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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品是作家孕育的结果，是作家生命观的重要投射，所以作家对时间的感知和思考

势必会体现在作品中。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站在个人、民族和国家的三重时

间交汇点上，也就使得他对时间的感知比同时期的作家更为敏感，对时间的思考也更为

深刻。本文以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研究对象，从时间的角度切入，从内容和形式

两个层面对沈从文的时间意识进行分析探究，进而体悟其隐匿在时间意识背后的生命和

文化思考。

人人都经历并熟悉时间，但是个人时间意识的生成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湘西

这个封闭的自然地理空间中，沈从文对时间的感知主要依靠自然节律的循环变化。同时，

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也表现出鲜明的循环时间意识。在这两方面

的作用下，沈从文遵从的是一种循环的时间意识。随着西方线性时间的引入，给中国带

来了启蒙和理性，也帮助沈从文构建起现代理性意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不仅

影响着沈从文的生活，也影响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当他用现代理性精神去重新审视这

两种迥然不同的时间观，发现它们各有利弊。他把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时间意识的反思融

入小说《边城》之中，给小说增添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沈从文在《边城》中有意模糊时间的界限，构建了一个“无时性”的世界。通过书

写茶峒小城底层人民的生死爱憎，揭示茶峒小城内的“常”与“变”，透过时间的表层，

揭示现实历史的荒谬无常。小说是一种时间艺术，在这里沈从文利用意象、留白等叙事

艺术以及对人物主观心理时间的展示等书写策略，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生和发展。首先，

借助“水”、“梦”等意象来指涉时间，进而形成三重意义上的对比：将永恒不变的流水

与无常的命运、翠翠美好的梦境与悲剧现实、茶峒“桃源梦”与湘西社会的暴力演进，

凸显了在一切皆流的时间面前，人的渺小和无奈，增强了小说的悲剧审美意蕴。其次，

沈从文通过对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以及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留白，通过时间

上的浓缩和延宕，给小说留下无穷的阐释空间。最后通过翠翠和爷爷的回忆再现，突出

人物的心理时间，实现小说共时性的统一，表现沈从文对人性和生命的深刻认知。

在《边城》中，沈从文将特殊节日庆典中茶峒人民身上涌现出来的生命活力与恒常

命运下的顺天应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两种不同时间状态下人们的不同表现，可以

发现沈从文摇摆的时间意识。沈从文力图构建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世界，但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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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中，却表现出“反桃花源”的意识。他倾心茶峒小城节日时空背景下自然情感的

生发和旺盛的生命活力，也注意到这种怠惰的时间遮蔽人的理性认知，戕害人的生活和

生命的一面。与此同时，现代文明也在不断冲击茶峒自在的生活方式，试图以物质利益

置换人的自然情感。沈从文将这些不同的时间全部浓缩于茶峒这个封闭的社会空间之中，

由此便出现了两重时间上的断层：即永恒的道德意识与人的自然天性的冲突、传统观念

和现代意识的矛盾。时间上的断层导致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激化，进而促使《边城》中的

死亡和悲剧频发。

沈从文在《边城》中呈现出一种摇摆的时间观，究其根本是他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理

性在起作用。他的艺术视野和价值取向是双重的，他赞颂人性之美、生命之纯真的同时，

也看到了历史演进的时代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在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的张力结构中，

实现了思想和艺术内涵的完美统一。而从现实的层面来说，现代人的时间被媒体、权力

和资本控制，给人的生活和生命带来无尽的痛苦。科技的进步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并

没有给人的精神生活一丝喘息之地。沈从文笔下构建的“桃花源式”的茶峒小城不仅给

现代人一个美好的心灵慰藉之所，也是未来重建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指向。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时间意识；时间书写策略；时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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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短短的八个字却是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最好写照。作为

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八大家”之一，沈从文以独特的人生经历为基点，以东西方作家

作品为思想资源，书写中国农村在巨大历史转型期的艰难演进和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

他在作品中构建乡村世界和都市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并在两者的对照映衬之

下，反思中国社会历史的历史嬗变，从而表现他对人生、历史和文化的隐忧。

一、研究意义

弗朗西斯·培根说：“时间是伟大的改革者。在世界思想史上，伟大的时间反思者

均处在文化演进的转折点上。”
①
在中国，沈从文就是这种处在文化演进转折点上的时间

反思者的杰出代表。独特的生存经历让他站在个人、民族和国家的三重交汇点上，也就

使得他对时间的感知和认知比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更加深刻。他不仅以时间为题目，还将

自己对时间的反思和认识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并形成了与西方生命哲学有异曲同工

之妙的生命观。从本质上说，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动物，所以人的生命意识本质上也就体

现为人的时间意识。所以本文以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基点，从“时间”的角度切

入，探寻沈从文隐匿在时间背后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思考，就不失为一条可行之法。

从理论意义上说，一方面，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

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和厚重的历史观念，能更好地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蕴。沈从文在《边

城》中塑造了一个“无时性”的世界，这里的生活几乎与外界脱节，出现了时间上的错

位。这种错位的时间让茶峒小城悲剧频发，进而消泯了历史演进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生命本身就没有意义，在茶峒小城人的心中，活着便是生命的最大意义，自在的活着

便足见生命的庄严神性。另一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意识进

行分析研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逐步完善对沈从文时间观念的研究。以

往的文章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进行分析探究，没有将问题追根溯

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关于时间的思考，那么这些时间意识究竟从那里来？

在具体的文本中又是如何体现的？有什么样的意义？等问题都没有详细而清晰的说明。

本文从这些方面进行说明完善。

①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一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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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践意义上讲，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意识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

沈从文笔下有许多关于时间的叙事，不论是季节轮回、四季变化的自然景观还是民俗节

日，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书写，在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对含有中国特色的民俗节

日的书写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沈从文在《边城》中对美和善的推崇、对旺盛生

命力的礼赞以及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怜悯，表现了东方重情重美的一面，带有浓厚的东方

底蕴。

除此之外，对沈从文时间意识的思考，也蕴含着对当下的思考。但是正如沈从文笔下

对城市的描写那样，在这种线性进步思想的促使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的精神都

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扭曲”。西方的思想文化虽然在短时期内，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但

是要实现长久发展还得向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的整体时间观寻找出路。当今社会处于技术时

代，消费时代，比起几十年前的发展更加快速。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人类面临各

种各样的精神危机和自然灾害，这样的发展方式恰恰印证几十年前沈从文对“明天”的担

忧。所以如何更好地看待生命，更好地面对时间，是我们仍然要去思考的问题。正如吴国

盛所说：“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

在这个人类的希望与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义。”
①

二、研究现状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不仅是极具特色，也是极具争论性的作家。自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始，韩侍桁、何玉波等人便对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行批判，认为他是

个“空虚的作家”，缺乏明显的阶级批判。之后郭沫若更是将这种批判推向极致，他称

沈从文为“桃红色作家”，意在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之后沈从文为同乡熊希龄题字，

被郭沫若视为是为地主阶级阶级服务，逆时代潮流等，关于沈从文的研究一度归于沉寂。

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和海外学者的带动下，沈从文研究又重新回到大众的

视野，并掀起一股沈从文热。

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以“沈从文《边城》”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知网数据库收录

了约 566 篇学术期刊，112 篇学术论文。现有的研究表明，研究者对《边城》的关注重

点仍然停留在“湘西世界”中的人性美、生命体验、乡土情节等诸多方面。而以关键词

“沈从文时间”来检索，知网只收录了 21 篇学术论文和 3 篇学位论文。除此之外，西

①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一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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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高云兰的《沈从文的时空观》、南京师范大学黄明星《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形式意

义》以及曲阜师范大学王晓萍《沈从文小说的形式研究》也分别有专章介绍沈从文小说

创作中的叙事时间。由此可见，虽然研究者对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研究在不断的深化，研

究方式也逐渐从单一的文章评析到多元层次方面的研究。但是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仍然放

在对沈从文作品中的风土人情中的分析解读，对其作品中的时间研究力度相对较少，不

够完善。具体来说，研究者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的：

一、对沈从文笔下的时间研究，主要是从小说文本生发的时间意识和叙事时间两个

角度进行分析探究的，通过这两方面的书写来表现沈从文对生命、历史和文化的思考。

（一）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结合沈从文的小说作品与当时的现实背景，得出沈从文

的时间意识。比如张森的《时间的摆渡者——沈从文创作的时间意识》，论者将沈从文

创作中的时间意识置于现代文化转型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通过还原不同文化形态

历史语境，说明两种文化形态互相悖谬的矛盾关系，以此“考察两种文化形态背后创作

主体时间意识不稳定的摆渡状态，以及追问时间摆渡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心理内涵”
①
。

宋建华在《记忆与时间的二元对立——论沈从文的《边城》想象与悲剧叙事》一文中认

为沈从文从都市受阻后，精神返乡之后发现家乡已经被现代性侵蚀，所以他只能虚构一

个“边城”神话。但是重写的“神话”注定是“神话”而不是现实。沈从文有意打造完

美无瑕的湘西人性，进而以被人们遗忘了的民族文化“传统”来重建湘西“边城”神话

的现代人文理想。然而悲剧的结尾，却将这种理想打破，所以作者是在向人们传达者“记

忆”对于“时间”的无奈情绪。冯娟在《沈从文的时间意识及其叙事时间艺术》中认为，

沈从文既不全然信奉中国的循环时间，也不全然否定西方的线性时间，而是在这两种迥

然不同的时间中左右徘徊。除此之外，刘进才在《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

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中表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相对驳杂，他既看到了时间如

飞一般一去不回，同时又深刻地洞察时间背后的常态人生。执着于“常”与“变”的思

索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成熟时期所反映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是他对湘西进行理性思辨的产

物。”
②

沈从文处于中国新旧交替之际，新思想的不断涌入也带来了新的时间观念，也正是

①
张森：《时间的摆渡者——沈从文创作的时间意识》，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年，第 3页。

②
刘进才：《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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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线性时间观念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时间循环状态。沈从文对这两种观念的思考显

现在文本中就是设置了“农村”与“都市”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空间，怎样选择对沈从

文来说是个难题。论者们对沈从文时间问题的研究，深刻意识到了沈从文在不同文化影

响下，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时间意识。但他们的研究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到沈从

文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两难的时间意识，以及这种矛盾的时间意识背后的文化思考。

（二）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小说叙事理论对沈从文的小说的叙事时间进行分

析探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冯娟的《沈从文的时间意识及其叙事艺术》，文章从小说叙

事的角度出发，来论证沈从文的时间观念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体现。作者从时间这一角度

入手，分析探讨其文本的叙事时间艺术特色，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分析沈从文在生命、

民族、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思想的复杂性。她在从历史时间的“虚化”和反复叙事，叙

事人的时间干预和开放式的结尾”看到了沈从文在两种时间中的摇摆不定的状态；接着

又沈从文作品中的节日、节气等时间叙事发现了沈从文回归自然的时间观；同时对于作

品中的悲剧时间和作者的主观时间进行揭示，说明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同时冯娟认为作

者一直在坚守着回忆的时间观，作家正是回忆来抵抗时间的流逝和侵蚀。张芊在《沈从

文小说的时间叙事特征》点明了沈从文小说叙事时间生活化、季节性和民俗化的特点，

又从个体生命和循环的命运、生与死、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来体现时间叙事的，同时，

她还总结出沈从文小说时间叙事的艺术特征是跳跃性、情境性和象征性。

刘洪涛《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形式》中从沈从文在作品中对叙述时间的时序、时距、

以及频率等方面的巧妙运用促使小说在结构上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在小说中沈从

文有意使用反复叙事，进而在作品中孕育所谓的“乡土小说”、“散文化小说”。不仅如

此，对时间问题思考也表现在沈从文对历史和生命的思考，在时间的残酷性面前，沈从

文看重回忆的力量，并强调“立言”的重要性，认为能意识到生存并思考生存的意义，

也就掌握了时间。刘进才在《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

叙事》一文表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具有复杂性。沈从文既看到了时间的一去不回，匆匆

而逝，又洞察了时间变动背后的常态人生，所以对时间的思考和关注是沈从文小说创作

的重要主题。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时间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发今不如昔的

感慨，二是诉说时间循环的命运悲凉。刘伟厚在《静谧·和缓·永恒——沈从文小说的

叙事时间解读》中认为沈从文通过对湘西世界的整体性的回忆，来展示湘西地带的一种

人情美和人性美，并运用减缓与停顿的手法来展现湘西叙事中的静谧、和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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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文章中可以看出，因为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所以大部分的学者对沈从文

小说的时间研究都是从叙事理论出发，从时序、时距以及频率等角度对沈从文作品中的

叙事时间进行分析和探究，在回忆时间里发现过去与现在的不同，进而发现沈从文对历

史的一种矛盾态度。虽然他们的论证过程是新颖的，但是论证的结果确是普遍相同的。

二、从整体出发，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空观进行分析研究。高云兰在《沈从文湘西

小说时空观研究》中认为沈从文和湘西是相互依存关系，沈从文湘西小说不仅表现出

一种时间的停滞化和空白化，而且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小说中的空

间化书写。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交织下，沈从文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时

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的时空互为表达的策略。张岩在《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

叙述时空的神话性》中表示，时间程序与空间架构是人类认知的两个基本维度，沈从

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表现都是独特的，它们没有明确的时空界限，却渗

透出一种近乎永恒的力量。向成国在《论沈从文的审美时空选择》中从审美的角度对

沈从文笔下的时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时间不仅展示了艺术形象成长变

化的历史和艺术生命的流动美，也成为检验艺术生命的最高尺度。同时沈从文企图从

人物现实生存的命运出发，以文学为手段，借空间的无限，去探索生命的奥秘。进而

得出时间从纵的方面构成了人物生存命运的连续秩序的形式，空间从横的方面构成了

人物生存命运范围广度的形式。王晓萍在《沈从文小说的形式研究》中从时频、时距

和频率三个方面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问题进行分析探究，王晓萍认为时间就是沈从

文的哲学，回忆是填充其现实生活的手段。黄明星在《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形式意义》

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着手，他将沈从文的时间形式抽象成为消耗性时间和回忆性

时间，从“消耗性时间的“常”与“变”，回忆时间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进行书写，

进而得出“消耗性时间是对生命的真实写照，回忆时间是对生命的虚化处理”
①
，在虚

实之间共同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的审美特色。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论者们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论证，总结分析了

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表达、互为补充的策略。总而言之，

以上对沈从文作品从时空观方面进行探究为解读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拓展了文本

的内涵。但同样这种整体的时间观，往往是从大的方面进行着眼，强调一种整体观念，

对时间和空间的具体诠释力度不够。

①
黄明星：《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形式意义》，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年，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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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对比研究的手法，研究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时间。祝勇的《中国文学中的

历史时间——以鲁迅、沈从文为例》认为鲁迅最早将线性时间带入乡土写作的作家，他

将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等思想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崇尚一种进步的

时间观。而沈从文的则对这中现代性观念存疑，转而向传统的自然时间求助。同时鲁迅

表现出对故乡和过去的坚决反叛，而沈从文则坚定对故乡的回归，沈从文有意在作品中

模糊时间的存在，将时间空间化，沈从文的时间表现在对过去的投靠和对未来的期许两

个方面。肖太云《时间人文化的意义——论沈从文、汪曾祺小说中节日等独特时刻的运

用》通过对沈从文、汪曾祺一师一徒作品时间刻度的书写，认为特殊的时间刻度可以增

加文本的人文深度和厚度。对节日的书写，能打破时间的束缚，使古今相融。同时这种

独特的时间描写，往往是人物关系的粘合剂和事件得以发展、矛盾得以激化、人性得以

展现的重要契机。同时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节日可以逃离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人类生

活的各个方面渗透。罗飞雁在《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鲁迅、沈从文时间观与死亡意识

之比较》中认为，鲁迅和沈从文虽然都奉行一切皆流的时间观，但是两者却对时间和生

命有着不同的思考。沈从文受原始巫楚文化的影响，从汤汤流水中思考时间与生命之间

的关联。在一切皆流的时间和变幻莫测的命运面前，沈从文更加倾向于自毁，认为“战

胜命运的只有死亡”。而鲁迅则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的一生便是“向坟而生”。

所以在面对生命悲剧之时，不同于沈从文的回避现实，鲁迅是在生死之间苦苦挣扎，于

悲剧之中发出最坚强的乐观之音。

研究者主要是从时间这一特殊角度，对沈从文和鲁迅之间的生死观、历史观进行比

较研究分析的。认为鲁迅站在思想启蒙的角度，主张用理性和科学精神取代中国乡土社

会中的麻木、愚昧和残忍，而沈从文固守自己的小天地，信奉人的自然本性。但其实沈

从文在其写作方式和对待时间的态度上都有借鉴鲁迅的一面，两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相

互对立的，在沈从文笔下也流露出对现代时间观念和传统时间观念的犹豫与怀疑，所以

只是简单地对两人的思想倾向进行比较，而看不到其内在共同性，未免有失偏颇。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研究者对沈从文的时间问题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学

者们主要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对沈从文的时间观念进行分析解读，从外部看内部，而

不是深入文本，从文本的细节处入手分析沈从文时间意识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二是学者

们大多从整体的角度对沈从文小说作品中的时间形式进行分析论证，从宏观的层面进行

探究，存在理论先行的问题。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沈从文小说中的时间意识的探索并不



绪 论

7

充分，仍有发掘的空间。本人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对沈从文文本中出现的时间意

识做进一步的深化和探究。

三、研究思路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采用文献搜集、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等方法展开分析论

证。以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基本点，从“时间”这一特殊的维度进行文本细读，

并结合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对沈从文的时间意识进行分析探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

去探究沈从文的时间意识，进而发掘其隐匿在时间意识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生命思考。

本文将从沈从文时间意识的来源、《边城》的时间书写策略、思想内蕴以及意义对沈从

文的时间意识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对沈从文时间叙事的以往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并说明本文

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写作思路等。

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沈从文的时间意识来源进行探究。结合沈从文的个人生平，说明

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中国传统观念的浸润，促使沈从文信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

时间观。但随着线性时间的引入，传统的自然时间受到冲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

念不仅影响着沈从文的生活，也影响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第三部讨论沈从文在《边城》中的时间书写策略。沈从文有意模糊时间的界限，利

用意象、留白的时间叙事艺术以及对人物主观心理时间的展示，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生

和发展。

第四部分探究《边城》中时间的思想内蕴。将特殊节日庆典中茶峒人民涌现出来的

生命活力与恒常命运下的顺天守时形成对比，发现沈从文摇摆的时间意识。在茶峒特殊

节日的时空背景下，青年男女自然情感的生发和民俗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生命力，让

沈从文倾心不已。同时茶峒近乎凝固的时间也遮蔽着人的理性认知，无法使人们获得真

正的幸福。具体表现为翠翠母女的循环命运、茶峒人民的顺天守时以及凝滞时间下的暴

力血腥。

最后分析《边城》中时间叙事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文学意义上说，沈从文在

《边城》中呈现出一种摇摆的时间观，本质上是他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在起作用。而

从现实的层面来说，沈从文笔下构建的“桃花源式”的茶峒小城不仅给现代人一个美好

的心灵慰藉之所，也是未来重建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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