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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作者余秋雨，大陸著名美學專家。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人。曾任上海

戲劇學院院長，也是白先勇最推崇的大陸當代學者。 

 

  「文化苦旅」是作者遊歷中國各地所寫下的散文集，其中少部分也包括南

洋地區。內容透過中國大陸的自然人文景物，寫出了這一代中國人的心靈糾葛，

是一本有關中國美學的書，深入淺出，用乾淨俐落的文字，描述中國深沉的文

化以及自我感情的抒發。 

 

  雖然此書看似作者遊歷中國的遊記，卻不是簡單的一部遊記。書中的每篇

散文集，都是作者對於遊歷山水文明的感發與體悟，不僅如此，也在其中追溯

過往歷史，例如古代文人的故事、文化的足跡，表面上為遊山玩水，實質上卻

是體驗中國的「人文山水」，並表達自我的看法，進而思考。由淺，你可以單

純的將它視為余秋雨的旅遊心得總集，入深，你可以細細品味，便會在作者的

筆下了解更多知識背景並且感受中國文化的美與苦，就像參與一場中國文化的

饗宴，深入其境，找到中華文化的歸途，重新認識中國文化。  

二●內容摘錄： 

  中國是窮。但只要看看這些官僚豪華的生活排場，就知道絕不會窮到籌不

出這筆運費。〈p.6〉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經完全沉睡。就像端詳一個壯漢的睡姿一般，看它睡

著了，也沒有什麼奇特，低低的，靜靜的，荒禿禿的，與別處的小山一樣。 

〈p.20〉 

 

  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

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p.184〉  

 

  過於迷戀承襲，過於消磨時間，過於注重形式，過於講究細節，毛筆文化

的這些特徵，正恰是中國傳統文人群體人格的映照，在總體上，它應該淡隱了。



〈p.399〉 

 

 

三●我的觀點： 

  原來，看似平常的旅遊甚至是不經意的走馬看花，也能夠有如此深刻的體

悟與感受，這是在「文化苦旅」當中所教導我的。我開始思考文化的內涵，這

個沉積千百年，又或者上萬年，無法確切追溯源頭，不斷創造與更新的詞彙。 

 

  文化，是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特殊象徵。一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習慣和

風俗，他們便用這樣特定的模式生活，並在其中不斷創新、更替，進而累積極

具自我的生活方式，而後形成所謂的「文化」。由此可知，文化並不是一日造

成，它必須經過長久的磨練與考驗，確保其獨立性及存在意義，才能安穩的走

下，擁有自我風格，佇立於眾多文化當中。既然文化的形成，需要經過這麼長

時間的磨練與考驗，這當中必定包含許多酸甜苦辣，而絕大多數的是苦，那苦，

是辛酸與血淚，無數無盡的血淚交織，對照於現今的安穩，我們無從想像，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血汗，究竟能累積多少座一零一？ 

 

  旅遊應該是件開心的事，增廣見聞，體驗各地風俗，但在這旅途中，那

「苦」卻往往隱藏於此，平常我們無從得知，看不到，更無法感受，但作者卻

在這當中，讓我們感受並且了解旅途中的苦。就說「柳侯祠」吧！那是祭祀柳

宗元的祠堂。因為有了這祠堂，帶動了許多人潮，漸漸形成了柳州的象徵，說

到柳州，便想到柳宗元，唐代一大文人，就葬於此地。沒有柳宗元，就沒有現

在的柳州，那是柳宗元的苦難所換來的。在這之前還有永州呢！永州所能聯想

到的，大概就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吧！這同樣也是柳宗元的悲哀，正當他意氣

風發之時，被貶於此蠻荒之地，日子過的孤寂悽涼。但這災難性的荒涼，使他

多了一份寧靜和想像，因而寫出永傳千古的永州八記。之後貶到柳州，柳州因

他開發而崛起，才能夠在往後漸漸發展文明，帶動人民生活，這一切的一切，

都得感謝柳宗元的「苦」難啊！這就像是現代國家的建立，經過人民的抗爭與

革命，當時的人民是多麼苦啊！人民沒有安定的生活，大家群體起來革命，戰

亂、暴動不斷上演，現在穩定的國家局勢，灑滿了前人的鮮血，都是一代又一

代的悲哀與辛酸啊！而文化不也如此嗎？古人的生活、遭遇、經歷及所作所為

都是組成文化的一部分，原來，文化的苦，有一大部分就是人民所受的苦啊！ 

   

  當然，文化本身，也有本身的苦。文化在組成時，常常都是人民的苦難。

形成後，文化當然也有本身的悲哀。它會被摧殘、破壞、同化或者打壓，一切

方式，都有可能使它失去一角，缺少了本來該有的完整，甚至消失殆盡。就如

同「道士塔」，佇立在莫高窟的大門外，有一位道士，名叫王圓籙，曾在此看

管。某日清晨，一如往常地清掃洞窟，突然牆壁一震，裂開一條縫，往縫一搬，

裡頭是滿滿的古物，這是一盞光明燈，開啟了敦煌沉睡已久的文明，同時也照

亮了世界各地，各國學者不辭勞苦，趕往敦煌，為的就是那千百年的文化累積。

道士與中國官員，似乎不懂也無法感受裂縫中所藏的重要性和意義，沒有護衛，

沒有戰爭，那滿滿的古物便一點一滴的被帶走，敦煌的文化，中國的文明，漸

漸流逝，它們不在中國，而飄流在世界各地。如此碩大的文明，是多少苦難，

經過多少年才擁有那一切？下場竟何等的悲哀，過程已是那般苦，之後就不能



安安穩穩的被保留下來嗎？眾所皆知的圓明園，它雖是給王公貴族享樂，但在

建造時也是人民的苦難、納稅、精力和血汗所成，它本是指標性的人類文明之

一，最後仍不免被蹂躪般的摧殘，不僅是建築本身，也重重的屈辱中華文化及

中國人的自尊。前人的苦，熬成了甘甜，我們有幸品嚐這甘甜，能回報的，就

是盡自己最大的力去維持，不斷品嚐，監督火候，補充現有的，使道士塔及圓

明園的例子不再重蹈覆轍。 

 

  一次次的遊歷，是一場又一場的文化「苦」旅。苦盡甘來，最終文化所擁

有的甘甜，是殘破、孤寂、荒涼的苦所成。最終所品嚐出的甘甜，不是永恆，

我們必須懂得去珍惜，沒有苦，就沒有甘，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文化是世

世代代共同擁有的，我們只能創造，不能破壞，享受甘，也得承受苦，甘苦就

是交織在文化的旅程中。 

 

 

四●討論議題： 

  因著不同的文明演進差異，各民族具有特殊的獨立性及保存性，而我們又

應該以什麼樣的角度看待並保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