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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苏文健C陈泽锟

摘C要#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 沈从文对苗
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 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
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
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 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
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
代性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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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自幼阅读旧小说的沈从文()'S&/)',, 年)
晚年曾指出#自己的创作之于古典文学!受总的
影响"(第 )( 卷 *&()!$ 前现代的中国文学传统
在沈从文生命早年尚未因!被压抑"而断裂$ 古
代中国的文学遗产和!现代"作家之间的关联#不
应是一个可以被文学史回避的问题$ 在 &S 世纪
前半期曾经广泛流行的其他前现代文学作品对沈

从文有哪些影响1 其文学创作又是如何受到既有
文本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之影响的1 沈
从文小说作为!边地文学" (王晓文 )*+)的地方
性贯穿其文学空间///苗地///的建构#和其前
现代文学遗产中的苗地书写之关系如何1 鉴于
此#我们以清中期小说-野叟曝言.为中心#梳理
其与沈从文的苗地小说之间的承续#阐释沈从文
的!湘西"文学建构如何为前现代时期言说苗地
的文学遗产所塑造#包括古代中国认识苗地的
!知识系统"#及其小说所建构的*苗人视角下理
解苗地!情"与!中国性"之话语模式$ 传统文学
中的!中国性"问题意识启发了沈从文小说广为
学界讨论的!民族国家想象""#而!情"与!中国
性"交织的话语模式更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
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一& 明清文学的'苗地知识系统(

历史地看#!湘西"和!苗地"是两个相互重叠
的地理概念$ !湘西"一直是!苗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包括在广义的 !西南地区"之中 (赵树冈
.S)$ !湘西"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行政区
划#特指湖南省西部!辰沅道"所覆盖的区域(罗
维庆 罗中 (),!苗地"则泛指中国西南非汉族群
的世居地$ 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范畴并无严
明边界#泛指!云*贵*黔以及川南*桂西*湘西*鄂
西*西藏一带"(徐新建 ')$ 明清时期#!苗"成为
西南非汉族群的官方概称$ 在明清两代政策的推
动下#地图中的苗疆区域逐步缩小#晚清时#仅存贵
州和湘西一带#维持其与汉地的异质性(席会东
--)$ 位处中国腹地的湘西之所以会被称作!边"
城#正是由于苗文化在该地的生生不息#$ 因此#
本文多以!苗地"代指湘西#以突出其边地意涵$

沈从文以苗地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创作#可
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他常以!苗乡"命名#点明故
事发生在广义的苗疆#对具体时空的交代则十分

模糊#唯见-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提及
!皇上"#可知发生在中国帝制时期 (彭小妍
+,*/-)))$ 后期大致以 -月下小景. ()'+&/
)'++ 年)为分界(刘洪涛 )S,)#开始以!湘西"作
为叙事空间$ 在这些小说中#虽然叙事者不点明
人物的族性为!苗"#但故事中展现的非汉文化风
俗#如-边城.中的!走马路"#都指向了民国初年
的湘西///在经历明清的帝国治理后///苗文化
的仍然在场(袁先欣 )(*)$ 沈从文这两个阶段
的作品#我们均以!苗地小说"来指称$

!一" #苗地知识系统$
作为虚构作品#沈从文小说中的苗乡*湘西不

是对现实的透明反映和再现#而是建构性的#带有
想象性成分#蕴含着有意的观念表达$ 虽然沈从
文所呈现的苗地是一种文学建构#但也不全然是
想象虚构的产物$ 然而#作为苗地小说的基础#沈
从文获得苗地知识的途径#往往未被问题化$ 不
少研究先验地将之归于沈从文对!当地传统*风
俗及社会行为"的亲身经验和亲身听闻(张文东
(S)#甚至追溯到抽象的!巫楚文化"的影响(周仁
政 (+/',)#或认定小说中带有民歌*神话*传说
风格的片段是对 !民间文学"的吸取 (任晓兵
)&,)#这些均忽视其虚构的创造性$ 沈从文对苗
人传说的书写*对边城情爱的叙述#固然基于他在
苗地的具身经验和当地的口传知识#但前现代的
话语遗产却是难以回避的$ 在前现代中国#特别
是明清时期的汉语文本#已形成所谓的!苗地知
识系统"#成为知识分子理解西南非汉族群的主
流话语$ !苗地知识系统"引申自胡晓真的!西南
知识系统"#意指在现代民族学认识论下对西南
地区的田野调查所生产的知识成为主流话语以

前#古代中国历代!持续累积#相互参照或袭用"
言说西南的知识体系(胡晓真 *)$ 其中#对于西
南非汉地区即!苗地"的记述#正是其主要内容$

明清以前的汉语文献对苗地的记述并不翔

实$ 明清以来#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与知识分子
的流动#有关西南地区的官方书志和文人书写得
以涌现$ 这些记叙边地风土民俗的文本构成了一
个!知识系统"#在大江南北的读者和书写者之中
代代相传$ 这些由代表帝国中央立场的儒家知识
分子书写的*以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苗地知识自
成一套话语#对沈从文理解苗乡和湘西所产生的
影响显而易见#因为!苗地知识系统"在五四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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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S 世纪 &S/-S 年
代#正是中国!苗地知识"的转型期#出现了对苗
地民歌的收集*西方民族学方法指导下对苗地的
田野调查以及沈从文等苗地知识分子对苗地的文

学书写和历史表述(龙仙艳 -+/,&)$ 然而#这
些新兴的民俗*民族学及文学话语的缓慢生产与
传播#是与前现代中国的苗地知识的传承并行发
展的#并未能够取代后者///即使是 )'++ 年中国
官方首次在湘西开展民族学调查的报告中#作为
参考资料和引证出处的文献也充斥着!苗地知识
系统"内的文本#如-炎徼纪闻.-黔书.#以及沈从
文曾阅读的-苗防备览.$ 这印证了理解一个区
域*一个族群并不仅依靠第一手的亲身经验就可
以完成#既有的话语遗产仍然源源不绝地影响知
识生产者对当下的理解$

!二" %野叟曝言&与沈从文#思想的媒介世界$
-野叟曝言.由夏敬渠 ().S*/).,. 年)所

著#成书于乾隆年间().+(/).'* 年)#),,) 年又
重新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既在-字林沪报.连载#
又由多家出版社刊行#风行一时#!在都市公众和
文人圈内产生了跨界的轰动效应" (商伟 )**)$
这部章回小说书写明代苏州士大夫文白(文素
臣)游宦海内外*履及中国西南至欧洲大陆#以儒
家教化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故事#对中原以外的
风土人情有大量描摹#其中就包括中国西南的苗
地$ 虽然并非全文围绕苗地展开#但该书有长达
), 回(八十七回到一〇四回)的篇幅#记录了主人
公文白出征西南苗疆边地的故事$ 叙事者无不刻
画当地民俗#并对中原与苗地的文化差异作出评
论#建构了西南苗地的异域面貌$ 据沈从文在
-小说与社会. ()'-& 年)一文中对民国初年!旧
小说的流行"的言述#-野叟曝言.是与-红楼梦.
-聊斋志异.等并举的流行书目(第 ). 卷 +S))$
)'&' 年#该书再次以-原著古本2野叟曝言3.版
本发行#并数次刊印#)'+, 年被改编为京剧#这无
不昭示其持续的影响力$ &S 世纪前四十年间#该
书也反复出现在梁启超*鲁迅*林语堂*张恨水*聂
绀弩*赛珍珠等人的文章中$ -野叟曝言.在晚清
民初持续流行#意味着对于沈从文和他的同代人
而言#该书的可见度和经典性要远远高于!苗地
知识系统"中的其他文本$

现有史料表明#除了-苗防备览. ()'+- 年#
-从文自传.提及)#沈从文还阅读过!苗地知识系

统"中的-野叟曝言.一书()'+S 年#-中国小说
史.提及)$ 沈从文与-野叟曝言.的密切联系还
在于+第一#沈从文在-小说与社会.一文中将-野
叟曝言.作为民国初年()'))/)'&) 年) !旧小说
的流行"现象的例子#并将之归于!多书生和闺阁
仕女阅读"的类型#这正与沈从文在私塾接受教
育()')S/)'). 年) (宋剑祥 +))身为!书生"的
时间重合,第二#在-中国小说史.中#沈从文对
-野叟曝言.留下!欢喜卖弄学问#更处处显出书
生气"(第 )( 卷 &')的评论#认为其艺术价值未
超越-儒林外史.#写作技巧也不及-品花宝鉴.#
未给出较高的文学史评价#其!学问"就包括关于
苗地历史文化知识,第三#在 )'-, 年的-斥反动文
艺.一文中#郭沫若曾将沈从文和-野叟曝言.联
系起来#以!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攻击他#
这或由于郭氏认为沈从文!作文字上的裸体画#
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 (郭沫若 &,')#与铺陈性
爱描写的-野叟曝言.有所重合#或因为郭氏认为
不鼓吹革命的沈从文和文素臣一般!对封建统治
者忠心耿耿"#或因为-野叟曝言.和沈从文的小
说一样#都刻画了苗地的风土人情#承载了某种苗
地的知识$ 沈从文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 ()',S
年)时#对!关于苗族生活的一些作品#有人说大
多虚构#缺少现实依据"这一问题#不但未作出否
定#更有一段值得留意的言述+!从不想到-三国
演义.和-西游记.的真实性#却要求我的作品4真
实5$"(第 )( 卷 *&+)沈从文强调小说的虚构性#
也生动地点明文学建构是建立在先在的知识基础

之上的$ 沈从文的苗地小说既是一种虚构#也承
续了先前的文学文本///-野叟曝言.中有关苗
地的知识和话语#作为建构苗乡和湘西的话语资
源$ 这种种资源构成了沈从文创作苗地小说的
!思想的媒介世界"(F":08I%4D: %9$E0#50#U)(/01
384D3%-&/ -+)$ 沈从文苗地小说与-野叟曝
言.的关系#超越了狭义的!影响"关系$ 清末民
初流行的-野叟曝言.#正是沈从文身处的!思想世
界"的重要语境#成为其认知苗地的重要媒介#!苗
地知识系统"形塑了沈从文的苗地建构$

!三" 苗地知识的承续'从%野叟曝言&到沈
从文

叙述苗地时#-野叟曝言.尤其着墨于苗人的
婚恋制度和性别文化#这与明清文学的!苗地知
识系统"中既有的知识相互参照*引述和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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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地知识系统"中的其他文本也偏好通过婚恋
风俗的刻画强调华夷之别#建构出!男女交往自
由"和!婚姻自由"的苗地形象(胡晓真 -','&/
'+)$ !苗地知识系统"刻画异域婚恋的偏好#也
渗透到沈从文苗地书写中$

第一#非包办的苗地婚姻$ -野叟曝言.将苗
地婚俗建构为有别于包办婚姻的形式///!峒
例#必得男女两愿#不以父母之命压之,须去问了
女儿#再求叔爷作伐"(夏敬渠 ))&S)$ 在沈从文
笔下#婚恋自主同样被建构为苗地文化最显明的
特色#如-神巫之爱.+!照例族中的尊严#是长辈
也无从干预年青人恋爱$" (第 ' 卷 +,&)在男女
自主的非包办婚制下#-野叟曝言.进一步勾勒了
苗地婚恋体制的两个具体面向+一是!唱歌"成
婚#二是较为开放的性关系$ 二者往往接续在一
起+!苗民土例#唱歌交合#即遣媒议聘#择订婚
期$"()S../)S.,)这在沈从文笔下同样得到承
续#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写道+!他
们本分之一#就是用一些精彩嘹亮的歌声#把女人
的心揪住#把那些只知唱歌取乐为生活的年青女
人引到洞中来#兴趣好则不妨过夜#不然就在太阳
下当天做一点快乐爽心的事$"(第 - 卷 ),')

第二#对歌$ !唱歌"是沈从文小说中最常出
现的苗地风俗$ -媚金0豹子0与那羊.就将对
歌建构为世代传承的文化#男女之间的歌声是传
达!情绪"的媒介#具有使人神魂颠倒的力量$ 这
些!唱歌"的习俗#正与-野叟曝言.!男女婚配#俱
先赶墟,本地之人#必男女唱歌投合"()S.*)的言
述相呼应$ -边城.中的!走马路"#也延续了唱歌
成婚的传统$ 即使汉苗混杂的茶峒在儒家礼制的
影响下出现了车路和马路两种不同的婚恋方式#
!唱歌"仍然未曾消失$ 可见#!唱歌"在苗地文化
的建构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正如
即便是-野叟曝言.中!只爱华礼#不守峒规"的儒
家信徒篁姑#也仍然遵照!唱歌"的苗地婚俗$ 有
趣的是#篁姑所执意坚持的汉苗混杂的成婚形式
!第一#不上墟去唱歌#要兰哥到我家来#隔帘唱
和,第二#唱歌时#女儿若和了#便算允了亲事#不
就交欢#要行聘择吉#迎娶过门#合卺以后#才成婚
礼"())&S)#正与-边城.中翠翠所经历的婚恋故
事重合#其中隐秘的承续关系依稀可辨$

第三#相对开放的性与性别关系$ 所谓!开
放"是与汉地儒家的性与性别规范相比较而言

的#即与男女授受不亲的性别隔离*从一而终的性
禁忌相左$ -龙朱.和-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
节.中苗人男女在自然中阴阳相合#正与-野叟曝
言.中!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谓之交泰" !垌中风
气#男女唱歌#互相感慕#然后成婚" ())&))等苗
地知识相呼应$ 同时#在性别关系上#苗地也是开
放的$ -神巫之爱.写极了花帕苗女性追逐恋爱
的主动#!花帕族的女人#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猓
猓族男子打仗的勇敢"(第 ' 卷 +(')$ 小说描述
苗人性别相对平等的关系#和-野叟曝言.所述
!不分男女#见着都拉手抱腰"#乃至!有许多地
方#女人喜欢男子#便瞒着父母翁姑丈夫#与他私
偷"()))S)等一脉相承$

第四#!苗"的族群认识论$ -野叟曝言.所承
载的!苗地知识系统"在沈从文小说中的承续#还
体现在另一更为幽微但也更加深刻的认识论层

面#即前现代中国对于何为!苗"的认识$ 不同于
现代民族学将!苗"视作整体均一的民族#!苗地
知识系统"中的!苗"并非一个浑然的实体#实则
包含多个从属的族群的概称$ 在-野叟曝言.中#
苗地内部不同地域///不同!峒"///有着不同
的文化#人们以!孔雀峒"!大鹏峒"!辟邪峒"!葵
花峒"等地名进行自我认同#各峒中人对彼此差
异有着清晰认识$ 当地人并不以!苗"来理解自
身#而是认同于其所定居的地理位置#呈现多样纷
繁的族群构成$ 沈从文将笔下人物细分为更加具
体的族群#清晰地点明!苗"作为一个伞状名词的
复数性///即所谓的!各苗族" (-龙朱.)#包括
!花帕苗"*!白耳族苗人"*!乌婆*猓猓*花帕*长
脚各族"(-龙朱.)*!白脸苗"(-媚金0豹子0与
那羊.)*!花脚苗" (-旅店.)等$ 沈从文不使用
!苗"这一称谓#取而代之以汉苗混居的历史进程
中不同族群相互交融混杂所产生的新的!湘西
人"主体#同样是以地名作为族群身份的依归#
-边城.中的!茶峒"亦是一例$

其实#沈从文对苗地的再现#并未采纳现代民
族学的话语$ !他绝大多数时候用的4苗人5而非
4苗族5这一称呼#一直到 )'+' 年的-湘西.#仍然
使用4苗民问题5而非4苗族问题5$ 这些差异恰
恰说明#民族学划分西南不同人群的方式#对当时
的沈从文而言#是高度非自然的$"(袁先欣 )(,)
这敏锐地点明沈氏的作品对前现代苗地知识的接

受与承续+其对苗地的建构仍然沿袭!苗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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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言说苗人的方式$ -野叟曝言.中对于苗
地的书写#实质上成了某种史料或历史知识#可以
与沈氏的亲身见闻相互映照#更有助于他对!苗
地"这个有悠长的历史跨度的*有相对均质连续
的!传统"的文化和族群区域进行认知和认同$

二& '情(与'中国性(的话语模式

沈从文的苗地小说对-野叟曝言.的承续#不
仅在于小说所叙述的苗地婚恋风俗#及其对于
!苗"这一族群的认识方式沿袭自!苗地知识系
统"#更体现在对于苗地的建构延续了-野叟曝
言.中苗地当地人言说自身时所采用的!情"和
!中国性"相互交织的话语模式+在刻画苗地之
!情"的同时#言说了对于!何为中国"的独特理解$

!一" #情$与#中国性$'以本地人视角建构
苗地的话语模式

首先#通过围绕!情"的话语#-野叟曝言.将
苗地建构为一个有!情"之地$ 作为根植于儒家
传统的哲学概念#!情"指向人类生而有之的情
感*情绪$ 汉代以来#在佛教*理学的影响下#
!情"带上了负面含义#与!性" !理"等纯善的概
念相对立(黄卫总 &S/-,)$ 时至明清#理学家
式的!情否定论"之外#出现了肯定!情"的价值的
尚情思潮(合山究 *)/.&)$ 明清知识分子转而
对!情"抱持了正面的看法$ 通过对儒家思想的
重新阐释#!情"成为儒家秩序的核心*伦理道德
的根基#是忠孝节烈之所以成立的基础#甚至被视
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 尚情思潮的知识分子或
者强调!以礼节情"#坚持!情之正者"#或者在区
分!情"和!欲"*!淫"的基础上将!情"视作全然
的纯善#皆使得对!情"的崇尚与儒家伦理相调
和#而非冲突对立(刘紫云 )SS)$ 但由于!情"不
再被认为是同构于!理"的!性"之!已发"状态#
而是美德本身#是有着本体地位的!理"的源头#
因而获得了超越和更新既有儒家规范的潜力$

虽然在理论思辨中#!情"泛指君臣父子*夫
妻婚姻*友朋交谊等各种人际关系的心理动力#但
在实际言说中#!情"往往特指!浪漫爱"甚至性爱
中人与人的纯善情感#此般关系形式被视作实践
!情"的最高境界和最好场域$ 因此#尚情思潮往
往以对浪漫爱情的歌颂展现#并通过情爱乃至性
爱题材的小说和戏剧进入大众文化中去(高彦颐

,+/'-)$ -野叟曝言.弥散着尚情思潮的影响#
小说中频频出现!情"#儿女之爱中涌动的!情"被
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灭情即灭性$ 如槁木#
如顽石#虽生犹死矣6"()..')!佛*老惩世人之溺
于情#一切放弃#而并绝夫情#是因噎而废食也$"
().,S)-野叟曝言.也强调!情"与!淫"的分野
(黄卫总 &)S/&&+)#但是-野叟曝言.中的苗人
将!情"视作伦理合法性的来源///!王道必本乎
人情"())&))$ 在来自中原的文白和云北看来#
!这峒里是个没廉耻的地方#不分男女#见着都拉
手抱腰#爷长奶短的乱叫" ())S*)#是一个!无耻
之地"()))')$ 但是#从!情"的角度#男女授受不
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家礼制会产生!男女
之情不畅"的恶果#相较之下#苗地的情爱反而更
符合天地之道#这动摇乃至颠覆了儒家规范的先
验合理性$

其次#-野叟曝言.对苗地的文学建构#和
!情"相互纠缠出现的是!中国性"的话语$ !中国
性"概念强调现代意义的!中国"这一文化*族群
或国家的能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
群皆有着变动不居*错综参差的所指#因此需要对
!中国"进行历史化*语境化的理解 (;E%I )/
&-)$ 在-野叟曝言.中#充斥着许多区分!华夷之
辨"*界定!何为中国"的!中国性"话语$ 其中汉
人叙事者对于!何为中国"的言说#为追溯古代中
国的主流!中国性"话语提供了重要资源$ 华夷
之间的差异表征在于!文化"+!汉通西南夷之前#
闽*粤以外#即属异域#从古不通中国#未闻圣人之
教$"(夏敬渠 &))所谓!圣人之教"#即来自汉族
的儒家礼乐文明#定义了!中国"的范围$

有论者指出#!中国"最初是指黄河流域的区
域#是!华夏"这一政治体所居之处$ !华夏"逐渐
发展和确立了一套稳定的文化体系#成为判断族
群异同的内外标识$ 随着华夏族疆域的扩展#
!中国"覆盖的区域不断延伸$ !华夏"自视为一
个文化均质的族群共同体#当周围的地理区域被
新纳入帝国治理后#教化随之开展$ -野叟曝言.
言+!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国之制#除灭佛*老#
独宗孔圣#颁下衣冠礼制#用夏变夷$" (夏敬渠
),)*)对!中国性"的认识反映在清代对苗地的治
理中#延续明代对苗地的开拓#一方面!编户齐民"#
扩大对苗地的实际统治#另一方面搭配以文化工
程#使苗人!化生为熟"#最终被纳入!华"之中$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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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十八省的区域内#清帝国的统治者仍然利用或
接受了!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以汉地的
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为标准!化苗为
汉"(葛兆光 ))()$ 当然#这一进程并不均质#如
湘西南部的汉化程度始终未能成!熟"#因此其作
为华夏边缘的!苗地"地位便一直被保留下去(谢
晓辉#-制造边缘性+)S/)'世纪的湘西. )/&)$

作为一个地理*文化和族群概念的!中国"与
!文明"紧密挂钩#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 汉地的
儒家文化占据文明的最高位阶#被视作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普遍性价值观$ -野叟曝言.对此有精
辟概括+!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只争在有廉
耻,禽兽没廉耻%&&'将来得奉皇上威灵#风行
海外#用夏变夷#还要把大秦一国#俱秉中国婚姻
之礼#不止全你两人廉耻#将并汝通国之人#都从
禽兽中提拨至人类中来$"(夏敬渠 )+*,/)+*')
-野叟曝言.对文白平定苗地#使苗人最终接受儒
家礼制的书写#反映出上述!中国性"话语如何深
刻地参与了小说对苗地的建构$ !一方面#作者
要突显这些边域文化的细节有异于中原之处#另
一方面#则要证明华夏文明的绝对优越性与儒家
教化的普世性$" (胡晓真 &*.) -野叟曝言.以苗
人叙事者的声音提出了另类的!中国性"#并以这
一话语对苗地进行言说#建构出一幅本地人眼中
的苗地图景$ 只有通过一种另类的话语#苗地才
有可能不被言说为野蛮的边地#需要被!用夏变
夷"#也才有可能不被边缘化为!内部他者"#将自
身容纳在!中国"之中$

其一#-野叟曝言.中的苗人以!情"切入#质
疑了内含于!中国性"话语中的文明阶序位置$
在尚情思潮的逻辑下#苗峒男女自主的婚恋风俗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通达流畅#因而它最符合
!天地之道"$ 换言之#其文明程度反而要比!中
华"更高$ 这一诠释翻转了以往为汉文化所垄断
的文明标准#驳斥了将作为地理*文化和族群范畴
的!中华"与!文明之中心"相捆绑的!中国性"论
述$ 值得注意的是#苗人据此伸张自身文化的合
法性#但并未反向将汉文化贬为野蛮#而是以主人
公文白听得懂的儒家的语言#使苗地文化的价值
变得可以理解#表达渴望承认的!认同意识" (王
文光 朱映占 '))和迈向主体间的平等关系$

其二#苗人叙事者对于!中国性"的重构#更
在于对族群意义上的!中国性"的协商$ 在将!苗

峒"与!中华"(即汉地)比较后#苗人表示+!故合
九州风气而论#要以葵花峒为第一$" (夏敬渠
))&))这句话不仅坚持自身的非汉文化在文明阶
序中可被承认的主体位置#超越了既有的!文明
等级"#还将苗地和前述的!中华"都放置在!九
州"这一更大的范畴中$ !九州"的概念相较于与
!四裔"相对的!中国"所强调的汉文化意涵#更多
指涉的是!中国"的地理疆域(王柯 )')$ 视苗地
为!九州"风气第一之处#超越了将汉地等价于
!中国"的!中国性"论述#!纳四裔入中国"#将
!中国"拓展为一个容纳多种文化*多个族群的包
容范畴#在认同!中国"的同时#强调中国在族群
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此番!中国性"的话语#隐隐
呼应了人类学者对西南地区的观察+一方面#苗地
是!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的延续的华夏边缘#直
到今天还保持了丰富多元的族群",另一方面#近
代以来#苗人!都保持了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非常
高度的认同" (谢晓辉#-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
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 '()#
同一性和他异性之所以并行不悖#正是基于这一
对!中国性"的理解$

在明清描述苗地的文本中#-野叟曝言.既承
续了既有的!苗地知识系统"对西南非汉族群风
俗文化的认识方式*弥漫着华夷之辨的文明阶序
观念下对西南地区的成见#也创造性地虚构出与
主流话语分庭抗礼的苗人声音$ !情"和!中国
性"的交织是实现这一建构的话语模式#在沈从
文笔下得到了延续$

!二" 话语模式的承续'沈从文的苗地建构
沈从文的苗地建构#整体上注意以!情"的概

念去勾勒苗地的文化特质#同时以苗地为落脚点
对!中国性"展开论述#实现了对同时代关于!何
为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超越$

第一#沈从文延续了-野叟曝言.对苗地婚恋
风俗的聚焦#承续了借当地人之口*以!情"言说
苗文化的话语模式$ 在前期的-雨后.-柏子.-龙
朱.-媚金0豹子0与那羊.等苗地小说中#沈从
文延续了明清文学中的!知识系统"#将苗地建构
为-野叟曝言.所述婚恋*性爱相对自由#男女交
往开放的地区$ 同时#他使用!情"的话语对苗地
文化进行表述$ 如-龙朱.所言#乌婆苗人来自
!以出产多情多才貌女子著名地方"#他们!抓出
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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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
歌"(第 * 卷 +&.)$ 苗人不顾世俗礼教和利益考
虑的情爱#正是!不许男女自主#两情岂能投合"
(夏敬渠 ))&))的说明#被视作一种美德$

在-边城.中#沈氏同样围绕!情"对湘西人进
行建构$ 与-野叟曝言.中的尚情话语一脉相承#
-边城.也将女主人公翠翠刻画为!有情"之人#通
过书写男女情爱中的纯善情感#来表现湘西人的
有!情"特质$ 湘西人的!爱憎与哀乐"的情感*
!极其美丽"的性情#都被尚!情"的话语所强调出
来#成为沈氏书写湘西的中心关怀$ 沈从文在
-边城.题记中指出+!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
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
尚不至于离题太远$ 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
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
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
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
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第 , 卷 *.)这些苗
地小说弥散的!情"的话语#不仅在于对西方浪漫
主义的认领#如沈自认 &S 世纪!最后一个浪漫
派"(第 )& 卷 )&.)#更体现在-野叟曝言.中的尚
!情"话语在 &S 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中的延续$#成
为沈氏用以建构苗地的重要关键词$

第二#!中国性"的话语在沈从文的苗地建构
中也占据重要位置#承续了-野叟曝言.中重构
!中国性"的问题意识$ 沈氏曾在-边城.题记中
谈及创作意图#在他看来#湘西在!大多数读者"
眼中#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一
个陌生的世界"#处于!他者"的边缘位置#是一处
并不为他的读者群///民国时期的汉语知识分
子///所了解的地方$ 但他希望指出#湘西其实
承载着!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因而集中
了中国失落了的!伟大处"#代表了民族!真正的"
!性情" (第 , 卷 *,/*')$ 换言之#由于湘西人
的有!情"特质得以代表中国最为伟大的价值#使
苗地成了定义!何为中国"的最佳样本$ 沈从文
首先赋予!情"以崇高的纯善价值#翻转了既有的
!中国性"论述#使湘西由边陲之地的!外"一跃被
接纳为!中国性"的!内"$ 这呼应了-野叟曝言.
中苗人以!情"重构!中国性"的论述+!故合九州风
气而论#要以葵花峒为第一$"(夏敬渠 ))&))

和-野叟曝言.一样#沈氏将!湘西"建构为整
个中国的!伟大处"#依靠的是不同于主流叙述的

另类!中国性"话语$ 此时他所对话的#既包括古
代的!中国性"话语的遗产#更有 &S 世纪 +S 年代
初中国所新形成和发展的!中国性"观念$ 通过
书写苗地的情爱故事#展现苗人的!喜怒哀乐"之
!情"#沈氏反驳了苗人在民国知识分子心中的
!蛮族"印象#对话了古代的!中国性"话语遗产所
制造的华夷文野阶序$ 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沈
氏提到帝制时期在苗地所实行的族群政策#!统
治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
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汉苗混处的区域"#指出苗
人在帝制中国的!蛮夷"地位///!湘西在过去某
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 虽愿意成为
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 被歧视也极自然"(第 ))
卷 -S')$ 他进而认为#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延续
至今#正是由于既往的偏见仍然透过!记载和传
说"的媒介形塑着!读书的"外地人对苗地的认
识$ 换言之#古代中国的!苗地知识系统"#仍然
在民国时期产生影响$ 苗地在主流话语中!蛮
悍"和 !愚蠢"的形象#正是沈氏借助对苗地之
!情"的书写所要匡正的偏见$

然而#沈从文建构苗地所采用的!中国性"话
语有别于上述将非汉族群视作蛮夷*视作非!中
国"的传统观念$ 通过将苗地视作!民族的伟大
处"#他驳斥了将!中国"等同于汉文明*将非汉文
明斥为野蛮#从而推导出!以夏变夷"的!中国性"
论述$ 正如-凤子.中苗地本地人为!决斗"风俗
作出的辩护+!这是种与中国一切原始的文明同
时也可称为极美丽的习俗#行将一律消灭的点点
东西6"(第 . 卷 )-()沈从文的苗地小说以!情"
凸显苗人和汉人的差异#意在表现苗地的美德#翻
转了传统的!中国性"话语$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
个迎春节.中!他们的口除了亲嘴就是唱赞美情
欲与自然的歌#不像其余的中国人还要拿来说谎
的"(第 - 卷 ),')#与-野叟曝言.中!心所亲爱#
复得抱腰捧脸#以致其情,其气既畅#不致抑郁遏
塞#一决而溃为钻穴逾墙等丑事矣" ())&))的言
述如出一辙#其承继关系可见一斑$

第三#沈从文的苗地文学建构#也对话了同时
代的许多!中国性"话语$ 视!中国"为单一文化
和族群的共同体#将苗人视作!中国"以外的野蛮
他者的!中国性"认识#不只是帝制的专利#也在
现代中国被重新发明#例如晚清革命党人将!中
国"等同于汉族#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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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一体"*否认非汉族群的国族地位的同化论
认识(励轩 &)))$ 此一观念反映在苏雪林-沈从
文论.()'+- 年)对沈从文的评论中+!借文字的
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
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
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
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
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 (苏雪林 -*()在
苏雪林看来#苗人并不在!中华民族"之内#苗文
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是!野蛮人的血液注射"的
被!同化"关系$ 事实上#苏雪林对!中国性"的理
解并非孤例#实则反映了来自西方并经由日本之
中介传播而来的现代种族和国族观念#以及社会
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在民国时期话语场中的流行#
包括以将人群视作不同种族并以血液等生物学意

象本质主义地理解族群边界*将国族视作单一同
质并导向排他和同化的族群民族主义#以物种竞
争理解族群兴亡*把时间的新旧(!老迈龙钟"和
!年青")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等(杜赞奇 )./
-')$ 而将中国描述为!颓废腐败"#更可窥见西
方殖民主义的!国民性"话语的深刻影响#这与古
代中国以!华"为!文明中心"的传统!中国性"论
述截然不同$ 可见#在经历了西学洗礼的民国中
国#对!中国性"的理解和帝制时期已然有所断
裂#更多是为西方现代的种族话语所塑造$

通过苗地小说#沈氏提出了对于族群意义上
的!中国性"的另类认识///汉与非汉族群共存
的多元性$ !中国性"不应仅指向汉人#更包括苗
人等非汉族群#同时更是一种超越族群分类的混
杂性#强调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融#而非单方
的同化$ 沈氏没有一味强调湘西人族性为!苗"#
而是再现了汉苗混居百年后文化的交织$ 他在
-我的小学教育.中回忆其故乡湘西镇篁时#点明
汉人与苗人!融合成一锅"#!所谓4杂种5#就很多
很多"#而!苗人们勇敢#好斗#朴质的行为#到近
来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种普遍的德性" (第 )
卷 &(+)#这正是多民族交往交融历史下的中国
人!多元一体"的族群混杂性$ 沈氏以族群混杂
的!中国性"话语建构苗地#不但更接近史实#也
有助于打破文化本质主义的神话$ 沈氏对苗地的
建构*对!中国性"的重构#承续并超越了-野叟曝
言.的文学遗产$

三& 作为方法的苗地

&S 世纪初的中国#!情"的话语出现了谱系学
的转型$ !情"不再用来佐证儒家礼制的合理性#
儒家知识分子调和情礼*视!情"为美德的尚情主
义虽然依旧延续#但已不再是中国人理解情感和
情爱所依赖的唯一的感觉结构$ 跨语际能指的
!爱情"和!自由恋爱"成为!情"这一传统概念在
现代语境下的新变体#并更多地与!现代性"相缠
绕勾连+在个人与社会秩序的冲突中得以实现的
!自由恋爱"被视作割裂传统的现代性的标志#男
女情爱所产生的脱离家族纽带的有情个体则被理

解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o1%+')$ 同时#!中
国性"话语#也在 )' 世纪晚期殖民现代性的进程
中出现了深刻转变$ 曾经作为!天下国家"的!中
国"嵌入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 传统上将
!中国性"等同于道德文明的中心的!华夷之辩"
受到了持续挑战$ 关于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等
现代知识体系的传播#推动了现代中国人对!中
国"概念产生了全新理解$

在此语境中#沈从文对苗地的!情"的故事念
兹在兹#所为何事1 特别是其后期的湘西小说#不
同于前期苗乡故事的时空渺茫(彭小妍 +,*/
-)))#而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明确地安排在辛亥
之后$ 由此#从!情"与!中国性"的角度重读-边
城.#我们进一步分析沈从文的苗地小说#如何通
过书写苗地之!情"言说另类的!中国性"#从而对
国民性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的!中国性"话语进行反驳#以此激发出其湘西建
构所蕴含的批判潜力与思想深度$

!一" 以#情$重述国民性意义上的#中国性$
!中国国民性"的理论筑基于欧洲启蒙时代

知识分子言说中国的话语系统(周宁 -&)#又因
)' 世纪末来华传教士的著作的传播在东亚流行
开来#常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他
者凝视下对于非西方地区总体化的偏见$ !国民
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
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
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
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刘禾 )S-)

在国民性话语中#中国人的情感被屡屡提及#
中国人被论述为缺乏情感*缺乏同情心#甚至不会

0)&S0



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感受到疼痛的种族$%
这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

动以来对个体情感的强调和重视#以及这一称之
为情感自由主义的思潮演变而来的情感帝国主义

(@"#$0F"#$8D0F]"408D0@F) (/0)*(/&&S)$ 作为
一种情感帝国主义的话语#!中国国民性"将中国
人他者化为麻木*无情因而野蛮的*病态的种族$
在 &S 世纪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国民性理论合
法化了强势国家的殖民和侵略行为#将之解释为
!国民性"层面上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的优
胜劣汰$ 此后#日本也发展出类似的逻辑#提出
!风土论"的和辻哲郎便将日本人描述为与麻木
的中国人相反*富于情感的国族$ 通过建构!中
国国民性"#塑造出日本和中国的阶序关系#合法
化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雄心 (李海燕 &-)/
&-()$ 国民性话语对中国人缺乏情感的认识#也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伴随着反传统的
革新壮志#成为五四时期的流行话语(刘禾 .-/
.()$ 陈独秀即指出#!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
滑之国民性"恰恰是!亡国灭种之病根"$ 在这一
将否定!中国性"作为现代化前提的语境中#-新
青年.杂志复制了西方殖民话语对中国国民性的
描述#不乏自谓!劣等民族" !准狗"和!准猪"之
辞$ 以批评中国人为麻木不仁的看客著称的鲁
迅#也内化了国民性的框架#将改造无情的中国人
的灵魂视为寻找中国出路的底层思路$

-边城.的苗地书写#也应被视作一种对!中
国国民性"的讨论(迟蕊 )&S)$ 书写!性情"#让
读者!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以呈现
民族的!伟大处"#诚为沈从文书写-边城.的用意
所在$ 他在-题记.中指出#-边城.所面向的读者
是想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
处与坏处" !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
堕落处"的人$ 而沈从文展现中华民族的!好处"
!过去伟大处"的方式#是通过!叙述他们的爱憎
与哀乐%&&'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
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
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第 , 卷
*.)$ 民族的伟大在于情感///爱憎与哀乐#而
情感则是性情的重要表现#!性情"的主语是民族
国家的国民$ 沈从文所讨论的正是所谓的!国民
性"之伟大处#他对苗人之!情"的讨论是明确地
与国民性意义上的!中国性"相挂钩的$

沈从文从两个方面重述了国民性意义上的

!中国性"#以此反驳国民性理论$
第一#他将国民性视作随历史而变动的建构

物#而非生物性的种族本质$ 在-边城.题记中#
沈从文指出国民性情随时代而变#他之所以想要
再现过去中国人的性情#是因为!二十年来的内
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
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
%&&'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
了如何穷困与懒惰6"(第 , 卷 *')此处!鸦片烟"
所喻指的#便是西方的殖民暴力$ 而 !性格灵
魂"#正如鲁迅在描述中国国民性时所用的!魂
灵"一词$ 沈从文通过揭示国民性现状的历史
性#有力地解构了对中国人性格的本质化叙述$

第二#-边城.通过建构湘西人的丰富情感和
情爱故事展示中国的!人情"#反驳指认中国人缺
乏情感的国民性论述$ 在-野叟曝言.中#苗地就
是!九州"内部一个有!情"之地#由于男女情爱通
畅#因而 !地气通乎天#天气通乎地" (夏敬渠
))&))$ 延续-野叟曝言.中的苗地建构#沈从文
书写中国人的情感*!爱"和!健康的人生形式"#
举出情感帝国主义下!国民性"话语的反例#重新
表述了!中国性"$ 由此#沈从文将-野叟曝言.的
文学遗产#转化为批判殖民主义*重构!中国性"
的话语资源$

!二" 以#情$重述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
性$

!现代"作为西方的一个历史阶段#原指 )(*
). 世纪的欧洲在革命*殖民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
变革和发展后#展现出与过往差异巨大的全新面
貌$ 西方语境下的!现代"与!传统"#原仅属于时
间性的区隔#是一种!将现在同过去界划或疏远
开来#并美化这种差异"的意识(德里克 ).&/
).+)$ 然而当这一套!现代性"话语被抽出原有
的历史脉络#置入全球的语境#!时间"的差异便
被空间化$ 在线性进步的历史轴线上#西方处在
文明进化的时间轴的前端#而非西方地区则被视
作传统的和落后的#需要通过抛弃传统来进入现
代$ 这一套!现代性"话语建构了非西方代表传
统*落后*野蛮#西方对应现代*先进*文明的二分
法#不仅成为近代西方殖民的意识形态#也为非西
方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内化(杜赞奇 )./-')$ 五
四前后#围绕!自由恋爱"的论述复制西方!现代
性"意识形态背后的进化史观和中西之间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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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序#忽略了中国内部族群*地域*阶层等差异#将
中国传统进行了单一的简化(赵妍杰 +&*)$ 高
彦颐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
4中国传统5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4五四5对
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
与其说是4传统社会5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
是关于 &S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高彦颐
+/-)$ 不仅!中国传统"#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
话语中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也同样是一
种想象性的建构$ 然而#反传统的!现代"蓝图内
蕴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和对!中国性"的整体
化负面认识#显示出他们的感觉结构已浸染了文
化权力远不对等的西方殖民体系潜移默化的深刻

影响$
虽然现代性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的主

流范式已受到质疑#认为这一抽象的时间概念遮
蔽了非西方世界更为细致的历史细节 (柯文
,,/'&)#然而理解沈从文的文本时#选择现代性
框架仍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沈从文对于!现代
性"始终抱持一种反思的态度$ 在-习作选集代
序.中#沈从文有意识地以!现代"为时代症结命
名+!城市中人%&&'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
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 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
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
会$"(第 ' 卷 -)这明确点出他的小说所对话的
是!现代"社会$ !现代性"是沈从文自觉的意识#
而非评论者强加的诠释框架$ 受到五四感召#只
身上京的沈从文#实则与反传统知识分子共享了
许多现代价值理念(吴正锋 ,))#但他意在更进
一步#通过重述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性"#畅
想一种另类的现代性$ 他的!现代"图景不贬斥
非西方地区的主体性#不以否定总体化的!传统"
为前提#因此并不根植于殖民主义色彩的!中国
性"论述$ 沈从文承继-野叟曝言.的知识系统#
将苗地建构为一个有着非包办婚姻传统的有

!情"之地#采取近似于自由恋爱的叙事铺陈苗地
的男女情爱#表达对于!自由恋爱"及其所譬喻的
!现代性"的积极态度$

然而#这些苗地故事迥异于五四时期典型的
自由恋爱小说#是显而易见的$ 后者对于!现代"
的追寻往往建立在与传统的割裂*对于!中国性"
的拒斥上#并导向一种对西方!现代"模式的复
制$ 苗地小说!情"的故事则提出理解!现代"的

另一种路径+现代性不必来自万流归宗的西方#不
必建立在对本土传统的贬斥之上#甚至不必追求
线性进步的发展#而是通过考掘!过去伟大处"#
于多元复数的传统之中生发$ 通过将!情"的话
语进行知识考古或历史化#便会发现#沈从文的观
点#无疑受到将自由恋爱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这一
时代性的对!情"的感觉结构之影响(李海燕 ,/
')$ 因此#指认-边城.中的自由恋爱情节蕴含了
现代性的理念#并非意在附会沈从文作品的!合
现代性"#也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的情爱书写是对
主流话语的亦步亦趋$ 因为他无法自外于时代#
却已然有所超越#表现在他通过重述中国传统文
化对现代性的去西方中心化的阐发$ 进而言之#
-边城.中的男女追求爱情这一!现代"价值#并不
通过对抗性的革命和与传统的断裂来抵达$ 相
反#由于苗地的传统是!中国性"的重要组成#在
中国内部#异质多音的地区文化早已生发了现代
性的潜力$ 沈从文小说以!情"的话语言说的!苗
地知识"所建构出的苗地更进一步超越了近代西
方的!自由恋爱"模式$ 因为苗地的婚恋并未如
前者#在浪漫爱的背后预设了专偶制*既定的性别
角色#乃至保守的性禁忌等重重规范$

经由对-野叟曝言.所记叙的苗地之!情"的
承继#沈从文揭示中国传统的多元和复数性#在传
统文化的面向上重新定义!中国性"#从而解构西
方中心的现代性话语所采用的 !普世父权制"
(G1$D"4*)#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整体性
贬斥#动摇西方对现代性的专利权#提供了以!消
灭中国旧的一切"为前提的单一现代性以外的*
另类的中国现代性图景$ 进而言之#!苗地"是
!方法"#通过建构苗地#沈从文辨析了半殖民地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问题$

结!语

我们通过展现-野叟曝言.和沈从文小说对
苗地的文学建构在知识系统和话语模式上!自
在"(0# 0$@"D9)的承续关系#重建前现代文学与现
代文学的连续性#并通过互文的阅读挖掘出沈从
文苗地小说的批判潜力$ -野叟曝言.是沈从文
及其同代人身处的!思想的媒介世界"中的重要
版图#这一流传于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大众传播的
文学文本#客观上构成了作为湘西人的沈从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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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的发声位置对苗地进行文学建构时所凭依

的视野,他还能动地在其基础上有所超越$ 将沈
从文的苗地建构放置在其所身处的!媒介世界"#
有助于进一步解答当代研究者指出的沈从文小说

的!内部东方主义"问题&$ 沈从文延续明清文学
中!苗地知识系统"对于苗地婚恋风俗和性别制
度的再现偏好#承继-野叟曝言.中从苗人的视角
建构苗地时采用的!情"与!中国性"的话语#是通
过策略性地挪用既有的话语为苗文化正名*建构
苗人主体性的艰难尝试$ 同时#强调沈从文的苗
地小说对!现代性"的思考筑基于-野叟曝言.#是
为了看到沈从文身处的!媒介世界"在他思考中
国现代性时扮演的作用#即他是如何通过考掘前
现代的文本和知识#在国民性理论和反传统论述
之外作出对!中国性"的另类理解的$ !文学遗
产"并非静止的死物#而是生生不息地参与了历
史的进程#如本雅明所谓的历史的 !虎跃 "
($0U"4@]41#U)一般#文学遗产所能爆发出!乌托邦
的潜能"(本雅明 &.+)为当下的新变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思想能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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