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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历史散文》

前言

　　&ldquo;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rdquo;序　　鲁迅文学奖是同茅盾文学奖齐名的全国最高的
文学奖项，迄今已举办两届。散文奖项的获奖作家达十余人，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因此，编选一套&ldquo;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rdquo;，不仅是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也
是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文献。这是国内出版界出版的惟一一套国家级散文大奖获奖者丛书。
这对探讨新时期以来中国散文创作的态势和走向，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是在2001年，我
荣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并出席了在绍兴举办的颁奖大会。刚刚归来，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杨贵
才先生就立时找到我，谈论策划一套&ldquo;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rdquo;的事。我觉得杨社长
胸界宽广，一是想为中国文学、中国图书做出贡献，二是想把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牌子做大。河南文艺
出版社是一家老牌出版社，近些年影响日隆，能将目光放在全国大方面考虑，确为大手笔的操作。　
　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套由杨贵才任总策划、我任主编的丛书的任务。经过讨论，我们共同商定，
既为&ldquo;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rdquo;，应将两届编在一起，这样不仅阵容强盛，也具　　
有总结性。于是便按商定的名单与这些作家们联系。余秋雨、铁凝、周涛、王充闾、何为、张抗抗、
徐光耀、李辉、斯妤、赵玫、朱铁志、刘成章、周同宾、夏坚勇一个个相约。作家们的创作时间很紧
，有的还兼有事务性的工作，而且个人出书的频率都很高。能在短时间内挤出这么一本书，并非易事
。好在都答应下来，不断地联系，电话加书信。书稿陆续寄到并及时发排，先行赶印了六部，而后又
印制了五部。这样，一套厚实的精品图书就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这是令人十分欣喜的事情。　　20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余秋雨&ldquo;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开始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
，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rdquo;，这就有了震动整个文学界尤其是散文界的《文化苦旅》
。我以为，余秋雨当时并不一定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写作会给文坛带来冲击，但他的作品着实使散文
界发生了一场革命。文化散文、大散文的口号随之提出，余秋雨成了历史性的拓疆者。他的《文化苦
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一度洛阳纸贵，被学界称作&ldquo;余秋雨现象&rdquo;。这是
因为，人们从传统的散文写作和阅读中感受到某种不足，对散文的新的要求，对文化的、历史的及人
性的探寻，都从余秋雨散文中找到了一种呼应。余秋雨的不简单，在于他不是以文字图解历史，而是
以心灵和精神在同历史对话。他的惊人的文学功力，使他的文字具有鲜活的质感、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及时时显现的幽默感、巧妙的叙述能力，无不带有一种引力，使人读兴盎然，一两万字的长文也不觉
其长。尽管评论界对余文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余秋雨在中国文学上的历史地位是绕不过去的。《余
秋雨的历史散文》，收入余秋雨从几部集子中精心选取的十五篇力作。其以视界高远、胸襟旷达、气
势宏劲的手笔，形象生动地展示出中国历史的人文景观。其中有&ldquo;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
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
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
必然和祭奠的必要&rdquo;等等的探寻。这些历史散文，不单是文学的成果，也是文化领域的重要收获
，其更有力地表明了散文这种文体在现今文学与生活中的越来越明显的积极的作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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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专集。
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他的历史散文更
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
，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比如《一个王朝的背影 》、
《流放者的土地》、《抱愧山西》、《历史的暗角》、《十万进士》等篇章，都可以当作历史散文的
典范之作来阅读。
散文写成美文不易，写出点历史文化意味更难。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许可以让人二者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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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汉族，浙江人。文化史学家、艺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
院长。十余年来越野历险万公里，实地考察了中华文化在内的人类各大文明的兴衰脉络，沿途写下了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这些著作出版
后，一直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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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ldquo;鲁迅文学奖散文获奖者丛书&rdquo;序　王剑冰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遥远
的绝响抱愧山西历史的暗角脆弱的都城千年庭院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青云谱随想风雨天一阁笔
墨祭举例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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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又如&mdash;&mdash;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
。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嫉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
举揭发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
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
。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
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
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
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
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ldquo;文化群小&rdquo;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
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
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
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
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ldquo;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
了。&rdquo;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一。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
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
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
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
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
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ldquo;我大
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rdquo;差官说：&ldquo;还不至于这样
。&rdquo;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
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
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
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
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
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
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一群小人能做
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
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
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　　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
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
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
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
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
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
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
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词，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
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
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拷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
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
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拿点儿正常逻
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ldquo;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
心，造出这种意思来。&rdquo;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　　扮成某种&ldquo;险恶用心&rdquo;的发
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但是，苏东坡的这一思路
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　　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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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惟一的办法就
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ldquo;道旁苦李&rdquo;，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ldquo;
小人&rdquo;字样，是讥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
潮儿的诗&ldquo;吴儿生长狎涛渊&rdquo;，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
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ldquo;一步到位&rdquo;，审问者有
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ldquo;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
。&rdquo;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ldquo;吴儿&rdquo;，把兴
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
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ldquo;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　　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rdquo;埋骨
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
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
，他的诗文竟　　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
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
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人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
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子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ldquo;实天下之奇才&rdquo;
，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ldquo;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
罪人。&rdquo;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ldquo;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rdquo;。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
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ldquo;用不着
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rdquo;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
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ldquo;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
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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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余秋雨的历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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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极品好书！！
2、观点贯穿古今、见解独特，是很好的精神的营养品！
3、高三以来。这是读得最多的余秋雨的东西。剔除其文中文史硬伤不谈，余秋雨的文字还是挺骚的
。
4、《一个王朝的背影》真是写得好！昨晚睡前听了一遍，睡了一个好觉。
5、口吻很让人生厌
6、喜欢里面写康熙那一段 真的是波澜壮阔 千古一帝阿
7、值得
8、最喜欢的散文是余秋雨的，这里面的历史散文每一篇都喜欢
9、看了一半左右，有可读性。
10、好书！
11、散文本来就是很感性的文体，余秋雨的作品读了不少，从文化苦旅到文脉中国到千年一叹等等，
不得不说，自己语言风格受余秋雨影响很大。不喜欢直白的描述性散文，余秋雨散文的特点，就是将
广阔的历史人文赋予文字当中，加上独到的哲思，令人由衷赞叹，他的很多观点是当今主流，甚至有
些官话，这也是他被某些人批评的原因吧。行走中的思考，古今时空的联想论证，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与古物对话，感受历史的宏大包容，她带给你的，永远在路上。
12、...
13、这个假期，从朋友那里找来了这本书，看完这本书感觉到余的历史散文是别具一格的，他以一种
独到的见解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可以当历史善文的典范来阅读。
14、是我看过余秋雨先生最好的一部作品集了，高中同学送我的成年礼 礼物。哈哈，大爱！
15、喜欢他的历史散文 不必那么苛责每一个真实细节
16、读前：觉得余秋雨是上个年代的，与我隔了一个时代的表达。有点不理解他的那些长吁短叹、也
许，这个年代的通病、
读后：我发现了一些喜欢的辞藻，却读厌了他的长吁短叹，真的
17、文章有深度，不愧是历史大家
18、长了不少历史知识，行文细腻，思路独特，语言功底深厚。
19、还可以
20、写的真的很好。
21、余秋雨煞笔 自动一星不谢
22、《苏东坡突围》里那个天真傻了一辈子的苏先生给我太深刻的印象
23、准备考研作文看的，虽然并未用上。有趣的是，高中觉得精彩的地方，现在只觉矫情，大学初始
嫌弃猛批的地方，现在倒觉得有的有可取处。
24、挺丰富的知识量，引导思维的读物
25、很喜欢这样隽永的文字
26、其实这样把散文集拆分不好
27、每篇的很有深度，篇幅适中，适合定下心来慢慢看
28、还挺有些意思
29、大学读的了，当时还记了厚厚几页笔记。
30、其他不说，余老师的文风还是很赞的。起码当时看了很震撼
31、我比较喜欢余秋雨的文学作品，大家也来读读他的文学。
32、我觉得很好看，理论方面，浅显平易近人，文学方面幽默风趣，能长见识，闲时读读很有意思啊
。
33、散文本是枯燥的，可余秋雨却让我爱上了历史，爱上了散文。想去承德避暑山庄看看，想去平遥
古城⋯⋯
34、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5、曾经蛮喜欢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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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一直以为散文本身就是很感性的东西,很多时候很多感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心情的不同而变
化的.但历史却是很理性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很难磨灭它的痕迹.所以能把历史和散文结合在一起,
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余先生对历史的独特观点,对历史的细腻描写,与优雅格调的散文融为一体,我真是
很羡慕.就象一个人,在生活中能把对事情的理性和对爱情的感性融为一体,那真的很不易.历史,本身是很
遥远的东西;散文,本身是很虚幻的笔调.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它们是相同的灵魂追求.历史,无论你想不
想忘记它都存在;散文,却是你可遇不可求的缘分.
2、我比较喜欢余秋雨的文学作品，我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许多知识和感触，所让我体会更多
的是一种不畏困难的精神和勇气，值得我们去品位和思考，那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进余秋雨的文学殿堂
，去更好的了解鲁迅和他的人生经历，从中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得到许许多多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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