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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文化苦旅為作者余秋雨藉著講學的機會，在中國各地出遊經歷而寫下的遊記，

但在單純的記遊之外，卻充斥著濃郁的文化氣息，以及作者所感受到在其中隱

含的哀愁與苦痛。作者的步履所及，總是藏著古代文人的故事、文化的足跡，

表面上像是遊山水，但實質卻遊覽了中國的「人文山水」。透過中國大陸的山

水古蹟探討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是一本有關中國美學的書，也是每一位

中國知識份子都應一讀的書。為此文化苦旅被譽為一本令人動容的散文集。  

二●內容摘錄：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但願有一天，能讓漂蕩再都市淵削肩

的惆悵鄉愁收伏在無數清雅的鎮邑間，而一座座江南小鎮又重新在文化上走向

充實。只有這樣，中國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實現雙向自立。(p162) 

 

到那時候，風景旅遊和人物訪謁會融成一體，「梨花村裡叩重門，握手相看淚

滿痕」的動人景象又會經常出現，整個華夏大地也就會鋪展出文化座標上的重

巒疊嶂。(p163) 

 

也許，我想得太多了。(p163)  

三●我的觀點： 

讀完本書之後，對於標題的那個苦字，我認為是再貼切不過。翻開第一篇章

〈道士塔〉，先以簡單卻又詳實的文字敘述地景，無意間就被帶入那般的景

象，緊接著，一股濃厚的無奈與悲痛就流洩了出來──全因王道士對於文化的

無知、愚鈍、與撻伐。又在〈江南小鎮中〉輕輕道出江南逝去的那一分優點，

即不再有那一份文化的「靈魂」，而在提出意見後，又淡淡的說句：「也許，

我想得太多了。」不提愁苦無奈，卻在文字間淋漓盡致。 

 

由這書，我深刻的感受，余秋雨是一個真正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與故事的

人。因為了解，所以有情感；因為有情感，所以對於她身上發生的一切會感到

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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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會自傲的說中國文化是多麼的豐富、源遠流長。但其實我們並沒有好好

了解她，我們只是憑著在課本學到的皮毛在那而自吹自擂。因為我們不懂替她

擔憂。看看那些知名的山水名勝，不斷洶湧的人潮對其造成了多少傷害？而那

些到訪者卻只是走馬看花似的遊玩，日後高興的說著我到過哪裡哪裡。多方的

遊歷並不是壞事，但我認為，多一點深刻的文獻研究，搭配親臨實地，才是一

種──不管對自然景觀或人文古蹟──的一種尊重。 

 

在書中，余秋雨又在幾個篇章，發出了更深層的嘆息。他嘆道，舊有文化的美

麗精隨正漸漸的被取代及隱沒。如在〈華語情節〉一文，「華語自然還會講下

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蘊藉的部份，看來總要漸漸堙沒了。」 

 

如果說古蹟文物是一個長遠文化的身軀，其餘如文字語言等便是她的靈魂吧！

隨著時代的改變，方便、快速、有效率才是被重視的原則。過去繁複費時的工

具便被無情的捨棄。好像隨著余秋雨那語句的終結，它也落下了。汰舊換新總

是的，但中國文化演進了幾千年，深厚的價值是無法輕易估計的吧？它總有它

的美。 

 

也許有人認為是過於快速的科技與經濟發展使人們忽略了文化，但有句話是

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無可否認的正是我們一手造就了科技、創造了經

濟。但反過來說，文化也是出自於吾人之手，我們應是有能力去守護的，甚至

能有些嶄新的文化創造。可時代的洪流過於強勁，中國這文化也過於巨大，我

們能夠抓住，但它還是會從手中漸漸流逝。好像，除了苦嘆還是苦嘆，文化苦

旅道出了這個不爭的悲傷事實。 

 

讀完這本書後，心中是越來越沉重的，畢竟余秋雨想傳達的太多太多；紓發自

己早已融入山水中的情感、向不當的對待文化發出控訴、替文化的消逝發出悲

鳴、乃至於在漂泊間莫名湧升的一股悵然。以我的年紀、經驗，對於這些只能

似懂非懂的讀著，又甚至當今所謂的大人們或許也不甚理解。畢竟這些經歷是

要親眼去看、親腳去走、親身去體會才能獲得的。但我們仍能從書中有所斬

獲。就算不能全然理解，只要能因有小小的共鳴，而發自內心的想起身去探

究，如此，作者亦能感到一點欣慰吧！  

四●討論議題： 

我們雖源於中國文化，但在歷史與時間的磨合創造之下，我們也在台灣這塊土

地上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文化瑰寶。其實不只是書中主題的中國文化，台灣的

文化也在現今西方文明掛帥的時代，被快速地蠶食著。我們是在這個新時代的

前端誕生的一代，是不是要給我們自己一個思考的機會，文化是不論好壞都會

消失的，要如何在強大主流文化下保有屬於我們自己的這一部分，持續的傳承

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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