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汇总8篇)
如果你只有一分钟时间，你会怎么安排？写一分钟的文章时，
要注意控制篇幅，不要太罗嗦，切中要害。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准备的一分钟改变生活的行动方案，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一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个人散文集，由于本人的理解能力和阅读
水平不足,很多文章读过之后理解不了，没有过多的记忆。

总的体会是：作者散文的灵感主要来自童年、家乡、旅行及
生活所见所闻，难忘的童年、丰富的生活阅历，为作者的写
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还有一个发现是作者的散文主要写于解放前，解放后于1963
年3月写了一篇《过节与观灯》和一篇写于1979年10月写的关于
《一个传奇的本事》写于1947年10月的《附记》。似乎解放
后，作者写作的灵感突然消失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在一个高度集权，思想高度统一的社会，人的个性已被同化，
政治的因素影响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人的思想受到限制，
创作的灵感肯定会慢慢的消失。思想文化还得要多元化，还
得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大师级的人物才会不断
涌现。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二

又翻出沈从文先生的散文。犹如在风里雨里辗转漂泊数圈之
后，重新回到了自己可爱的家乡。“河水已平，水流渐缓，
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山谷
中不知何处有鸡叫，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
成畦的白菜，或相间以红萝卜。”



沈先生的散文形式上大多清淡如绿茶，温润如古玉。若以浮
躁的心情粗略一看，想必大多数人的感觉会如我的一位朋友
所言：“没劲。”沈先生的行文中，永远没有也不需要哗众
取宠和故作惊诧。一切皆源于天然。惟有沉心静气细细品读
之后，方觉其山光水色，暗香深藏。沈先生的文字，是越品
越味深，越读越入心。

《沈从文散文》一书是按类别分成“怯步者笔记”、“南北
风景”、“湘行书简”、“湘行散记”等四部分的，而没有
计较时间顺序。但读者只要稍稍细心，就能清晰地感觉出沈
先生散文的风格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阶段特点。

二十年代初期，他极年轻，胆怯、腼腆、自伤、神经质般地
敏感，再加上生存的无奈、现实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以及爱
而不得的失落与迷茫，所以那时候的文章中多一些令人苦闷
的矛盾，多一些喃喃的低诉和痛苦的挣扎。但是，被生活遗
弃的艰难辛酸并不能阻止他对现实丑态的讽刺与批判，更没
有磨灭他骨子里的自尊、倔强以及对未来的梦想。在《水车》
一文中，他讽刺走狗般的“匣子”(汽车)：“不仅跑趟子快
慢要听他腰肩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喉咙吓人让路的声音，
也得那人扳它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
一点不敢倔强的缘故，别人才替它装饰。”同时他借水车的
口写自己对生活的不屈与乐观：“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
我的歌，终日不会感到疲倦。”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在“黑夜”里唱歌外，他还经常站在洋
槐树后面倾听自己心目中的女神那“生着一对银白薄纱般翅
膀”的歌唱!

二十年代沈先生的文字犹如梅花玉镯，戴在那个时代的腕子
上，黑色底子里鹅黄透亮的梅花，是闪烁的星星，温婉、高
洁而坚强地照着寂寞的夜行人。

而晚年沈先生的文字则笔法极其简净，风格如带有九只眼睛



的天眼玉髓，平和、圆润之极亦绚烂之极，更充满了大智慧。
“鸟鸣山更幽”--这真是稀世的天籁。

沈先生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温和、蕴藉、平常中深藏着
巨大的惊人的智慧和力量。正如他的表侄黄永玉先生在一篇
文章中所言：“他(沈从文)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滋
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记得老子曾说：
“上善若水。”我想，老子所说的，必定是指沈先生这样的
人。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三

沈从文1934年还乡的笔下，给了我这么个朴素美好的想象。
先生这此还乡记下湘西的故友、湘西的水手、湘西的夜、湘
西的流水……十几年未回湘西，故乡仍未如何变——却又变
了，那人有的走了，那镇换了个面……为什么呢!

人还是那么地朴素大方，可那大笑背后藏着的尽是心酸!就那
水手们，十六年前沿河的码头，有一半停着高大的运油船。
宽平的河面，整齐的码头，来往的水手船上朱砂、水银、苎
麻、布匹……装得满满当当。不说那白天有多么人声鼎沸，
就是落日余晖剩余一片深紫时，浮荡的催橹歌声，是如何壮
丽稀有。可瞧瞧十六年后!各河沿岸破烂不堪，船被绑在一块，
标着“此船出卖”。水手买船!何等凄凉!当年大方爱笑的精
悍青年呦，现在成了要为货物分量争吵的骨瘦如柴的小子了!
为什么?是什么把这桃源搅得这般不好!悲愤过后也只能无奈
地感叹句：“时间造化弄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钢铁
大船扬帆启航，谁还用小破船运货?这是“人生”的苦味，欲
望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们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的
命运里去，扰乱了他们生活上应有的那份哀乐。人总得看开，
所以他们又大笑起来，只是有些苦。

30年代面临的，几十年后仍在面临，你看那中国南边的某条
河上，曾经渔民放一群鸬鹚入水，在竹舟上撑蒿，光着脚、



卷着裤腿，黝黑的双脚、嘹亮的嗓子一动、一吼，水花飞溅，
歌声朗朗。一会鸬鹚跃出水面，被绑住的脖子卡着新鲜肥美
的鱼。这属于江南出神入化的“鸬鹚捕鱼”，还不是抵不过
历史的洪流，被淘汰了罢!那山仍是那山，那水仍是那水，那
人却不是那人。岁月蹉跎，物是人非。幸运的是，湘西的水
手，还能在历史哀乐中唱上一曲橹歌。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四

《边城》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
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沈从文
作品读后感。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
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
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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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在如今，城镇的物
质建设虽然显得腾飞发达，但是在建设的背后又显露出另一
方面的破坏。就像自然环境，是那样的污染不堪：树木被伐、
空气干躁、噪声不断、垃圾成堆。这样的环境，使人的身心
受了严重的压抑。所以，人又是那么向往农村那种清静、舒
畅的生活空间。或许这也是《边城》作者的思路。

并且在现今的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是那样的陌生
和功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似乎都卷入你争我夺的潮流
当中。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同时，人与人的心灵同样
显得狭窄;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与人来往的途径是那样的便
捷，但人的沟通却是那样的艰难。一道墙，不单是隔绝了人
与人之间的居住场所，也同时隔绝了人心灵的来往;一扇防盗
门，似乎避免了外人的闯入，但同时也囚牢了自己与外界的
联络。

而在《边城》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
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



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
来去渡了多少年。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
不许他休息，他仿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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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
下去。”在写到主人公翠翠的时候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
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
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五

“侬是失家人，萍身伤无寄。江湖多风雪，频送侬来去。风
雪送侬去，又送侬归来;不敢识旧途，恐乱侬行迹。……”

——题记

这时失望的浮萍来诉说自己凄惶的心情时所唱的歌，虽然没
有换取一些眼泪来，却新交到一个朋友——小草。一句“小
草儿，漫伤嗟!同样漂泊有杨花。”让浮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同情的爱抚。

浮萍羡慕地询问小草有关温室的情况。小草讲述了自己的经
历，小萍儿认真地听着，不时提出几个疑问，小草毫无顾虑
地议论着它所遇见的诗人。

即使是在这种不惬意的地方，浮萍也不再失望，小草也不后
悔，因为它不再孤独，因为它是为目标为追求而留在这儿的。

听着它们的谈论，我脑袋理论却在幻想那个“虹的国
度”——玫瑰色的云彩，金刚石的小屋，有一个银白翅膀，
而翅膀尖端还有个蘸着天空明蓝色的小仙人，还有一个坐在
蝴蝶背上，用花瓣上露珠当酒喝的真宰。

我认为，当小萍儿与小草交谈那会儿，小萍儿心中已经不再
幻想那虹的国度，因为它精神上有了寄托，心情不再消极。



忽然打了个冷颤，是因为这天气吧!

看着阳光下那低着头的葵，我想那应该不是“它”想要的世
界。看完《狂人书简》，才明白葵心中“虹的国度”是爱的
情感世界。葵为“感情”而愁，它急于想要履行爱的义务，
急于挑起爱的担子，但似乎想而不得。

我突然想到席慕容的一首诗《一颗开花的树》：“如何让我
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此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
你我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守在你必经得路边阳
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生前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
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
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的这首诗，大概就代表葵最终无奈低头的痛心，葵等待
又想前进，急于担起又怕失去爱的最佳诠释。

曾经看过这样一首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
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
不知道我爱你……可能用我17岁的心情还无法体会到作者对
爱情的无奈，就像我不明白葵最终低头的痛心一样，就像我
不确定小草羞涩地转过头时，心中是否充满对跛脚诗人的爱
意……也许等我到70岁的时候，才能真正感悟世间神圣
的——爱。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六

读完了长河，沈先生的文笔向来见章于细微，却不露雕琢之
功，落眼宽阔下笔敏感细致，却能始终如一的抱持素朴不失
妍美的情怀。看他的文字常想到他的人，他的人生，以及与
他心意一般的人的种种悲哀。

像沈从文这样心意单纯的人，大多容易依赖自己有双好眼睛，



有副灵巧的感觉，肆意顺从自己，不加考量，拗在自己感觉
中得意陶醉下去，让旁观者感觉矛盾，有种感同身受的痛惜，
不计后果的感情大多难以好好收场，后来种种如凉水泼头有
些东西在时间中不断剥零凋落与你想象中美好的印象天差地
别，还不是只好麻木崩溃或者勇敢机智的应和下去，这是何
其难堪的经历。

很多话我说不好，看到别人难堪我更加容易张口结舌。在我
见来，轻率与天真某些时候并无分别。草草热切的感情有太
多太多，那不知所以，一往而深的势头恰如长河，赤诚奔淌，
无路回头。至而成魇，不得解脱。

长河是沈从文先生的最后一篇小说，仅仅完成了不到半部。
此后他再未动笔写过小说，余生埋首研究文物。在与生活不
断冲突的痛苦下，人终于从天真开放变的低垂沉默，其间心
态几度失常，怕是连说句：天凉好个秋这样刻意的心思都提
不起来了。也许与一个人颠沛流离的心理历程比起来，小说
的结局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写出未写出的所有事都已
是注定，所有的猜想和向往全是幻影。生活有时好比入海的
方向，你的刀舞的再凶猛也断不住一丝水流，如果可以的话，
就支起枕头好生听下去吧。

我能想到的只有长河中的那段话：滩水在静夜里很响。更远
处大山，有一片野烧，延展移动，忽明忽灭。老水手站在祠
堂阶砌上，自言自语的说：“好风水，龙脉走了!要来的你尽
管来，我姓滕的什么都不怕!”

那灰突突的山水中也透的出的明亮，洁净如宣纸，衬着淡如
点墨的豪情和快意，如风里云烟，钱塘水潮，消去了便再也
见不到了。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七

我依然坚信努力是会有所回报的，这样的回报不是当下，而



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庆幸当初的自己，那种执着和勇敢，
这个世界不是大多数人的以为就是正确的，不甘于平淡的人
生毕竟是少数。我曾相信只要一直奋斗下去，是会得到一个
期望值，而我，离这样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我会自认为过去
的辛苦是值得的，在那种嘲讽和笑妄的闲言碎语中，我挺住
了，而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华严经》云：“我当于一切众生中为首，为胜，为殊胜，
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意思是如果你修行佛法，
就应当做到极致。虚云大师曾说：“登山须登顶，人海须到
底。登山不到顶，则不知宇宙之宽广，入海不到底，则不知
沧海之深浅。”讲的是佛法的修行，对于真理的寻求应当抱
着探求究竟的态度。其实，就算你不修行佛法，做其他的事
情，也应当做到极致。只有在极致处，生命才有光辉。也只
有在极致处，才有可能通向最终的倒库。拖泥带水，瞻前顾
后，那么，就永远活在泥潭中。

佛陀说，“你是你自己的主人，没有人可以驾驭你。”我们
不相信有人回来奖励我们或惩罚我们，只有自己可以奖励自
己，或者惩罚自己。时间给我们的不该只是答案，还有坚韧，
宽厚与温柔。

当我从那个黑暗的年代走向寻找光明的路途，我遥望本该坎
坷的征程，当有那么一点希望时，我是欣慰的，沿着生命的
海岸线一路向前，再也找不回年少的印迹，岁月，抹去了我
固有而璀璨的青春，剥夺了我的青涩，却留守了我的轻狂，
我以稳重的步伐走向成熟，也亲手打开一场期盼已久的纤窗。

好一番到极致的梦想，既然奔跑着，就别停下。我不能说自
己是个怎样的人，曾被一些人否定的我，又何须今时今日在
乎他们的眼光。我想有一天，当我那些被人可笑和看似不切
实际的未来变成真，我想我也会一笑而过，毕竟这些人给了
我叛逆和倔强。既然选择了，就一直铿锵，既然学会了行走，
就继续学着奔跑远方。



当我一天天在走向奔三的时光中，后来的我时常觉得人不属
于动物，人的生命更像是季节，春夏秋冬，寒冷的冬天总会
突然来到，让人猝不及防，可春天也一定会如期而至。

想象着那些看不到希望的日子，我心里忽然变得坦然起来，
人，必须接受自己是孤独的。孤独是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
太珍惜自我。太多习惯用你拥有多少东西来评判你是谁，其
实你的身份并不是靠你拥有什么来决定的，这两者是不同的。
我不是一个证悟了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我又很多
的恐惧失败和期望，有人说：“只要人的心里有不安全感存
在，就一定会有信仰。"人要有信仰，可我是缺少了，这是极
其可悲的事情，我想思考了无数次我该需要怎样的人生，或
者是我该要如何走，怎么走。我不禁感叹了无数次我们生存
的这个空间，对，一切变的太快了，人们往往走得也太快了，
太快的结果都好像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了获得幸
福，为了自我满足与需求，我们拼命赚钱，可是我们的视野
太狭隘了，狭隘到只剩下金钱了。

时间不会等我们去虚度，但一定会等到给我们一个结果，我
们走成了有限的生命，却也拓展了无限的可能，我们漫步人
生，也行于霞光满溢的陌路，做一个忐忑的行者，坚忍出自
我的大好红尘。

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篇八

秀秀和她的祖父就住在城口，每天给进城的人渡船是他们唯
一的'工作，有时祖父进城打酒，秀秀就和她的小黄狗为客人
渡船，而小黄狗也听话地为主人拉绳引船，动作娴熟敏捷。
这样，生活过得平淡而又快乐。

不知不觉秀秀到了要嫁人的年龄，平淡的生活也因此慢慢走
到了尽头。我觉得那是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爱情，当
看到秀秀第二次遇见了二老的时候，我开始幻想他们以后甜
蜜的恋爱，可是当向秀秀提亲的大老下船出了事后，我知道



秀秀的快乐将一去不复返了。的确，自那以后，秀秀的生活
一天一天地发生着改变，致使最后永远失去了她的祖父，也
失去了每天为人过渡的那条船。

合上书，我的心里很难过，为秀秀的遭遇，也为她的祖父，
因为他们是多么善良的人，多么快乐的人。秀秀常要爷爷唱
歌给她听，而爷爷又粗又哑的嗓子唱起山歌来却又显得那么
质朴、那么憨厚，总逗得在一边和黄狗玩耍的秀秀开心地笑。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有山，有水，有鸟鸣，有歌声，
有欢笑，……而现在全被打破了。

故事虽然用灰色的背景为秀秀的未来打上了一个省略号，以
悲剧收场，但我却非常喜欢《边城》，喜欢《边城》里每一
个善良朴实的角色，尤其是秀秀的爷爷。

他的大半辈子都在管理这艘渡船，却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
有时客人想答谢他放了些钱在船上，他是追上好几里也一定
要把钱还给人家，所以人们拿这位倔强的老头也没办法，只
好在他进城买东西的时候多给他加些肉，加些酒来酬谢了。
平时他还会托人买些上等烟草，过渡的时候谁需要就慷慨奉
献;到了天热些他还会和秀秀准备一大缸水，里面放了些清热、
解毒的草药给每位客人喝。爷爷是个老实人，为秀秀的未来
担心，却从不把烦恼告诉她，只是紧锁在眉头里一个人承担。
可以说在那个雷电交加的晚上，爷爷走得是不安心的，因为
他并没有把秀秀的终生大事操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