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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新批评派代表性理论家韦勒克、沃伦认为文学作品至少具有三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即:语词意义、

句法结构的意象和隐喻意义以及由意象、隐喻转换成文本的虚拟象征世界的意义。《边城》中的语词意义、句法结

构,构成了一个虚拟象征世界。《边城》的浅层意蕴,主要是由边城世界中极富诗意的自然环境和极富牧歌情调的社

会环境所组成的整体边城幻景来显现的。经由“人类之爱”的生命形式的构建,《边城》的深层意蕴展现了边城人

完美的生命形式,它具有承受生命压力极限的生命境界,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再现,也是人类理想的生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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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5-0146-07 

一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或意蕴),它能够在不同层次的读者中引起或相同的或不同的“共鸣”。自沈从

文《边城》诞生以来,《边城》意蕴就在读者中产生了众多的分歧和争议,这正说明了不同的读者对《边城》不同层面的意蕴有

着不同的理解。这些由于理解差异所导致的争执,大多是由于缺乏对作品各个不同层面的意义的全面把握而产生的,其中最主要

的原因就是由于不能真正洞察沈从文《边城》内在的深层寄意,而导致的“买椟还珠”[1]44式的误读。 

美国新批评派代表性理论家韦勒克、沃伦强调文学作品是作为一种为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即符号结构)

而存在的,他们主张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体系”
[2]158

,提出了文学作品至少具有三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即语词意

义、句法结构所构成的意象和隐喻意义以及由意象、隐喻转换成文本的虚拟象征世界的意义。虚拟象征世界是诗的“神话”,是

纯粹意向性客体。这一意向性客体是由文学作品中语词意义、句法结构的意象和隐喻意义所组成的类似性判断的陈述句结构而

成。这种类似性判断陈述句,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判断,也不仅仅是假设,它组成文学作品中的事态,并相应地提供现实幻景,而正

是这种现实幻景,使文学作品具有了文学性。
[2]165

 

《边城》中的语词意义、句法结构,构成了一个虚拟象征世界,即“边城”神话幻景。这一神话幻景,由类似性判断的陈述句

所组成。如写自然环境:“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

去皆可计数”。又如写社会环境:“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

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

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人还更可信任。”这些类似性判断,可以从语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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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加以理解,也可以从句法结构的隐寓意义上加以理解,但我们认为从《边城》所构筑的虚拟象征世界的意义上去加以理解,更

能全面地把握《边城》意蕴。 

《边城》中有关边城的自然环境的诗意描绘和社会环境的牧歌情调的述说,作为一种事实陈述,往往容易引起人们对其所描

绘的事实的精确性的怀疑,从而否认《边城》艺术的真实性。为此,沈从文曾解释说,对于《边城》,应当“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

合理不合理”就可以了,而不应一味追究事实本身的真实。“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

还能够生存在我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1]45。 

对《边城》中的事实陈述,如果把它当作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类似性判断来理解,也不可能和没必要去深究其真实性、精确性

程度,对边城妓女、屠户的评价,对老船夫、顺顺、翠翠、大老、二老的介绍,都是沈从文依据自身理想而设计的。因此,在《边

城》中,由语词、意义单元和句法结构及意象、隐喻组成了《边城》的神话世界,蕴藏着两个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意蕴层面,即

具体的诗的世界所呈现的外在的理想境界中的浅层意蕴和内在的深层意蕴。 

二 

《边城》外在的浅层意蕴,主要是由边城世界中极富诗意的自然环境和极富牧歌情调的社会环境所组成的整体边城幻景来显

现的,而自然环境诗意化和社会环境的牧歌情调,又主要是化用古典诗文的诗情诗意来表达的。 

《边城》中的自然环境描写,无论是写山光水色,还是写黄昏月夜或虫鱼鸟兽,都充满了自然情趣和诗情画意。
[3]
如写水中游

鱼,先写“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再写:“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从而构成了游鱼戏水

的寂静诗境,这一诗境实质上是对古典诗文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浮游无所依”及“视鱼游如乘空”“素鲔如游空”等诗文

句子意境的化用。在描绘社会环境时也是如此,如写祖孙和歌使山更幽静,也是化用了“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中的诗意,而

“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祖父睡着了,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又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自然野趣。 

诗意化的自然环境与牧歌野趣充溢的社会环境相协调,一方面构成了边城幻景的诗意境界,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展现边城人纯

朴、善良的人性和自然、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的自然背景和社会人文背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边城》中所写的社会环境,

虽然带有中国农耕社会的影子,但主要还是由商业文化氛围所组成的。《边城》中所写的茶峒是一个典型的商埠码头,在这个商埠

码头上有繁忙的商务活动,人们在商品交易中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以情义为重的,即便是屠户、妓女也重义轻利、守信自约。 

因此,把《边城》当作农业文明衰败的象征来解读,显然是有违于文本实际的。商业文化氛围中重情重义的道德准则,映现的

是边城人人性中超越金钱的淳朴和善良,透示出的是对现实社会中唯实唯利的社会风习的讽谏寓意。当然,这一寓意按沈从文的

设计,当在另一部作品中加以表现,但《边城》实质上已透示出了沈从文的这种创作意向。 

诗意的自然环境和极富牧歌情调的社会环境,构成了《边城》诗的世界的浅层意蕴,表达了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的

向往。这一理想境界与中国历史上老庄所追求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孔孟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和“制民之产”以

及后来陶渊明的“桃花源”世界等等理想境界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的生存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沈从文的边城幻景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哲们的“大同之世”理想的本质区别。 

沈从文所建构的边城幻景,绝非仅仅只是古代先哲们大同思想的现代翻版;沈从文所建构的边城幻景的意义,与中国历史上

对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的追求的内涵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沈从文的边城幻景是沈从文个人生命理想追求的结晶,是沈从文个人人

格升华的结果。它包含着深厚的现实历史根基和沈从文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在内,带有浓厚的现代意识。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理想,

大多只是一种空幻的乌托邦式的假想,缺乏充足的现实依据。因此,沈从文说他创作《边城》的目的“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

也就是说并不在于引导读者去追寻古代先哲们虚幻的桃源梦境,而在于要“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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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之爱”,自“五四”时期至《边城》创作的 1930年代,各个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周作人把它当作是一种个

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冰心把它解释为母爱、童贞和自然之美,废名把它当作是一种翁媪儿女之情等等,但他们有一

点是共同的,即都把这种“人类之爱”作为人的个性解放的基础来加以宣扬。 

沈从文所强调的“人类之爱”同样也是建立在宏扬人性觉醒和人身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但不同的是沈从文所强调的“人类

之爱”是在强调人类生命对金钱道德的束缚的突破的基础之上的精神之爱,它具体表现在“对人类智慧和美丽的永远倾心,对健

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憎恶的感情”[1]46 上,表现在“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46 上。因此,

沈从文《边城》的思想意蕴,并不在于表达重建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桃源梦境的理想,而在于表达对于“人类之爱”的理想的赞颂

上。这也就是沈从文所说的:“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1]34。而《边城》所做的就是“在‘神’之解

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4]
。这才是沈

从文对理想人性的现代阐述。 

对于人类之爱的理想赞颂,是《边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的人生观”的

批判意识和对超功利的人生态度的向往。沈从文认为应该通过文学创作建立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以激发年青人对于未来

理想的向往并以此来重铸民族性格。沈从文说:“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方能爱国,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

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作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1]295。 

因此,在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中,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特征,爱憎的强弱充分体现了人的生命力的强弱,他说:爱既是生的

一种方式,也是生的终极目标,即“爱与死为邻”。“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

‘神’。必觉得光与色,形与线,即是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置。人类的智慧亦即由其影响而

来”[1]376。由此可见,对于“人类之爱”的理想赞颂,实质也就是对于理想生命形态的赞颂。 

三 

对《边城》意蕴的发掘,我们还应深入到对《边城》所展现的理想完美的生命形式探讨中去,挖掘这种生命形式所积淀的社

会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 

边城幻景的意义核心,体现在边城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形式的意义之中。在《边城》中,由事实陈述和命题陈述所构成的类

似性判断,结构成了文本的现实幻景。这一现实幻景的意义指归,在于对自然、优美、健康的边城人的生命形式的意义的透示和

烛照,表现了沈从文对于人类生命意义的凝神观照,即对于人类美丽与智慧的赞颂。这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始终关注的中心命题。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大都展现了一种类型或多种类型的生命形式。《一个女人》相对完整地展现了三翠从做童养媳到做媳妇

再到守寡的生命历程,精细地描绘了三翠“在习惯下生存”的生命形式。“在习惯下她已将一切人类美德与良心同化,只以为是

这样才能生活了,她处处服从命运,凡是命运所加于她的一切不幸,她不想逃避,也不知道如何逃避。她知道她这种生活以外还有

别种生活存在,但她却不知道人可以选择那机会不许可的事来做”
[5]
。 

《三三》则通过三三在与城里白脸男人交往中的一个时段的性情,表现了三三天真、浪漫的生命形式。还有《萧萧》《贵生》

《灯》《会明》《新与旧》等,都是以主人公的独特的生命形式为主要描绘对象的。而《大小阮》《八骏图》《边城》《长河》等,则

描绘了多种类型的生命形式。沈从文在对人类生命形式的烛照透示中,参悟到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神秘和神圣,沈从文把它叫做

“生存圣境”。沈从文说:“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治,受它的处

置。”“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

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的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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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对这种美妙的生命形式的把握是精细而透彻的,并特别注重对那种美好的、眩目的、积极向上的生

命形式的描绘和凝注,[6]而在沈从文作品中所表现的所有生命形式中,《边城》中所展现的生命形式是沈从文心目中最理想的生命

形式。概括而言,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老船夫和顺顺身上所体现的老一辈人生命的顽毅与洒脱;在大老、二老身上所体现

的年青一代人生命的雄强与飘逸;在翠翠身上所体现的集自然灵气与社会美德于一身的人类生命本性的自然、优美和健康等。这

些生命形式作为沈从文心目中理想的生命形式,它们在人类生存的现实环境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两方面的: 

首先是能吃苦耐劳,能抗拒命运所带给他们的一切不幸和灾难。经历过七十多年人生风雨的老船夫,其生命如山中的楠木一

样硬扎结实。于刀光血影的营伍中滚爬的顺顺练就了处世不惊的沉稳淡定。大老、二老也在生活的锻造和人事的教育中,变得“结

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刚健有为而又洒脱飘逸。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总是充满着自然生命的活力,不仅能

吃苦耐劳,而且能抵御命运带给他们的一切灾难与不幸。 

在翠翠的生命形式存在方式中,翠翠也像沈从文笔下的三三(《三三》)、三翠(《一个女人》)、萧萧(《萧萧》)等古老的湘

西少女、少妇一样,能吃苦耐劳,也不懂得如何摆脱习惯的生存方式的束缚,只默默地随日月明灭而自然地生长,等到命运给自己

带来不幸或灾难时也只是默默地承受,从小失去父母的隐痛总是淡淡的,当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有可能重蹈母亲的命运的覆辙时,

也只有默默地等待,即使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老祖父死了,也没有摧垮她顽强、坚定的生存意志。 

其次是情感单纯而质朴。老船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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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求个心

安理得,从不愿受人恩惠,生活中唯一的目的就是极负责任地把晚辈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家。顺顺是一个大方洒脱的人,“走路

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在翠翠孤苦伶仃时,不仅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还答应将翠翠作为二老的媳妇接到河街去

住。翠翠、大老、二老也都与其长辈一样,为人单纯而质朴。翠翠天真、纯洁、善良,大老豪放豁达,“代表了茶峒人粗卤爽直一

面,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 

二老则具诗人性格,“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在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中,既没有照茶峒人的原始习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野

蛮决斗,也没有照大都市中无生命力的寺宦男子一样,把女人当礼物送给他人。他们采取了极富人情味和人性美的唱情歌方式,来

决定胜负。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在涉及到船总顺顺和老船工两家之间的人事纠葛时,也并未因大老的死、老船工的死和二老的

出走而使彼此成为冤家仇雠,相反倒因人事的变故而加深了两家之间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依存关系。 

《边城》不仅仅只是展现了这种生命形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边城》还展现了对这种生命形式所能承受的生存压力的极限

的检验。在《边城》中,翠翠的婚事纠葛事态的发展变化是文本中诗意表达的核心。在文本中,沈从文有意让翠翠的婚恋出现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意”纠葛——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和大老的偶然被淹死,并通过对这一出自于“天意”的人事纠葛

事态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的陈述,充分地展现边城人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面对现实忧患时的抵御能力,这是有其深刻寓意的。出

自于“天意”的人事纠葛事实,虽然消解了边城幻景中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诗意境界,使完美的生命形式出现了难以弥合

的缺陷,但又正是这种有缺陷的生存环境,才使老船工、翠翠等人所具有的完美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抵御现实忧患的重大意义。 

所以,尽管老船夫不得不承认翠翠母亲的自尽及大老被淹死的悲剧事实。可这些带有宿命意味的悲剧事实,却并没有摧毁老

船夫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他明知道翠翠的命运有如其母亲的命运,可仍然坚信做人“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

上!”同样,顺顺也凭着洒脱的人生态度,承受住了大儿子夭折和二儿子离家出走的打击。翠翠也凭着其幼嫩的身躯,承受住了老

祖父的去世和心上人远走他乡的打击。老船夫、顺顺和翠翠的这种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是没有任何现实忧患和

命运舛误可以摧垮的。 

因此,展现边城人完美的生命形式的特征,表现这种生命形式所能承受的生命压力的极限的生命境界,是沈从文创作《边城》

的深层意蕴结构线索,它象征性地揭示了边城人完美的生命形式,实质也是人类理想的生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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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说:《边城》是为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边城》的读者“应是有理

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

兴大业的人”
[7]
。《边城》所给予读者的就是一种建立在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深切了解和剖析基础上的勇气和自信。由此可

见,沈从文《边城》的深层意蕴表现在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深入剖析之中,表现在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深切忧思之中,体

现了沈从文参与民族复兴大业的思考和探索,饱含着沈从文对民族复兴大业的高度热忱。 

四 

《边城》中所描绘的生命形式之所以能具有抵御外来现实忧患浸入的特征,那是因为《边城》中所描绘的生命形式,有着深

厚的现实历史根基,它是沈从文个人生命体验深厚积累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沈从文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的结

晶。 

首先,《边城》中所描绘的理想的生命形式,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概括和总结。在老船夫和顺

顺身上所体现的热忱质朴、仗义疏财、大公无私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儒墨精神和儒道精神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大老、

二老身上所体现的刚健有为、热情正直的品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哲理熏染的结果;翠翠

身上所体现的自然、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也与中国原始的儒、道、墨哲学精神中所强调的本真意义上的人性观一脉相承;而在

人事纠葛中边城人所奉行的万事“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阴抱阳,冲淡以和”的哲理思想的产

物之一。 

因此,在《边城》所描绘的生命形式中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内核。沈从文曾在《一种态度》中说:“中

国伟大,实建筑在儒、墨、道诸家思想熏陶启迪上。中国人有儒家的严肃,墨家的朴实,道家的潇洒,表现人生态度上或‘有所为’,

或‘满不在乎’,所以民族永远不会灭亡”[8]。并一再阐释儒家“刚勇有为”的态度、墨家“朴实热忱”的态度、道家“超脱潇

洒”的态度对于民族新生的意义。所以,《边城》所弘扬的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精神,而学术界曾有人将《边城》

当作舒泄湘西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的论断,[9]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其次,《边城》中所描绘的生命形式同样还包含有沈从文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任何真正的艺术形式,都

来自于创作主体“为了表达他的内在冲突和体验”的“内在需要”[10]。《边城》就是沈从文用以填补他自己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

体验的故事,是他心与梦的历史。在《边城》中,老船夫和顺顺生命中的顽毅与洒脱,大老、二老生命中的雄强与飘逸,翠翠生命

中的自然、健康和优美,同样也是沈从文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总结。 

从漂泊湘鄂川边界的行伍生涯到北京求学,再到上海、武汉、青岛等地求职,在沈从文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普通人难以

想象的曲折和坎坷,特别是 1930年代以来,沈从文所接触到的几个挚友——雄强顽硬的胡也频、洒脱飘逸的徐志摩和优美、健康、

顽强的丁玲的相继去世和传言失踪,不仅使沈从文感悟到了生命面对死亡时雄强、顽毅和美丽的价值和意义,也使沈从文切身体

验到了民族责任感的沉重和人品、人格中应当具有刚毅、顽强、洒脱的品格的可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边城》意蕴实质

上就是沈从文本人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悟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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