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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如绘画”: 直感经验与视觉成规

———论《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中的语 图关系

刘泰然

摘　 要: 关于图像与文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媒介意识贯穿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两部作品的始终。 对于沈从文

而言,文字的遮蔽性更大于绘画,而绘画相对于他的直感经验而言,也是无力的。 无论对于文字还是对于绘画,沈从文都

是不得已而用之。 但他通过文字和绘画的并置互文,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平衡综合,在各种的视觉成规与表征体系的裂缝

间做种种补缀的工作,尝试着传达他所感知到的完整的湘西,而实际上,那样一个湘西永远只在裂缝中隐约地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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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is still powerless in this regard. Shen just made do with words. So he tried to describe the intact image of Xiangxi (West
Hunan) by juxtaposing words and painting simultaneously and by balancing what is classic and what is modern. In fact, that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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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 年初,沈从文新婚后不久接到母亲病重的消

息,暂别张兆和回乡探亲,接近湘西时,他将在路上所见

所闻写(画)下来寄给远在北京的张兆和。 《湘行散记》正
是在这些书简的基础上整理、修改后的作品。 无论是《湘
行书简》还是《湘行散记》其读者对象虽然一为私人,一为

公众,但无疑都是都市读者。 沈从文是在告诉张兆和或

者未曾来过湘西的城里人湘西是什么样子,同时这种对

湘西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自我形象的回溯、
探询与建构,是在城乡之间展开的对话;甚至,是沈从文

以乡土文化经验来对文明(现代性)进行的反思,是对启

蒙进行再启蒙,对都市读者进行再教育。 在作品中,怎样

完整地呈现那种未曾被文明所污染的“原真性”,对文字

在传达这种“原真性”时的无力感构成了写作的焦虑。 于

是,图像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充,依赖语 图的互文,沈从文

试图将一种整体性的直感经验传达出来。
学界对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的研

究,常常忽略了其中的图像性部分,忽略了文字与图像的

互文性关系。 事实上,图像并不是作为文字文本的可有

可无的视觉点缀,而是其不可分割的内核。 关于图像与

文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媒介意识贯穿于《湘行书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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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两部作品的始终。

一、 对文字的焦虑

沈从文多次提到他所受的教育更多的不是来自由文

字所构成的书本,而是超越文字的大千世界的千汇百状,
是文字之外的声色光影。 这种文字性教育与文字之外的

教育构成了沈从文所谓的“读一本小书”与“读一本大书”
的关系。 小书是由文字书写的,大书则是由那些直接呈

现的声音、颜色、意象、人事等等所构成的流变不居、汹涌

不息的种种自然与自发的生命形式和存在形态。 在《从
文自传》的开头,当沈从文“面向将来”“沿着自己生命的

来路去追索生命的来源和历史”(张新颖 46)时,他写道: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一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几年所过

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

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 《从文自传》
243)。 这段文字从一开头就强调了这种对生命来源和人

生历程的的展望性回溯与那样一种直接的所见、所听、所
嗅的关系,强调他的人生教育与自己对种种存在形式的

直接感受之间的本源性联结关系。 如果联系这部自传后

面对学校教育、文字教育的批评与对这种直接的生命感

受的标举的比照,那么这段文字的涵义无疑更清楚。 沈

从文在这部自传中对童年时代的逃学时光进行了追念性

的描述,指出“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构成

了他“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 (《从文自传》 251)。 沈

从文指出自己的教育奠基于自然、人生、社会的种种现

象,“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新鲜的

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 (《从文自传》 252),“我的心

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 我得认

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我的智慧应当直接从生活上得

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从文自传》
253)文字与现象的对立在沈从文的写作中是一个非常耐

人深思主题。 但是我们注意到,文字之外的事物在沈从

文那里所获得的特殊的意味、意义仍然只能通过文字来

表达,因此,沈从文自传开头那段文字是悖论性的: 沈从

文试图以文字的方式来实施对文字的批判与破解,以文

字的方式来抵达文字之外的世界。 而且,文字不仅在具

体的写作中构成我们抵达文字外世界的唯一媒介,而且,
从生命历程来说,文字使沈从文获得一种“理解”这种种

声色光影的眼光。
在《湘行散记》 中,这种对文字的焦虑表现得异常

鲜明:

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文字语言

的贫俭。 那一派声音,那一种情调,真不是用文

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 要一个长年身在城市

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王意移”的人,来描

绘那月下竞舟的一切,更近于徒然的努力。 我

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

象保留到心上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看

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 这正象

我另外一时,看过人类许多不同花样的愚蠢杀

戮,对于其余书上叙述到这件事情时,同样不能

再给我如何感动。 (279)

说文字的无力,说这一切都是诗。 我们需要充分地

意识到沈从文在这里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修辞性的陈词滥

调,而是一种深切的身体经验,一种对(身体性的)直接经

验与(文字性的)间接经验之间的区别的无可奈何的感受

与发现。 相对于那样一种在场的活生生的经验,文字是

不在场的,是间接的,是死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字本身具有强烈的遮蔽性,由

文字所构建的历史遮蔽了对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生命世

界的感知: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

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

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 我想起 “历

史”。 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

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

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

情。 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

类的哀乐! 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

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 石滩上

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 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

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

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
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

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在他们生活爱

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 对于寒

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

交替的严肃。 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
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
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湘行散记》 252—53)

这里,他发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在文字

之外的,是无法以文字的方式言传的。 那种身体性的直

感经验才是沈从文写作《湘行散记》的驱动力,是他写作

的最隐秘的核心。 那种难以言传的感受,就是活生生的

生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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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松、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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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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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浅绿色。 小埠头停船处,
且常有这种白菜堆积成 A 字形,或相间以红萝

卜。 三三,我纵有笔有照相器,这里的一切颜

色,一切声音,以至于由于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

调子,如何能够一下子全部捉来让你望到这一

切,听到这一切,且计算着一切,我叹息了。 我

感到生存或生命了。 (《湘行书简》 212—13)

这种生命感受绝不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而是本源

生命,自然生命,是周流天地,生生不息的自然的运作。
这种视野超越了五四启蒙以人为主体的生命视域,而扩

展到更深层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交织。 正是在这一点上,
沈从文深深地感受到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这种无法言

说既体现在自然的声色光影难以被文字所捕捉,更表现

在沈从文意欲表达的那种“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命意识逾

越了五四以来新文化对文学可能性的基本预设。 无论从

哪个层面上而言,这都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被有效地放

置到整个新文化的公共空间中去交流的经验。 也正因为

如此,沈从文才时时刻刻感到“寂寞”,感到“无言的哀

戚”。
相对于直接经验所具有具体性,文字是抽象的、普遍

的。 按照黑格尔对语言结构与直感经验(“感性确定性”)
的关系的分析:“当我们说出感性的东西时,我们也是把

它当做一个普遍的东西来说的。 我们所说的是: ‘这一

个’,这就是说,普遍的这一个,或者当我们说: 它存在时,
亦即是说一般的存在。 我们这样说时,心中当然没有表

象出一个普遍的这一个或一般的存在。 当我们这样说出

来时的却是普遍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真正地说出

我们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 但是,我们将可看

到,语言是较真的东西: 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否定了我

们的意谓;并且既然共相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语言仅

仅表达这种真理所以要我们把我们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

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黑格尔 66)。 在沈从

文这里,这种经验的直接性并不止于个人化、当下化的感

受,而需要将这种经验传达出去,需要将这种经验变为一

种可交流的东西,一种与人对话的“资本”。 与谁交流呢?
自然是与那些从没有过这种经验,或对这些经验的重要

性与意义缺少感受的人:“要一个长年身在城市里住下,
以读读《楚辞》就‘神王意移’的人,来描绘那月下竞舟的

一切,更近于徒然的努力。”沈从文的苦心正在于: 中国现

代性或都市文化(乃至背后的一整套五四启蒙性规划)需
要来自乡土经验的对话与反诘,而乡土经验中那最重要

的东西恰恰却是无以言表的。 或者说,整个现代性追求

的那种普遍性与规范性“结构”恰恰与人生在世那种最丰

富而生动的生命“形式”是相冲突的。

但吊诡的是,这种无法言传的经验却唯有通过语言

和文字才为我们所知。 语言虽然无法完整地呈现沈从文

眼中的世界,但至少在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了某种东西。
似乎“言外之意”还需要语言本身来传达。 沈从文使用的

不是传统的文言文,而是新文化所唯一认可的合法化语

言: 白话文。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无疑是整个新文学传

统的自觉实践者,通过现代汉语的文学实践来探索新文

学的可能。 只是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沈从文深深地意

识到这种语言形式本身的局限性。 或者换一个说法,如
果没有现代汉语及其整个启蒙传统的影响和塑造,沈从

文无法去自觉地思考语言与存在、文字与自然的关系。
反思性意识本身就是由语言赋予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五

四启蒙话语赋予的。
这样一种深刻的身份自觉以及时时意识到自己的世

界与他们的生活的距离,使得整个《湘行散记》带有某种

纯粹的旅游观光的意味: 一切都是透过某种距离所获得

的风景。 这是一种身份的距离,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当下

与过去的距离,文化(文明)与自然的距离,总之,这种距

离是多重的。 正是隔着距离的观照使沈从文发现,抑或

发明了湘西。
因此,所谓的自然,所谓的直接经验,已经是一种文

明化的视域之下的自然,已经是作为间接经验的直接经

验,因为自然无法认识自然自身,直感经验也无法以真正

的直感来达到。 自然一旦被指认为自然,自然就已经在

一种历史的视域中被加以辨识。 沈从文所看到的不是别

的,而是差异,是存在于自己的世界与他们的生活之间的

不可弥合的差异,是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之间的

区别。
对于湘西世界而言,沈从文是一个“他者”,对于沈从

文而言,湘西是一个“他者”。 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

等的。 因为只有沈从文有一种将湘西世界他者化的能

力,或者说,只有文明能够观照自然,而自然却无法理解

文明,甚至“自然”也无法做到自我理解。 沈从文是湘西

作为“自然”的见证的中介者,是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代

理人。

二、 风景“如画”: 视觉成规与中国绘画史

沈从文一再强调直感经验对于他的重要性:“我看一

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 我

不愿向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做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

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我永远不厌

倦的是‘看’一切。 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我皆能

抓定她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不能同

一般目的相合” (《从文自传》 323)。 但这种“看”本身,
也已经是中介化的看了。 也就是说,即使是不诉诸语言

文字的直感经验本身,事实上也不是通过“纯真之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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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而是被语言化的前结构所“形式”化了的。 在所

直观之物与直观行为本身之间是一种潜在的语言 符号

结构。 沈从文所孜孜以求的直观化的自然事实上已经不

自觉的被媒介化了,已经是一系列“视觉成规”的产物:

待到小船业已完全上滩后,那老头就赶到

船边来取钱,互相又是一阵辱骂。 得了钱,坐在

水边大石上一五一十数着。 我问他有多少年

纪,他说七十七。 那样子,简直是一个托尔斯

太! 眉毛那么长,鼻子那么大,胡子那么多,一
切都同画相上的托尔斯太相去不远。 看他那数

钱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

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 但这个人在他

们弄船人看来,一个又老又狡猾的东西罢了。
(《湘行散记》 251)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 一种是沈

从文的“看”:“那样子,简直是一个托尔斯太!”另一种是

弄船人人的“看”:“一个又老又狡猾的东西罢了。”但弄船

人的“看”,也是沈从文“看”出来,或沈从文所“知道”、所
“了解”的“看”。 也就是说,沈从文既能够从弄船人的视

角来看这位“老头”,也能够从“画相上”所获得的媒介经

验来想象这位“老头”。 “画相”在这里应该是泛指那时候

报刊、杂志、书籍、招贴画等现代传播媒介上所印刷的晚

年托尔斯泰照片。 托尔斯泰的作品在 1900 年介绍到中国

来,1902 年 10 月《新小说》一期首刊托氏照片,1907 年 1
月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十一期也载托氏照片;同年,由德

国传教士叶道胜和中国人麦梅生合译的第一本托氏小说

集《宗教小说》引进中国,此书由香港礼贤会出版,在日本

横滨印刷,在香港和我国内地发行。 书前印有托尔斯泰

的相片。 1911 年 10 月《进步》一卷 2 期《俄国托尔斯泰肖

象并赞》一文并附托氏照片。 从此,托尔斯泰作品及其

“画相”更进一步借助现代媒介而广为传播(戈宝权 1—
26)。 沈从文在北京、上海接触新文化,周旋于各种报刊

杂志间,自然对托尔斯泰“画相”非常熟悉。 因此与那些

弄船人的单一视角相比较,沈从文的视角是多重的。 他

的视角不但有日常经验所塑造的成分,而且能够超越这

种日常经验的观照方式,从一种更疏离、更有距离感的媒

介化视角来观照。 就像当年沈从文通过《辞源》《申报》所
开启的世界而走向了“从文”之路,并离开湘西而进入北

京;现在,他又回来了,他已经是文明世界的一份子,并在

文坛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于是,沈从文的观照已经不再

是那种天真的随意看看,而已经是被现代传媒所塑造的

“技术化观视”了。 沈从文将以前在“画相”上所看到的典

型的(“眉毛那么长,鼻子那么大,胡子那么多”)托尔斯泰

形象(一个跨文化传播的符号)与眼前的老头形象相叠

加,并在这种叠加中发现一种令他不能自已的东西。 很

显然,眼前的老头不是托尔斯泰,更与那个代表文化教养

符号的托尔斯泰图像毫无关系,但两个形象的叠加所产

生的冲撞仍然震撼着沈从文。 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位老头

与托尔斯泰在长相上的相似,恐怕更多的是两者的差异,
是两个形象叠加、并置所产生的两种不同语境的巨大的

张力。 托尔斯泰这一符号在文化界表征着一种意义明确

的、可共享的人类精神价值,而“老头”这一形象却是意义

不明、难以言说的存在。 这是自然与文明,是有意义与无

意义的界限。 就像沈从文自己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与湘西

世界的差异一样。 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笼罩着沈从文,
笼罩着湘西世界。 这位老头身上所意味着的,恰恰是五

四启蒙话语所难以言说的东西,是那种与文明世界的巨

大反差,是一种被文字所遗弃的沉默与喑哑。
因此,沈从文在这里通过一种媒介化的观照,所发现

的依然是某种难以被中介化的存在,他发现的依然是符

号与自然之间的壁垒。 但沈从文有时候并不将符号与自

然的对立绝对化,甚至他也会有意识地在一套符号系统

中来观照自然。 在《湘行散记》的开头部分,我们可以看

到这样的例子:

朋友还是个爱玩字画也爱说野话的人。 从

汽车眺望平堤远处,薄雾里错落有致的平田、房
子、树木,全如敷了一层蓝灰,一切极爽心悦目。
汽车在大堤上跑去,又极平稳舒服。

朋友口中糅合了雅兴与俗趣,带点儿惊讶

嚷道:“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
“自然是画! 可是是谁的画?”我说。 “牯子

大哥,你以为是谁的画?”我意思正想考问一下,
看看我那朋友对于中国画一方面的知识。

他笑了。 “沈石田这狗养的,强盗一样好大

胆的手笔!”说时还用手比划着,“这里一笔,那
边一扫,再来磨磨蹭蹭,十来下,成了。”

我自然不能同意这种赞美,因为朋友家中

正收藏了一个沈周手卷,姓名真,画笔并不佳,
出处是极可怀疑的。 说句老实话,当前从窗口

入目的一切,潇洒秀丽中带点雄浑苍莽气概,还
得另外找寻一句恰当的比拟,方能相称埃我在

沉默中的意见,似乎被他看明白了,他就说:
“看,牯子老弟你看,这点山头,这点树,那一片

林梢,那一抹轻雾,真只有王麓台那野狗干的画

得出。 因为他自己活到八九十岁,就真象只

老狗。”
这一下可被他“猜”中了。 我说:
“这一下可被你说中了。 我正以为目前远

远近近风物极和王麓台卷子相近: 你有他的扇

面,一定看得出。 因为它很巧妙的混合了秀气

与沉郁,又典雅,又恬静,又不做作。 不过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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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不免脏脏的。”(《湘行散记》 226)

沈从文的这位“朋友”一方面有着和他笔下那些水手

同样自然自在,一种未被现代性知识所宰制的原始的生

命活力。 但他又和那些水手不一样,那就是他是一位有

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的人,特别是对与中国古代绘画的

鉴赏,应该说是一位行家。 因此,自然与文化在他身上糅

合为一体。 他们之间的对话围绕着关于风景的欣赏而展

开。 但这种风景已经放置于一种“视觉成规”之中而被把

握。 风景之美的发现的过程也是一种将“视觉成规”映

现、叠加于自然的结果。 在这里,“中国画的知识”成为这

种猜谜游戏的必不可少的支援背景,没有对中国艺术史

的一种非常专业的素养,这种猜谜游戏就无法有效地进

行。 在这里,无论是这位“朋友”还是沈从文,都是这方面

的行家里手。 但这不是一种对绘画本身的鉴定,而是用

眼前的风景来印证艺术史的某种风格,或者说这是一种

将自然风景媒介化的过程。 浅见洋二通过对中国古代诗

画关系的研究,指出“通过绘画这一框架,在与绘画类比

(analogy)的基础上来把握风景”(《“天开图画”的谱系》;
浅见洋二　 25)的意识在唐代诗歌中开始出现,在宋代诗

歌中则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照风景的方式。 而且,在这里,
风景与绘画之间的类比不是一种泛泛的做法,而是精确

到某位特定的画家,某种特定的风格。 在沈从文看来,眼
前的风景与王原祁(麓台)的作品(甚至精确到他的某幅

扇面)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 自然与历史在此重合。
值得追问的是: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眼前的风景还是

记忆中的绘画呢? 眼前的风景使他想起了记忆中的风景

(绘画),抑或是记忆中的绘画使他“发现”了眼前的风景?
浅见洋二在对中国古代的“风景如画”观念进行梳理时指

出:“绘画的映像先行于真正的风景,可以决定眺望风景

的诗人眼光”(54)。 而且,在这里,沈从文眼中的自然似

乎因为这样一种对艺术史传统的引证而更显意义非凡。
而且,如果我们试图进一步深究对话中所涉及到的

王原祁(麓台)的山水画语言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我

们会发现,王原祁的所有艺术创作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

种直感经验的自然,而是被大量古人的成规所笼罩的自

然。 如果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稍有了解的话,就知道中国

山水画从明代开始经历了一种从直观自然到注重古法的

重大转折。 而且这些画家的眼中所直接感知到的自然本

身也往往被记忆中的前人的作品所涂抹而生发出新的

意义。
就笔法规范而言,从宋元以来所逐渐成熟的各种皴

法成为表现自然肌理的一种独立的艺术符号,“皴法是山

水画技法中概念化(程式化)非常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大
自然是千变万化的,但‘法’就是‘绘画自然’的不断重复。
皴法是局部相同的力量、笔迹、长短的符号组合,在局部

操作中,画家可以不假思索地尝试机械劳动的快乐,这一

点与西方绘画完全不同” (谷泉 40)。 而所有皴法中,由
于董其昌对文人画传统的梳理和标举,使得披麻皴在元

明以后逐渐获得独尊的地位。 而在沈从文与他的朋友的

这段对话中出现的两个绘画史人物———沈周和王原

祁———都是文人画谱系中的代表人物。 沈周是明四家之

一,而王原祁则是清初“四王”中最重要的一位。
这种复古画风的最杰出代表无疑是清代的“四王”,

而“四王”中最具代表性的又是王原祁。 王原祁认为“画
不师古,如夜行无光”(王学浩 422)。 他进一步强化了由

董其昌所确立的文人画谱系,并恪守南宗画派的画法,董
源、巨然这些南宗画派的先驱被他奉为正法化身,或绘画

传统中的圣人:“画中有董、巨,犹吾儒之有孔、颜也” (王
原祁,“麓台题画稿” 222)。 并且在他那里,传统的笔法、
构图进一步程式化,披麻皴及有限的构图方式被不断地

重复,成为创造的不二法门。 由此,影响到整个清代主流

的绘画传统,艺术家在创作时不再需要面对自然,而只需

要不断熟悉既有的绘画成规。
那么,在沈从文这里,眼前的自然风景由于被王原祁

的作品所叠加与映现,是否在自我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

种符号的屏障呢? 由于王原祁的介入,河堤上的远山对

于观看者而言就丧失了其直接可感性? 或者恰恰相反,
正是王原祁的绘画语言唤醒了沈从文的直感经验,使他

更真切地看见了眼前“潇洒秀丽中带点雄浑苍莽气概”的
风景? 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更何况,王原祁的作品

本身也已经重叠了太多过往的艺术史语言。
这样一种对艺术史的有意识征用是否仅仅只是一时

兴起的现象呢? 并非如此,在《湘行散记》及《湘行书简》
中,那样一种通过前代作品来观照自然 ( to see Nature
through Art)①的意识时有流露。 沈从文不但常常有“风景

如画 ” 的 感 叹, 而 且 明 确 在 自 然 风 景 与 视 觉 成 规

(convention)之间进行有意识地比较,比如以下几段:

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绘好景致,
但对于当前的一切,却只能做呆二了。 一千种

宋元人作桃源图也比不上。 (《湘行书简》 139)
千家积雪,高山皆作紫色,疏林绵延三四

里,林中皆是人家的白屋顶。 我船便在这种景

致中,快快的在水面上跑。 我为了看山看水,也
忘掉了手冷身上冷了。 什么唐人宋人画都赶不

上。 看一年也不会讨厌。 (《湘行书简》 138)
吃完了饭站到外面看看,我无法形容所见

的一切。 总而言之,此后我再也不把北平假古

画当宝贝了。 (《湘行书简》 207)
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德长堤那张画不? 那张

窄的长的。 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
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

本领画出了。 (《湘行书简》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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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真让人怀疑沈从文是不是带着艺术史图

册在进行这次旅行。 沈从文在这里同样强调了直感经验

与艺术史范例之间的差距,强调了直感经验本身的重要

性,但是无可怀疑,沈从文的直感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已

经是一种视觉成规的产物。 因为他对于风景的描述所呈

现出来的视觉结构,已然与中国古典山水画的典型构图

模式之间有一种互文关系。
11 世纪下半叶山水画大师郭熙在其山水画论著《林

泉高致集》中提出了山水画的“三远法”:

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

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郭
熙,“林泉高致” 23)

这“三远法”构成了中国古典山水画的基本构图语

言,我们发现,在沈从文有关风景描写的地方,也体现出

与这种绘画性构图模式的一致性:

高远: 这地方是个长潭的转折处,两岸是高

大壁立千丈的山,山头长着小小竹子,长年翠色

逼人。 这时节两山只剩余一抹深黑,赖天空微

明为画出一个轮廓。 (《湘行散记》 241)
高远: 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耸,被

夕阳炙成一个五彩的屏障。 (《湘行散记》 277)
高远: 千家积雪,高山皆作紫色,疏林绵延

三四里,林中皆是人家的白屋顶。 我船便在这

种景致中,快快的在水面上跑。 (《湘行书简》
138)

高远、深远并用: 两山碧翠,全是竹子。 两

岸高处皆有吊脚人家,美丽到使人发呆。 并加

上远处叠嶂,烟云包裹,这地方真使我得到不少

灵感! (《湘行书简》 139)
平远: 街市尽头河下游为一长滩,河上游为

一小滩,每当黄昏薄暮,落日沉入大地,天上暮

云为落日余晖所烘炙,剩余一片深紫时,大帮货

船从上而下,摇船人泊船近岸,在充满了薄雾的

河面,浮荡着催橹的歌声,又正是一种如何壮丽

稀有的歌声! (《湘行散记》 275—76)
平远: 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

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 (《湘行散记》
270)

平远: 小船去辰州还约三十里,两岸山头已

较小,不再壁立拔峰渐渐成为一堆堆黛色与浅

绿相间的邱阜,山势既较和平,河水也温和多

了。 (《湘行散记》 250)

这样的风景描述所具有的画面感无疑是典型的中国

山水画式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沈从文的风景描写

中,高远与平远式的描写占据了主要部分,而很少看到有

深远的描写的文字。)很显然,沈从文不仅有意识地将湘

西的自然山水与中国古典绘画进行比拟,而且在文字媒

介与绘画媒介之间,沈从文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互文性。
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构图形式在这里转换为一种风景描写

的文字组织形式。 应该说沈从文的“看的方式”是一种非

常古典的观照方式。 沈从文对中国古典的绘画语言是非

常熟悉的,在这次湘西之行中,他不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

了他所感知到的一切,而且以画笔描绘了他所看到的

风景。

三、 书画船: 行旅、绘画与风景

沈从文的文学行旅包含着重要的现代性内容,而旅

行与现代性的关联在西方的“旅行理论”中有着深入的研

究,这些学者认为旅行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行为,属于跨

文化的实践,涉及在与他者的接触中对自我形象的建构

问题。 沈从文这次湘西之行同样涉及文化的接触与交换

问题,只是在沈从文身上,身份问题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微

妙: 对于湘西人而言,沈从文是城里人,而对于城里人而

言,沈从文又像是“乡下人”。 沈从文试图进入到完整的

乡土经验之中,但是如果没有都市文明的眼光,又如何能

发现乡土经验? 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对乡土经验的意义

的领会,又如何展开对都市文明本身的反思? 沈从文的

回乡之旅一直包含着一种对“自我”的反复诘问,体现出

自我形象建构本身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同样体现

在沈从文一方面对书写文明本身的怀疑,既包含着对“五
四”新文化的从西方过来的启蒙价值理念的怀疑,也包含

着对中国古典的某种变味的名士作风的不满,比如他在

《桃源与沅州》中讽刺那些携了《陶靖节集》 《诗韵集成》
来桃源寻幽访胜同时又寻花问柳的“风雅”文人。 但是沈

从在反思书写文明对乡土经验的遮蔽时,却又自觉不自

觉地用文人画的眼光来观照湘西的山水,而“文人画”的
概念本身就是中国古典书写传统的产物。

图 1　 明代版画中的书画船形制(傅申据明
代版画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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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沈从文这次回湘之旅是一种现代性的旅行的

话,那么,它同样也源自一种古典范式。 《湘行书简》和

《湘行散记》所记述的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船上的经验,坐
船行旅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是非常常见的。 特别在宋代

以后,士人参与科举考试,或游宦、游学,或拜亲访友,旅
行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而在旅行的交通工具上,
往往是舟车鞍马,②而在船上写诗画画也成为中国艺术史

的一种重要传统。 图 1 是艺术史家傅申根据明代版画所

绘制的当时书画船的一种形制(傅申 159)。 但傅申认为

这一关于书画船的图像过于夸张,因为书画船的概念不

仅在于在船上运载书画,更在于利用船上空间以及从船

舱所看出去的流动的风景来绘制图画。 很多我们今天所

见到的山水画都是当时文人们从船上所见到并画下来的

风景。 图 2 是沈从文《湘行散记》中的一页插图,是用钢

笔勾勒出的船舱一角。 我们可以看到有点燃的蜡烛,有
墨水瓶,还有随意散放的书籍,其中一本是沈从文的《月
下小景》,还有水果和一个行李箱。 沈从文在船上看风

景、写文章、校订书稿,并且作画,应该说是古典文人的

“书画船”传统的一种体现。 宋代的米芾有一艘专门的

“书画船”,他的一些作品就是在船上绘制的。 黄庭坚《戏
赠米元章》:“万里风帆水著天,麝煤鼠尾过年年。 沧江静

夜虹贯日,定是米家书画船” (黄庭坚 563)。 后来,在船

上写生作画的传统就更为普遍了。 据传李龙眠所作的

《潇湘卧游图》所呈现的风景就只有在船上才能见到,而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也是行舟过程中所见的风景。 傅

申指出:“现在的交通都靠汽车了,没有人可以在汽车里

面画画的。 所以‘书画船’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很特

殊的现象”(傅申 158)。 据傅申考证现在所见到的绘于

船上的作品,董其昌的最多,而且他的一些船上的作品是

为朋友所作。

图 2　 沈从文《湘行书简》插图:“我的船舱
一角”

而且在董其昌这里,他不仅简单地在船上画所见到

的风景,而且他有一种非常自觉的将自然山水与他记忆

中或随身携带的古代山水画进行比照的意识。 可以说他

是透过船舱,有意识地用一种“如画”的目光来把握风景。

比如他在董源的《潇湘图》上前后有好几次题跋,是因为

他从潇湘回来后见到董源的一张画,题签已经模糊了,但
却和他见过的潇湘风景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又知道董

源有一张画就叫《潇湘图》,所以他就认定这张画就是潇

湘图,并加以题跋;等到第二次他坐船又去潇湘时,不忘

随身带着这张画,并将画和潇湘风景加以对照:“秋日乘

风,积雨初霁,因出此图,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虚得,
余为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良可兴感” (“画旨”
696)。

在董其昌这里,潇湘已然成为一种视觉陈规,成为一

种贡布里希所谓的“预成图式”,当下所见已然是传统视

觉图式作用下的产物。 他不仅透过董源的“图式”来把握

潇湘风景,而且透过米元晖的图式来观照洞庭湖:

米元晖作潇湘白云图,自题“夜雨初霁,晓
烟欲出。”其状若此,此卷予从项晦伯购之。 携

以自随,至洞庭湖,舟次斜阳蓬底,一望空阔长

天云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 自此每将

暮,辄卷帘看画卷,觉所携米卷,为剩物矣。
(“画旨” 698)

眼前风景和米家父子的墨戏的惊人的一致性使得董

其昌不再需要看米元晖的画,卷帘所见无非就是画卷;这
里风景和图式已经合二为一了。

董其昌这种通过前代作品来观照自然( to see Nature
through Art)的意识和前面我们分析的沈从文那样一种

“如画”意识真是惊人的相似。 但在这种相似中又有着重

要的区别,那就是潇湘作为一种“图式”在中国古代诗歌

和绘画中很早就形成了,在盛唐时期,潇湘风景就成为绘

画题材,而在晚唐五代时期,“潇湘”图式似乎就成了一种

定型,以屏风画的形式非常广泛地存在日常生活中。 比

如《图画见闻志》记载五代画家黄筌就创作的《潇湘八景

图》。 “在整个唐五代时期,潇湘作为绘画题材的风景胜

地广为人知,与此同时,通过绘画这种媒体(media),潇湘

风景也在诗人之间广为流传,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

了一定地位”(《闺房中的山水及潇湘》;浅见洋二 105)。
所以,在这里董其昌即使没有见到董源的那幅画,也有一

些既成的“潇湘”图式供他去“发现”潇湘。 但是与之相比

较,对于如何表征湘西山水而言可以利用的“预成图式”
就匮乏得多。 尽管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多

少与湘西有些关系,但作为一种视觉图式的湘西形象在

绘画史上却是相对贫乏的。 而且,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中所描述的相对单纯的“武陵”风景比起沈从文一路上所

见种种变换的奇险之境而言,就相对过于单纯了。 不仅

很难从中国绘画史的图库中找到一种对应的图式,而且

很难从文学史的传统中找到一种合适的描绘方式甚至恰

当的词汇。 这也是沈从文在行旅中试图有所表达却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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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感到无能为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沈从文也反感那种将湘西放到一个固定的图式中去

的简单而粗暴的做法,比如因为读了《桃花源记》就把桃

源想象为一个“洞天福地”。 但沈从文又深刻地意识到,
如果不借助一种基本的图式,那么对真实的感知也是不

可能的。 所以,他一方面质疑文字,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

运用文字;一方面感到绘画无法传达直观的经验,另一方

面却又时时用绘画图式来呈现两岸风景。 当然,在他看

来,文字相对而言不如绘画,绘画更适合表达一种直感经

验和无言之美。
《湘行书简》1991 年由沈虎雏整理发表时,根据沈从

文原稿附了 12 幅插图,其中钢笔速写 7 幅,炭笔和彩色蜡

一起做的彩色速写 5 幅。 这些作品除了一幅描绘船舱内

部的钢笔速写外,其余全部是描绘从船舱看出去的两岸

风景。 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天气太冷,沈从文所画的作品

还要更多些。 沈从文在回湘路程中以绘画的方式来描绘

湘西,并不是在路上产生的即兴行为,而是深思熟虑的做

法。 他对张兆和说:“我路上不带书,可是有一套彩色蜡

笔,故可以作不少好画” (《湘行书简》 116)。 “好画”包

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所描绘的风景本身的优美,二
是指描绘风景的技巧的成熟。 沈从文似乎对自己绘画的

水平多少有点自信。 事实上,朱光潜先生认为沈从文是

一位画家(朱光潜 492),黄永玉则认为表叔的画“是一种

极有韵致的妙物”,沈从文还答应黄永玉“哪一天用一些

好纸给你画些画”(黄永玉 172)。 事实上,沈从文在保靖

给陈渠珍当书记的时候,曾经利用陈渠珍的收藏,深入研

究过古画。 1923 年当沈从文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的十字

街头,他深深地被一排排店铺中的古玩、古画、旧瓷器所

吸引,他无钱购买,他用他的心欣赏,用他的眼睛记忆”
(巨文教 277)。 沈从文后来在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及鉴定

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学养和敏锐眼光与他早年对中国古

代绘画的长期浸淫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对绘画的热爱还

体现在 1928 年的时候沈从文曾经想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跟随刘海粟学习绘画。 绘画已经成为沈从文生命的

一部分,成为他理解世界、理解他人的一种媒介和视野。
他在 1949 年初写的一篇“美学遗嘱” (王风 12)中指出:
“我有一点习惯,从小养成,即对音乐和美术的爱好,
[……],认识我自己的生命,是从音乐中而来;认识其他

生命,实由美术而起”(“关于西南漆器” 20)。
所以,当我们看到《湘行集》中不但大量出现将绘画

与风景进行比照的描写,而且出现了与文字本身相搭配

的绘画时,就不能简单地将绘画与图像问题看成是作品

的可有可无的点缀。 如果我们对文本进行细读,就会发

现沈从文对文字难以传达直感经验的焦虑以及对文学与

图像的关系思考在《湘行集》中反复出现,成为其中的非

常重要的内容。
而《湘行散记》在 1936 年 3 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时,

图 3　 沈从文“沅陵近边　 在小木船上”《湘行散记》
插图

图 4　 董其昌《山水图》册第七开　 故宫
博物院

除了文字部分外,还有一幅在沅陵的小木船上所绘的江

岸风景(图 3)。 此图为毛笔纸本,在收入《沈从文全集》
时,由于图片较长,被分解成两个版面。 “沅陵近边的风

景”以盘曲的墨线勾勒出丘陵和山石的轮廓和肌理,山脚

点缀零星的树木与房屋。 这种纯以概括化的线条来表现

物象的手法看起来似乎有些概念化,以至于王德威先生

认为“几乎有西洋现代主义特色”(王德威 125)。 但如果

对中国古典绘画语言比较熟悉的话,其实不难看出沈从

文的这幅画是一幅典型的传统山水画。 那些勾勒山石轮

廓和肌理的粗细不一的墨线其实是中国山水画的最基本

笔法: 皴。 皴本来指褶皱和肌理,皴法就源自用毛笔在纸

上的摩擦运作来表现自然界的地质结构、山石纹理、阴阳

变化、凹凸褶皱。 所以中国绘画史上不同地域的画家根

据其所熟悉的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从自然山水中总结、概
括出了不同的皴法,如巨然的“披麻皴”、范宽的“雨点

皴”、李成的“钉头皴”、郭熙的“卷云皴”、李唐的“斧劈

皴”、马远的“大斧劈皴”,等等。 清代郑绩所谓“十六家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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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十六样山石之名也。 天生如是之山石,然后古人创

如是之皴法。 如披麻即有披麻之山石,如斧劈即有斧劈

之山石”(郑绩 951)。 沈从文没有经过专门的绘画训练,
但他却深入地学习过书法,至少在用笔上还是有一定的

感觉的,再加上对古典绘画的学习,他能以他自己的理解

来概念化地运用中国绘画的最基本的技法,就是那种拉

长的墨线来表现山石起伏的节奏和律动。 这种拉长的墨

线其实正是中国文人画的核心笔法: 披麻皴或由披麻皴

发展而来的解索皴。 虽然由五代以来,中国山水画发展

出了性格多样的笔法,但在后来披麻皴却一家独大,成为

文人画的正统笔法。 我们可以在五代时期的巨然、董源

的绘画中看到这种笔法的成熟运用,到了元代黄公望那

里,披麻皴进一步成熟,并固化为文人画的最基本的程式

化语言。 这种技法经董其昌的进一步提炼、发挥以及对

之进行理论化的阐发,基本上成了文人画纯正血统的标

签。 董其昌指出:“画家皴法如禅家纲宗,解者希有”(《董
华亭书画录》 14)。 又云:“书家之结字,画家之皴法,一
了百了,一差百差”(“书品” 599)。 我们可以在董其昌的

《山水图》册(图 4)中看到这种笔法的典型特征,即用轻

松的、律动的线条来表现山石的曲折的轮廓和变化的肌

理。 这些笔法已然是程式化的,但比起沈从文那种平均

分布的流动的线条而言,就显得自然多了。 沈从文的这

幅画不仅受条件和材质的限制,也与技法的不熟练有关,
因而带有更多的平面化的特征,近景和远景完全被拉到

一个平面上,虽有线条疏密和粗细对比,但却没有浓淡变

化,有点将山水画版画化的味道,容易让人想到《芥子园》
中的山水画图谱。 在董其昌那幅画右边最高山峰的峦

头上,可以看到传统山水画中常见的豆瓣皴或所谓苔

点,这是对山峦交叠处的植被的暗示性描绘。 从沈从文

在小木船上所绘的沅陵风景的绘画中,同样可以见到这

种点缀在最高山峦上的豆瓣皴或雨点皴之类的墨点。
这种在峦头上加墨点以增加山石的苍润是传统山水的

常见手法,比如元代王蒙的很多画的山头处就多附以墨

点(图 5)。 当然,比较起来,沈从文画中山头处的墨点是

大了点。
披麻皴源自巨然、董源、黄公望等人对于江南松软、

温润的土质丘陵的表现,湘西虽然属于南方,但是其地理

及山石特征却并非完全像江南那样一派清秀,而往往表

现出突兀峭拔,壁立千丈的武陵地貌特征。 这种以石质

为主的高耸的山峰在沈从文坐船归家的路途中时时映入

眼帘,这些山过于雄壮,“太奇太好” 以至于 “不能画”
(《湘行书简》 145)。 披麻皴无疑与一种古典的、优美的

美感经验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沈从文而言,湘西的风景

往往超越了既有的符号系统和视觉成规加以表征的可能

性,从而变成了一种动摇所有可依据的意指系统的崇高

体验。 而这种体验直接关联着对一种安稳的主体性幻象

的瓦解。 所以,沈从文的文字和绘画中包含着一种无所

图 5　 王蒙《煮茶图》局部(私人收藏)

依傍、无所依据、无处立身的焦虑,而又不得不调动、挪用

各种陈规去表征那种不可表征之物的无可奈何。 这种对

不可表征之物的表征就构成了文本内部的不确定和不稳

定,也构成了文本的多义性和丰富性。

图 6　 沅陵附近风景照片

在表现沅陵近边的风景(图 6)时,沈从文还试图用传

统的笔法语言来描绘眼前所见,但那种清淡松活的披麻

皴在他的笔下已然变成了一种世界本身的流溢汹涌,变
成了一种对不可表征之物的表征。 正是这种特征使得王

德威认为这幅画“有西洋现代主义特色”,如果我们从“崇
高”的范畴来理解这幅画中不受控制的线条的流动的话,
这幅画确实体现了某种“现代性”。

沅陵近边的山虽然令他惊叹,但这些山毕竟不那么

太高,还是可以试图放到传统的山水图式中去加以处理。
但是,当沈从文在沿江两岸看到那些更高的山时,他确确

实实感到了传统绘画语言的无力。 他甚至无法用有效的

文字语言描绘这些挺立而上的山:

眼看这些船筏各戴上白雪浮江而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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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扬着红红的火焰同白烟,两岸高山则直矗

而上,如对立巨魔,颜色淡白,无雪处皆作一片

墨绿。 奇景当前,有不可形容的瑰丽。 (《湘行

散记》 259)

这种将山看成“巨魔”的体验中确实包含着一种既有

经验的溢出,传达了某种特殊的现代性的意味。

图 7　 沈从文《湘行书简》插图

《湘行书简》的插图大致包含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经

典的传统图式的构图,另一种则是溢出常规的对不可表

征之物的表征。 前者如图 7,江岸边的错落有致、深浅不

一而舒缓起伏的丘陵,这种平远的景致是中国文人画中

最常见的一种构图。 这是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所说的

“小阜平冈”的景致:

三三,我的小船快走到妙不可言的地方了,
名叫“鸭窠围”,全河是大石头,水却平平的,深
不可测。 石头上全是细草,绿得如翠玉,上面盖

了雪。 船正在这左右是石头的河中行走。 “小
阜平冈”,我想起这四字。 这里的小阜平冈多

着……(《湘行书简》 145)

“小阜平冈”四个字包含了他对这类风景的全部感

受,而这种感受却有着某种潜在的“文本间性”。 他在写

给张兆和的书简中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小阜平冈”四个

字,我想是因为在 1928 年沈从文发表的一首著名的诗歌

《颂》中出现同样的文字:

说是总有那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
一草一木我全都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

……(沈从文,“颂” 128)

这几句诗中,女性的身体、行旅与自然之间构成一种

奇妙的隐喻。 整首诗的风格既带有心驰神往的想象,又
表现出庄重虔敬的态度。 这首诗写于沈从文追求张兆和

的时候,背后所蕴含的意味是非常微妙的。 而当沈从文

在新婚之后不久回到湘西,看到鸭窠围两岸的风景又想

起了六年前那首诗中所使用的语汇,并不忘在书简中刻

意重复两次,用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做结,包含着外人不易

看出的隐秘情话。 他想张兆和在读信时应该也是心领神

会的。 “小阜平冈”的隐喻还出现在后来的《看虹录》中:
“我喜欢看那幅元人素景,小阜平冈间有秀草丛生,作三

角形,整齐而细柔,萦迴迂徐,如云如丝” (沈从文,“看虹

录” 338)。 山水、绘画、女性身体图景的奇妙叠加可视为

以文明的形式来改造爱欲的尝试。 在《湘行书简》里,沈
从文眼中的“小阜平冈”既隐藏着与女性身体有关的爱欲

指涉,同时又包含着他对湘西山水那样一种近乎泛神论

式的叹赏。 总体而言,这种类型的湘西山水更多地属于优

美的范畴,它引起一种令人亲近与愉悦的感受。 它和前面

所看到的直矗而上,对立如巨魔的峭壁所引发的体验一定

是有差别的。 这种“小阜平冈”的景致是最容易用传统图

式加以把握的,它尤其适合用从文人画传统中发展而来的

平远式构图加以表达。
如果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个局部(图 8)进

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着相似的疏落旷远的趣味,只是

沈从文的作品中稍稍多了点“野趣”而已。 可以说,传统

的图式或贡布里希所谓的 “习得的语汇” ( acquired
vocabulary)(贡布里希 128)给了沈从文把握湘西山水的

某种能力,使得与江南文化有关的绘画图式能够在新的

情境中加以改变、调整,以适应观照新的风景的需要。

图 8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局部　 台北故宫
博物院

而沈从文的另一幅插图“白楼潭远望、近望”(图 9),
从构图的角度来看则很难在传统绘画中找到先例。 这幅

画是将在白楼潭所见的同一处山峰分别以远景和近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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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画到同一张纸上。 山峰的轮廓以炭笔写出,用笔轻

松,很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特征,但以近景表现出来的

山峰却过于突兀高耸,以至于占据了整页纸的一半。 中

国古典山水画中虽然有“高远”构图法(见图 10),但是这

种对高峻山峰的表现是通过一系列相对低矮的近景和中

景的过渡衔接而逐渐表现出来的,不像沈从文这幅画没

有任何过渡而直接让近景占据整个画面的一半。 它体现

出一种被崇高的美感所捕获的那种巨大的力量。

图 9　 白楼潭远望、近望《湘行散记插图》

图 10 　 范宽《溪山行旅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崇高美学关涉到一种无法被既有图式规范的自然的

原初力量。 沈从文一再指出湘西河流上的行船所可能遭

遇的种种危险,那些急流险滩随时都有可能将船只和船

上的人吞没。 在这次水上行旅中,他所乘坐的船只就差

点翻掉,而他也眼见好几处船难。 生命在这种严峻的自

然面前所体现出来的脆弱性,以及自然本身那种无法明

言的“天地不仁”(张新颖 10)都溢出了文人画传统以及

五四启蒙话语的范式。

四、 语言与世界

之所以在此大费周章地进行绘画史的梳理,是因为

这里关涉到沈从文对语言媒介与世界呈现之间的关系的

更深层的看法。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沈从文是受五

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而走向文学道路的,而且,沈从文的

创作本身也是新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精神深

处,沈从文对于新文学所标举的工具化的语言观是持怀

疑态度的。 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那里,白话文是一种

透明的语言,它能够真实而完整地再现世界,从而批判社

会、改造社会,实现国民性的重新塑造。 有学者已经指

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语言是什么?’的领悟,主要依

据现代西方人道主义语言观” (郜元宝,“同一与差异”
77)。 这样一种人道主义语言观将语言作为人宰制世界、
操控世界的一种工具加以理解和实施,“这种语言观并非

西方传统的全部,只是西方传统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

产物,此特定历史时期,就是西方思想形而上学化的‘现
代’”(77)。 而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之所以对文言文大加挞

伐,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文言文与日常的口语生活

世界相脱离,所谓“言文不一”,只有通过白话文,才能达

到文学语言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密合无间,所谓“言文合

一”。 “言文合一”的理想中隐含着一个无需进行论证的

前提,即文学通向现实的方法是一种反映论的方法,即将

生活世界的存在形态尽可能真实地照搬进文学中来。 因

此,现实生活中既然用口语进行交流,那么文学对这种生

活的呈现必然要在语言层面体现这种口语化。 在这种观

念中,白话文是一种反映现实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思维方

式。 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被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先驱所意识到。 他们忽略了文言文与白话文并不

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

式而存在的。 特别是随着大量西方词汇及语法对汉语言

的重新规范,白话文不仅是一种呈现现实的工具,而且也

成了遮蔽古典世界观的一种“言障”。 “新词汇积累到一

定程度就导致汉语质变。 我觉得列文森的说法虽然早

出,却超越了简单归纳法,更具启示性,尽管只是几句猜

想。 西方文化通过语言冲击第一步带来新词汇,第二步

带来新语法。 语法改变了,潜在语法下而的思维方式才

会改变”(郜元宝,“汉语之命运” 16)。 五四新文化运动

诸种有关文白之间的争论大多是在一种语言工具论视野

下展开的,无论是白话文的鼓吹者还是文言文的捍卫者,
都将语言简单的理解为呈现世界的工具。 而忽略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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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或者我们可以说,白话文本身是一种语言工具论意

识形态下的产物,它隐含着人通过语言对世界实施的宰

制和操控。 “语言只是人的工具,那么作为工具的语言文

字,当然绝对处于人力人意控制之下,任意驱遣语言文

字,于是成为人的本质和人的力量的一种足以引为骄傲

的证据,而所谓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艺术的本质,也就必然

理解为人骄傲地驱遣语言文字的能力。 艺术家驱遣语言

文字,和相信强力的知识分子改造语言文字,所依据的就

是完全相同的工具论语言观”(郜元宝,“现代” 41)。 而

古典的语言方式(不仅是文言文,而且包括与这种言说相

关的艺术表达方式)则没有这种野心与自负。 在中国古

典文化中,符号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很少被等同于一种表

征的关系。 在符号与世界,符号与意义之间,存在着一种

非常明确的有限性意识,所谓言不尽意,也就是符号难以

一一对应地镜像式地反映世界。 从这种语言怀疑论出发

产生了中国诗学特有的处理符号的方式,即“立象尽意”。
意象居于语言与存在之间,以一种暗示的方式来言说整

体性的道。 意象不是事物的摹写,而是一种概括化的

形象。
而且,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化中,符号与世界的关系也

不是截然二分的。 也就是说符号并未被认为是与世界相

对立的一种抽象的、虚构的附属物,而是“与天地并生”,
所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孔颖达 293)。

这不仅是词汇和语法的改变,而是整个思维方式、生
存方式的改变,是感知方式与意义获得方式的改变,意味

着那种完整的古典世界,那种天人合一的世界的瓦解。
于是语言与道的关系便分裂了。 语言不再自然而然地呈

现那整体意义的道,它不再是有灵性的存在,而是要从属

于、屈从于一个意义日益贫乏的世界。 与此同时,语言被

认为是透明的,那是因为假设语言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口

语世界达成一致,能够真实(但却不是完整)地再现那个

口语的世界。 这是一种建立在现代主客体哲学基础上的

语言观,语言不再天机自显,而是人去掌控现实的一个

工具。
正是在这里,沈从文虽然以白话文进行文学实践,但

对包含在五四主流文学观念中那样一种语言与世界的不

加反思的思维方式却持深刻的怀疑态度。 其背后不仅有

着传统与现代的分野,而且包含着以东方思维(大道无

言,言语道断,语言无法完整的反映世界,语言只能以暗

示的方式来呈现世界)来反思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

语言观(相信语言能够完整的反映世界)意识。 他的风景

描绘中往往包含着有意识地对古典图式的挪用和再造。
比如前面引用过的“两岸是高大壁立千丈的山,山头长着

小小竹子,长年翠色逼人”,“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

高耸,被夕阳炙成一个五彩的屏障”,之类的文字,和陶弘

景《答谢中书书》中的那段“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两岸石

壁,五色交辉。 青林翠竹,四时具备”(陶弘景 95)。 两相

比较,难道不是可以看出在图式上的挪用和语言上的化

用吗?
但是沈从文并没有回归文言文的企图,文言文属于

一个过去的世界,而现实的湘西则存在于各种表征体系

(文字与绘画,文言与白话)的裂缝中,甚至在所有这些表

征体系之外。 但对于沈从文而言,文字的遮蔽性更大于

绘画,而绘画相对于他的直感经验而言,也是无力的。 无

论对于文字还是对于绘画,沈从文都是不得已而用之。
但他通过文字和绘画的并置互文,古典(立象尽意式地简

约的风景描写)和现代(白话文)之间的平衡综合,在各种

视觉成规和表征体系的裂缝间做种种补缀的工作,尝试

性地传达他感知到的完整的湘西;而实际上,那样一个湘

西永远只在裂缝中隐约地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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