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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边城》的理想化色彩

金仕霞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

【摘 要】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描写湘西生活的一篇小说
。

小说中的
“

边城
”

是一个地处湘川

黔三省交界的偏僻的小山城
,

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和谐平等的生活
。

这里虽然也有贫富差别
,

但却

没有阶级矛盾
,

没有社会斗争
,

一切显得那么朴实 自然
。

作者以诗情洋溢的语言和灵气飘逸的画面

勾画 出的这新奇独特的
“

边城
”

是一个极度净化
,

理 想化的世界
。

显然这样的生活图景与沈先生所生

活的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环境是不同的
,

沈先生无疑是在抒写他的一个梦
,

一种理想
。

本

文将以此为立足点
,

力图从多方面来寻找文本中显示 出的一种理想化色彩
。

【关键词】 理想化 ; 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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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 》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享誉中外的

一篇小说名作
。

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
“

茶炯
”

的偏

僻小山城里古朴而令人向往的生活故事
。

那里青山

绿水
,

美不胜收
,

人们
“

既诚实
,

又年青
,

又身无 疾

病
” , “

大人会喝酒
,

会做事
,

会睡觉
” , “

枯牛肯耕田
,

山羊肯生仔
,

鸡鸭孵卵
” , “

女人会织布
,

会唱歌
,

会找

她们心中的情人
” … 这篇小说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秋

到一九三四年春
,

距今已整整六十多个年头了
。

当今

天我们重读这篇小说时
,

我们仍然为书中人物的善

良
,

纯朴所感动
,

为美丽的湘西风情所倾倒
,

但最令

人震动的是蕴涵于文本中的理想化色彩
。

在某个意

义上说
,

《边城》是写作者的一个梦
,

这个梦既非虚幻

又不拘泥于现实
,

而是追求一种真实
,

艺术的真实
。

作者把 自己理想 的乡城生活安置进去了
。

人物的正

直热情 以及和谐
、

助人为乐的人际关系
,

构成了一个

自然的
、

健康的
、

牧歌式的小环境
,

小社会
。

我认为小说主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
,

平凡琐事

的叙述
,

地域风景的描写透视出了理想的光环
。

一 笼罩在人物身上的理想化光环

《边城》中的 主要人物都有共同的特性
: 善 良

、

正直
、

纯朴
。

女主人公翠翠
,

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
。

她是爱

与美的化身
,

她在茶炯的青山绿水中长大
,

大 自然既

赋予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
,

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

性格
。

她天真善 良
,

温柔恬静
,

在情窦初开后
,

便矢志

不移
,

执着地追求爱情
,

痴情地等待着情人
,

不管他

何时回来
,

也不管他能不能 回来
,

翠翠的人性 的光华

在对爱情的探寻中显得分外娇艳灿烂
。

掌水码头顺

顺虽然有钱有势
,

但仍然与乡亲相处融洽
,

及人所

难
,

乐于助人
。

他的两个儿子
,

大老天保
、

二老摊送具

备了年青人的优秀品质
:

吃苦耐劳
,

勇敢善良… …尤

其是二老摊送
,

他为人聪明而富有感情
。

茶炯人赞扬

他为
“

小岳云
” 。

在父亲的教育下他学文习武
,

成为
“

结实如老虎
,

却又和气亲人
,

不骄情不浮华
” lt l的英

俊有为的少年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翠翠的外公
,

那个

年过古稀的老船工的塑造
。

他从二十岁在溪边摆渡
,

到如今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
, “

年纪虽那么老了
,

本

来应该休息了
,

但天不许他休息
,

他仿佛便不能够同

这一分生活离开
。

他从不思索 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

的意义
,

只是静静的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
” 。

明他

从不收过渡人的钱
, “

有人心中不安
,

抓了一把钱掷

到船板上时
,

他一一拾取塞到别人手心里去
,

甚至有

时还为此生气
, ” “

翠
,

帮我抓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

子
,

不许他走… … !他送我好些钱
。

我才不要这些钱 !

告他不要钱
,

他还同我吵
,

不讲道理
。 ”

… …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阶级社会里等级观

念
,

顺顺并不因为自己是城里有头脸的人物就看不

起贫苦的老船夫 ; 天保摊送并不因为自己家境的富

裕就看不起家境贫寒的翠翠
。

翠翠与外公过着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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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

却相依为命
,

互相照应 ;顺顺一家没有父子

间的勾心斗角
,

天保摊送兄弟并没有因爱上一个女

子而反 目成仇… …老人们是那样宽厚仁爱
,

慷慨豁

达
,

与人为善
,

小辈更是勤劳朴实
,

惜弱怜贫
,

感情专

一
,

有诺必践
。

在这些平凡的普通人物身上有的只是

美好的感情
,

在他们身上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

这是作

者所期待的
。

作者专注于近乎原生态的人物身上
,

去

揭示一种新的
,

健全的
,

理想 的
,

自主 自为的生命存

在形态
。

这种生命存在形态的内涵是纯洁
,

勤劳
,

朴

实
,

善良
,

热情
。

信守 自己的爱情初衷
,

保持乡民的淳

朴本色
,

在爱情
,

婚姻关系上
,

它表现为 自然
,

纯真
,

健康
,

而且又自主 自为地抗拒着封建文明与城市商

业文明的污染
。

这一切都是理想的人生图景
。

二
.

平凡琐事不平凡

在 《边城 》中像摆渡
,

教子
,

救人
,

助人
,

送葬这

些乡城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平凡小事
,

都得到理想
,

动

人的表现
。

以教子为例
,

作品写到顺顺如何教育和训

练两个儿子大老二老
,

让他们轮流随船跟帮
, “

向下

行船时
,

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
,

甘苦与人相共
。

荡浆时选最重的一把
,

背纤时拉头纤二纤
,

吃的是干

鱼
,

辣子
,

臭酸菜
,

睡的是硬帮帮的船板
。

向上行从早

路走去
,

则跟 了川东客货
,

过秀山
,

龙潭
、

酉 阳作生

意
,

不论寒暑雨雪
,

必穿了草鞋按站赶路
。

… … ” t33他

们学贸易
,

学应酬
,

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生活且学习

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
,

教育的目的似乎在使两个孩

子得到做人的勇气和义气
。

再说救人
,

二老有一次押

船
,

到白鸡关滩出了事
,

在急浪中救援过三个人
。

顺

顺年纪大了
,

到端午节不再下水与人竞争捉鸭子
,

“

但下水救人
,

当作别论
。

凡帮助人远离患难
,

便是人

火
,

人到八十岁
,

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

责任
。 ” 〔.4]

· ·

… 诸如此类的事看似生活中的琐事
,

平

凡而又平凡
,

可在沈先生的笔下都显出不平凡的本

质
,

生活在茶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以诚待人
,

真诚相

助
,

人与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
,

有的只是相互的关

照
,

老船夫死后
,

出现了茶恫八方支援 的局面
:

顺顺

带 了物质上的援助
,

杨马兵带给了翠翠精神上的依

靠… … 这些都是现代大都市可望而不可求的和谐美

好的人际关系
,

从这些平凡小事我们读出它不平凡

的精神实质
。

三
.

地域环境的美化

小说所描写的边城茶炯处在湘西边境
,

是个交

通闭塞
,

受现代都市商品气息影响较小的小山城
,

作

者运用实景与梦景相结合的创作手法
,

在读者面前

展现了湘西小城古朴淳厚的人事
,

优美如画的景物
。

作 品在描绘 自河下游 的景色时
,

有这样一段描写 ;

“

若溯流而上
,

则三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
。

潭中为

白日所映照
,

河底小小的白石子
,

有花纹的玛瑙石

子
,

全看得明明白白
。

水中游鱼来去
,

全如浮在空气

里
。

两岸多高山
,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
,

长年作深

翠颜色
,

逼人眼 目
。 ” 图这是一幅多么逼真而美丽 的

山水画 !清澈的潭水
,

活动的游鱼
,

深翠的细竹
,

有动

有静
,

虚实相间
,

富有层次感
,

色彩感和浓郁的诗情

画意
。

这里无丝毫世尘俗气
,

而有柳宗元
“

水尤清冽
,

全石以为底
” , “

潭中鱼可百许头
,

皆若空游无所依
”

的小石潭之慨
。

这种景色描写
,

给读者以清丽脱俗之

感
,

与现代大城市里的喧嚣景象
,

形成鲜明的对照
,

小说中幽碧的远山
,

清澈的溪水
,

溪边的白塔
,

翠绿

的竹箕等山水图景与端午节赛龙舟
,

捉鸭子比赛及

男女唱山歌等民俗事象相互交融
,

呈现出未受现代

文明浸透的边城整体生活风貌
,

显示出了茶炯独特

的文化品质
。

《边城》反映的是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
,

当时中国正处在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

中
,

然而小说描绘的却是一个没有压迫
,

没有剥削
,

人民平等
,

安居乐业
,

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诚的
“

爱
”

的桃源仙境
。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再次肯定的说
,

在 《边

城 》 中蕴涵着浓郁的理想化色彩
。

那么我们不禁要

问
:

边城的人性美
、

人情美
、

自然美
,

如此
,

美好
,

如此

令人向往
,

为什么 ?这恐怕得从沈先生创作 <边城 》的

动机开始
。

沈从文自称是
“

乡下人
” ,

他自五四追随革

命到了北平后
,

始终无法从心理接受大城市
,

他从不

掩饰 自己对故土的眷恋之情
,

他把对故乡的思念之

情诉诸笔端
,

但是一九三四年初
,

沈从文回到阔别十

八年的凤凰
,

发现农村社会的正直素朴的人情美
,

几

乎快要消失
,

年青人常常穿戴一些时髦服装用品
,

如

白金手表
,

大黑 眼镜
,

吸大炮 台和三五香烟
,

借以 自

炫
。

学生到大城市跑一趟
,

毕业结婚
,

回家做绅士或

一个小官
,

发一点小财
,

生儿育女
,

将当初的理想和

雄心抛弃殆尽
。

这令沈先生十分失望和痛心
,

因此他

有意写
“

过去
”

他说
“

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
,

所谓民族

品德的消失与重造
,

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

《边城》中

人物的正直和热情
,

虽然已成为过去了
,

应当还保留

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想里
,

相宜环境中
,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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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 ” 〔6〕

作品不是刻

意描写现实
,

它含有作者对
“

过去
”

的怀念
,

但他的目

的是针对现实
。

正如汪曾棋说的那样
“

沈从文并没有

想把时间拉回去
,

回到封建社会
,

他只希望能在一种

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
,

品德
,

那点正直
,

朴素的

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
。 ” 73[ 沈从文的《边城 》不是

为了逃避现实社会的矛盾
,

他写逝去的岁月
,

逝去的

东西
,

追求正直
、

朴素的人情美
,

目的是要与 当前的

对照
,

希望过去好的东西能够移传于当前的社会
,

取

代当前社会中腐烂的东西
。

可以说对现实社会图景

的描绘
,

正式出于作者那种改造民族精神品格的愿

望
。

当然在谈到 《边城 》的理想化色
,

彩时
,

我们还应

该注意
,

它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有本质的不同
,

陶渊

明所塑造的
“

桃花源
”

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

与

世隔绝
,

既无君臣
,

也无赋税摇役
,

既没有改朝换代
,

也没有战争动乱
,

民风古朴
,

人人平等
,

共同劳动
,

鸡

鸣狗吠
,

耕桑 自给
,

怡然 自得
,

充满生机和乐趣… …

其描写的是与世隔绝
,

男耕女织的小国寡民的生活
,

以回归原始
,

返回自然为旨归
,

这是陶渊明不满现实

又无力改变现实而逃避现实的产物
。

而
“

边城
”

不是

桃花源
,

也不是空想的乌托邦
,

因为它不是那种没有

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
,

而是作者根植于家乡生活土

壤上塑造的一种理想世界
, “

边城
”

里的人和事
,

是那

样的单纯
,

质朴
,

人们的生活宛如一乱清水
,

偶尔才

会激起几圈涟漪
。

但是
,

它却不是共产式的原始社

会
,

它也有贫富等级之分
,

既有一无所有撑渡船的穷

人
,

也有 以碾房作陪嫁的富人
,

然而财产上的差距
,

并没有使富人和穷人有什么不同
,

富人与穷人一样

豪爽
、

慷慨
、

救人之急
,

他们的心地都如一注清水般

单纯
,

温梁
,

善良
,

人与人的关系在不发生误会的情

况下
,

总是那么融拾
。

即使是妓女
,

也永远是那么浑

厚
。

边城人的这种朴实
,

正直
,

善良
,

勤俭的品德
,

正

是作者所赞赏的
,

也是他力图用之与
“

当前社会相抗

衡的
。 ”

《边城 》是作者家乡生活经历与心中美好理想

的结合体
,

正如沈先生所言
, “

如 《边城 》里的世界虽

消失了
,

自然还能生存在我那故事中
,

这种世界即或

根本没有
,

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
。 ” “̀ )在《习作选集代

序 》中
,

沈先生明确地表明了他写作 《边城》的动机
,

他
“

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
,

却想借重桃源上

行七百里路 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 中几个 愚夫俗

子
,

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
,

各人应有的一份哀

乐
,

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 ”

同时使读

者从他的作品中
, “

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
,

对于人类

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
,

健康诚实的赞颂
,

以及对愚

蠢 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
” ,

以引起读者对
“

人生向上

的憧憬
,

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
。 ”

当然
,

这种理想化的社会要在民不聊生和腐败

黑暗的旧中国得以实现是不可能的
,

但是作者沈从

文为民族品德的消失而忧虑
,

为重建 民族精神而焦

急的巨大忧患意识
,

却是值得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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