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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沈从文的湘西巫文化书写——以《神巫之爱》为例 

Shen Congwen's Writing on Xiangxi Witch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haman's Love” 

学生姓名：黄嘉正 

指导老师：杜忠全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篇论文以沈从文的中篇湘西题材小说《神巫之爱》为范例，探讨沈从文的

巫文化书写。学界目前对《神巫之爱》的巫文化书写研究较少，而巫文化书写是

沈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题目。本论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法，探讨小说中所使

用的的巫文化元素，以及沈从文在书中使用巫文化进行书写的写作特点，再结合

学界研究对写作特点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神巫之爱》是一部以巫文化为核心的小说，沈从文在小说中以巫文化书写

给读者带来充分神秘感和新鲜感。小说人物的塑造亦人亦神，还有乌托邦式的原

始部落社会。《神巫之爱》除了在爱情小说的老套剧情上推陈出新，其中还隐藏

着沈从文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是一部可研究性很高的小说。 

第一章为绪论，包括课题背景简介、研究目的和意义、前人研究综述、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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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列举《神巫之爱》中所使用到的巫文化元素，按照“表”和“里”两

个层面将其分为“仪式性”与“精神性”两类。论述这些巫文化元素的功能性等

详细信息，从小说文本的体现进一步论证这些元素的功能之体现。第一节为“巫

术”“巫师”“巫歌”一类物理层面的“仪式性”巫文化；第二节为人物的语言习

惯、社会价值观体现出的“精神性”巫文化。 

第三章探讨《神巫之爱》中“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特点，这一论点在神

巫这个角色的塑造上最为明显。第一节提出以第二章跳傩的第二堂祈福法事作为

分界线，通过文本例证论析神巫这个角色的“神性”被“人性”逐渐压制并取代

的过程。第二节论述这种“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写作特色给读者带来的全新

阅读体验，并追溯至春秋楚国屈原的《九歌》来探讨人神恋爱的写作题材。 

第四章探讨《神巫之爱》中巫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对立的特点。第一节列举

小说中颠倒的爱情观和主仆关系这些与传统中国文化相背的巫文化观念，作为文

本例证。第二节通过沈从文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论述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创造

的乌托邦式世界，以及他本人在其中所隐喻的文化忧患意识。 

 

【关键词】 沈从文、《神巫之爱》、巫文化书写、傩文化、湘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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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沈从文（1902-1988），原名为沈岳焕，是湖南凤凰县人。他的文学作品最广

为人知的特点便是对湘西自然人文的描绘，他以自己丰富的湘西生活体验为素材，

写出了无数精彩的作品。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丰富多彩，不少人都是从读他的作品

才开始认识到这片被山水隔绝的神秘世界。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不仅仅展现

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也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神秘的文化世界。本篇论文就将以他

所作的小说《神巫之爱》为例，来探讨他对这些被称为“巫文化”的神秘文化元

素的书写。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神巫之爱》是沈从文在 1929 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神

巫和他名叫五羊的仆人一起前往一个名为云石镇的部落，为居住在那里的花帕族

族人做请神祈愿的法事。花帕族的女子都想借这个机会和尊贵的神巫成亲，想方

设法地凭借歌声的容颜去打动神巫，但神巫都不为所动。晚上的祈愿法事上，神

巫将倾听众族人的愿望并代为传达给神明，一位白衣的女子忽然跪倒在他面前，

但却不说自己愿望最后流着泪离去了。这位女子让神巫怦然心动，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女子其实是个哑巴，并且还是一对长相相似的孪生姐妹。神巫和仆人几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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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和误会，终于确定了女子的住处。他在一个雨夜悄悄潜入屋内，想要一诉衷肠，

在掀开帐子的瞬间，白衣女子为孪生姐妹一事真相大白，小说也在神巫的错愕中

落下帷幕。本篇论文使用的小说文本为“开明书店版”，是沈从文从 1941年开始

亲自选编修订，计划于桂林开明书店出版的著作集的版本，都有着较高的准确度

和可信度。 

沈从文的小说可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以大城市生活为背景的都市题材小

说，另一种则是以湘西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小说，《神巫之爱》便可归类为后者。

《神巫之爱》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以湘西巫文化所虚构出的一个神秘奇幻的小说世

界，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较为少见的。巫文化是湘西地区的苗族、土家族等所

信仰的原始文化，他的历史上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

它又因湘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属于南方偏远地区，人们对这里的了解极其有限，

因而使巫文化在他们普遍认知里是一个诡异神秘的地域文化。沈从文从出声到青

年时期都在这片土地成长，后来前往北京学习最后成为作家。他对这片土地文化

的了解比同时代大部分作家都要深刻，并大量将之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巫文化浓重的神秘感，在沈从文小说里经过文学化的再塑造后，除了依旧保

持它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极具浪漫色彩。它的信仰者们大多还遵从着较为原始

的生活方式，没有繁冗礼教的束缚，对男女恋情的态度非常开放。《神巫之爱》

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就是以巫文化中被称为“傩仪式”的法事展开的，神巫兼具

神性的独特身份更是让这部小说染上了神话传说般的奇幻色彩。可以毫不夸张的

说，这部小说就是因为巫文化才足够浪漫瑰丽。 



 

3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只是在称呼和定义上有略微

的差异，如更侧重与死者相交流的巫鬼文化书写、更侧重仪式性的巫傩文化书写、

探讨楚文化和巫文化二者联系的巫楚文化书写等，这些研究题目所提到的“巫”，

都是指湘西地区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笔者注意到，《神巫之爱》在这些

研究中并没有太多的被注意和使用，因此选择以这部小说来探讨沈从文的巫文化

书写。 

《神巫之爱》巫文化书写相较沈从文其他同类型作品，笔者认为有一些较为

独特之处。主人公神巫兼具人神两种特性，这种人物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是不多见

的。结合沈从文的生平，以及他所经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笔者感觉到这部小说

除了爱情外，似乎还隐藏着作家的一些对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想法和声音。以上便

是本篇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发掘这一部尚未被过多关注的作品，作为沈从文巫文化书写研究的一个小

小的拓展。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专书方面，金介甫的《沈从文传》通过对沈从文本人的采访，完整的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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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生平，其中对沈从文幼年和青年期间在湘西的生活经历是本论文的重要

参考资料。夏菁的《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里提出沈从

文的乡土小说具有神话和写实相交织的“二重变奏”特点，是本篇论文第三章探

讨神巫“神性”与“人性”交织特性这一题目的灵感来源。 

硕博论文方面，熊瑛子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神话思维特征》通过人

类学的“神话思维”来解读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追溯沈从文“神话思维”的

起源，并论述其价值意义。张宝金的《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将沈从

文和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鲁迅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二人作品中分别对“巫”

和“鬼”的书写特征，再进一步从美学视角解读二人作品，同时探讨二人作品对

当时中国的启示意义。颜芬的《论湘西巫傩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化意识》以沈从文

的巫文化书写探讨沈从文的文化意识，向上追溯到楚文化和儒道文化，并提出沈

从文在巫傩文化影响下，产生了“人性”的宗教观和泛神思想等文化意识特点。 

期刊文章方面，彭小妍的《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将重点放在

神巫对白衣女子的恋情上，并以沈从文的浪漫都市题材小说作对比，认为沈从文

试图通过哑女来质疑语言是对自然情欲的扭曲。她的另一篇《沈从文的乌托邦世

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则通过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内容，

来论析沈从文在苗族乡土小说里虚构的乌托邦世界。田卓鑫的《从〈神巫之爱〉

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提出《神巫之爱》的小说在角色和背景塑造上都有一

种神性的神秘美感，而这种爱与美的哲学观是沈从文基于边地地区的人民生活所

诞生的。罗秋香的《从情感缺失到人性缺失的孤独意识——从沈从文〈神巫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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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认为沈从文的生活经历造成了他小说的孤独意识，并由此进一步论析《神

巫之爱》里的神巫拥有情感和人性两方面缺失的角色特点。李国太的《“表述他

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指出沈从文作为苗族混血，

他的苗族写作视角多为“外来者”，由此引申出沈从文对自己苗族身份认同的讨

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对湘西巫傩文化和相关文学书写的研究文章，都是本篇

论文建立论点的参考和基础。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法。本篇论文尝试对沈从文的中篇小说《神巫之爱》进行解读，筛

选其中对巫文化书写相关的小说文本，分析这些小说文本的写作特点，以及作者

对其进行文学化创作的目的，同时也将相关文本用于论文中的举例论证。本篇论

文也少量引用了如《边城》的其他沈从文作品，用于论文中部分论点的对比印证。 

文献研究法。本篇论文搜集并参考目前中国知网和台湾华艺线上图书馆内，

学术界对沈从文巫文化书写和《神巫之爱》这两个主题相关的硕博论文和期刊文

章，以及相关研究的专书。使用前人学者的研究作为基础，尝试对《神巫之爱》

的巫文化书写内容提出一些新的解读方向。 

分类法。本篇论文在进行研究过程中会将所得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作为安

排论文章节架构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方便按照论文的书写进程随时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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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巫之爱》中的巫文化元素 

 

 

湘西传统文化里，巫文化属于民间信仰的部分，其对于湘西地区的人民来说

就等同于中国其他地区人民对神佛的信仰。巫文化源自先秦时期的楚文化，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信仰体系，已经和湘西地

区的人民紧密相关联，成为该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神巫之爱》作为一部使用

苗族文化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沈从文自然在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巫文化元素，使这

部小说在讲述浪漫爱情的同时，又蒙上了一层更引人遐想的神秘面纱。《神巫之

爱》小说情节中巫文化元素的表现可分为“仪式性”和“精神性”两种层面，前

者主要为“巫术”“巫师”“巫歌”等现实层面的，后者则体现在巫文化对小说人

物的语言习惯、社会观等方面的影响，本章将就以上二者分别举例叙述。 

 

第一节 “仪式性”的巫文化 

 

湘西的巫文化中，“傩”是“一种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祭祀性巫术活动”。

1傩作为湘西巫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巫术仪式，需要有专门负责执行宗教仪式的“巫

师”作为主持人，配合充满巫术色彩的舞蹈和音乐进行仪式，整个仪式拥有一套

 

1 谭璐，〈沈从文湘西小说与傩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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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完整的流程。拥有浓厚宗教信仰气息，同时也兼具强烈的艺术文化色彩，因

此常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被使用。巫与舞不可分, 楚俗好歌喜舞, 湘西成了

歌舞之乡。2东汉王毅的《楚辞章句》内也提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3 

《神巫之爱》的第二章《晚上的事》里，详细描绘了作为“巫师”角色的神

巫在箭坪前搭建的道场上为全村人主持被称为“大傩”的祭神法事的全过程。 

 

“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依秩序一一燃点起来……那个野猪皮鼓，在

五羊手中一个皮槌重击下，砰砰作响声闻远近时，神巫戎装披挂上了场。他

头缠红巾，双眉向上直竖。脸颊眉心擦了一点鸡血，红缎绣花衣服上加有朱

绘龙虎黄纸符箓。手执铜刀和镂银牛角。一上场便在场坪中央有节拍的跳舞

着，还用呜咽的调子念着娱神歌曲。”4 

 

这一段从服装穿着、仪式用的法器、神巫和仆人的神情举止多个方面书写，

充分描绘并塑造出了神巫作为法事主持人的形象。法事是在晚间进行，神巫在闪

烁火光的映照下中登场，涂抹鸡血凶神恶煞的面孔，配合他的舞蹈和歌声，皮鼓

 

2 田卓鑫，〈从《神巫之爱》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社科纵横》2008 年第 2期，页 176。 

3 [汉]王毅，《楚辞章句》，卷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检索于 2023年 4月 8日，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58892&remap=gb#p2。 

4 沈从文，《神巫之爱》（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页 15。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58892&remap=gb#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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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鼓点声在漆黑的山林间回荡。沈从文在一开始就营造出一个庄严且神秘感

十足的场景，其严肃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宗教仪式现场的氛围，但相比之下神巫的

法事还多出一份原始的、充满野性的美感，这是只有在巫文化这种原始信仰中才

会保留的独特要素。 

神巫的舞蹈跳了一段时间后，仪式来到了另一个环节，仆人五羊将鼓声放低，

神巫开始放声歌唱迎神的巫歌。歌词大意为首先向神仙赞美花帕族族人，之后再

邀请各路神仙下凡参与花帕族用各类酬神祭品为他们摆设的宴席。
5神巫唱完以

后，人们也纷纷拍手呐喊对神明们表示欢迎。神巫的歌歌词全篇浅白易懂，并没

有包含任何复杂的宗教信仰专用词汇。神巫对于小说里信仰巫文化的花帕族人而

言，是作为人的他们和神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而神巫的巫歌就是“人与神之间

感情的联系物”，它像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寄托，因此浅白的用语更方便达到神巫

使用巫歌“点破心灵，感化人事”的目的。
6神巫的歌舞既是娱乐神明，也是在娱

乐众人，通过艺术表演给与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就如小说原文里所写：“神巫如

何使神驾云乘雾前来降幅，是人们不能明白知道的事，但神巫的歌声，与他那种

优美迷人的舞蹈，却已先在云石镇上人人心中得到幸福与欢喜了。”7请神的歌唱

完以后，神巫还需要“作揖，磕头，风车般翻了三十六个筋斗”。8此处意指的应

 

5 歌词原文见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7-18。 

6 田卓鑫，〈从《神巫之爱》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页 176。 

7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8-19。 

8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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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不同身份的神明所行的不同礼节，对关羽这类讲究礼数的武将作揖行礼；张

果老和铁拐李本就是神仙的则需要磕头；洪秀全和李鸿章这种生前是“霸王”的

则直接连翻三十六个筋斗以武相会。这里展现出巫文化具有神明多且混杂的特点，

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神仙，在巫文化里均可拥有神性。 

值得让人注意的是，神巫所唱的歌和沈从文另一部小说《边城》里“巫师迎

神的歌”歌词完全一样。
9《边城》中提到这首迎神歌的目的是在秋末酬神还愿，

而《神巫之爱》中神巫迎神的目的同样是让花帕族族人祈福请愿，二者的功能性

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边城》里的这首歌是翠翠在等进城的祖父回来一个

人撑船时，按回忆里的情景所哼唱的，而《神巫之爱》这首歌就是神巫跳傩时唱

的。同一首歌在两部作品中营造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氛围，在《边城》里被翠翠唱

出了“快乐中又微带忧郁”的氛围，在《神巫之爱》中则是在热闹非凡的跳傩仪

式上神巫的悠扬高歌。
10这里展现出巫歌在艺术层面上的丰富多样性，同时也可

以看出巫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具有神巫在跳傩时用

来连接人神的巫术功能性，也可以像山歌一样在日常劳动中歌唱来抒发情绪。 

请神献牲的第一堂法事结束后，神巫稍作休息就开始第二堂法事：“神巫得

把所有在场的人叫到身边来，瞪着眼，装着神的气派，询问这人想神给他什么东

西，这人实实在在说过心愿后，神巫即向鬼王瞪目，再向天神磕头，用铜剑在这

 

9 沈从文，《边城》（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页 58。 

10 沈从文，《边城》，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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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上一画完事。”11这一环节的法事中神巫所扮演的是类似“乩童”的身份，他

表现出神明上身的模样：“仿佛口属于神，眼睛也应属于神”12。人们轮流跪在神

巫面前诉说自己的祈愿或诉求，而他们的诉求大部分都是非常现实的，大多都是

祈求发财、平安、人丁兴旺、牛羊健康一类的愿望，这是巫文化功利性的的展现。

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wski)把巫术定义为“一套完全实用的行为，为达到某种目

的而采用的手段。”
13湘西原始形态的社会下，人们面对无法抗衡的大自然时，他

们的愿望诉求也自然会和日常生活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相挂钩，作为信仰的巫文化

便是他们最好的诉求对象。 

《神巫之爱》第二章里的书写的“大傩”一共分为四次法事，每次法事之间

都会有间隔时间供神巫休整体力。第一堂法事是献上祭品请神下凡；第二堂法事

是倾听人们的祈福请愿；第三堂法事因为神巫为那前来祈福却一言不发的女子搅

得心神不宁而草草进行，没有在文中有所描述；第四堂法事则是送各路神明回天

上来为这场进行了一整晚的“大傩”画上句号。沈从文除了第三堂的法事外，可

以说对整个“大傩”的流程都作了详尽的书写。这是沈从文湘西小说中巫文化书

写的一大特点，也是沈从文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在小说创作上的优势，如果没

有丰富的现实体验，是无法仅靠作者自己的想象凭空构造出如此复杂的一整套文

 

11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1。 

12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6。 

13 转引自罗宗志，〈百年来西方人类学巫术研究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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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仪式流程的。 

《神巫之爱》物理层面的巫文化元素书写主要集中在上文所列出的第二章的

“大傩”仪式中，另外第三章《第二天的事》里，还讲述了一个巫文化的仪式。

神巫和仆人五羊外出打猎，由仆人打探来的消息得知附近便是前一天晚上那个让

他怦然心动的沉默女子的住处，于是想要捉一对野兔作为见面礼前去探访，而兔

子属于山上的野兽，因此需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同山神通知一声”。14这个仪

式在文中的具体描述如下：“用石头在土坑边或大树下砌一堆，堆下压一缕头发

与青铜钱三枚，设此的人略一致术语，就成了。”15这种对山神的信仰，也是源自

于原始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湘西地区的地貌形式以河流和山林为主，

这二者是湘西地区人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和代表信仰的巫文

化挂钩，并由此将山神和河神信仰吸纳入巫文化中。 

 

第二节 “精神性”的巫文化 

 

前文已经提到，巫文化已经和湘西地区的人民紧密相连，并渗透到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这可以看做是巫文化对他们精神层面的影响，这种影响

大部分是无自觉且在潜移默化的情况的形成的。这一点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

也作出了充分的描写，小说中人物的日常言谈可以读出巫文化的影子，也给读者

 

14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7。 

15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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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和平常认知有所不同的、富有冲击力的全新文化体验，下文将分别举例论

述。 

《神巫之爱》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经常使用动植

物意象来比喻人，比如猫头鹰、老虎、萤火虫、大蒜等，这种比喻尤其多出现在

神巫的仆人五羊的话语中。五羊作为仆从的角色，善于观言察色，他能敏锐的察

觉到神巫情绪的变化，同时也非常了解主人的脾气，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伶牙

俐齿的人，有些时候甚至能把神巫辩驳得哑口无言。他“除了衬托神巫，也扮演

著小丑及智者混合的角色，类似莎士比亞剧中的丑角。”16五羊的存在，给这部以

神秘和浪漫为主基调的小说增添了一份诙谐，他荒诞的言行举止和沉默稳重的神

巫形成强烈的反比，常在意想不到处引读者发笑，这种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

方文学《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仆人桑丘间的喜剧效果。以下将举例《神巫

之爱》中的文本进行论证。 

小说第一章《第一天的事》里，神巫因为害怕应对那些守候在村口热情如火

想向他求爱的花帕族女子，因此在村口附近的山上踟蹰不前，最后一直等到傍晚

女子们散去才敢进村。入住老族总家中后，五羊看着院里树上的猫头鹰说：“猫

头鹰，猫头鹰，白天你虽然无法睁开眼睛，不敢飞动，你仍然不失其为英雄啊！”

17此处五羊表面上是说猫头鹰晚上捕捉老鼠的贡献，实际上是在用猫头鹰暗喻神

 

16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第 4 期，页

399。 

17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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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调侃神巫白天不敢进村的怯懦。这番话的巧妙之处在于，不知情的老族总听

来就是仆人在夸赞自己的主人，而只有神巫自己明白五羊话中的调侃之意。短短

一句话，沈从文就将五羊的个性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第四章《第二天晚上的事》

里，神巫和五羊趁着夜色悄悄溜到了暗恋女子的屋前，透过窗户窥视到那为女子

就在屋内，五羊催促神巫在窗外唱歌求爱，但神巫却疑心喜欢的人其实是双胞胎

姐妹而徘徊纠结，二人的争论中五羊说道：“打猎的人难道看过老虎一样就应当

回家吗？”“虎若是孪生，打孪生的虎要问尊卑吗？”18此处五羊将神巫暗恋的女

子比作老虎，神巫比作猎人，他认为今晚来这一趟就好比是打猎，必须有所收获

才行。五羊的这种比喻虽然看似略为不恰当，但这恰恰符合他大胆疯癫的举止，

以及作为下等仆人难免粗俗的用语。相比之下，作为主人同时也是神性智慧象征

的神巫，自然意象的比喻在他言语中的使用也凸显了他这个角色个性。比如每次

五羊过于多嘴多舌让神巫感到烦躁时，他不会气得大骂脏话，而是把五羊比作是

大葱或者大蒜，因为这类植物都是生长在土地上甚至地下，是和住在天上的神明

相聚最远的，神巫的这种比喻就是暗示五羊“与神无从接近”。19 

巫文化拥有“原始拜物教信仰的特点”，相信“万物有灵”的说法，这点在

上一节关于山神的举例论述中已有印证。20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周围的人们自然

 

18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57。 

19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7。 

20 易瑛，〈神的解体与神性招魂——论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巫文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0 年第 2 期，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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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在他们的认知里，山上水里的野兽植物或多或少都具

有一些“灵性”。沈从文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文化特点，并透彻的运用在书写《神

巫之爱》的人物角色方面，使这个以巫文化为参考虚构出的小说世界更富有浓厚

的原始社会气息，同时也让小说中人物的个性更为生动鲜活。 

《神巫之爱》中花帕族族人的价值观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出些许巫文化的气

息。首先，沈从文所创造出的花帕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自由奔放的恋爱观念，

她们“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猓猓族男子打仗的勇敢”，即使是作为神的代言人地

位高高在上的神巫，她们也敢于对他展开热烈的爱情攻势。
21这是因为巫文化中

的神都是以人们的愿望自行塑造出来的，因此“人神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彼此

非常接近，以致形成了民神同位”。22这一点在前文所提的请神歌里神明多且混杂

的特点上也有体现。这样一来，神巫在她们的认知里虽是唯一与神沟通的桥梁，

但他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她们所信仰的神也曾经是人，和她们一样有七

情六欲。跳傩法事上几乎所有年轻女人对神明许下的愿望都是和神巫成亲，对此

情况族中最年长的长者也只是站出来提醒女子们“花帕族女人的美德是热情的节

制”23，但并没有过多强行干涉，因为他也认为这份“纯洁的心愿，我不能用高

 

21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 

22 曾芝梅，〈《神巫之爱》：巫与神的完美结合——兼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邵阳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2003年第 1 期，页 97。 

23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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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加以干预。”24《神巫之爱》里人物们的这种与中国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价值

观，展现出巫文化浸透下的人们所拥有的一直原始但朴实的人性美，而这种淳朴

的人性美在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中屡见不鲜。关于与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相悖

这一观点的论述，将在之后的章节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此处不作更多讨论。 

  

 

24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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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性”与“人性”的交织 

 

 

《神巫之爱》中的神巫这个角色，在他的身上同时具备明显的“神性”和“人

性”两种特质。他一方面作为巫师，是代人们将愿望传达给神明的代言人，是受

所有人所敬重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有作为人的情感的欲

望，会因为心仪的女子心绪不宁。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刻意将神巫身上的

“神性”被“人性”取代主导地位，二者地位的变化差异程度随着小说剧情的推

进越发显着。本章将列举这种特征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并尝试对沈从文的这种

书写特色进行探讨。 

 

第一节 被“人性”逐渐压制的“神性” 

 

《神巫之爱》中可以将第二章里，“大傩”的第二堂祈福法事作为分界线，

来探讨神巫身上“神性”转向“人性”的变化。分界线之前的小说剧情里，沈从

文描写的神巫一直保持着不近女色的神性威严。他不管去哪个部落里为他们做法

事，都不乏受到女性们的追求，但他从来未对其中的任何一位打开心房。“他因

为做了神之子，就仿佛无做人间好女子丈夫的分了。”25沈从文接着又做出辩解，

解释神巫这种并非是因为他受人们敬仰而变得高傲，而是他认为自己“应当属于

 

25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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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因此爱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26神巫表现出了一种“神性”

的光辉，他想要均匀的将这份光辉散布给每一位信徒，他的这份博爱更凸出的体

现了他这个角色的“神性”特质。沈从文从开篇神巫初登场时，就让读者明显的

感受到了这份“神性”，无论是他这种对爱情的冷淡，还是和油嘴滑舌的五羊相

比下沉默寡言的性格，都让这位主角的地位肃然变得崇高且神秘。 

第二章的“大傩”仪式上，神巫为花帕族主持仪式时更是尽显他“神性”特

质的一面。特别是他在第二场法事里请神上身聆听信徒祈愿的时候，他的“神性”

特质表现达到了整篇小说的顶峰。这时的神巫身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性”，

他已经是近乎于神明的存在了。面对女性信徒们一个个都许下想要和他成亲的愿

望，他也不曾有半分动摇，毅然行使着他作为神巫的工作，全都瞪目喝一声，表

示心愿已传达给神明，就让那个女子退下了。 

沈从文在神巫的“神性”展现到极尽的时候，安排了另一位重要角色的登场。

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赤了双脚，披了长长的头发，像才从床上爬起，穿一

身白到神巫面前跪下，仰面望着神巫。”27神巫在和这位少女四目相对之时就有种

别样的情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但他依旧镇住了心喝问少女有何祈愿。他没想到的

是，这少女竟一言不发地开始落泪了，神巫那高高在上的“神性”在这一瞬间轰

然坍塌消散：“神巫望到这眼边的泪，忘了自己是神的仆人了”。28他又是称这少

 

26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 

27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7。 

28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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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洞府中的仙姐妹”，又是自称“你仆人是世间一个蠢人”，一时间乱了手脚，

但这少女却甚至不等他按流程扬起铜剑喝走她，就自行退下跑掉了。29 

白衣少女登场的剧情，便是本节开头所提出的分界线所在。她让神巫的“神

性”在小说余下部分里淡化到几乎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神巫的作为常人男

子的“人性”。神巫开始想方设法去打听这个少女的消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

少女是个哑巴，同时还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姐。神巫和仆人打探这对姐

妹消息的过程中闹出了不少乌龙，如小说第三章里，神巫派遣五羊去打探白衣女

子的住处，结果自己转头在灶房撞见了白衣女子的孪生姐姐，而五羊打探到白衣

女子的住处回来禀报时，被神巫一口认定是在说谎，百口莫辩的五羊只好气得去

一个人喝闷酒。小说由此开始逐渐褪去了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转为浪漫又带一丝

诙谐的爱情故事。神巫的“神性”被“人性”逐渐压制并取代后，他面对爱情就

如同懵懂的幼孩，全然失去了他之前文本里在信仰上拥有的绝对主导权，二者相

比下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小说增添了不少趣味性和可读性。 

小说的结尾，神巫趁着雨夜潜入白衣少女的住所，不料油灯被风吹灭，在重

新点燃油灯的一瞬，他才看到床上竟睡着一对长相极其相似的双胞胎姐妹。神巫

是否会选择向其中一人告白，还是就此转身离去？小说的开放式结局似乎给了读

者自行幻想的空间，但先前小说第五章里，五羊所作的那个荒诞的梦境似乎又暗

示着神巫这份不幸的恋情最终将以悲剧收场。 

 

 

29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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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同他的师傅向一个洞中走去，师傅伤心伤心的哭着，大约为失

了女人。大路上则有无数年青女人用唱歌嘲笑这主仆二人，嘲笑到两人的嘴

脸，说是不太高明。五羊就望望神巫同自己，真似乎全都苍老了……”30 

 

梦里的神巫不但失去了爱情，就连他那高高在上的“神性”也找不回来了，

让人联想到西方传说中因偷尝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那些曾经唱着求爱歌曲

的女人的歌喉，此时发出的只有嘲笑戏谑的歌声，那个坐在神坛上的尊贵的“神

之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受人嘲笑的普通人。神巫面相的瞬间苍老，也预示着他这

幅普通人的血肉之身终将会老去，他“神之子”的身份终究只是人们给他的称号，

他并非和神明一样是永生不灭的。沈从文通过这场光怪陆离的梦境，进一步暗示

了神巫的“神性”终将被“人性”所瓦解。 

 

第二节 “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写作特色 

 

沈从文里神巫和白衣少女的相遇情节，在爱情小说中并不罕见。浪漫为主基

调的爱情小说里，不乏出现这种男女一见钟情的剧情安排，因为这种“偶然性”

的恋情更能让读者产生浪漫的氛围，但当这种剧情被许多作家反复使用后，读者

就很难再产生共鸣。《神巫之爱》中，沈从文通过神巫“神性”和“人性”的交

织，让神巫和白衣女子的一见钟情式相遇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 

 

30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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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神巫在开始时给读者的姿态是高高在上“神性”十足的体现，

然而白衣女子的出现却一瞬间摧毁了神巫的“神性”。这场相遇就是这部小说的

高潮部分，读者会惊讶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因为之前剧情中作者用巫文化营

造出浓重的神秘感在这时还未褪去，神巫突然的怦然心动使得小说的发展变得难

以预料。沈从文通过这种人神交错式的恋爱，在传统的爱情小说剧情框架上发展

出了新的走向，避免了这部小说成为一部平平无奇的老套爱情小说。 

白衣女子这个角色的塑造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神性”的影子。她那身雪白

的衣裳就已经让这个角色似乎带有一丝仙气，而她又是个哑巴，和其他用百灵鸟

般的歌喉唱山歌求爱的花帕族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而没想到这份缺陷竟恰恰引

起了神巫对她的关注。罗秋香认为神巫是一位“人性缺失的孤独者”，他一直在

克制自己作为普通男子的七情六欲，看似被众人高高捧在神坛之上，但他的内心

是孤独的。
31这其实就是“神性”在神巫身上占主导地位时的表现，而能打破神

巫内心枷锁让神巫寻回“人性”方法，就是爱情。结合前面白衣女子的“神性”

论述，似乎唯有这种带有“神性”近乎完美的女子，才能打破“神性”的枷锁，

但这种完美是建立在身体的缺陷之上的。“情歌和情话都打动不了神巫，无声的

言语却夺得他的心。”32沈从文在这里表现出他作品中一贯歌颂“人性之美”的写

作风格，以不完美的“人性”将完美的“神性”解体。 

 

31 罗秋香，〈从情感缺失到人性缺失的孤独意识——从沈从文《神巫之爱》说起〉，《现代语文

(学术综合版)》2015年第 12 期，页 28。 

32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页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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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的根源是楚文化，而谈到楚文化的文学作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屈原。

屈原的作品《九歌》，正是他被流放到沅湘流域时所创作的。“九歌的的主旨一直

众说纷纭，人神恋爱说是其中有影响力的说法之一。”33《山鬼》所讲述的，就是

一个和人类相恋的山神，思念情人的浪漫故事。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是否受《九

歌》所影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论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和屈原一样

都注意到了湘西这篇土地上神秘且浪漫的巫文化，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创作中加

以使用。《神巫之爱》中的神巫拥有“神性”和“人性”的两面性，可以看作是人

神恋爱神话的再创作产物。 

  

 

33 熊瑛子，《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神话思维特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

士论文，2008），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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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巫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对立 

 

 

《神巫之爱》的小说世界，是沈从文基于巫文化所虚构创作而成的。小说世

界里自由奔放的人性、不受法律束缚的社会、自然淳朴的民风，无不使人联想到

同样是文学作品里虚构的理想乌托邦——桃花源。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该地

区山峦重叠，交通非常不发达，想要出行只有翻山越岭和顺水行舟两种选择，因

此这片地域自古便属于边疆区域，外人罕有前往。正因为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

湘西地区的文化数千年来不受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形态。

沈从文有意在他的湘西小说里使用巫文化去创造一个在文化上与传统中国文化

相对立的世界，这是他基于当时的历史时代对汉人文化的堕落所给予的回答，也

是五四运动思潮对他小说创作影响的体现。本章将探讨这种文化差异在《神巫之

爱》里的体现，并尝试解读沈从文在其中所隐喻的文化忧患意识。 

 

第一节 自由不羁的巫文化内核 

 

《神巫之爱》中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最大之处就是爱情观。中国传统

观念是以男子占主导的父系社会，而《神巫之爱》里的花帕族则是女性占主导的

母系社会。花帕族女子的热情奔放在前文中已经充分阐述，她们热情的求爱让神

巫都得退避三舍。她们白天的工作一忙完就在神巫的住处附近的寨门和路亭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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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路上等候神巫，不知疲倦的唱着求爱的山歌。“她们将等候半夜或一整夜，

到后方各自回家。”34这种观念“颠倒了文明世界中男追女的模式”。35相较中国传

统文化里教女子尽可能不要在外抛头露面的礼教也是大相径庭的。“大傩”的祈

福法事上，按规矩为了节省时间，类似的愿望本应一个人代全族人许就可以，女

子们的愿望却都是想当神巫的妻，个个都要亲口去说，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影响了

法事的进行，但即使如此村里的长者也按照惯例无权干涉年轻人的恋爱。由此可

见，恋爱自由在花帕族里是至高不可侵犯的规矩，年轻人在这方面甚至比长者更

有话语权，这些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 

神巫的仆人五羊身上也可看出沈从文有意对立传统文化的描写。五羊和神巫

虽为主仆关系，但却和传统文化中的主仆观念不大相同。五羊敢于指出神巫面对

爱情问题时的怯懦，甚至还用猫头鹰做比嘲笑他。五羊又爱喝酒，酒可以麻醉人

的神经让人意识模糊，作出超乎常规的举动，这便是用来突破传统规则的最佳工

具。常言道酒后吐真言，五羊在醉酒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调侃他的主人爱上白

衣女子一事。他骑马跟着神巫，醉醺醺的唱道：“我师傅已不怕花帕族的女人……

那神巫如今已为一个女子的情人”，气得神巫骂了他数次他才甘愿罢休。
36五羊和

神巫这种时常颠倒的主仆关系，既有前文中所提到的喜剧效果，也包含了沈从文

想要在小说里反转传统文化拥有绝对上下级差异的主仆关系的用意。 

 

34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50。。 

35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页 403。 

36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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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巫之爱》里还有不少对“性”的书写。“性”这一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

观念里是羞于启齿的隐私话题，文学上过于露骨的描写会被认定为内容不良的禁

书。反观在原始文化里，与“性”挂钩的是人类生殖繁衍的基本需求，人们对待

这个话题的态度并不保守。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书写了不少“性”相关的内

容，这些大部分都是非常直白的。例如前文中提到的那个五羊做的荒诞的梦境里，

他梦见自己得了一个妻子，妻子的身体部位在他眼中变成了“馒头”“冬瓜”“白

炖萝卜”等可吃的东西，“他得在每一件东西上尝尝，或吮一次，或用舌头舔舔……”

此处以食物为意象，对男女欢爱之事作出极其露骨的描写。沈从文利用巫文化浸

染下的原始社会背景，使得这种“性”的书写变得合乎常理，更像是通过一种原

始的审美态度来对人体的美感进行审视。 

 

第二节 沈从文的文化忧患意识 

 

我们从以上的举例分析里，可以得出《神巫之爱》在文化上和中国传统文化

相悖的两个核心，其一是自由恋爱，其二是打破繁琐的教条束缚。沈从文所生活

的清末时期的湘西，汉人因为死守繁缛古板的传统礼教，导致汉文化已经失去了

原有的色彩。“相形之下，部落民族由于恪守古风，却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活力。”

37沈从文作为苗族和汉族的混血儿，汉人和苗人两边的文化对于他而言都是非常

亲切的。许多评论家认为，沈从文湘西小说里对湘西文化的大量运用“展现了沈

 

37 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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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对苗族文化烂熟于心，并高度肯定其中蕴含着沈从文对苗族身分的自觉认

知。”38沈从文也经常以“乡下人”这个名号来称呼自己。 

沈从文所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地位，外部是入侵国土的侵略

者，内部是迂腐守旧的人民。沈从文敏锐的意识到，这个东方大国所拥有千年辉

煌文化正在逐渐倒退发展，最终甚至难逃在历史长河里消失殆尽的结局。他一方

面高度欣赏苗族自由绚烂的巫文化，一方面又对迂腐老旧的汉文化感到悲哀。沈

从文和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鲁迅虽素未谋面，但二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样的

道路，那就是用文字去唤醒这个在沉睡中不断下坠的时代。鲁迅选择尖锐的描写

社会的黑暗面给人们在思想上来一记当头棒喝，沈从文则选择了用古老的湘西巫

文化来唤醒沉睡的汉人文化，两人的方法一个“刚”一个“柔”，但目的却都是

一样的。“他们用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独异的文化眼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

界，传承着文化救赎的历史使命。”39 

绪论里提到，沈从文的小说按题材可粗略分成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两大类，

我们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里，也可看出他对原始文化的亲近。沈从文的都市小说

有不少是以男女恋情为主题，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沈从文在这些小

说里所描绘的恋情，并非如湘西小说中那般纯真美好，而是极度腐败、扭曲畸形

 

38 李国太，〈“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民族文学研究》

2017 年第 4期，页 151。 

39 张宝金，《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

文，2012），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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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里以《八骏图》的主角达士先生为例，他受邀到青岛的某个大学担任暑期

特邀教授一职，然而家中尚有未婚妻的他，却禁不住另一位教授的女友的诱惑，

本来要启程返回的他临时发了封电报，欺骗自己的未婚妻说自己“害了点小

病……想在海边多住三天”。40达士先生是一名作家，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

子，他还高傲的宣称自己的工作是“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然而他自己却是患

“病”最严重的那一位。他作为学者的理性，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最终出

轨自己的未婚妻。这是沈从文对“衣冠禽兽”一类都市人的讽刺。 

沈从文在 1922 年夏天从湘西来到了北京，他本想当一名学生进大学学习，

但很快就发现他即身无分文又没有正规学历，要么考不上要么付不起学费，他靠

着亲戚熟人的资助，在北京摸爬滚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自己逐渐走上梦想中

成为作家的道路正轨。
41沈从文在这段时期感受到了大都市生活的冷漠，他也注

意到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一些观念被人们所扭曲，成为他们不良行为合法化的

借口，比如自由恋爱的观念，被一些人用来掩饰自己对爱情不忠的畸形人性。大

都市虽然有着更丰富的新事物，但生活的沉重负担压着每一个人，这种压力下人

性极容易发生扭曲，表面光鲜亮丽的人们，内心已经变得黑暗浑浊。沈从文渴望

回归到湘西那个民风淳朴的文化社会中去，但为了理想他又不得不在北京坚持下

去，因此文字就成了他的压抑情感的宣泄口。我们转回头反观《神巫之爱》，花

帕族的女子虽然热烈的渴望爱情，但她们却严厉反对情人出轨，并遵守一夫一妻

 

40 沈从文，《春》（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页 91。 

41 这段生平概述参考自金介甫，《沈从文传》，页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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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果有人真的夺得神巫妻子一位，其他女子也就自然选择放弃，不会继续死

缠烂打。相比较之下，被称为“文明人”的都市居民，在感情道德方面还不如原

始部落的居民来的健康、忠实，这是沈从文对都市人性的讽刺，也是他对湘西原

始文化的亲近和回归。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塑造了一个与世隔绝、隐藏在深山中的原始部落—

—花帕族。这个部落虽信仰着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看来未知且神秘的巫文化，

但读完整部小说后就会发现，这个部落并不存在什么古怪的条规，花帕族人的社

会是非常松散自由的。花帕族有基本的社会结构，有称为族总的部落首领，但他

更像是处理族中重要大事的管事人，比如接待来为全村做“大傩”的神巫。族总

作为年长者，因他丰富的认识阅历而在部落中有一定的威信，但他并非是叱咤风

云的皇帝。人们以种田捕猎作为生计，过着崇敬自然的生活，形成一个自给自足

的原始社会。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表露出“一种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憧憬”。

42他试图通过巫文化浸染的原始部落社会模式，在小说里创造一个理想的美好国

度。乌托邦主义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沈从文虽然未

曾留洋学习，但在五四浪潮的席卷下也学习到了这些西方的知识。关于五四时期

传入的乌托邦思想流派和内容等更为深入详细的内容，其他学者的文章中已有详

细论述。43本章想要阐述的是，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创造出一个倡导无政府

 

42 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1

年第 1 期，页 385。 

43 详见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页 38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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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绝非是对现实的逃避，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他是想要通过这

个美好的国度，来唤醒当时中国人民保卫自己民族的文化。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表达了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反对声音，但这并非

是对自身文化的否定。《神巫之爱》里的自由恋爱观念，“不仅仅是一种人性欲望

的表达，更是一种崇高价值的体现和生命力强盛的象征。”44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社

会，也在试图揭露传统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神巫之爱》虽然题材和表达方式

更偏向于纯虚构，但沈从文想通过人性与社会的真善美所传达的主旨思想却不曾

改变。他在《边城》题记里写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

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45这

不仅是沈从文在《边城》里想要传达的声音，也是在《神巫之爱》乃至他所有湘

西小说里所隐藏着的呼声。 

  

 

44 宋静静，〈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楚文化色彩〉，《文学教育(上)》2022 年第 1 期，页 46。 

45 沈从文，《边城》，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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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神巫之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饱含湘西风情的幻想世界，而巫文化是构成

这部小说的核心元素。湘西地理位置偏远，人们对这片土地土族所信奉的文化都

不甚了解，因此巫文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未知且神秘的体验，这便是沈

从文湘西小说的特点和优势所在。《神巫之爱》中，沈从文对巫文化的仪式性和

精神性两个层面的巫文化元素进行了丰富的书写，贯彻整部小说。其包括傩仪、

巫师、巫歌、自然意象崇拜等多个元素，尤其是小说第二章神巫为居住在云石镇

的花帕族所作的“大傩”法事，给读者带来十足的新鲜感，将小说剧情推至高潮。 

《神巫之爱》的主角是被称为“神巫”的一位青年，他的职责就是为各个部

落人们请神祈福。沈从文在小说里随着剧情的推进，通过爱情将神巫这个角色严

肃的“神性”瓦解，并以富有生命力的“人性”取而代之。这种带有强烈反差感

的剧情模式，在老套爱情小说剧情上推陈出新。沈从文的这种人神交织的恋情书

写，上可追溯至楚文化里屈原所作的《九歌》，是巫楚文化在白话文学中的传承。 

沈从文还注意到了巫文化原始且旺盛的生命力，是他当时所处时代沉睡着的

中国人民的一剂良药，是复兴已经日趋迂腐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关键。《神巫之爱》

中的文化价值观，在各方面都与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相差甚大。沈从文有意以异族

文化为框架，在小说里构建一个他理想中的乌托邦式社会，其目的是通过原始的、

淳朴的民风来呼唤中国人民在繁杂的礼教束缚蒙蔽之下，逐渐失去的文化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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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作品的巫文化书写研究方面，本篇论文仅是选用了学界讨论较少的

《神巫之爱》为例进行讨论。《神巫之爱》作于 1929年，这段时期前后沈从文连

续创作了一系列饱含幻想色彩的湘西巫文化题材小说，如《凤子》《媚金，豹子

与那羊》《龙朱》等，其中《龙朱》的剧情还和《神巫之爱》有所联系，二者可看

作是前后篇。以上的这一系列作品里都有非常丰富的巫文化书写，尚有好几部和

《神巫之爱》一样被学界讨论较少者，都还有可研究的空间。沈从文的其他湘西

题材作品中也有不少民俗的书写，其中不乏苗族的巫文化信仰，这点也可以进一

步拓宽这个题目的研究对象范围。总结来说，这个课题是沈从文文学作品研究中

一个比较重要且宏大的主题，截至目前仍有一定的可研究空间值得我们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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