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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史料发掘与沈从文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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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的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使得沈从文的感知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异常性”，并对其文学活
动、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沈从文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诸如《看
虹录》《绿魇》《莲花》之类的“悦乐疯狂”之作，并产生了“神”、“生命”等超逻辑的思想命题，与这一时期他病情的加剧有着

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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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史料的考证与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沈从文
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如

凌宇的《沈从文传》、金介甫的《沈从文史诗》、吴世

勇的《沈从文年谱》等等。它们为沈从文研究的快

速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难以

掩饰的瑕疵。例如金氏的《沈从文史诗》虽考据精

当，但过于依赖文献资料对沈从文情感的丰富性关

注不够；凌宇的《沈从文传》虽无上述问题，却由于

与沈从文的距离太近而“不能从深处抓住沈从文的

弱点”。进入２１世纪后，沈从文的史料发掘工作发
展缓慢，学界对于沈从文其人、其文的认识大多仍

局限在已有传记的格局。流于现成资料的辗转抄

录，那种建立在实地考察和访谈基础上的新发现并

不多见。那么是不是沈从文生平史料俱已发掘完

毕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一

笔者在对沈从文家族的调查中发现，沈从文的

亲伯伯、亲妹妹以及其本人都曾是严重的精神病患

者。现代医学理论一般认为“两代三人”患有精神

疾病，其病因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遗传。而将“疯狂”

基因带入沈家的正是沈从文的苗族祖母。据考证，

这位女性后来因精神失常被逐出沈家改嫁异乡，并

非如《沈从文史诗》《沈从文传》所认为的那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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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担心苗族后裔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改嫁。事实

上，据《同仁府志·苗蛮》记载自乾隆六十年以来苗

人就允许像汉人一样“诵诗读书，且有列痒序登科

第者”。凤凰苗族弟子龙骥还于光绪十年乡试中

举，被朝廷授官。况且，当年与沈从文的祖父沈宏

富一同征战的田兴恕亦是苗人，此人是沈从文祖父

的上级，咸丰年间被清朝封为贵州提督，署巡抚。

这些事实表明，苗族不仅能够参加科举，还能与汉

人一样做官。金介甫、凌宇等学者关于沈从文亲祖

母改嫁的记载实际上依据的是沈从文的陈述，而沈

从文本人并没有亲历此事，他依据的不过是儿时长

辈们给予的牵强解释而已。这个解释不光不符合

当时的实际，也不符合人伦常情，因为一个为沈家

生育了两个男孩的母亲被无故远嫁他乡，无论从苗

族习俗还是汉族习俗都是说不过去的。

苗汉两族对“精神病”的看法截然不同。在湘

西，“精神失常”与其说是被看成“疾病”，毋宁说是

“神灵”的降临。正如沈从文在《湘西》中所说，湘

西的“巫”并不是依靠后天学习而成的一种职业，而

是一种心理（精神）疾病。只有精神疾病发作的人

才可以设坛占卜担当巫师，而一旦其疾病好转便只

能重新回到普通人，不再从事巫事，因此，精神疾病

在湘西带有神圣的意味。一旦精神失常，他便不再

被视为普通人而是“人神的混合体”。人们对于他

们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所以在湘西，落洞少女是不

能娶回家的，因为她是神的爱人；同样，巫师（婆）也

不可纳入日常人伦当中去的，这样会亵渎到神。沈

从文的苗族祖母最后被改嫁（或送往）他乡，正是其

家人出于这些顾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沈家带有强大的“疯狂”基

因，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后代就会患精神疾病。精

神病遗传的概率并不是１００％，而且即使携带致病
基因的人大约有 “２０％ 或 ３０％ 是不会发病
的”。［１］Ｐ１５沈从文和她的九妹被“选中”来背负家族

中积聚的精神病能量的重担，与他们各自的生理和

心理环境存在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些因素都是外

在的，它们只能够起到“保护”或者“激活”那些潜

伏的基因，而且，真正致病的主要还是那种依靠遗

传得来的特殊心理结构。

二

家族遗传基因为研究沈从文１９４９年自杀事件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目前研究者在研究沈从

文自杀事件时大多只强调外在的政治风雨对于沈

从文的迫害和压迫，而忽视了一个至为关键的原

因———沈从文长期以来的心理疾病。据目前的史

料来看，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间沈从文所遭受的政治迫害
并不大。其妻子张兆和女士在致田真逸（沈从文姐

夫）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

大，其实并没有压力。”［２］２３以往的研究者为了能自

圆其说，常常夸大共产党对于沈从文的政治迫害，

并将之视为导致沈从文自杀的主要乃至唯一的原

因。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杀都是源自于

精神问题，时代政治因素只是外因，起到催发作用。

在西方的一项关于１３４个自杀案例的调查中，２／３
的自杀案例都与躁狂抑郁症有关，而没有精神障碍

史的人一生企图自杀的比例仅为１％。［１］４３精神疾
病“源于遗传的事实无可置疑”。［１］１５

１９４９年，沈从文自杀被救之后曾在医院写下这
么一段日记：

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提到

自己由想象发展，常常扮作一个恶棍和一个先知，

总之都并不是真的。真的过失只是想象过于复杂。

而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

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

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

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

结果。［３］１４７

尽管学术界对这段话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但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沈从文

认为他的心理疾病并不是自１９４８年底才开始的，
早在３０年代末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１９４３年
他在写《绿魇》的时侯心理疾病已经比较严重了，由

于没有１９４９年那么明显，故沈从文将之称为“隐性
的疯狂”。第二，沈从文认为即使没有政治风雨的

侵袭，按照这个疾情的发展“必然有疯狂的一天”。

这与目前研究者把沈从文精神失常简单地归为政

治风雨的做法完全相反。第三，沈从文认为，这种

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是“想象过于复杂”，即陷入幻

觉难以自拔，而幻象、妄想、焦虑、混乱恰恰是忧郁

躁狂症的主要症状。应该说，沈从文此时对自己的

剖析是比较客观的。正因为山雨欲来之前沈从文

精神就已经濒临失常，故１９４９年前后那一点点打
击沈从文的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在此，也许有人会疑问———既然沈从文的精神

疾病早在４０年代就已经有体现，那么为什么一直
以来都没有人发现呢？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

面的原因：首先，躁狂抑郁症不像精神分裂症那么

外显，患者并不总是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相反他

们大多时候与常人一样。像拜伦、伍尔夫这些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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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证实了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

间都是正常的，病症发作的时候只是一小部分时

间，人们很容易把艺术家精神上的疾病视为性格上

的孤僻乖戾，而不会当做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其

次，“天才”和“疯子”就如硬币的两面，很多的时候

人们难以区分，艺术家的独特之处究竟是“艺术天

才”还是“精神异常”？

汪洋恣肆的想象是沈从文创作和思索的主要

途径，然而这个想象“飞跃”常常超出了理性控制的

范围，逾越进“疯狂”的领地。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这

个特点很清楚，常常批评他说，你总是“在习惯方式

中吓你自己”，陷溺到“想象的泥潭中无从挣扎，终

于死了”。沈从文对自己的奇异的思维感到不解，

认为小时候将大脑摔坏了。

随着这种心理疾病的发展，沈从文的感知能力

越来越紊乱，有时甚至出现视觉、听觉和嗅觉的幻

象，从而泯灭了超现实与现实的界限，沉溺于幻境

当中无法自拔。在创作《看虹录》的时候，沈从文竟

不吃不喝地沉迷在“悦乐疯狂”之中达 ２４小时之
久，且“为了保留在印象中的造型”，每一次回忆都

会让自己重新疯狂起来。小说的末尾沈从文写道，

“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

中”。［５］３４１这个“观念世界”并不是理论建构的世界，

而是由“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的“美的抽象”，

它们“比梦境更荒唐的实在”［５］１３４，实际上就是非理

性的“疯狂”世界。不过对于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而

言，沉迷于幻想世界的“固执”究竟是一种创作的激

情还是精神疾病的表征呢？或许这两者压根就没

有截然的分别，天才与疯子只有一墙之隔，当某种

天赋过于发展，超越“界限”，很可能就进入到了癫

狂的领地。

据笔者调查，发现沈从文所说的这种“疯狂”早

在“情感幻异”的《月下小景》就开始了，到了四十

年代进而“发展成‘七色魇’式的病态格局。”［４］３４９

不过这时候病情还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因此没有

引起人的注意。直到１９４９年前后政治剧变，沈从
文工作的权利受到剥夺时，心理的躁狂抑郁才“变

成了一种疾病而并非一种暂时的存在状态”。［２］２３

三

学术界似乎流行一种偏见，如果某位艺术家、

思想家被证明精神有问题，其创作似乎就丧失思想

和美学价值，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将一个“疯子”奉为

大师。正出于这种偏见，很多研究者一直以来都不

愿意正视沈从文长期以来患有精神病的事实。笔

者认为这种偏见是大可不必的，天才与疯子常常只

是一墙之隔。古往今来，著名艺术大师中的精神病

患者比比皆是，如拜伦、梵高、贝多芬、爱伦坡等等。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轻度的狂躁与抑郁会让人的感

知能力变得超常的“敏锐”，从而“感知”到了一些

非感官的幻象。梵高越是在疯癫的时候，创作的画

作越卓越不凡。以至于法国著名作家普鲁斯特认

为，“所有杰作都出自于精神病患者之手”。［１］１

同样的，这个“隐性的疯狂”对于沈从文的文学

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对沈从文的创作

稍做考察，不难发现在沈从文３０－４０年代间创作
中，“癫狂”“沉迷”“狂热”与“死亡”是最为常见的

主题。“疯狂”以及与“疯狂”相关的“痴”“癫”

“迷”，是沈从文４０年代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些词大约出现了６０次。不光
如此，精神疾病还让沈从文４０年代的创作呈现出
一种整体上的非理性“狂诗”色彩。例如：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

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

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

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有什么人能用绿竹作弓矢，射入云空，永不落

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

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５］４３

上述引文行文节奏密集而急促，思维跳跃变换

飞快。其中的“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

“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等短语大大

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范围。这样的语言在沈从文

４０年的作品还存在很多。由于语言和思维是密不
可分的，“语言形式反映思维，或者说，语言是思维

的镜像”，语言形式不仅表达了思维的结果，还显示

着思维的方式。［６］２７５沈从文狂诗的语言也表明了其

思维的“非正常”状态———“发疯”状态。从这个意

义上说，沈从文 ４０年代在《生命》《烛虚》《绿魇》
《看虹录》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对于“美”（艺术、自

然或女性身体）的心醉神迷和“悦乐疯狂”与其非

理性的“疯狂体验”是一致的。

家族“疯狂基因”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沈从文

创作风格的整体转变，使其４０年代的创作（如《烛
虚》、《七色魇》、《看虹录》等）呈现出极强的“非理

性”色彩。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注

意，事实上沈从文曾在１９４９年的日记中明确表示
过，《绿魇》是其精神错综的结晶，《看虹摘星录》中

的痴狂入迷体验也是自己生命形态的本真纪录。

沈从文４０年代作品所呈现出的“非理性”色彩都根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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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其隐秘的精神世界。例如在小说《主妇（其

二）》中，沈从文写道：

目前世界对于我作成一种崭新的启示，万物多

美好，多完整！人类抽象观念和具体知识，数千年

积累所成就的任何伟大业绩，若从更深处看去，比

起来都算得什么？田野间依然是露水，以及那个在

露水朝阳中充分见出自然巧慧与庄严的野花。一

种纯粹的神性，一切哲学的基本观念，一切艺术文

学的伟大和神奇，亦无不由之孕育而出。

……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

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不知不觉间两脚已踏到

有螺蚌残骸的水畔。我知道，我的双脚和我的思

索，在这个清晨清新空气中散步，都未免走得太远

了一 点，再 向 前 走，也 许 就 会 直 入 滇 池 水

深处。［７］３２２－３２３

这种风格的文字与前面例子一样，带有强烈的

非理性“狂诗”的色彩。沈从文曾在写给程应的

信中对写作此小说的精神状况做了明确的交代：

犹记得三十四年九月八日，住桃园写了一晚作

为送三小姐纪念礼物的文章。走到村子外边去，越

过马路躺倒带露水的荒坟间，头中发眩，觉得十分

悲戚。［２］９２

上文中所说的“送三小姐纪念礼物的文章”就

是《主妇（其二）》。显然《主妇（其二）》的“狂诗”

色彩与作者“头中发眩”的精神状态是相关的。目

前学界在研究沈从文４０年代的创作时恰恰严重忽
视了这一点。他们常常将这种“非理性”的文学风

格视作沈从文有意识的艺术创新，并扣以“哲思散

文”、“意识流小说”等等似是而非的“帽子”，借助

一些西方意识流小说的理论方法，挖掘文字背后的

现代派内蕴，实际上都走错了路。离开了主体创作

时的精神状况，空谈文字，只能导致过度阐释或牵

强附会。沈从文研究应该打破那种脱离史料空谈

的习惯，重新回归沈从文本身的研究，立足沈从文

本人的精神处境来谈作品。

虽然沈从文４０年代的创作多是精神“异常”时
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意义的狂言乱

语。相反，很多天才式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在迷

狂之中产生的。没有癫痫，梵高就创作不出传世佳

作；没有迷狂，柏拉图认为就不可能有诗。因此笔

者认为上述文字不光不是无意义的呓语，还是沈从

文作品中最为深邃的东西，这个东西超越了理性，

我们无法用日常的感知方式去感知。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沈从文在 ４０年代提出的“神”、“生命”、
“抽象”等思想命题也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癫狂中把

握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所说的“神”是湘

西半原始文化的隐秘显现，因为在湘西巫文化中，

“神”的把握也离不开癫狂。“神人相通”是巫师借

助一定的仪式（如狂舞、饮酒、服药等）进入到生命

的癫狂状态中实现的。对于湘西山民来说，“疯狂”

并不是愚痴，而是巫师般的“先知”，他们对于“人

自己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不是

通过思考（普通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论者注），而是

通过体验忘我的癫狂状态而决定”。［８］５７这种思想方

式获得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神圣的智慧。

直到１９４９年初，风云突变，天地玄黄。脆弱的
心灵终于在精神重压下崩溃。正如沈从文本人重

读《绿魇》时写下的那样，“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

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

去。”天才与疯子只是一墙之隔，究竟是天才由疯癫

激发，还是因天赋而疯癫？对于沈从文来说，或许

两者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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