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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文化苦旅＞是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這本書的內容十分廣

泛，作者每遊歷一處地方，就寫有關那處地方的文章，或涉及歷史、或涉及風

俗，歷時日久，因而匯集成一本深入描寫中國文化的書。每篇文章開首往往介

紹中國各處的風景名勝，然後寫出與風景有關的人物、歷史。余秋雨的人文山

水,在本書做了最好的表現,山水不只是風景,而更能給人一些省思,展現中國文人

的風骨.作者從景物、人物的描寫引發出對歷史的滄桑感，如＜道士塔＞一文寫

一位道士用賤價把敦煌文物賣給外國人，引發作者對中國遺跡不能長久保存的

傷痛。本書帶出了一個信息，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奈何種種因素令我

中國文化得不到合理的尊重，讀完這本書，使我既自傲，又自卑；用大約兩小

時的時間，就可以反思自己的人生主要課題，包括生死、人生挫折、困難和婚

姻等……，絕對值得。  

二●內容摘錄： 

王道士對洞窟裡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堂亮點有多好

呢，它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刷的太薄，五顏六

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它再仔細刷上第二遍。一會兒什麼也沒

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淨白。今天我走進這幾個石

窟，對著慘白的牆壁、慘白的怪像，腦中也是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

前直晃動著那些刷把。「住手！」我在心底痛苦的哭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

來，滿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閒人何必喧嘩？我甚至想向他

下跪，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麼呢？我腦中依然一片

慘白。（p.3）  

三●我的觀點： 

講到文化苦旅好像是很難讀的書，其實不然，很好看的，因為它在講中國的山

水，但是不是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山水。這本書主要是在闡述有關於作者-余秋雨

先生，在中國大陸（亞洲）各名勝古蹟的遊覽經驗，其中所包含從南方的新加

坡，一直到西北方的敦煌，甚至更遠，皆一一的囊括在內，是一本豐富的旅遊

書；它精美的詞句、華麗的辭藻，更是引人入勝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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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融合了古代先賢的智慧結晶，像是絕句、律詩、長短句等……，在文章中不

時穿插，而他更善用『說故事』的方式來抒發對於各名勝古蹟的情感，內蘊深

遠。 

其中的一篇〈道士塔〉是有關於那寶藏中國數千年文化的敦煌，它採用插敘

法：現在-過去-現在的方式，並利用說故事來引起讀者的認同感，進而了解他

所想要表現的情感，他將自己也安插入故事中，讓讀者們能深入其情境，一同

感受他所感受的，讓你知道那不只是一段生硬的歷史，而是活生生的教訓；幾

乎每一篇散文中都被一股沉重的歷史氣壓籠罩住，由個人的角度出發，繼而開

展出更廣闊，卻也沉重的歷史觀，使我無端的嘆息，也有一些更深的感觸，不

只是單純的閱讀，而是真切的去感受。 

 

現在，或者是更早以前，我們有很多的華人希望能認識這個世界，所以走向世

界，但是在走向世界的同時，他們迷失掉自己，他們不說中文，也可能不用中

文名字，然後他們穿的是西服，特別是在民國初年的時候，當然很多人走向世

界以後，等到他們迷失的時候，有一天他們還是希望能夠走到那個歸途，所以

我覺得余秋雨先生這本文化苦旅幾乎篇篇讀來，都讓你再走回屬於我們中華文

化的歸途，重新找來我們自己的文化。 

 

作者余秋雨先生是白先勇先生﹙孽子一書作者﹚最推崇的大陸當代詩人，當他

在寫故事時，他豐富的歷史知識，使他可以將人、歷史、自然渾沌地交融在一

起，因為他本身是美學家又是戲劇的學者，所以你再讀這些文章的時候，就像

是在看連續劇一樣，你絕對會被吸引住的。而余秋雨先生的人文山水，在本書

做了最好的表現，山水不只是風景，而更能給人一些省思，展現中國文人的風

骨。而且看了本書，對於大陸一些人文典故、地理、歷史等等，都會有更深一

層的了解，像是柳侯祠、三峽、敦煌、皆使我有身歷其境，與古人同遊之感，

讓人不禁想親身一遊。  

 

本書在現代的山水遊記中，真的是難得的佳品，與永州八記、水經注並列亦不

遜色，而他所說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透過中國

大陸的自然景物，寫那一代中國人心靈中的糾結，是一本有關中國美學、人

文、自然的書，深入淺出；我從來不曾想過，中國長遠深沉的文化，竟可以用

如此漂亮乾淨的文句表達出來，每讀一次，都會有更深的感觸，值得再三咀嚼

回味。  

四●討論議題： 

看文化傳承上的問題 

 

在上面第二點時提到的道士塔，是本書的第一章，初讀此章時，真是令我義憤

填膺，中國文化的國寶就這樣被賤賣、被刷上白漆，站在對世界全人類共通文

化遺產保存的角度上，任誰看了這樣的事實，都應該會不禁嘆一口氣，我認為

中國文化對我來說是一種指標，如果失去了這個部份，我會覺得心靈上有所空

虛，所以我詛咒王道士，但是這豈只是它一個人的錯，數千年來被認為正確的

「中國皇權統治下的愚民政策」和「中國官僚制度下的送禮文化」，都多多少

少促成了這文化浩劫的發生，倘若將王道士換成那個時代下的其他人，甚至士

大夫，都難保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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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人就會說，反正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反正再怎麼憤怒，失去的東西也不

可能再回復，以後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就好了。不久前，我去韓國遊玩時，當

地導遊曾說：「我們韓國曾被日本人統治了三十多年，而今日的韓國人大多數

仍然很厭惡日本人，相對於台灣也曾被統治了快五十年，為什麼你們會那麼喜

歡他們呢？」，讓我不禁開始思考；我眼中的中國人有選擇性的健忘，對受到

外族壓迫的歷史很健忘，對歷史文物的流落他鄉很健忘，健忘的結果是同樣的

劇本一再上演，只不過演員換了換，從古裝換成時裝，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

一直用這種輕鬆的態度對待，那舊事重演只是遲早的事，正確的態度絕對是必

要的，事前積極的預防勝過事後消極的惋惜，只怕健忘的中國人連對這件事也

一併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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