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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

内容概要

《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
。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
，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
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几
个县份》、《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凤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
个多情妇人》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箱子岩》感动于原
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由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散文
，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
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
的意义空间。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
。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
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
写照。书简一方面拥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散文作品所不具有的自由，可以由此洞悉作者当时的处
境以及内心的矛盾苦闷；另一方面，在水火刀兵三灾六难中保存下来的书信，更是对历史以及作者所
创作的小说、散文的一个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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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苗族。其文学创
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集子70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
之一。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与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他创造
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明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
式。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以其特异的“生命形
式”，融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民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
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朴归真的牧歌情调。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
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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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

精彩短评

1、拖延症患者终于把湘行散记看完，可能因为前边的文章介于抽象具象之间有点晦涩难懂所以没能
好好读下去，后边的湘行书简简直不要太腻歪啊哈哈
2、相对于《边城》与《长河》的小说体，这篇《湘行散记》更像是一部纪实文学，从湘西人的生活
点滴逐渐加入沈从文自己的思考，仿佛一同与他畅游湘西，目睹人文，淡淡的叙事里总饱含着浓厚的
归乡情感。
3、沈从文先生的散文中，散发着一种乡民们的野性美，他看似随意勾勒的湘西风光，让人好生向往
。也许要去一趟湘西，再重读一次这本书，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4、去湘西旅行的时候带着这本书就最好了。倒是从这本书才知道沈从文是个情话boy。
5、湘西的民俗风光
6、腹有诗书方自华，懂的东西多了写下的字就都是书了。
7、2014-10-30
8、书信真是甜啊
9、你的眼睛还没掉转来望我，只起了一个势，我早惊乱得同一只听到弹弓弦子响中的小雀了!我是这
样怕与你灵魂接触，因为你太美丽了的缘故!
10、慢慢悠悠 晃晃荡荡 
11、十五年前的人事  永远的湘西
12、心中万千触动，只评得出“好美”
13、从文大叔，我们聊聊好吗？或许我们心中都刻画出了一个类似的女子形象，并毕生去寻求。
14、湘行书简极动人
15、读完书就爱上了湘西
16、湘地故土与辗转滇地，生存艰难与充满故事，散文记事，触景生情，途中小城，内心思考，成长
笔记，记录你的生活故事。
17、沈先生的文笔算不上华丽 但是却相当耐看。那种质朴的迷人也是消散尽了吧。
18、一把虐狗的好手。沈从文也实在是心思细腻了。夫妻之间，还能写些这样的信，真是可爱！
19、总没有读进去这些文字；不怎么爱看散文大概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准备买一本细细研读
20、不是很喜欢
21、最喜欢他笔下的人情
22、每次想念家乡就拿出来翻翻
23、这个版本没有北岳的那个好看
24、书中有些情节读不太懂，但就描写人质朴与真挚的时候，很是感动，我更喜欢前面书信的部分，
从文先生用文笔抒写了家乡，我希望我也可以。
25、沈从文这么活泼的⋯⋯对于妻子的浓浓思念表露无遗
26、书长的真漂亮 封面是大千的画
沈文章写的很细致 丝丝入扣的朴实美
27、深刻。湘行散文的柔，“湘西”章地图般精细反而不适。
28、自然美丽。读着就觉得欢喜，想循着你的脚步再走一趟
29、沈兄，你坐的那船也是够慢的啊
30、沈从文讲道理的文章通通没有写景写物写人的文章好看
31、水手和妓女的生活
32、你看到一个给三三写信的温温诺诺的沈先生，和另一个笔下行云流水去河边钓青蛙有水獭皮帽子
朋友的沈先生
33、作为一个长大在水边的湖北人，对于湘西的水土和人即使隔着时空也让人非常亲近。印象最深的
是写他的13个小伙伴的那一篇。。其中那张“翠翠”的照片真干净美丽
34、有几篇写得深了
35、我爱这悠长的旅途，可以从容地想你。
36、漂亮带有魔性的文字
37、不是我的口味

Page 6



《湘行散记》

38、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文人，大家。沈从文先生就是如此。极其细腻、感性、深刻而又
充满自省、剖析的文字，读起来虽美，但是蛮沉重的。沈从文是追求美到极致之人，对自然之美、生
活之美、人性之美的追求，非常理想，故而总是带些忧伤。
39、有几篇散文写得还是蛮有味道的
40、在和张兆和的信件里，处处都吐露着两个人的爱意，无论是在说生活中的小事，还是沈从文旅途
的见闻，处处都能看到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和想念。沈从文的语言文字读起来让人心气平和，悠悠然
舒适欢喜。
41、当时不时拿出来再读一读
42、《湘行书简》是“三三专利读物”，儿女情长自不必说。但在这样的私人信件里，我们却更能见
出沈从文先生的大爱和真实。一叶扁舟行驶在故乡的山水怀抱，心头交织着遥远岁月的梦影以及对千
里之外的新婚妻子和另一头病重母亲的牵挂，各种情感触碰到熟悉的风土人情，感动便时刻涌上心头
，自然同这不息的江水缓缓流出，不假思索地落在纸上，一封一封不断寄到北方倚门而立的“三三”
的手上。⋯ ⋯《湘行散记》则过滤掉儿女情长，将那份大爱和真实更进一步或浓缩或敷衍。⋯ ⋯
43、这个癞蛤蟆十三号，忘不了写信。母亲病危，匆回湘西。沿途写下一封、一封，总放不下许多。
文字自由而不散，透出见解与思想。很多内容已记不起来，此书读起相去已多年。
44、一种行脚记录
45、星斗其文。
46、一直觉得沈从文清隽与粗野的文字只有他自己能懂，看了他写给三三的情书，又觉得那个爱他人
或许也懂，当然不懂也没关系，沈从文一地一封家书，这诚意切换到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都是仪式
大于意义。并非不认同沈的爱情，而是心底里觉得沈其实内心足够充沛，根本不需要太多人懂他。
47、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
48、匆匆读完此书，前半部分为书信，一对分别的夫妻互诉思念之情，沈从文说自己的心是张兆和，
身体便不觉得冷了。情话无非肉麻而柔情，但我还是喜欢这份在平淡中开出浪漫花朵的爱情。后半部
份写湘西，人，山，水，老实说我总是跳着看，不是文章不好，而是我的心还静不下来。
49、情书+游记。武陵，桃花县，沅水，地名啊，让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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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

精彩书评

1、说来奇怪，作为一个女生，我却一直不怎么喜欢读散文。高中时常读的是小说和杂文，鲁迅、老
舍、丰子恺是我偏爱的作家。偶尔读一些写景状物的文字，总是草草看过，说不上欣赏。现在读到沈
从文的散文，方才感受到美，无比的美，砰然心动的美。觉着相见恨晚，以前走了太多弯路，差点就
错过这份纯美了。二哥给三三的家信读来最令我欢喜，每晚睡前读上几篇，带着那份北平下湘西沿途
的景致睡去，梦里都是笑着的。
2、之前每读《边城》，都像赤脚走在溪边，心思澄明无所耽。今日读至《湘行散记》书末，阅遍近
二十年之心作，始得先生之爱之深，痛之切，才成其悲悯心，单纯心。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
与月。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湘西，远非刻板式的异族情调可比。先生这种游记的写法，让普通人汗颜
，好搏命，好投入，主客一体不分彼此，好像有意从另一方向注解了斯特劳斯的名句“我讨厌旅行，
我恨探险家”。那里有性情饱满，爱恨分明的生命之张扬，可城市里，他找不到一条生命之河。彼时
的城市，54，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再美好的教育理想贯彻下去，旧文化断截，新文化被庸人当急就
章，往往敷衍了事，成就于皮毛与末节，反被投机分子钻了空。40年代初霓虹灯下浮浪翻卷的人事已
经让先生厌恶之极，“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沉默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展。”后来人事疾速扭
曲颠倒，先生弃文从史，实为自然，封以守节。如果先生尚在世，精神状况应该和现在的王朔差不多
，又一种自沉，核心同样是守节。将爱超度，进一步抽象化。---“我看到生命一种完整的形式，这一
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关于新近的大学教育，在彼时激进的大背景下，沈从
文有更人性化理性化的认识，批评一种新式的庸俗，“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先
生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呼声声小却理在，誓突破表面上“男女平等”之流俗，倡导“改造”比“解放”
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否则，以《玩偶之家》《伤逝》为鉴，即是娜拉，也只有死路一条
。不由想到眼下的《蜗居》，格调地下，不值一提，理由很简单，不能因为普遍的差而只求相对的好
，实乃托儿也。沈从文在自传中说自己的情感流动不凝固，受水的影响很大。其文字也似溪水，风格
清浅而跳跃，没有故作深沉，没有沉淀的郁结，只讲平凡哀乐，却也歌声嘹亮。曾经有段时间，我无
比艳羡这样的人，健康热忱，简单良好，能随时产生足够的热度来化解冰冷的郁结，能迸发出强劲的
生命力在伤疤上重新长出鲜活的新肉。今日才知，沈从文原来是极其悲观的人，内心常痛切，而于文
字不可达之处，更增绝望。同样要求完美，但不能如钱钟书置身事外，对人对事不能不持有同情关爱
，心理负担上始终不能轻装自保，所以也是一直心累。即便终生爱人张兆和，在沈逝世后才道出，“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
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恍惚之间，似乎衬托起“我一
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
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之绝然。
3、比起《边城》这样痴缠的男女故事，我更喜欢这本，最美不过乡愁，写那些不平凡的平凡人，非
常动人。有关水，乡音，生活场面的描写，让我非常痴迷。放假总是要困，睡前度得晕晕沉沉，醒了
继续读，就像林语堂先生说的，没什么目的心地阅读最快乐。找到一个好作者就像找到一个好情人。
（笑）
4、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也接连着读了好几个作家的书，周作人的闲适平和，鲁迅的痛切深刻，林语
堂的幽默风趣，都各有特色。可是，读到了沈从文的时候，我才有一种从文中真正找到了现实的感觉
。不是说鲁迅周作人他们写的不是事实，只是他们里面的人物总是离我们有点远，而沈从文所写的人
才是我熟悉的人物。他们有自己淳朴的感情，会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荤话，他们之中有船家有水手有妓
女有挑夫，他们很平凡，他们很质朴，他们很真实。沈从文的文章就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人不自觉的
为之着迷，融入进去。或许是因为他笔下的人事物就是如此真实，或许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以笔下的其
中人物的角度在写。通过沈从文的文章，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平行的视野，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作家，因
为他们是站在高处俯视众生的，他们的记述，他们的批判，总有一种他们与书中人物不同，或者与读
者不同的意味。可是我们看到，沈从文是真真正正的书中的一个人物，他与各式人物交谈，他亲历一
路船行的风景与事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深切的感受到这个处于种种冲突之下的文人的爱与怜，
敬重和悲切。确实，《湘行散记》中到处透露出沈从文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描述着湘西种种风情
，写着湘西人民的朴实，生机和赤诚自然；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文明带给处于传统社会之下的湘西
的冲撞和改变，以及湘西人民在冲突之中的种种不幸。他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为这些充满了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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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粗鄙的生命而欢喜，同时，他又为这些生命的无所负担，无从改造和转移而哀怜而忧惧。《箱子
岩》中谈到“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
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
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我们用甚
么办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
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其实，若果没有作者的这些点明的话语，我所看到的，所
想到的不过是这些人原始而真实的生活方式，并且为他们而感动。可是作为一个从那里走出来见识了
外面世界的人，历经十五年再一次回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外面世界对那里的侵蚀，也看到了那里
对这些侵蚀的不可抵抗。可是，那些自然的活的原始的人们，却缺乏了那么一种与自然抗争的精神，
遭受着外面侵蚀带来的苦楚，却不反抗。这些，都令沈从文感到痛苦感到无奈感到矛盾纠结。他并不
置身事外，他对于那里的人们的苦与乐感同身受，对于那里的人们的生活熟悉无比，所以他有种无法
挥去的心理负担，他为那里人们何去何从而纠结而苦苦思索。他爱着那里，爱着那里的风情，爱着那
里的质朴的生命，所以他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那份沉重的负担。这样的人，从底层生活真真切切活过
来的人，他的内心的冲突，他的对这片土地的热忱难以为上层人物所理解。“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
，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
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
；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这是张兆和在沈从文逝世后
为他整理文稿时给他们的婚姻下的结语。作为与他相伴一生的爱人，连他的三三都不懂，其他的人更
不用说。但我不为他感到悲哀。这是他的真诚的爱，是他真诚的痛。我敬佩他！“三三⋯⋯，我先前
一时不是还提到过这些人可伶的生，无所谓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来可怜，我
们应当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
去。不管怎样的生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着而应有的一份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
，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该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肃。三三，我不知道为什
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的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
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明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
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的很，我总像看得
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了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他，诚如自己说写，带着自己的对世界的爱，对人类的爱，用他的一生投到文学中，为了将所谓人生
，解释的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明些。这样的作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
5、文/ Bolin“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原来我的小船已开行
了许久，这时节正在一个长潭中顺风滑行，河水从船舷轻轻擦过，把我弄醒了。”——《湘行散记》
在现代作家的谱系中，很少有人像沈从文一样，将自己在一片大地上穿行的故事写得这么温柔而多情
。并非以步履来丈量天下，而是始终在水上，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在潇湘的水与土之间游荡，伴着
天光的明灭和山峦的起伏，沈从文的笔调，既不是如三闾大夫那样愤懑忧思地自我放逐，也绝非迁客
骚人游山玩水舞文弄墨。他的文字，更像是悄然融化进足下的江河之中。重游故地，情何以堪。经沅
河，溯辰河，入洞河。沈君在书中无数次提到的故乡河流之上穿过，或于岸边打量风俗，或于船头听
风历雪。作为那个时代一位相当“非主流”的文人，他不孤高吟咏，偏喜爱那些弄船人、小军士、打
油匠、情妇与妓女，亦深谙与他们的交道之法。每到一处，多是十多年前的故地，亦必登岸辗转，物
是人非，人在物去，或惹来许多怅惘。如他笔下的“翠翠”，便缘自泸溪县城绒线铺里十五年前的惊
鸿一瞥，而十五年后回来，似是故人仍在，却不知早已天人两隔。他说，“我”被时间猛烈的掴了一
巴掌。与水为伴的湘行之路，也许正是他寻觅时间的慢慢长路。千百年前，圣人临水喟叹“逝者如斯
夫”，以为大河滔滔，不可把握。然而当澄江如练，平湖若镜之时，也会有“江月何年初照人，江畔
何人初见月”的亘古恒常之感。沈从文的时间之路，略偏于后者。多情的沅水之上，历史似乎被遗忘
了，破碎的船板，长生的草木，生生不息的小民，黑色的鱼鹰与灰色的船舷，百年之间仿若目前。江
河流动不居，却见证了生命的忠实和庄严，而命运在不可把握的时间湍流之中，却冥冥重蹈着深烙在
土地上的熟悉的车辙。见证这一点的，不只是河水，还有那永远行在河上的人。也许是心有所想，目
有所见，也许是历史果真在这片民风自然而近于野的土地上酣睡了。但这又有何妨呢？川流不息，船
行亦不止，舟中人爱着这里土生土长的一切，爱着这里的吊脚楼、小河街、青石板，近乎痴恋。都说
“近乡情更怯”，读着沈君那缱绻的“怯生生”的文字，连静止的时间都变得可爱起来，仿佛值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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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

反复摩挲，细细品咂。顺便一道，也停下这边厢的时间来，或许也能想起早年窗外的阑珊细雨，和故
乡远离的那些人和事。历历如在水畔。
6、我很长时间没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书了。这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读的多半是外国的和当代的文
学作品。要是划分的话，就是这样。而小说最多。这大概是语言和文字的问题在起作用。社会、时代
环境变了，语言文字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作家也不再用以前的那种语言来写东西，说话大概也是一
样。虽然并不是说以前的就不好。这只是变化了而已。要说读以前现代作家，甚至是古代的文字那感
觉当然和现在的是不一样的。这不可否认。所以说，我毕业之后进入社会，以前的那种书呆子式的的
东西就基本上抛弃了。学会了讲正常的人话，还有我手写我口。也开始对文学的那种教科书上讲的多
少抛弃了。有些人忙着往里面去钻，感慨自己书读得太少了，而它又还是那么的权威和所谓的专业。
仿佛代表着一种高度。而现在我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所学的专业，沦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和爱好者
。如果这样来看一些人写的东西，那不过就是些文字，是他写的文字，或者是另外某个人写的文字。
这个人可能已经写出名了，而且东西被人公认很好。而另一些仍然存在争议，招人偏见。但是我想，
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读他们的东西而已。我知道这个人，知道他写了些东西，而我看过没
看过，觉得自己可能还要对它说点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表达。最近陆陆续续在白天或者晚上看完沈从
文《湘行散记》十二篇散文。上述文字是我的感想。但具体还是与这本书无关。这本书比较厚，还有
其他集子里的文章在里面，但我从开头读的那几篇感觉并不好。于是我干脆从《湘行散记》开始看。
读了第一篇也不觉得好。但比先前要好一点。直到第二篇，然后是接下来的几篇，好像知道沈从文要
写什么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了。这才读起来有点味道。和以前在学校读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况且
那时候还在北方。我借读过几次。基本上和大部分文艺青年，还有慕名前往湘西且读了一些沈从文的
小说和文章的人当然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说，总是在脑子形成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想要去与实地
对照一下。何况他写的让人不容易产生排斥心理。我的一个大学文学理论老师去过那里的苗寨后，也
向我们表达她的不虚此行。我也是个湖南人。具体点说，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位置。与湘西的怀化不过
两百公里。过了雪峰山，那边就是湘西地界了。所以我这次读的时候，文字所营造的，或者说大家说
的那个湘西，具体是沅水流域，对我并不产生那么大的好奇。我也问自己，你想去走走吗？并不一定
。我只是看沈从文如何把他过去在老家的生活，所见所闻所想表达出来。他的文章一般都有三四千字
，算是比较长的，所以我有时还感到他写的很笨拙。但是三四千字的篇幅，他也只是写了他想说的。
我能感到他说的很耐心。有些味道就是从这不厌其烦的说里面出来的。他只写人与事，甚至景都是很
少写的。他在那里长大，但是他看起来，或者说通过他的字里行间，他像个外地人。可能他还有点白
，穿得也像个书生。举止也文明讲究。如他所说，是个城里人了。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本性。他喜
欢玩，充满着好奇。他总是忍不住在船上，或者在河街的铺子里找人说话，希望听到他们的故事，人
生的经历。在时间的长流里，那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在《一个多情的水
手和一个多情的妇人》里，能看到他写的一些小说的雏形。写男女之事的悲剧。当然，其中有一个写
得浪漫，而令人伤感。他写自己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是一个做衣服人的独生子。他人十分叛逆，在家
里呆不住。一方面，他向往那种军营生活，立志当副官。一方面是他在吊脚楼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女
孩子家开了一间绒线铺，他经常一有机会就去店里买点东西，实际对自己来说是无用处的东西，有时
候没有机会也创造机会。也就是说，他喜欢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可能也喜欢他。但是一切都没有
捅破。多年以后，当沈从文再次到了那个地方，他想起自己的朋友，以及他的往事，这都是顺理成章
的，这样他就想去那条街走走，想看看那家店铺还在不在。说不定，他也喜欢那个女孩呢。要说那样
的女孩子都很讨年青人的喜欢的。结果店子还在，他意外发现那个店主人就是他的朋友，但是他人已
经很衰老不成样子了，因为沾上了烟瘾。而卖绒线的仍然是一个长得很像先前那个姑娘的女孩。作者
也一度这样以为。只不过她的头发上扎的是白色的绒线，说明家里死了人，而死的无非就是先前的那
个叫“翠翠”的姑娘。这个故事令人唏嘘，但是沈从文却最后没有说出自己是谁。他忍住了。你觉得
该有怎样的力量才能忍住呢。他写到：我得沉默，得忍受。他只将故事写在纸上，而从不干涉故事。
他愿意做一个旁观者。这是他的态度与人生哲学。虽然也干过改造虎雏的傻事来（他自己认为）。可
以说，沈从文的创作都是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他的生活（至少从根据生活经历的所写）就散发
出文学气息。而且这种气息是文坛所稀缺的。这应该不是他有意为之的。也就是说，他能成为文学的
。而文学不可能成为他。他没有将这些文章写成了回忆性的散文。关键是他对时间的把握。他超然于
时间之上。他避免了对时间的无聊感慨，做得比较克制。伤感也不那么明显，虽然有时是必要的。重
要的是写到的人事充实而有说服力。《老伴》写得多好啊。还有《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有时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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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是因为里面的那些人为沈从文所写，让我自己感到羞愧。沈从文的耐心源于
他的好奇心理，那篇《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写了大半的篇幅就是还没要写的人物出场。这就说
明了问题，因为他首先要把那个地方，以及一些情况讲一讲。甚至他单独写了好几篇只是介绍一个地
方的类似方志的文章。像《桃源和沅州》，不属于《湘行散记》而属于《湘西》的《沅水上游的几个
县》。还有像《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里写辰州，《箱子岩》写大端午划龙船的往事。看得出来他对
一个地区的了解与熟悉。所以有时我不免要查看地图。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愿意做的事。我在读的时候
写了一段话，是这样的：我真的想去沅水，或者资水边走一走吗？还是有《湘行散记》这样的文字（
故事），再结合真实的地理，它让我找到了写作的一点头绪？还仅仅是有事可做，有书可看。我想我
真正觉得的是，有故事，有文字。去那里走一走，倒不是一定的。不去到当地，就不能拥有故事吗？
还是说，有了真实做底子的故事，更让人着迷。既然沈从文，或者其他人能拥有故事，那么我能吗？
就是说，我能写出关于它们的文字吗？而文字又要是独一无二的。2014.8.24
7、“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人。”这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情话。他的文字一贯清淡，唯有情书，却浓冽似酒，叫人闻之心醉。我
喜欢他时不时叫三三，三三，笔触柔软得像春天里绽放的第一瓣桃花。&quot;三三，我现在点了两支
蜡烛为你写信，光抖抖的，好像知道我要写些什么话，有点害羞的神气。我写的是⋯⋯别说了，我不
害羞烛光可害羞！&quot;&quot;我担心在船上拖瘦，回到家里不好看，但照这样下去却非瘦不可的。
我想喝点汤就办不到。想吃点青菜办不到。想弄点甜东西也办不到。&quot;&quot;三三，你只看我信
写得如何乱，你就会明白我的心如何乱了。我不想写什么，不想说什么。我手冷得很，得你用手来捏
才好⋯⋯&quot;我喜欢这种行文的调子，写得时候，他不知道这会印成铅字，给千万人翻看。那样略
略有些惆怅，弥漫着淡淡水汽的，文人的情怀。相思如线，千丝万缕，然后百转千回，细密地结成罗
网，而他所爱的伊人，就在网中央。
8、沈从文笔下的乡村是充满“血性”的，相较下城市是“失血”的。突然记起湖南卫视不是有部电
视剧叫啥血色湘西么？发现欧阳常林写词、那啥编剧写本，借鉴沈老挺多的。里边一啥三怒，难不成
就是沈老的“田三怒”？（纯属YY）沈老的文字，是我惨白的大学生活里，读起来最不较劲的文字，
是真心喜欢读。完全呈现给你另外的世界，叫你一愣一愣的！读书，看片，无非是去体会不同的世界
，有这样的文字去体会，还谈什么深刻的感悟。
9、大概有十年之久，《边城》之后，再读沈从文。少了十四岁的感性，多了二十四岁的理性。当时
读完《边城》之后，是满心的欢喜，凤凰亦成为我第一个心心念念想去的中国小镇，像是一个梦，那
湘西的吊脚楼、蜿蜒的河、青山、苗寨、民歌都成为脑海中的画面，充满神秘而清秀的色彩。若是我
自己见了，怕也不不一定会有如此美的印象。优秀作家的散文，以己之情寓于文字，如淙淙流水，浸
润读者心。沈先生的散文，是我难得喜欢的散文，许多作家的散文看起来多是为了抒情而抒情，华美
丰富的辞藻，看起来腻，多少有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嫌疑。沈先生是情的自然吐露，也许他
经过了材料的整理，搜集，但是不露痕迹。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情至深而动人。语言抛弃浮华，也穿
插不空泛的议论，不激情澎湃，在战争时期，遭遇这么多苦难，我很难想象这个作家是在一个支离破
碎的国家写出这些散文，书信，因为我看不到仇恨、口号、愤懑，更多的是悲悯，难得的悲悯。看着
看着，想起书里有一章他的照片，一个豁达微笑的老人，那用爱和美看人间的沈先生，自然不是擅于
讽刺的鲁迅先生那张严肃的脸。书中收录了《湘行书简》、《湘行散记》、《烛虚》等，我最喜欢的
还是《湘行散记》，那些人物的故事甚是动人。我想沈先生是一定可以写出很好的小说的，那些人物
个性鲜明，仿佛跃然于纸上，他们有富贵，有贫穷，有水手，有妓女，有优点有缺点，但你绝不会去
讨厌或轻视他们任何一人，他们鲜活得仿佛有一股生命力，可以阻挡你任何的批评。只是沈先生太多
情，不愿用小说的理性去束缚情感。沈先生是真正有文人精神的作家，他的散文里，没有用高高在上
的姿态，没有道德的评判，抛弃了印象中文人的清高，他乐于和水手们一起吃饭，和所谓粗人称兄道
弟，愿意用几个橘子、几个零钱换他们的故事，从不鄙视他们的野话。在他笔下，所有人的品性都来
源于选择他们的生活，那些人物，有多情的水手、爱惜鼻子的朋友、虎雏，他们有可爱之处，有可怜
之处，而他们的不幸，都是命运强加于他们的，可容不得道德家和所谓上等人的轻视和侮蔑，沈先生
对他们是充满怜悯和喜爱的。我是难以想象，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沈先生自己也是颠沛流离，可他却
一直保有这样的胸怀，不斗争谁，而是放开胸怀，去爱他遇到的各色人，没遇到的万千普通人，体谅
其苦衷，包容其行为，欣赏他们的生活智慧。这跟我所欣赏的“生命记录者”一致。用悲悯的心讲这
些故事，讲述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不去可以挖掘生命的意义。本质来说，这些人都是可敬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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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毫无选择的命运前，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生活着，当然，并没有伤害他人。沈先生也不是完全
没有批判思考之处，有大段落关于历史、民俗、命运、生命的思考，他也看到愚昧、落后处，但他拒
绝用“道德和文明”的制高点， 来指责那些人，而是因追溯历史和社会的责任。从小人物的悲欢里，
看到人们的生活，关心并尊重人们的生活。用文人的气度、胸襟、悲悯之心看。至于沈先生的景，也
是情景交融，不是对湘西的情，也难以以情动人，就是所谓的感染力吧！《湘行散记》像游记，又大
大甚于现在所流行的游记，从书简里，我才能看出沈先生这一路多么不容易，但这是没有抱怨和辛苦
的“游记”，所以，可以笑称这是暖心游记。时而叹息，不过是自然之道必然的美中不足，人生也多
无奈。另外，我虽并不太喜欢民族的东西，但沈先生就是可以这样毫无波澜地让我不由自主地珍惜湘
西的民俗民情，所以几千年留下的传统，甚至是鬼怪传奇之事，都庆幸是被沈先生记录了下来，若都
“文明”了，统一了，纠正了，这个民族，或生活还有什么趣味可言呢？！我看到好些人是因为看了
沈从文，而爱上湘西的，像当初我看了《边城》一样，但他绝不是只为自己家乡说话的湘西作家，和
许多刻意写中国特色的作家不一样。 沈先生的品性便是看似与世无争，不说理论，实则是懂得后的豁
达。若问我，不仅是对湘西充满好奇，也是一阵暖意，跟着去爱人，跟着去爱目之所及的世界。且笑
看最后一句心灵鸡汤。2016.5.23 
10、前天雨下了一夜，梦也做了许久。梦里坐着乌蓬船，在狭长的水巷里幽幽地前行。已想不起是与
谁相伴，只记得醒来时的欢喜与恼怒。接着又睡了会，很想把梦做下去。这一定是沈从文的情书的副
作用。讫今为止，我印象最深的情话，不是在尘埃里开出花，不是想到你丑脸就泛起微笑，也不是什
么爱情线事业线生命线，而是“梦里来赶我吧，三三”，像是刚睡醒时的呢喃，带着慵懒与幽怨，活
脱撒娇的口气。果然第一次的记忆太深刻，初一时读过的这信到今日还能入梦。一直没觉得《边城》
写得多出色，今天重新翻看《湘行散记》才觉得平淡是真。我竟然想隐居了。我想明年去湘西看看传
说中的武陵源。适合有了一定阅历时再重读的书。
11、沈老的文字，是值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去细心读的，仿佛流淌在岁月河流里波澜不惊的水流。我
无以形容，这一刻才发现自己竟如此词穷。好的文字，是会让人心境开阔，宁和的，湘行散记当之无
愧。机缘巧合的一本书，老早就结缘，此刻才细细品味。缘分之一：八月里赠给弟弟的书机缘之二：
生日时毛毛赠与我的书今天的凑巧：手机晚报的情人节特刊，提到的是沈老当年的爱情童话。读沈老
的情书，果真若斯，感慨而感动。摘录几句沈老对张兆和女士的信中之语：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
黄色的，船主的名字叫做‘童松柏’桃源县人。尽管从梦中赶来，沿了我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
的船万万千千，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这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惊吓。想起沈老的一句话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
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老家在凤凰，想到这里，于是心里又多了一桩计划，改日是要去一
次凤凰的。
12、这真的是一幅画,湘西的山水风情,百姓风俗,都细细在这个没去过什么地方的我面前一一展现,本书
的第一篇市集一下子就把人从大厦工厂林立的现代喧嚣,带到了个石板泥泞,叫卖做生意的乡村,那里风
景山如黛,林似画,那里的人们买卖货物,谈谈价钱,有吃烟杆的老汉,有动作利落的屠夫,热热闹闹却又不
让人生厌,,看了标注,是发表于1925年,而作者是生于1902年,算算才23岁,23岁就写的这么好的文章.真是让
我感叹,初知沈从文,是因为之前读书时教科书里有他的一篇,可能将近十年过去了,文章的名字倒是忘了,
但始终记得一个叫翠翠的美好女孩.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印在脑海,而写她的人叫沈从文,如今自己可花钱
买书时,一下子就想到了她,如此,读沈先生的文章真的是亟不可待了.这幅湘西画卷里的每个人都是那么
鲜活,风景也是那么美,但是至始至终都有一种沉郁的灰云在作者的心头笔尖,那个时候的中国命运前途
都着实是让有识青年日夜殚精竭虑.文章中沈先生对于当时的文人,军阀,内战的态度,对青年的希冀,对百
姓,对家乡,对国家的爱,都有深刻的语言,,透着他对现状矛盾的思考,让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些所谓革命的
政权更替,你争我夺的残酷战争,对于大多数的老百姓而言无所谓成功或者失败,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都只
会让他们失去亲人,家园,痛哭一阵子,痛苦一阵子,日子还是得过.不过让我新奇的是,他笔下还写了长他6
岁的一个煤矿工后来成了开国元勋贺龙,是他的老乡,一个用一把菜刀砍死了一个人,从旧煤坑里逃脱的
武夫后来却成为让多少日本兵胆寒的将军.可这一文一武后来的各自多舛命运现在看来真是让人唏嘘.
本书中还收集了张兆和和他的往来书信,这名字像个男孩,后来才知他们却是夫妻,于是再了解他们之间
的故事,原来是痴儿沈从文竟那样热烈的爱着曾是他学生的张兆和,据说他是用狂轰乱炸的情书终得女
子首肯的.无缘见到那充满热情的情书,但这来往的书信中,痴儿的不遗余力,甚至有点卑微的想念,现在读
来也感动的让人流泪.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 行过许多地方的桥 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 却

Page 12



《湘行散记》

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这些情感话语,当真妙不可言.或许名人,
特别是名作家,逝后是保不住自己的,写给一个人的,表露情感,内心的及其私密的物件,也是由不得自己私
有的,被编辑,被挖掘,供大家欣赏,研究,一些人还从这些支离碎片中,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拼凑个自己心中
的人物,却以为是完全的了解了一个写书人的人生心路历程而增加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谈资.有人曾说一
个作家文章最大的魅力,就是吸引人们到他笔下的地方去看看,去寻找与之契合的真实.如今作者笔下的
湘西距今至少半个世纪有余,很多东西十年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更何况是5个十年,在无数高楼大厦拔地
而起,千百跨河大桥横卧江河,汽车轮船越跑越快的现在,不知那里是否依然有青山绿水,悬棺是否再见不
到一个,那里是否还有好几万人在一不小心就要丧命的河上撑篙行船,那些野性与憨厚并存的荤话是否
还有人会说,船上的高歌是否依然与哗哗的划桨声和谐, 无数江边的吊脚楼上,磕着瓜子,大声喊着”你记
着来,糖半斤,一切都好”的薄情又痴情的女子是否最终和其有情缘的水手得了最终的圆满.坐船的人是
否还能吃到几毛钱一斤,一条七八斤的江中鲜鱼⋯⋯作者笔下的湘西风土人情,人文习俗是否还是保留
着原人的粗野与浪漫的和谐..高楼大厦,路通万里想来也并非就一定是文明,那些天晴扬土,下雨泥泞的小
路不需要柏油马路的怜悯,钢筋水泥也没用什么资格在茅草木屋面前炫耀自己的先进,,它们自有它们的
快乐,如果所谓的文明连这些天然和谐的灵动粗野音符都无法容忍,而强迫它们全部变成单调死板的统
一合唱,这是否也是更为可恶的一种野蛮.作者对自己家乡,对湘西的熟悉是在是让人难望其项背,”湘西
”部分的文章,就是个地方志,写了那里有什么,长什么,有些什么样的人,非常的详细,细致.我们所有人都
生活在一个地方,一群人中,一片土地上,然而我们对他们的熟悉着实是太少太少,对自己的家乡,或者是自
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河里淹死过多少人的孩子,是谁最先在如今金黄的麦田里
开垦,一只瞎眼的狗被哪种凶悍的动物伤过,一个古朴的庙宇房屋里发生过怎么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如今
佝偻的老人却是曾饱尝战争的将军,然而对于这些知不知道又有什么用呢,连我们自己也最终都会被风
吹干消失在风里,历史是流动的,都只会在当时的一瞬间存在消失,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记忆,我
们只会记得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对于一片土地上会生长什么样的植物,对一片森林里会有什么样动物,对
古老卷宗的语言了解不了解似乎对我们现实的生活似乎也没多大的意义.知道与不知道的人都好好的过
着自己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有所了解是不是还是要好一些,至少心存敬畏,尘封的痕迹还能被好
好的保留.
13、沈先生是个美男子,少年从戎. 沈先生年轻时,是个倒追女学生的老师.沈先生善于写情书,老婆是用情
书和西方文学名著追来的.沈先生中年转做文物研究,再不写作了.沈先生晚年时,会突然说一句:’我对这
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沈先生写的湘西离我的老家很远,但读到他的文字,一字一句自然溶于我的血液.
有个夜里,孤独中,真切地体会思念的苦楚时,他裹着被子,坐在船里静静书写相思之苦的样子,渐渐浮在我
眼前.那些文字,具有无法用文字描述的美.可惜, 我没把这本书带来,无法复述.记得里面有好多封他写给
老婆的情书,有时一天三四封.有&lt;一个传奇的本事&gt;,讲述他眼中的历史.还有辰河,水手,有妇人,有吊
脚楼,有战火里堆积的年轻生命和寡妇,还有只值几文钱一天的生命.这本书买来时,才注意到封面是他侄
子画的.读鲁迅的杂文时,会觉得很畅快,却不知不觉沾染了拐着弯骂人和尖酸刻薄的气息.读汪小波的&lt;
黄金时代&gt;,会觉得有趣,合上书才觉得尺度太大,有必要把文学如此破罐子破摔吗?读史铁生的&lt;务虚
笔记&gt;,我以为看到了当代最美的文字,虽然常常忍不住联想那些文字来自那个有残缺的人.可是更美的
东西,在读&lt;湘行散记&gt;时才找到.中华文学的美,中国文字的美,故乡的美,连带中国水墨画的美,一同
伴着我,追寻那个飘荡在沅水辰河的乌篷船.在感受这所有的美,所有的悲凉,所有热切的思念之苦之后,有
那么一刻,我会无比清晰的看到我异常平静的灵魂.
14、一直對沈從文有好感，每次向別人介紹自己亦都闡明敝姓沈從文之沈，想來根據卻是虛的。因讀
他的作品不多，除了《邊城》，卻是被《花花草草，罎罎罐罐》這樣的名字吸引，自覺其人應是愛美
近自然真性情者。如此，鄙俗如我安的乃是莫名尊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的《湘行散記》買來已有一
年之餘，當初是為感動于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的《湘行書簡》，讀完這一部份居然就放下了這部書。
進日家來無事整理書櫃， 才又拿來續讀。此書的最後篇章，是收有《燭虛》、《潛淵》、《長庚》、
《生命》四篇文章的《燭虛》。 一口氣讀完，雖學識有限，些許所涉不能一應明瞭，亦感強烈震撼。
相較其散文、小說，這幾篇雜感更顯三四十年代沈從文之鋒芒。對比前幾日讀《山河歲月》胡蘭成之
手筆，同代人中沈從文亦是清狂脫俗的。這幾篇文章的基調，不乏對于物欲橫流、私貪沸騰、人性墮
落、理想沒落的所謂現代文明之失望和厭惡。大半個世紀后的今天讀來，依然叫人產生大大的共鳴。
他的眼睛看出許多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比如“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稱紳士淑女的，事實
上這種人的生活興趣，不過同蟲蟻一樣，在庸俗的污泥里滾爬罷了。這種人的滾爬中也居然摻雜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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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活下來，就活在這種小小的事恩怨中，死去了，世界上少了一個‘知識階級’，如此而已。這種
人照例永遠還是社會中的‘多數’。”“世界上有不少人所思所願，腦子中轉來運去，恐怕總逃不出
‘果口腹’打算⋯⋯讀書人對學問不進步，對人事是非好壞麻木，對生活無可不可。”“從‘萬物之
靈’回到‘脊椎動物’”這是沈從文對於社會大多數人安於現狀易於滿足在低層次的動物狀態的痛心
失望。而更可悲的是，上溯兩千年此種狀態已然存在，人性之惰，乃至常情。這樣的現實面前不能不
生悲憫之心。沈從文自己的解釋是“這是人太年青一點必然現象，楚人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
”他還看到“對一切當前存在的‘事實’、‘綱要’、‘設計’、‘理想’，都找尋不出一點證據，
可證明他是出於這個民族最優秀頭腦與真實情感的產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築在少數人的霸道無知和多
數人的遷就虛偽上面。政治、哲學、文學、美術，背面都給一個‘市儈’人生觀在推行。”在所謂受
過五四春風燻陶的新青年身上更多的是取悅逢迎的閹宦風氣，他說“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公務員中，就
不知不覺培養成一種閹宦似的陰性人格，以阿諛作政術，相互競爭。這相互競爭的結果，在個人功名
事業為上升，在整個民族向上發展即受妨礙。同時在專家或教育界知識分子中，則造成一種麻木風氣
。任何人都知道這麼拖下去不成，可是還是一事不做，坐以待斃。麻木風氣表現於個人性格上，大家
都只圖在窄小圈子裡獨善其身，把所學一切只當成換吃喝的工具，別的毫無意義。這些人生存的意義
既只是養家活口，因此凡一切進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任何良好作用，只要同他們當前生活略為衝突時
，還總不免要想方設法加以抵制。”這種觀念的大行其道，“無形中即助長惡勢力的伸張，與投機小
人的行險僥倖。”——《長庚》《燭虛》之一二探討女子的教育問題，五四運動在“解放女子，男女
平等”方面的不徹底及其遺留的大量問題，引用古之經典，細說今天故事，這些平等以來的“摩登女
郎”“做人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為她們爭求解放，已解放了，但事實上她
們並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麽。”讓他瞠目的是“最先解放了一個胃口，隨時都需要吃，表示消化
力之強。同事象徵生命正是需要最少最少的想像，需要最多最多實際事物的年齡。想起她們那個還待
解放或已解放的‘性’，以及並無機會也好像不大需要解放的‘頭腦’，使人默然了。”若這類女郎
還“能煽起有教養紳士青春的熱，找回童年的夢，會覺得這個社會退化的可怕。”《燭虛》和《長庚
》里沈從文眼見許多人性沉淪的現實，在力圖趨避還是徒然焦慮或是積極尋找改良途徑中他選擇積極
：“總得有個辦法，方能應付‘明天’和‘未來’。”所以《長庚》里他寄希望于文學經典的重新塑
造，以文字作為工具，摧毀一切由庸俗腐敗小氣自私市儈人生觀建築的有形社會和無形觀念，重建新
的經典。《燭虛》最後沈從文則提出“摩登女郎應該知道把從書本吸收一切人類廣泛知識，看成是生
命存在的特別權力，不僅僅當做學校或爸爸派定義務。擴大母性愛⋯⋯為新社會建立一個新的人格標
準。不再是自然‘物’，⋯⋯可以單為作一個‘人’⋯⋯”短短的雜文集子，所說的要遠遠多餘上列
引出，比如對於人性、信仰、生命、自然，現實與抽象這些哲學上的二元思辨，雖是觀念上的掙扎，
卻是置身于社會現實中，內心的衝突和摩擦體會“由於外來現象的困縛，與一己信心的固持，我無一
時不在戰爭中，無一時不在抽象與實際的戰爭中，推挽撐拒，總不休息”“我看到生命一種完整的形
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前反而消滅”儘管思無果，抽象不能指導具體現實，但是對
於人的關懷和文化的辨別，沈從文還是有自己的堅定信仰，比如美，比如愛，比如自然。
15、==========湘行散记 (沈从文)- 您在位置 #14 的笔记 | 添加于 2016年7月7日星期四 下午4:05:57【
百度一下】屯田练勇改土归流为清代两百年来处理苗族方策，==========湘行散记 (沈从文)- 您在
位置 #65 的笔记 | 添加于 2016年7月7日星期四 下午6:16:11【这段话放在奉天学子身上也适用】何况年
青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得失荣辱为重要。==========湘行散记 (沈从文)- 您在位置
#183 的笔记 | 添加于 2016年7月8日星期五 上午5:57:09【想到了小伙伴彭永礼】船主多永顺保靖人，姓
向姓王姓彭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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