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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每一次的漂泊旅程，都是开拓眼界、增长智慧的机遇，每一次在字里行间的穿梭，都是荡涤心灵的
寄托。
无论是行走在路上还是纸上，都是对生命的一次审视。
读余秋雨的散文，就如同读一本轻松的旅行散记，一本厚厚的中国历史。
每次都会在跋涉中得到些许感悟、某种寄托，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蕴涵其中。
相信所有读过“余氏散文”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余秋雨先生洞达人情世故的睿智，以及那份中庸和
谐的处世态度，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见解与阐释，更令人为之感叹和折服。
    一粒沙可以折射出一个世界，一朵花能够映衬出一座天堂。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文化的传承却是没有止境的。
把无限放在掌心，让永恒来收藏刹那，这是生命永恒存在、亘古不老的原始见证。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文化沧桑在人类的记忆中越磨越淡，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圈子，
时间磨损了最值得深藏的宝贵记忆。
所以，本书通过对余秋雨代表作的详尽阅读，综合各界对“余氏散文”的文学见解与文化解读，从小
处着眼，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引领读者去领略中国文化广阔的天地，借以打通中国古今文化的屏障。
如果读者对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还有质疑，那么就请从这本书开始——翻开第一页，从本书对余秋雨散
文作品零星片语的撷取中，用心去鉴赏、去品味、去感悟，去摸索知识以外的文化内涵，细细体悟这
份绵延不尽的文化“余味”。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我们接触到的世界越来越多元化，各种文化都在不断运动，
或融合，或交流，或碰撞，共同推动着世界的不断前进。
然而中国传统的国学艺术，无论是在音乐、书法、绘画，还是风俗、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都在西
方文化的冲击下显得岌岌可危。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保持住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因此，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前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了解我们可以
继承的文化传统，以利于更好地理解、利用中西方文化资源，进而发掘中国文化的渊博精深。
而对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发掘得越深，就越能发现其珍奇可贵。
    余秋雨曾说：“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
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挫折。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埋首于砖块般典籍中的余秋雨，突然涌起了向苍天大地释放自己内心深处无限
呐喊的渴望。
一直以来震撼着心灵的澎湃思想犹如一阵滔天巨浪，要求超脱现实的束缚，寻求最终的寄托。
这是一次对岁月人生的不断雕刻，也是一次对生命价值的不朽承托。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日渐强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1世纪是中华文明开始伟大复兴的世纪。
中国文化，将是未来世界的关键词。
余秋雨曾深情地说过：“在即将跨越这道千年山梁时，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每
一道千年山梁上都有中国人的脚印，而且这排脚印没有中断，一直排到今天中国人的脚下。
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
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
也许，他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了？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听余秋雨讲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包含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主要有文明、历史、艺术、人性、文人、传承等类别。
在每篇文章的开始，都会先援引余秋雨散文中的部分内容，以此作为出发点，解读本篇散文涉及到的
文化点，并以旁征博引的形式，发散解读，不时加入当今的文化热点，使读者可以阅读到一本饱含余
秋雨特色，且内容丰富的文化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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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铭，当代学者、专栏作家，曾为《读者》等杂志撰稿，并担任过《青年文摘》等杂志的编辑，
他的作品散见于这些杂志和其他著名刊物。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文化及艺术，尤其着重研究中国文化及热点文化现象。
曾专门对余秋雨的散文进行过研究，是一位历史文化感、责任感厚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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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走出洞穴别有天地非人间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
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
——《白莲洞》“洞穴”是特征十分明显的一种自然现象。
汉语中的“洞穴”一词包括“洞”与“穴”两部分的内容：“洞”的本义是指水疾流的状态，是某一
非生命的物理现象；然而“穴”则是指生命生态系统中动物栖息的地方以及人类的住宅房屋。
早期的人类，比方说“北京人”、“山顶洞人”等都是居住在洞穴里的。
《易经》里记载着：“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这说明，最初我们的祖先，居住的方式是穴居。
人类居住的洞穴有着舒适、安全等优点，其空间特点以及结构特征都代表了某种生态文明，反映出了
人类从动物本性到人类天性的发展过程。
在汉语词汇当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些有意义的词汇：“窑洞”、“山洞”、“洞房”、“别有
洞天”、“洞天”、“龙穴”、“穴位”等。
在《汉典》里，是这样解释“别有洞天”的：“洞中另有一个天地，形容风景奇特，引人入胜。
”出自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山中问答》：“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恰是由于空间的远隔，时间的邈远，很多美好的话题因此而产生。
这也许是因“宇”、“宙”一直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里用“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揭开人类历史的神秘面纱，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人类最初的摇篮便是洞穴。
早在七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前，在北京人还保留着猿的特点的远古时期，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洞
里，就保存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
这样算来，我们的祖先栖居于洞穴之中的历史至少有近百万年。
那儿不但埋有我们祖先的白骨，还有我们初为人类的文化。
从类人猿历经演变、进化，发展为现代人，最初人类的安全感与温馨都得益于洞穴：当时的人类以狩
猎为生，在洞穴中他们觉得十分安全，在洞口生火，这样不但可以取暖而且能让他们烤肉的同时防范
野兽的攻击，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是当时所有人类的基本生活。
在这儿，生命得以孕育，种族得以延续。
人类文明的探询之路也由此起步，要知道，这条路一点儿都不好走，时而波涛汹涌，起伏不定；时而
万马齐喑，陷入困顿；时而一马平川，星光灿烂；时而暗流湍生，柳暗花明⋯⋯不过不管怎样的情形
，人类文明总是在洞穴的佑护下以及在人类的勤劳中孕育出惊喜。
在白莲洞前余秋雨先生曾经感叹过“白莲洞要么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事实上，白莲洞看上去和其他普通的溶洞并没有多少区别，余秋雨先生只是将它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
面镜子，驾驭着神奇的笔墨，先沿着时间的隧道考察过去，随之又升高盘旋，思索着人类当前面临的
困惑以及未来的世界。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一切都会变成人类寻求进步的动力。
原本白莲洞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溶洞，只是三十多年前，古人类学家的一次意外野外考察，才发现
了这个看似普通，实则却与远古人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溶洞。
1980年，柳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市西南约十二公里的白面山山腰处的白莲洞中，发现一枚白莲
洞人牙化石——属于左侧第三下臼齿。
（黄现璠著《壮族通史》）这枚牙齿是在白莲洞的外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
等。
实际上，位于市南郊莲花山上的白莲洞，不但没有五彩缤纷的奇峰异石，而且也没有诸多著名溶洞所
具有的鬼斧神工，这儿只分为外厅与后部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宽敞、明亮，穴道屈曲，后部开阔。
可这儿却记载了我们的祖先为更好地生活，历经磨难，勇敢地走进溶洞，同成群的猛兽生死搏斗，抗
争、失败、再抗争，最后获胜，成为万物灵长的历史。
作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白莲洞是中国第一座洞穴博物馆，里面陈列了非常多的古人类与哺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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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表明，生活在大约距今五万年之前的“白莲洞人”已会缝制衣服，用火做熟食，
初步形成了白莲洞文化。
今天，人类的居住场所洞穴已经历了多次的演变，有的成了屋、有的成了楼，而陕北的窑洞却一直保
留至今。
以前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就恋那一排排窑洞，就恋那一道道坎坎，就恋那一道道沟沟，就恋那一
条条炊烟⋯⋯”短短几句歌词，却勾画出了黄土地的风貌：沟沟、坎坎、炊烟以及窑洞，组合成一个
朴实的地区，一幅苍凉的水墨画，一段沧桑的历史。
作为天然的容纳居所，窑洞经过千年演化发展，由一条小溪会聚而成江湖，发展成一个大家族。
值得肯定的是现代窑洞都是在先祖居住的石窟、土洞的基础上不断演绎而成的。
因而，我们不由得想到了陕西一带世世代代居住在窑洞里的人们，他们是如何沿袭下来的？
为何不用砖石或是木头建造房屋？
是他们存在着窑洞情结，还是根本离不开窑洞？
事实上，那是当地的地质地貌的原因。
当地是黄土高原，在黄沙里种植庄稼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别说建造房屋了。
薄薄的一层泥土，只要遇到大风，便会被掀起，漫天尘土飞扬。
常年极少下雨，令当地的气候非常干燥，那黄沙泥土，按旧时的烧制技术不易烧成砖瓦。
黄沙泥土里的庄稼随时随地都有枯死的危险，树木想必也很难成活，树少，可以建筑房屋的树木当然
也就少得可怜。
而窑洞，只需选好向阳的山坡，就算只有十来米高，也可以挖出一个洞穴来让人居住。
能够想到，这样的洞穴一定大不了。
就因为洞穴大不了，大小形状宛如一些烧制陶器的土窑，简单而又便捷，所以，这样的小洞穴就被称
为窑洞了。
它们珠珠串串，连连系系，因材而建，因地制宜，形成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的陕北大窑洞体系，屹立
在黄土高原，成为了陕北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陕北的名片与代名词。
建造窑洞是一项十分繁浩的工程，深度依照5米，长宽各依照15米开挖，净土方量便有上千立方。
在那个没有机械化生产工具的年代，一个人一天按照20立方的运送量来计算，需要花费将近两个月的
时间，再加上窑洞的开挖以及土方的运送，能够想象，在建造这种窑洞的时候我们的先民所付出的劳
动量有多大。
因而在陕北地区慢慢形成了亲戚、好友、家族、乡邻间的互相帮助的习俗。
哪家有红白办事，哪家建房凿窑，哪家夏收秋种，哪家病人卧床，只要打一声招呼，都会二话不说，
倾其所力，帮之不辞。
慢慢的，家族村邻，抱团为帮，拔刀相助。
重义气、显豪气、好爽气的人格脾性成为他们的一大表征。
这也许就是地理环境造就了陕北人独特的性格。
为了采光，窑洞还不得不开窗，古代用麻布或者粗纸，现代用玻璃，有模有样的窗户，加上简易的木
门，一个供人居住的家就形成了。
一个山丘短的窑洞也许几米、十几米，长的可达百米、数百米，海拔也可高达几百米，所以当几个、
几十个窑洞开在同一座山丘时，那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看上去仿佛城市里的楼房，一样是壮观的
；只是在那种壮观当中，还给人一种风雨飘摇的、苍凉的感觉。
窑洞前的小路，自然也是崎岖并且坎坷的，从这家到那家，基本上没有平坦宽阔的道路。
处处可见的，还有深达几米、几十米的山崖，崖下种着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因干旱而失去了鲜亮的
绿色，显示出一种病黄。
巴掌大的一块地里，还可以看到几根山芋藤十分顽强地生长着。
在窑洞居住的人们对什么生活艰辛都毫不屈服的信念，将他们的梦想带出了尘土飞扬的地带，他们利
用自己的朝气与年轻，依靠辛勤的劳动，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窑洞。
一座座砖石房屋的建造，已将窑洞人民脱离了穴居生活的时代，虽然那些废弃的窑洞被杂草或是乱树
掩映着，无言地诉说着它们的沧桑与酸涩，不过你依然要为它们的主人深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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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余秋雨，当代知名学者、散文家、作家、艺术理论家，以其独特而又深刻的历史文化散文享誉文坛。
他凭借自身渊博的文史知识，以优美的字句，带领读者徜徉于历史的长河中。
二十多年来，他以不懈的努力守护着华夏的璀璨文明。
    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相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
风物、区域历史，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意蕴，以及人格的构成与人生的真谛。
他用冰冷的手笔但并不冰冷的文字将地理写成了历史，将历史写成了文学，又将文学写成了最最直白
的感受。
他不是一位批判家，却无情地在文字间批判着现实社会的残酷无情；他不是一位社会学家，却用敏锐
的目光把历史拉回现实，把现实推向未来；他只是一位文化人，用文化人的细腻来感受与体会人类的
天空下遗留的魅力、辉煌、丑陋、卑劣⋯⋯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
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乳交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
特有的精神享受。
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已经跨越了纯文学的界限，走向文化领域。
    本书通过对余秋雨散文的文化解读，力求向读者展示“余式散文”的文化内涵，以全方位的深度剖
析重新认识余秋雨其人其文，感受这些文字中所蕴涵的文化气息。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为使书中所述内容更加准确、详实，作者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得到众多
学者及媒体朋友的大力帮助，掌握了诸多丰富完备的信息与一些观点独到的资料。
作者以此为基础，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筛选、整合与
重新诠释，大大丰富、完善了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在这里，作者对所有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学者及媒体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鉴于作者能力有限，难免会有不到与疏漏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朋友予以谅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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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
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
——著名作家余光中余秋雨的书风行华人世界不是偶然，我猜想许多中国人也在思索我们的文化问题
。
他的书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强烈共鸣，如幕鼓艘钟，敲醒了大家半休眠状态的文化意识。
每逢听到周围朋友对他的书的惊喜反应，我的确感到高兴。
——著名剧作家白先勇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
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
在这一点上，我要向余秋雨致敬，毕竟是他迈出了参与社会建设的第一步。
——著名学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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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余秋雨讲文化》编辑推荐：一场开拓眼界的文化之旅，谛听余式文化中的古往今来，摆脱平庸，
走出重复，人生理应变得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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