的冲动感，比如在赴唐山加入工人运动的行为，也多少
让人感受到他的急功近利，这与茅盾的现实主义刻画意图是一致的。然而，在作者不置臧否的的笔下
，我们却多多少少能为小阮那份理想主义的殉道精神所动。对于大阮，热血青年们也许厌恨他的生活
哲学，没有任何所谓政治上的坚持，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在身边亲人甘为理想付出行动抛洒热血的同
时，大阮一类人却不为所动以求自保与安逸。这讽刺固然是明显的，但细读之后，我认为沈从文并不
是旨在做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他意旨不在批判大阮。大阮的行为，至多说的上是不高尚的，但
却不缺乏其合理性。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遭，一个世纪转眼将要过去，我们身边的大阮，只能
说是有增无减。小说中隐含的对大阮的鄙夷，更多地还是针对小阮的死，在大阮从小阮的死中坐收渔
翁利的同时，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小阮那为所谓政治理想而牺牲的死亡是多么的不值得，显得多么的
草率与尴尬。我想，在沈从文写下这样一次牺牲的同时，他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当年在湘西时亲眼
目睹的屠杀，想到那些年轻的兵士无谓的死亡，为他们痛惜，为他们悲哀，同时为小阮而痛惜，而悲
哀。他同情他们，他借大阮之口说出：“小阮有热情而无常识，富于热情，所以凡事有勇气去做，但
缺少常识，做的事当然终归失败。事不过三次，在武汉侥幸逃脱，在广州又侥幸逃脱，到了第三次可
就终难免命运注定那一幕悲剧。”，他借这样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表明了自己对于革命的不信任，以
及他一贯坚持着的流淌在作品里的强烈生命意识。小说最后这么结尾：“大阮从不再在亲友面前说小
阮的胡涂，却用行为证明了自己的思想信仰是另外一路。他还相信他其所以各事遂意，就为的是他对
人生对社会有他的稳健正确信仰。他究竟信仰的是什么，没有人询问他，他自己也不大追究个明白。
”“他很幸福，这就够了。这古怪时代，许多人为找寻幸福，都在沉默里倒下，完事了，另外一些活
着的人，却照例以为活得很幸福，生儿育女，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社会少不了他们。尤其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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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阮这种人。”沈从文同样看到了小阮革命道路上那些急躁和功利，但他静静地叙述，只是旁观，他
书写这个人物，是为了同情。他笔下的大阮虽然自以为活得很幸福，但这种自以为是之下却隐藏着一
种无意识的悲哀，虽有嘲讽，亦是同情。沈从文塑造人物，全靠心中坚实沉静的人性观和手头一支妙
笔，所以我们读罢全篇，心中即使为大阮愤怒也早已熄火。这种人性观究竟是什么？纵观整篇小说，
打更老人是一个神奇的存在，这个不与人为难以换得三杯两盏烧酒，在外人看来是始终没有变过的老
人，从一开始就是学校里那些学生的守护者，他勤恳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在变动的社
会中却一直保持自我无所改变，可说是一个保守却智慧的形象。他让大阮体会到了“许多旧读书人找
寻的“道”，新读书人常说的“哲学味””，小说中大阮为了弥补自己心中对小阮莫名的亏欠，决定
每月给打更老人供应十两烧酒，一个莫名其妙的行为，似乎多少隐喻着沈从文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以及他心目中消解革命的正途——一种不用流血，合于人性的道路。------------------------分割
线---------------------------也是一篇大二的作业，后来读《世说新语》，知道大小阮即阮籍和阮咸，沈
的小说里并未将他的大小阮生硬的比附为阮籍和阮咸，但阮籍、阮咸叔侄都属魏晋风流的代表“竹林
七贤”中人物，也许能证实我最后对老人的猜想还是合于情理的，聊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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