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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国文：小说家，散文随笔作家。男，1930年8月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1947年就读于南京国立戏
剧专科学校，1949年到北京，先进华北人民大学三部学习。后到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工作。1952年参
加抗美援朝。1954年回国，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1986年后，到中国作家协会，曾任
理事，主席团委员，《小说选刊》主编。
李国文先生以小说创作蜚声海内外，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
、华人传媒文学奖。至今，已创作了五百万宇的文学作品，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朝鲜文在海外出
版；在台、港、澳地区，也出版多种繁体字本。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专门从事随笔杂文写作，尤重于历史散文的写作。独树一帜，成就斐然。融文学
的才情、历史的厚重、杂文的犀利于一炉，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
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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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获此殊荣者，只有
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根深蒂固，之历史
久远。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喑，然而，值得
我们为之额手称庆的，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尽，即使四
旧皆除尽，然而，云消雾散，霁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苏，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
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死了，还活着
。而且活得会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纪更长久。皇帝，总是要去他妈的，但是屈原，中国人都记得
住。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
”，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芈。这个稀见字读mǐ，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
。芈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闯大夫。屈
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
的清水衙门，这使出身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
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无所谓郁闷。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
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类似于现
在的纪检委。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做到类似美国国务卿那样重要的
职务，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所以，为左徒时的屈原，很牛，很抖。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
北江陵），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
明星人物，很引人瞩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
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了，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免
了，去做三闾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遭遇、云
泥之分的差别。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而诗写得好的诗人，不是那种写顺口溜
，写大白话，写标语口号式诗歌的诗人，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
唯其难以忍受这种碧落黄泉式的跌宕，为此感到受不了，为此而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是可想而知
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经
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锤定音，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公元
前340—公元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
，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作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
徙到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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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吧，文人气太重，正在慢慢啃读
2、分析深刻，对于语文学习很有帮助！
3、不错，正在阅读。。。
4、在学校图书馆看过，但还是想自己拥有一本，不错的文字
5、好，满意 ，喜欢
6、多一个角度，多一种思考。
7、很有用，，很有帮助，，
8、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可以看到好多历史
9、一本发人深思的好书
10、通俗的文笔～～作者经常发表同病相怜之感，文人相轻～～
11、我想说你是不是给了一本旧的书给我，不仅没有外包装还是皱的。
12、感觉说的话有限糙，观点倒是还算新颖。
13、以前在网上看过半本的“电子试读版”，很不错的书，所以买一本来收藏
14、关于死亡，这是非常严肃的话题
15、知行合一。作者的经历与理解的融合，个人风格也是有的。
16、一直期待的一本书 很好
17、听老师提起，就去书店买，但是没有买到，没想到当当上有，真是太好了
18、书皮太不经划。。。内容还不错，就是不太符合想要的。。还是更喜欢鲍鹏山。。
19、《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由李国文所著，主要内容包括:屈原之死；司马迁之死；李斯之死；蔡
邕之死；嵇康之死；王衍之死等。详细述说了司马迁、李斯、何平叔、王猛、李太白、王安石、金圣
叹等数十位我们所熟知的文人离奇之死。对于他们的死，曾经有着各式各样编排出来的说法，而作者
从这些文人的生活态度、个性习惯、接人待物中细细剖析，渐渐为我们引出了他们非正常死亡的真正
原因。
20、文章大量用典，引述古文甚多，且没有解释，我一高中生感觉看着稍显吃力，但有几篇文写的很
精彩！
21、带有严重的个人感情色彩，自己的思想前后矛盾。只能说题材不错，质量实在一般。
22、帮儿子买的，说是老师介绍的，书不错，值得了解。
23、我记得在豆瓣看简介时，还有苏轼之死。结果买到看书时，却没有⋯⋯
24、给外甥女买的，感觉还不错！
25、还有中国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一并看
26、这本书是老师建议买的，用来备战高考，孩子看了之后说是打开了作文的思路，看来是本好书！
值得高考前的孩子们看看！
27、本书是李国文先生的代表作，其关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一点论述还是比较精辟的。人民文
学的本子也非常好，总之，这是一本不错的书，
28、比旧版少了几章。下笔恣肆痛快，但弥漫着愤愤不平之气，抱怨帝王领导倒行逆施，鄙视宠臣红
人溜须钻营，讽刺狂生腐儒咎由自取，外加时时回顾六十年代以来留下的伤痕。文中对“世纪”的计
数常常出错。
29、有内涵。质量不错。值得收藏
30、不了解历史的人，推荐看看。与别人交流的谈资！
31、真心不错，值得一读，李国文先生写的很有见解
32、当代中国文人的书
33、略略翻了翻，根本不是严肃的研究著作，夹带私货严重，或许视其出版社信息我便早应该觉悟了
，大概适合高三学生以资作文八卦内容//此书居然获首届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因为晓明哥我一直很喜
欢这个奖项的...
34、去年上MBA-中国古代文学选讲时，老师推荐的，这个应该是新版本。这本书不错，有助于了解
更深层次的历史。老师推荐的几本书，都挺好的。闲暇时看看书，感觉真好啊
35、同事说很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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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字字入骨，刻骨的一本书啊
37、李国文先生写得很好，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38、借古讽今
 另：作者的文笔我爱
39、的确不错，对历史的深刻解读，受益匪浅。值得读，值得珍藏。
40、还是可以看看的
41、老书新读，没说的！很喜欢！
42、很不错，很犀利。。。。
43、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理想追求，社会形势，可见一斑
44、前半部分甚好，越往后写越有点罗嗦。
45、不错的一本书，这是我买的第二本了，第一本被同事借走了，弄没了，又买了一本，推荐大家读
一读，一定会有收获。
46、非常值得一看作者观点还是客观非常理性，非常值得一看
47、书的边缘有破损，像是那种在书店里最后一本，被无数人翻过的那样
48、怎么看都是非常棒的题目，或许应该换个旁观者。
49、盘点中国历代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语言幽默生动，通俗易懂，很有趣的一本书
50、女生要有点耐心，能拓展知识面。
51、第二次买，送人
52、讥诮的语言，沉重的历史，悲惨的结局。
53、两个字：八卦！还挺好玩反正。
54、对历史的另类解读
55、经典散文，全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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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初看题目有趣而严谨，带着好奇看了前言，觉得作者对自身文人的定位感受深刻，又敢于自嘲，
抱着期望看了第一篇司马迁之死。可是疑问来了，书中说“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
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会高烧昏迷不止，根本无法正常写作才对。
曾搜寻过不少关于太监和宫刑的相关资料，中国可是有着上千年的手术临床经验和完善的术后护理措
施，司马迁可是奉旨活着受辱，该不会就这样增加他的死亡风险吧？带着疑问，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资
料，找了鄢烈山的“厚诬古人 蔑视今人——读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篇文章不仅
印证了我的疑问，并从多个角度批评了司马迁之死一文的粗陋之处。至此，兴趣大减，作者还是学者
，高低立见。但——本书也恰恰体现了中国某类型的文人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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