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最纯洁的一个小

说文本。它能让浮躁的人心慢慢沉静下来，干净起

来，敞亮起来。正如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

序》中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

性。”《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

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但在这优美的牧歌中

也有不和谐的音符，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边城》的

主旨沈从文曾说“我要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

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确，

《边城》里处处洋溢着人性美，人情美，而其不和谐的

音符，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

剧）

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和她的母亲自

由相爱。在苗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本来是比较自由

的，两人若深深相爱了父母就不会强行干涉。但翠翠

的父亲是汉族人且是住屯军人，这又另当别论。按照

苗族习俗，异族不能通婚，翠翠的父母是不能在一起

的。于是这深爱的两人只能商量对策。翠翠的父亲

建议两人一起远走高飞，而其母却不忍心丢下年迈

的父亲，也不愿冲撞爷爷代表的苗族古老传统。更尖

锐的是，翠翠的母亲已怀上了翠翠，一方面是苗汉异

族绝对不能通婚，另一方面是两人深深相爱。于是翠

翠的父亲为这爱的不能实现而服毒自尽。翠翠的母

亲在生下翠翠后也以身徇情，留下年幼的翠翠和年

迈的祖父。表面上看是翠翠的爷爷造成了其父母的

悲剧，而在深层意义上却是苗汉异族文化的冲突。苗

汉文化的不平等关系造成了人性的压抑，也造成了

翠翠父母的悲剧。

#" 大老之死

大老天保和弟弟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两人决

定展开公平竞争。按照当地风俗有两种方式：车路和

马路。车路指的是婚姻由双方父母做主，父母有权决

定子女的婚姻。马路指的是按照苗族风俗，青年男子

以唱歌的方式求婚。男子在月光下的高山上为自己

喜欢的女子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若女子也爱他则以

歌声回之，婚姻即确定。大老选择了车路，让媒人去

向翠翠的爷爷提亲。爷爷很满意大老，但鉴于其母亲

的悲剧，爷爷要看翠翠自己的态度。翠翠并没有象爷

爷那样热情，只是害羞又惆怅。爷爷也就不能对大老

承诺什么，但他又建议大老走马路。同时，兄弟二人

知道了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孩，弟弟也知道了哥

哥走车路没成功。弟弟建议二人唱歌决定。哥哥被

其说服同意了。夜晚兄弟俩来到翠翠家对面的山崖

上，在月光下唱起歌来。这一晚哥哥让弟弟先唱，深

情的歌声伴着翠翠，她做着甜美的梦。大老自知唱歌

不是弟弟的对手，也为了成全弟弟，他自弃离开了茶

峒远下桃源为家里办事。不幸的是他在浪滔汹涌的

茨滩被淹死了。大老死于意外事故，可二老傩送却认

为这和爷爷有关，他说：“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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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诚然，在民风淳朴、为人爽直

的边城茶峒，翠翠爷爷的性格是显得复杂与圆滑了

些。但若是翠翠和爷爷答应了大老，他就一定不会死

吗？大老的死一方面说明了这里生存的人们生活之

不易，环境之险恶。另一方面如若不是自然环境，大

老就会生活得好吗？其实大老的悲剧是宿命的。沈

从文在他的其他作品里已经说明了这点。在《边城·

题记》里沈从文说家乡!凤凰有从戎的传统。而在《一

个传奇的本事》里沈从文写到“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

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

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

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

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

所归”。据这个从戎的传统推测，大老即使不死于急

流中也必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仇杀（如其堂兄

沈万林）或被时间和鸦片所毁（如《一个爱惜鼻子的

朋友》中印瞎子及《老伴》中赵开明）。地理环境和地

方习俗决定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是宿命的。

!" 傩送和翠翠之爱

翠翠和傩送两人是你有情我有意，翠翠的爷爷

也是喜欢傩送的。为什么两人仍然没能够在一起呢？

在傩送的爱情婚姻里他面临两种选择：翠翠———渡

船，王团总女儿———碾坊。该如何选择呢？茶峒的人

的评价是：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

糠。“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至于

傩送他说：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做那碾坊的

主人。当有人再次劝说他时，他又说“我回来时和我

爹爹去说，为你去向中寨人做媒，让你得到那座碾坊

吧。至于我呢，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在这里，茶峒

人和傩送形成鲜明的对比。“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

的民风被颠覆，为实为利的价值观悄然进入“边城”，

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实为利的价

值观和“边城”古老民风的冲突，不和谐显现了出来。

翠翠和傩送之间是难以沟通的。作品里写了好

几次两人的错过：第一次傩送爱上这个小姑娘是在

抓鸭子的时候，他请小姑娘到家去，小姑娘以为是请

她到妓院里去，她拒绝了并骂了他。第二次是唱歌

时，翠翠以为是在梦里，没有回应。傩送第二天也没

有再去唱歌。第三次是在渡口，他希望小姑娘来给他

摆渡，可是小姑娘看到他以后惊慌失措，面对这个心

爱的人翠翠逃走了，最后老爷爷只好赶下来帮他摆

渡。从故事来说，每次都是两个人对不上，阴错阳差，

扯开了。这个男孩虽然爱这个女孩子，可是始终得不

到女孩子相应地给他的回报，也因哥哥的死，最后他

就失望了。再加上家里为了让他接受那碾坊施加给

他压力，因此赌气出走了。只留下翠翠在爷爷死后一

个人在渡口孤独地等候这份爱情。“这个人也许永远

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 爷爷之死

爷爷本来也是个受人喜欢的老人，这从他进城

时众人对他的热情可知。老船夫去买肉，人家不接受

他的钱，但他也不想占屠夫的便宜，只好到另一户，

另一户也不要他的钱，“但不行，他以为这是血钱，不

比别的事情，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的把钱

掷到大而长的钱筒里去，攫了肉就走去的”。屠户知

道他这个脾气每次都给他好肉，也不行⋯⋯作品还

写到：“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

粽子与其它东西，作为对这个忠厚诚实大度的划船

人的一点儿敬意。”这样的老人为什么不被傩送喜欢

反而被他评为“不利索，为人弯弯曲曲”。其实翠翠母

亲的死成了一种重压，这种压抑导致老祖父违背了

自己的天性。他本应该像翠翠，象所有民间的人一

样，非常豪爽，非常坦诚，可是女儿的悲剧使他想到

大家太直爽了，造成了悲剧，于是这个老人反过来，

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变得有心机。如果大家都是很有

心机，也没有什么事情了，问题是周围都是些没有心

机的人，在这个淳朴自然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不自

然的人，就把很多事情都弄糟了。他爱翠翠，一心希

望她幸福。于是让大老又走车路又走马路。当他知

道翠翠爱的是傩送时他又处处为之打听情报，探口

风。而他的心机使之适得其反。他确认大老已被水

淹死，就又把希望寄托在二老傩送身上。他本想问傩

送是选翠翠还是选王团总女儿，且希望他会选翠翠，

但出口的话却是“二老，听人说那碾坊将来是归你

的，归了你，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二老听不惯这

个询问的用意，没有做声。老船夫讨了个没趣，很懊

恼的回家了。

老船夫怎么死去的呢？王团总家再次派人来探

听傩送家对这门亲事的反应，傩送说：“爸爸，你以为

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

答应了。如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

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该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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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探口风

的人回去复命，经过渡口时老船夫追问他们说了些

什么。探信人狡猾地说：“事情成了，我问过顺顺（傩

送的父亲），顺顺很愿意和中寨人结亲家，又问过小

伙子⋯⋯”小伙子说：“我眼前有座碾坊，有条渡船，

我本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坊吧。渡船是活动

的，不如碾坊固定。这小子才会打算盘呢。”老船夫

听了这话在船头闷闷地立了许久，回到家，又不敢把

这话告诉翠翠。夜晚老船夫躺在床上闷闷地想心事，

心中的郁结怎么也解不开。天气非常闷热，打雷下雨

了，溪水暴涨，屋后的白塔也崩塌了。在这雷电之夜

爷爷怀着心结去了。老船夫的死不能够说和圆滑的

中寨人的谎言无关。而这谎言再一次显出不和谐。

总体来说，小说《边城》里确实充满了爱与美，似与世

隔绝的桃源仙境。但以上分析的种种却为这优美和

谐的桃源奏出了不和谐的音符。笼罩在这些善良的

人们身上的不幸命运使作品产生了淡淡的悲哀气

氛，而善良诚实的人性变异却让我们感到深层的悲

悯。也正因为这些许的变调，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

哀惋的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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