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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景明　　沈从文（1902—1988），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人
物。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
湖南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苗族。
1917年8月至1922年入伍当兵，浪迹于湘川黔边境地区，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并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
品，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3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以写作谋生并自学。
1928年至1949年。
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兼任《大公报》、《益世报》等文
艺副刊主编。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
从1924年，他第一次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第306期发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开始，一
生创作结集八十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多产作家之一。
建国后主要从事文物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
；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著有历史学、考古学著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特别
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中国现代作家中起伏最大的一个。
三四十年代，他被视为北方文坛领袖；四十年代末，因左翼阵营指斥其为“桃红色作家”而退出文坛
，长期被历史尘封；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
、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
1980年代中期以降，以凌宇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的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
海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1990年代后期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流的兴起，20世纪末，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
家排座次。
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予沈从文明确崇高地位的，金介甫是第一人。
1994年，王一川主编、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沈从
文位列现代小说家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
1996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的由海内外著名学者和作家参与投票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
榜”，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排行榜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
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早在19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
的。
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我没有方法拒绝。
”（《从文家书·湘行书简》）六十多年后，沈从文的预言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认可，当然，这一评
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认识并不一致。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小说和散文方面。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至四十年代刊行的沈从文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
》、《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
长河》，散文集有《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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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
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由于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处于湘西沅水流域，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
地域偏远，文化落后，丰富的乡下经验，熟悉的湘西风土人情，这些边地生活和民问文化构成了他创
作的最重要的源泉，特别是故乡的河流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
因此，成名后的沈从文常自称是“乡下人”。
“乡下人”不仅是沈从文对自己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更凸显了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
趣味和文学理想。
　　自沈从文踏入北京城的那天起，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
进入都市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五四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明的洗礼
已经使他深切领悟了宗法制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
沈从文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他认为城市文化是二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做作的畸形文化，
有悖于人性的正常发展，与湘西自然纯朴的民风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乡下人”的情感选择，以都市人的理性认知来审视当时社会的城乡状况，批判现代文明在进
入湘西宗法制社会初始阶段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对乡村生命形式美丽的赞美及与其对照物城市
生命形式批判的合成显示了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张力。
情感同理智的矛盾与冲突使他成为中国农村传统宗法制社会的歌哭者和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者。
　　沈从文的作品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
作品最具特色。
以湘西社会为基石，精心构筑理想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式，是沈从文创作的鲜明倾向。
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为对理想的向往；揭示人生的扭曲和堕落，表现为对现实的执著，这两个方
面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他的文学创作的全部理想就在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首先在其湘西小说中通过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展示现实的人生形式来描
绘一个“乡下人”的梦想。
　　沈从文理想人生形式的构建方式，一是基于民间传说的理想人生形式建构。
《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小说在浪漫主义的格调中回荡着历史的悠长余音
。
涂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寄托了作者对具有悠久历史和风俗传统的苗族人民的挚爱以及对原始生命形式
的礼赞。
二是基于湘西世界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
出于对现实人生形式的不满与厌倦，沈从文在回忆中构造着牧歌式的“边城”世界。
《更夫阿韩》、《炉边》、《我的小学教育》、《在私塾》、《入伍后》、《卒伍》等是这方面的代
表作，不仅具有作家自传的性质，更在展示湘西童年生活时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人生理想
，是表现人性美较为突出的作品。
而中篇小说《边城》则把这种审美倾向与艺术追求推向顶峰。
　　沈从文的湘西现实的人生形式体现为对湘西自在无为人生形式的表现和在城乡冲突中湘西儿女的
价值固守。
他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表现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
《牛》、《贵生》、《丈夫》、《菜园》等，倾注了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同情；《萧萧》、《
夫妇》、《雨后》、《柏子》等，则以青年男女的性爱作为切入点，表达完美人性的理想。
其性格共通之处是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与蛮悍粗野。
作者关注的不是人物性格自身的完整与丰满，而是变与不变中普通人坚忍顽强的“求生”努力和他们
世代相承的命运与人生形式。
庄严与悲凉，“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传达出一种淡淡的悲凉与惆怅。
城乡冲突中湘西儿女的价值固守也是沈从文面对战乱中的湘西的人生形式所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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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与都市的交响中，虎雏从乡村社会来到都市世界的结果，表明了“文明”征服“野蛮”的失败
，以及“人性”的永恒（《虎雏》）；《会明》中的会明，时刻以“乡下人”固有的眼光看取战争与
人生，以“乡下人”固有的生活准则对待变化的外部世界。
作者充满热情地肯定了体现在会明身上的乐观、忠诚、正直、和善等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同
时也不无同情地写出了会明身上琐碎可笑的一面。
　　其次，沈从文在他的都市题材小说中通过都市现实的人生形式，在与乡下现实人生的互衬中来表
达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拷问。
“乡下人”的现实人生与都市现实人生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在欣赏和赞美湘西山民纯朴善良的品
格的同时，也揭露了远离“边城”的都市人的道德堕落和人性沦丧，鞭打了都市上流社会及家庭的无
聊甚至糜烂的生活。
其中包括“绅士淑女”们精神的空虚与生活的糜烂（《绅士的太太》）、都市爱情的自私与恐怖（《
都市一妇人》），以及对高级知识分子作家、学者、教授等人的嘲讽，他们的虚伪、怯懦与自私（《
八骏图》）无情地撕下了城里人的道德面纱，作品力图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切入都市人生，反映上流社
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人性的扭曲，揭示出都市人生的荒唐与可笑。
　　在沈从文的散文创作中，1931年8月写成的《从文自传》是传记体散文，记叙作者离开湘西前二十
年的生命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文学自传。
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
”（汪曾琪：《与友人谈沈从文》）这是作者在30岁的时候，通过对“读一本小书又读一本大书”的
回忆（《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进行的自我寻找和确认。
　　1934年1月，因母亲病重，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故乡，和夫人张兆和每日通信的基本内容，
构成了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
1937年底，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第二次回到故乡，这次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散文集《湘西》。
　　《湘行散记》和《湘西》是作家两次还乡的思想结晶，也代表了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
如果说，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沈从文赞叹理想的湘西“人性美、人情美”的歌
声，那么在散文湘西中，渗透于文本之中的则是沈从文面对现实的湘西而发出的酸楚的呜咽。
无论是在鸭窠围的船上聆听长河、长夜与长歌（《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还是在箱子岩（《湘
行散记·箱子岩》）感受15年前的鲜艳明丽和15年后的破败萧条；无论是对常德各种船只和船户的描
写（《湘西·常德的船》）。
还是对凤凰的极少数女人的行巫、放蛊和落洞背后的神秘及凤凰大多数男人游侠者精神的追怀（《凤
凰》），在这些人生现象里，作者不仅感受到了湘西社会生活乃至人类生活表层的悲惨与凄凉，更越
过这表层的血与泪，体验到了他们被迫接受摊派到自己的那一份命运时，在日月交替中各尽生命之理
的人生庄严。
　　湘楚文化的熏染、意境的创设、心理透视的方法、文体的革新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独具艺术特色的
四个方面。
　　湘楚文化的熏染。
一部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
滥觞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是湘楚文化的源头，而湘西闭塞的特殊地理环境正保留了
部分楚巫文化的原生形态。
这个文化体系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龙朱》、《月下小景》、散文《凤凰》等作品，均以苗族或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
化习俗为依据，展现了楚地信鬼好祠，巫风繁盛的民俗民情。
即便是《边城》这样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也有苗汉文化冲突及巫楚文化的淡淡背影。
　　意境的创设。
沈从文的乡土题材小说有意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和特异性来完成自己作品的构图。
在人生场景的构置上极有暗示性，常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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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意象内涵的有意“模糊”。
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底蕴，作家并没有明确交待而留下想象的“空白”。
另一种是在物境上，不落痕迹地揉进自己的主观情愫。
作家的主观情感随作品中人物的情绪游走，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使之与人物的命运和情绪相契合。
把一种淡淡的忧郁、远远的愁绪，挟裹在平静的叙述里，在微笑的叙述中潜藏着悲哀，形成独特的抒
情风格。
　　心理透视方法。
沈从文是一个“对一切无信赖”却只信赖“生命”的作家。
而生命，在他的思维中，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
他的都市讽刺作品，揭示了上流社会的病态精神特征；他的湘西小说，写出了“乡下人”的复杂心理
结构；那些抒情散文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描绘，以此来表现人的心灵对外界的反应，同时传递了作家
体昧到的某种人生情绪。
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
化为了他作品的血肉，从而使他的一些作品带有心理小说的特征。
小说《贵生》中，作者描写贵生在心爱的姑娘金凤被地主少爷迎娶成亲的当晚，听到伙计放纵粗野地
议论新娘表现出的复杂心态，是通过咬唇、捏拳、端碗、喝酒等行动表现出来的。
散文《凤凰》，以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精神受压抑，导致心理迷乱，来解释“落洞少女
”这一特殊人生现象的。
至于《边城》中关于青春期少女翠翠的心理透视，更显示出作家刻划人物心理的高妙。
　　文体的革新。
在文体方面，沈从文是个永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其作品呈现出因不断创新而形成的文体多样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不仅作品开头的形式多变，而结尾
更与文体内在结构相呼应。
沈从文小说创作初期，曾有意地运用各种体式包括日记体、书信体、游记体、寓言体等来创作小说，
力图通过各种文体的练习，在实验中求得进展。
创作进入成熟期后，初期小说文体形式的外部变革即为作品内部组织的变化所取代。
这种变化表现为小说结尾的安排上。
在他的作品中，结尾有“煞尾”和“度尾”两种。
“煞尾”“如骏马收组，忽然停住”；“度尾”则“如画舫笙歌”，由远及近后又由近去远。
《牛》、《贵生》、《丈夫》等小说的结尾都是极好的“煞尾”，小说往往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
作者总以要言不繁的文字点出，一经点出便戛然而止。
而《萧萧》、《边城》等作品的结尾则属“度尾”。
《萧萧》从唢呐声中开始萧萧的出嫁，又在唢呐声中迎进萧萧的儿子童养媳的过门。
《边城》的结尾是很凄美的。
悲剧的尾声是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摆渡老人在操劳担忧中去世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摆渡口
苦苦等着情人二老来接她，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无论是对湘西人生的展示还是对都市众生的冷观，沈从文所提供的审视城乡文明的姿态和立场，
是任何人所无法取代的。
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纯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
面前，沈从文更因而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和歌哭者，他本人也正是湘西的魂魄所在。
　　自1918年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至今，中国新文学已走过了九十余年的历程，一代又一代
的作家在文学世界中描绘自己的梦想，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边城世界寄寓了作家
对中国社会与未来的希望及历史变动中“常”与“变”的思考，读者最终可通过阅读本书而有所感悟
。
优秀的文学艺术永远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应该重温“从文之路”，不
仅要读这本“小书”（《沈从文小说经典》），更应该读那本“大书”（社会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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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为普及性的读物，注释条目较多。
注释范围包括风俗、习惯，天文、地理、人事知识、人名、地名、器物、生僻词语、方言土语、外文
、成语典故等。
既包括一般性注释，也包括特殊性注释即今典。
注释过程中兼顾知识性和科学性，取客观态度。
凡前文中已注条目，后文不另行注释，仅在文中注明参看前文相同条目的注文。
　　导读包括介绍和品评两部分。
介绍部分简介所选作品的写作、发表或出版时间、刊物、作者署名及历史沿革情况；品评部分对所选
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写作亮点等进行评析。
在参照经典解析的前提下融入个人观点，尽量做到公允客观，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沈从文及其作品提供
参考。
　　沈从文的作品自创作至今已历经85个春秋，吸引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并随时间的推
移越发显现出生命力和经典性。
随着沈从文研究的不断深化，大陆、香港和台湾都相继掀起了出版沈从文作品的热潮，但多为不同出
版社、不同沈从文选本的不同装帧与版式的包装，少有内容和体例上的创新。
　　鉴于沈从文作品涉及到大量的湘西民风民俗、方言土语、地域人名、生僻词语等，注释条目不仅
是湘西文化的历史表述，更是沈从文文学创作地域色彩的精髓所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这些词条及其内涵正同古朴的湘西风俗一样日渐消失，不仅湘西本地人难以
知晓，大陆其它省份人也颇为费解，对港澳台读者及青年学生而言更是无从理解。
而目前国内公认度较高的沈从文著作版本，包括广州花城出版社与三联香港书店联合于1982年出版的
《沈从文文集》（十二卷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本）和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4年的《沈从文小说选》中，作品注释条目多是寥寥可数的关于作品发表时间及版本的简
单注释，少有详尽的词语注释及深入的作品导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和遗憾。
可以说，对这些词条进行梳理与注释，对所选作品进行精当简洁的导读，不仅对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
的读者了解湘西地域的历史文化知识，进而深入了解沈从文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艺术成就是不可或缺的
，对深化沈从文研究而言更是势在必行。
　　本书选取沈从文有代表性的篇章，力图全面反映其小说创作的风貌。
在注释与导读方面深入浅出，以适应读者不同层次的需求。
选篇、导读和注释中难免存在不足，恳请海内外专家及读者指正并鉴谅I　　2010年12月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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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师解读释疑：沈从文小说精选（学生版）》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小说
大师，沈从文描写故乡湘西凤凰的一系列小说《边城》等，曾在国内外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温
情、善良的笔触，揭示出的人性之美好，让人震撼。
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为对理想的向往，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他的文学创作的全部理想就在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更准确地理解现代文学经典名著，编选者对原著中生僻的字和词做了必要的
注释，并在每篇小说后附有简短的解读评点。
相信读者朋友翻开本书的同时，一定会体验到高效通畅的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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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更夫阿韩
炉边
我的小学教育
在私塾
入伍后
卒伍
龙朱
媚金·豹子·与那羊
牛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会明
萧萧
丈夫
绅士的太太
虎雏
八骏图
贵生
边城
沈从文年表（190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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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更夫阿韩　　到我们县城里，对一般做买卖的，帮闲的，佚子们，够得上在他那姓下加上一个“
伯”字的，这可证明他是有了什么德行，一般人对他已起了尊敬心了。
就如道门口那卖红薯的韩伯，做轿行生意的那宋伯⋯⋯　　这伯字固然与头发的颜色与胡子的长短很
有关系，但若你是平素为人不端，或有点痞，或脾气古板，像卖水的那老杨，做包工的老赵，不怕你
头发已全是白色，胡子起了纽纽，他们那娘女家，小孩子，还不是只赶着你背后“烂脚老杨唉！
送我一担水。
⋯‘赵麻子师傅，我这衣三天就要的啦！
”那么不客气地叫喊！
你既然没有法子强人来叫一声某伯，自然也只好尽他那些人带着不尊敬的鼻音叫那不好听的绰号了。
　　这可见镇箪。
人对于“名器不可滥假于人”这句话是如何的重视。
　　在南门土地堂那不须出佃钱底房子住身的阿韩，打更”是他的职业。
五十来岁的人了，然这并不算顶老。
并且，头发不白，下巴也是光秃秃的。
但也奇怪！
凡是他梆子“夜里所响到的几条街，白天他走到那些地方时，却只听见“韩伯，韩伯，”那么极亲热
的喊叫，他的受人尊视的德行，要说是在打更的职务方面，这话很觉靠不住：他老爱走到城门洞下那
卖包谷子酒的小摊前去喝一杯。
喝了归来。
便颠三倒四的睡倒在那土地座下。
哪时醒来，哪时就拿刚还做枕头的那个梆取出来，比敲木鱼念经那大和尚还不经心似的到街上去乱敲
一趟。
有时二更左右，他便糊里糊涂“梆，梆，梆梆，”连打四下：有时刚着敲三下走到道台衙门前时，砰
的听到醒炮响声，而学吹喇叭的那些号兵便已在辕门前“哒——哒——”的鼓胀着嘴唇练音了。
　　这种不知早晚的人，若是别个，谁家还再要他来打更？
但大家却知道韩伯的脾气，从不教训过他一次。
要不有个把刻薄点的人，也不过只笑笑的骂一句“老忘晕了的韩伯”罢了。
　　那时，他必昂起头来，看看屋檐角上的阴白色天空“哦！
亮了！
不放醒炮时倒看不出⋯⋯”接着只好垂头丧气的扛着他那传家宝慢慢地踱转去睡觉。
走过杨喜喜摊子前，若是杨喜喜两口子已开了门，在那里揉面炸油条了？
见了他，定会又要揶揄他一句“韩伯，怎么啦？
才听到你打三更就放醒炮！
晚上又同谁个喝了一杯吧。
”　　“噢，人老了。
不中用了。
一睡倒就像死——”他总笑笑的用自责的语气同喜喜两口子说话。
　　有时候，喜喜屋里人很随意的叫一声“韩伯喝碗热巴巴的猪血去！
”他便不客气的在那脏方桌边一屁股坐了下去。
“客气”，是虚伪。
客气的所得是精神受苦与物质牺牲；何况喜喜屋里人又是那么大概于他自然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他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他和气。
　　他的确太和气了。
　　他没有像守城的单二哥那样：每月月终可到中营衙门去领什么饷银；二两八钱三的银子，一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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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升的谷票。
他的吃喝的来源，就是靠到他打更走过的各户人家——也可说听过他胡乱打更的人家去捐讨。
南街这一段虽说不有很多户口，但捐讨来的却已够他每夜喝四两包谷烧的白酒而行乐了。
因为求便利的原故，是以他不和收户捐的那样每月月终去取；但他今天这家取点明天那家取点来度日
。
估计到月底便打了一个圈子。
当他来时，你送他两个铜元，他接过手来，口上是“道谢，道谢”，一拐一瘸的走出大门。
遇到我对门张公馆那末大方，一进屋就是几升白米，他口上也还只会说“道谢，道谢”。
　　要钱不论多少，而表示感谢则一例用两个“道谢”，单是这桩事，本来就很值得街坊上老老小小
尊敬满意了。
　　我们这一段街上大概是过于接近了衙门的缘故吧，他既是这么不顾早晚的打更，别的地方大嚷捉
贼的当儿，我们这一节却不听到谁家被过一次盗。
虽说也常常有南门坨的妇人满街来骂鸡拍，但这明明是本街几个人吃了。
有时，我们家里晚上忘了闩门，他便——梆梆——的一直敲进到我院子中来，把我们全家从梦中惊醒
。
　　“呵呵！
太太，少爷，张嫂，你们今夜又忘记闩门了！
”　　他的这种喊声起时，把我们一家人都弄得在被单中发笑了。
这时妈必喝帮我的张嫂赶紧起来掩大门，或者要我起来做这事。
　　“照一下吧！
”　　“不消照，不消照，这里有什么贼？
他有这种不要命的胆子来偷公馆？
”　　“谢谢你！
难得你屡次来照看。
”　　“哪里，哪里，——老爷不在屋，你们少爷们又躼，我不帮到照管一下，谁还来？
”　　“这时会有四更了——？
”　　“嗯，嗯，大概差不多。
我耳朵不大好，已听不到观景山传下来的柝声了。
”　　我那么同他说着掩上了门，他的梆声便又梆梆的响到街尾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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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描绘社会人生苦难，展示湘西健全的生命形态的小说。
这些作品展开了一幅幅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画面，在这里，秀丽的山水与惊人的贫困相伴，勇敢纯朴
的民性与野蛮愚昧并存，歌与哭、善与恶，美与丑相缠难分。
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沈从文经由这一题材的开掘，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从未有人描绘过的、
多彩多姿的湘西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并把现代抒情小说创
作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师解读释疑：沈从文小说精选（学生版）》选取沈从文有代表性的篇章
，力图全面反映其小说创作的风貌。
在注释与导读方面深入浅出，以适应读者不同层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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