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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抓住本选文的两端来阅读沈从文，一端是写实到把湘西人生活的原本状态一一展示，一端是浪漫到将
湘西人的精神提升到天上人间，运用“抒情”把湘西人的生活样式和生命形式高度统一起来，即沈从
文的精髓。　　沈从文的湘西故事繁复多样，摇曳生姿。《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
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小说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
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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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4
2、喜欢那“对歌定情”的质朴~
3、养心书。。。
4、去凤凰前读的
5、记得整个就很清新。。
6、我简直太不喜欢沈从文了 太不喜欢了
7、我看完边城的时候，一阵眼泪狂流。淡淡的忧伤着，却也有无比的温情。
8、好想去看看湘西的水 听听那边的人们唱着的情歌
9、挺喜欢沈从文的文字的，淡淡的柔柔的，那山那水那人，便如在眼前一般，讲述着他们自己的故
事~
10、刚开始看，有些不适应，沈先生的语言表达。看上几页就被深深吸引。他的语言是山涧潺潺的溪
流水，不事修饰而清新袭人，是不添加三聚XX的纯牛奶，颜色单纯而营养丰富。太美的一本书。看过
以后就着迷了。
11、第一次看哭到噼里啪啦 决心不看第二次
12、我不喜欢他的文风。更不爽自己的全名被用来当标题。
13、读起这本书就想起糟糕的凤凰之行
14、不想复习，去书架拿了本书看。
15、还可以
16、因为高中时听了一位老师对沈从文先生的评价，导致我一直没有看《边城》。看完之后才觉得高
中时真是错过了一篇很值得看的小说。
17、邂逅：2006年某月借于纯一姐姐；
旅程：2006-2011；
地点：宿舍、家中；
经典，是必须慢慢品读的。沈先生的文字总有种从容不迫的魅力。可惜我却很久没有那么心平气和了
。
18、写得如此美好 温暖 平静 
19、水墨画般的男子
用他独特的笔触拖出的一抹纯朴
又如翠翠般精灵。
20、觉得里面那些古怪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21、其实，我更喜欢边城，雪晴的描述有点杂碎的感觉。
22、好美⋯⋯
23、一个行吟诗人，吟唱生命与爱情。
24、....凤凰的文化美之结晶
25、真心理解这书当年为什么被禁了
26、这部小集很不错。
27、中学时候被老师强迫去读，我一点不喜欢翠翠和那两个傻小子的故事。
28、
仅边城、
29、文字优美 故事简单 内容真挚
30、大一
31、对他小说欣赏不来，《边城》真心没觉得那么好。再去找点他的散文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我的
原因？
32、翠翠。爷爷。傩送。天保。一切太压抑。P.S 看这个故事是因为翠翠的母亲，她的故事很让我动容
，可惜，这不是属于她的故事。
33、本只给4分，却因为看到《丈夫》那篇，心中情绪被触发出来，觉得五星当之无愧了。《丈夫》写
的让人看了心酸。屈辱，尊严。引发人内心深深的悲凉。沈从文的作品里是他对人性的供养，致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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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表达，世外桃源最主要来自于描写了善的人心。《边城》里的爷爷太操心了，操心的让其他人有
些烦躁，而至于这个样子。
34、纯朴而浪漫的生命野性，吾爱之甚。
35、突然发现一个发现好书的途径，那些未上架的书，都是别人帮忙挑的....
36、民风质朴
37、淡描轻写，可是感觉得到作者的强烈情感，鲜明的旁述者
38、或许我会在昏暗的吊脚楼里面着明亮窗外，清清河畔上长蒿舟过，泡一壶淡淡的杜仲茶，听那远
处山上飘渺迤逦的歌声。
39、三角恋真伤人。
40、大概就是那样了
41、从中学课本上就带来了对湘西的无限向往，边城，我还在发现你...
42、其实这一系列装帧挺好的 沈先生总是亲切 我想像里他说话语速一定不会过快
43、勾起回忆的一本书，有个老灵魂~
44、淳朴的湘西。
45、那时我在初中

46、可以用清新形容吗
47、《菜园》很美，何立伟的《白色鸟》很好的学习了沈的叙事和感觉，《边城》依然很经典，荒蛮
却纯美
48、雪晴甚至更高于边城
49、美不胜收⋯⋯买了沈从文的一套新精选集，这本就赠人了。
50、可惜只读了边城一文，其他的短文都没读，就急忙将书还给图书馆了。
51、他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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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不下去了，内心的悲伤如大山般压来。读完了又读，风淡云轻般释怀、微笑，我们所有人的命
运不都在恍惚之间吗？
2、以前在课本上看到边城的片段的时候，对这个作者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贪便宜买
了这套书．．．读罢，这么多位现代作家中，最喜欢的便是这位了．．．对这位男作者的感觉：很柔
情又很阳刚这便是我崇拜他的理由，足够了．．．
3、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是老船夫对翠翠无私的，一心一意的爱喜欢老船夫，他让我想起奶奶，也让我
想起爸爸他身上有一种洒脱，似乎对翠翠总是很放任，总是希望翠翠希望自由的去追寻她所向往的一
切，或爱情，或喜爱的事物。但是心底却一颗心总是牵着翠翠，担心她是不是被人欺负，是不是会迷
路，是不是会不习惯一个陌生的环境，会为她安排好他认为好的归宿，这是属于一个爷爷唯一的担心
。这种单纯的爱，超越了傩送对翠翠的爱，它让整个文章更加质朴，更加感人！
4、爷爷死了⋯⋯“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沈从文竟也是个狠得下心的人，不顾翠翠的可怜，活
生生的把翠翠唯一的亲人夺了去，却还要借口说爷爷是要走的，不是今天也是明天了。不知沈在写爷
爷的死时是否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情节带给心慈的人多少伤痛，我想他自己也必
定要干哭过一场的。翠翠是个脾气极硬朗的女孩，会说“悖时砍脑壳的！”但她在失去爷爷时也该要
承受多重的悲戚。爷爷年纪大了，终究敌不过衰老以至逝去的规律，于是这一规律适时的成为爷爷被
故事情节牺牲的借口。我不悖逆爷爷的死，但是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天保淹坏了，傩送带着伤痛
去桃源了，白塔倒了，渡船没了，连爷爷也去了。让十四五岁的翠翠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要让我
们看她的不知所措吗？索性翠翠的坚毅没有被伤痛带走，她一边哭泣还一边预备着热水为爷爷洗净身
体，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的离开这个世界。翠翠每天在悲泣中度日，坐在崖上看星星，听老马兵说从前
的故事，老马兵成了爷爷之后她的另一个依靠。渡船由船总顺顺派来的秃头陈四四照料，也算是对翠
翠的照料，但秃头打了黄狗一石头，黄狗怀恨在心，我也尽是担心，怕秃头会伤了翠翠。黄狗才是翠
翠最放心的陪伴，若是没有黄狗在翠翠身边，我不晓得我的胡思乱想会让情节走到哪里去。我期冀傩
送能够早日回来，他是翠翠这辈子可以倚靠的渡船人，他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
轻轻浮起⋯⋯但⋯⋯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沈居然狠得下心，让故事在翠翠
的生活还不十分明了的时候结束，让读者在他的故事后面写自己的故事，悲观的人写悲剧，乐观的人
写喜剧。我怕傩送永远不回来，但是我会每天期待，他也许“明天”回来！ps.《等等等等》黄磊唱得
好辛酸，音乐让这辛酸无声流传。在一次旅行路上，我也为她唱了这首歌，过程是浪漫，结局是辛酸
。《等等等等》这原是没有时间流过的故事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翠翠和她爷爷为人渡船过日十七年
来一向如此有天这女孩碰上城里的男子两人交换了生命的约誓男子离去时依依不舍的凝视翠翠说等他
一辈子等过第一个秋等过第二个秋等到黄叶滑落等等到哭了为何爱恋依旧她等着他的承诺等着他的回
头等到了雁儿过等等到最后竟忘了有承诺一日复一日翠翠纯真的仰望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那年头户
对门当荒唐的思想让这女孩等到天荒她等着他的承诺等着他的回头等到了雁儿过等等到最后竟忘了有
承诺一日复一日翠翠纯真的仰望看在爷爷的心里是断肠那年头户对门当荒唐的思想让这女孩等到天荒
那时光流水潺潺一去不复返让这辛酸无声流传
5、从高中读过《边城》的片段，距今已有五年之久了吧，我在今天第一次读完整篇小说。我不曾预
料到，我会如此地被它感动，我不曾预料到，这座湘西边境小山城发生的故事竟让我泪流满面。明天
就即将出发去往凤凰做毕业旅行，我满心充满了期待。小说中的角色，每一个都有如此鲜明的形象，
在我脑海中徘徊斥之不去。善良有性情而疼爱翠翠的爷爷，活泼对生活对爱情充满期待的翠翠，使翠
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二老，爱上翠翠并努力争取爱情走车路也走马路的大老，在爷爷
死去后陪在秀秀身边成为她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却有着年轻时为翠翠母亲唱歌而被拒绝的经历的马兵
。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可爱可亲！翠翠与二老的第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地，她误会他的好意，以为他
是轻佻粗俗不堪的男人，但他却善意地差人送了这个还害怕被水里大鱼吃掉的女孩子回家。是否从此
，彼此就认定了对方呢？他与她还未有正式的相识，大老却认识了翠翠爱上了她，并开始积极地争取
自己的爱情。爷爷告诉大老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若走车路，应当正经地爹爹做主请
媒人说媒，若走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两年后，翠翠和
爷爷应二老邀约，去城里看船。翠翠满心欢喜，心中印着两年前的旧事，”大鱼吃掉你！“”吃掉吃
不掉，不用你这个人管！“”好的，我就不管！“”狗，狗，你也看人叫！“，却从众人羡慕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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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知二老已被有碾坊陪嫁的人家看上。”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
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有人带着礼物到碧溪岨（qu）。大老选择了走车路。翠翠弄明白了
，人来做媒的是大老！翠翠从容了，却无理由想哭。爷爷隐约体会到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更忧愁，
恐怕翠翠与她的母亲有共通的命运。一夜难眠。而同时地，大老的事被二老知道了，而二老也同时让
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原来两年前，这兄弟俩同时都爱上了那个撑渡船的外孙女。大老与二老约
定，按照爷爷说的另一条马路走——唱歌，以这种方式来做竞争。那晚，翠翠做了最美妙的梦，跟着
声音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这声音，是二老的。大老知道自己输了，驾船下河，意
外被淹死。正是因为这样，翠翠等待的歌声没有再出现在碧溪岨。更坏的是，二老及其父顺顺都将大
老的死怪在了爷爷身上，爷爷为避免翠翠遭受与其母亲同样的命运而进行积极游说的做法更加重了二
老的误会。爷爷为了翠翠，他的低声下气甚至换来了更加冷漠的对待。在一个下大雨响大雷的晚上，
老船夫在雷雨降息时死去。落雨之前，翠翠说：爷爷，我真吓怕！翠翠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
雨。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翠翠心说：爷爷你在
这里我不怕！可是，醒来时雨业已停息，而爷爷也永远地离开了她。翠翠大哭，在听到要渡河的人抛
掷石头在屋顶时，鼻涕眼泪成一片地走出来，跑到溪边高崖前站定，喊：”他管船，管了五十年的船
——他死了啊！“。黄狗在屋外吠着，翠翠开了大门，到外面去站了一会，耳听到各处是虫声，天上
月色极好，大星子嵌进透蓝天空里，非常沉静温柔。翠翠想：这是真事吗？爷爷当真死了吗？老马兵
陪着翠翠。在黄昏同晚上，与翠翠谈爷爷的旧事，又说道翠翠的父亲，当年绿营军勇装束如何使女孩
子动心，又说道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这些翠翠从来所不知道的事，更使翠翠心中柔和。翠翠从
老马兵的口中，知道许多爷爷从未提过的事。包括二老的唱歌、大老的死、顺顺父子对爷爷的冷淡、
二老被逼接受那座磨坊因此负气下河、爷爷的死因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
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顺顺请老兵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作为二老
的媳妇。马兵以为应该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再看二老的意思。马兵以为，二老不久必可回
来的。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圯（yi）坍（tan）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
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谁能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我唱三年六
个月的歌？若那歌声能让我在睡梦中把灵魂轻轻浮起，我必甘心为之做永远的等待！
6、淡淡的，不像现在的人们写作时用力过猛。文字很优美就是觉得故事太简单了。所以当是一杯茶
，好茶。
7、使人感觉很淡定，很美，所有的文字都是简练，精美~最后好像不是结局的结局，像三峡好人一样
，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看这本书时，想起了许巍的《温暖》，那个景象太令人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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