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声，水声，歌声，唢呐声，啜泣声，

声声惊残梦；

__情，__情，__情，____情， ____情，

情情乱痴心。   

乡    民    爱    手足     骨肉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是传说中凤凰展翅飞升的地方



这里山清水秀



这里民风淳朴



这里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世外桃源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往来种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

   “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余人各复

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陶渊明《桃花源记》：



中国最美丽的小城——
凤 凰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
且人杰地灵，名贤辈出。
定海浴血抗英，万古流
芳的民族英雄郑国鸿；
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
理“湖南神童”熊希龄；
文学巨匠沈从文；国画
大师黄永玉。



边    城
                     沈从文



教学目
标
    了解沈从文描绘的湘西风

土人情和优美的环境描写。

    分析主要人物翠翠的形象。

把握对人物的描写。

    结合人物分析，领会作者

的创作目的，小说的主旨。

    走进作者构筑的善与美的

理想世界，体会人性之美。 



      沈从文（1902--198

8），湖南凤凰人，现
代作家。曾任西南联大、
北京大学教授。作品着
力描绘不受“近代文明
”玷污的原始古朴的人
性，在古老的生活节奏
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
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
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
自得的人生。

 

  作者介绍



      沈从文十二岁就接受了基本的
军事训练，十五岁随军外出，曾
做上士，后来还以书记名义随大
军在边境剿过匪，又当过城区屠
宰税务员，这“放纵野蛮”的数
载间，他看够了底层人物细微的
悲欢。到了二十岁，他决意去北
京闯闯……。



徐志摩亦无愧为琢璞者，他徐志摩亦无愧为琢璞者，他
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
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批小说，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批小说，
并为之四处延誉，还将这位并为之四处延誉，还将这位
笔极秀极笨的小青年推荐给笔极秀极笨的小青年推荐给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胡适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胡适
也是别具慧眼，求才若渴的也是别具慧眼，求才若渴的
大名家，每每能赏识青年，大名家，每每能赏识青年，
他二话没说，就聘任这位忐他二话没说，就聘任这位忐
忑而羞涩的忑而羞涩的““山民山民””做了中做了中
国公学的国文教师。国公学的国文教师。  



     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逃避政权的干
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
写，朱光潜说：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
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
价值，１９４９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
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文革
中他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
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
重新被人们所发现。到了１９８８年，据说，瑞典
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
他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０日去世。





  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

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他的作品代表了艺术的良心和

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他创作一系列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不仅高
产，而且始终保持高质量，短篇小说《丈夫
》、《三三》；中长篇小说《边城》、《长
河》，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

《边城》堪称中国现代小说的扛鼎之作，
沈从文也是中国以本土为创作题材可以
与世界文学比肩的一代文学巨匠



沈从文先生及其在湘西的故居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
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                         

    边城创作动机                 ——沈从文



沈从文人性“神庙”
里的
湘西人物

§女性形象

   生动健康的少女形象

      “健康，优美，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

   

       



§ 生命硬汉形象
                摆渡老人

         水手

（生命中的韧性和刚性，平凡生命中燃烧的光和热）



《边城》解题

      边地的小城。指远离城市的边远小镇。

           从时间、文化上考虑，“边城”是大
城市的对立面，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
一种事情”。是沈从文先生在体会上流社会
的腐朽生活和城里人“庸俗小气自私市侩”
的风气之后，对其故乡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
明摧毁的淳朴民风的怀念。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

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
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淳朴善
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
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上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
喜欢上美丽可爱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
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
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
是兄弟两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
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
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
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
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待傩送回来，“
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故事情节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茶

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
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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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一里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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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

  环境描写



清澈见底的河流 

凭水依山的小城 

攀引缆索的渡船 

关乎风水的白塔 

翠色逼人的篁竹

 

自然清丽

 

优美如画 



【自读品味】

    自读课文，用心品味小说中自然、纯

朴的自然风物和边城人事。谈谈你读后感
触最深的一点。

边城美

青山绿水风景美

古朴和乐风俗美

纯朴真挚人情美



那些青山绿水中的……

天真纯洁的少女

饱经沧桑的老人

真挚善良的少年
……

【人物分析】



仔细阅读第四部分，说说翠翠是个怎样的女孩？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过不
久祖父总会找来的”。但过了许久，祖父
还不来，翠翠便稍稍有点儿着慌了。

      表明翠翠对爷爷的信任和依恋，仿佛一离

开了爷爷便不知何去何从，写出了一个娇羞可爱
的小女孩形象。



     到路上时，祖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翠

翠，“翠翠，翠翠，人那么多，好热闹，
你一个人敢到河边看龙船吗？”翠翠说：
“怎么不敢？可是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潜台词就是要爷爷陪着一起去，但同时表明

要爷爷去不是因为自己胆小，聪明可爱，同时也
隐隐道出了翠翠内心深处的孤寂和对爷爷的依恋。

仔细阅读第四部分，说说翠翠是个怎样的女孩？



     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

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
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
假若爷爷死了？”

 

      这是翠翠的心事与惧怕，反衬着她对爷爷深

厚的感情，爷爷是她生活的依靠，更是她心灵的
寄托。

仔细阅读第四部分，说说翠翠是个怎样的女孩？



     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

面哑声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
？” 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
“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
鲤鱼吃去了。” 

 显示出翠翠调皮、活泼的一面。她不是真
的生爷爷的气，只是表现出小女孩特有的
娇气和顽皮，让人忍俊不禁。

仔细阅读第四部分，说说翠翠是个怎样的女孩？



 总结

        

     翠翠天真善良、活泼可爱，她和爷爷相

依为命，对爷爷充满了依恋。

仔细阅读第四部分，说说翠翠是个怎样的女孩？



      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

面哑声儿喊问：“翠翠，翠翠，是不是你？
” 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
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
吃去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这句中体会出翠翠对二老

的喜欢，虽然这种喜欢是淡淡的。“大鱼咬你”
这句话对翠翠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温柔的回忆，
而且，这句话带有俏皮味，也成了翠翠和二老以
后相爱的一个隐喻。



拓展延伸：试把翠翠心理与以下诗歌
的主人公心理相比较

    诗经·郑凤·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

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阵阵，夏雨雪，
天地和，乃敢与君绝
！ 



     翠翠和以上两位女子相比，显得

含蓄、羞涩，翠翠内心萌动的感情始
终没有直接外露，连她最深爱、最依
恋的爷爷也没有启齿。作者通过人物
的对话和感情变化展示了翠翠微妙而
复杂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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