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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
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
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
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人灰暗的人流中再也无法
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
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
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辞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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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寻觅中华》精选中华文明史和文化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和经典故事，将中华文化的源源流长娓娓道来
，试图从中引出一条清晰完整的中华文化发展之路，从而厘清中华文化的精髓及其成为四大文明古国
中仅存的硕果的原因所在。
作者从中华文化的源头黄帝开始，按照历史的前进脉络，逐一讲述了中华文化史上的璀璨明星，从老
子、孔子、墨子到屈原、司马迁，从曹操父子、魏晋七贤到陶渊明、李白、杜甫，从王安石、司马光
、朱熹到耶律楚材、曹雪芹。
叙事宏大、条理清晰、语言精辟、发人深省。
此外，每个篇章后皆附有高级语文教师、诗人和知名文化人等三种不同风格的精当评点文字，故称之
为“点评本”。
 这部系统地表述了作者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苦苦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共19篇，除一篇之外，
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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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
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
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
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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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猜测黄帝天灾神话问卜殷墟古道西风黑色的光亮稷下诗人是什么历史的母本丛林边的那一家千古
绝响重山间的田园从何处走向大唐西天梵音长安的闪电唐诗几男子乱麻背后的蕴藏哪里来的陌生人总
是那么郁闷到寒舍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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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猜测黄帝一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
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
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理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
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
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
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
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
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
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
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怵目惊心。
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嘹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
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
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
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
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盘算着，昨天已经没吃的了，今天必须下山，买一点干粮。
我经过多次试用，选中了山下小店卖的一种“压缩饼干”作为惯常干粮。
这种东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时候要同时喝很多水，非常耐饥，也非常便宜。
其实这是一种战备物资，贮存时间长了，本应销毁，但这时“文革”尚在进行，民生凋敝，衣食匮乏
，也就拿出来供应民间。
民间对这种东西并无好感，因为口味干枯，难于下咽。
然而，这对我这个几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顿书生而言，却是一种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烂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馊不烂，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存着，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购买呢？
只要真正熬过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间的原因。
口袋里极少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怎么能一下子用完？
因此，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就是饥饿感。
两感抗衡，终于顶不住了，就下山。
每当我又一次出现在小店门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连问也不问就会立即转身去取货。
他对我的表隋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犯。
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
但他显然没有举报，按照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历史问题”。
何况这是蒋介石的家乡，远远近近的亲族关系一排列，很少有哪家与那批已经去了台湾的国民党人员
完全无关。
既然每一家都有问题，彼此间的是非口舌、警惕防范，自然也就会少一点。
这，大概也是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潜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
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
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
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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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
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
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
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二后来回忆三十年前这一段潜迹半山的岁月，心里觉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蒋介石刚刚在台湾去世；我下山，是因为听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的消息。
中国二十世纪两位强硬对手的生命较量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
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了其中一位的家乡藏书楼，长久关闭的老门为我悄然打
开，里边是一屋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平心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毛泽东比蒋介石熟悉得多。
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他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堆满了中国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国古籍。
他已经感受到生命终点的临近，正急忙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中选取两家，一褒一贬，作为精神文
化遗嘱。
他的褒贬，我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在乎的现代革命者，到最后还那么在乎两千多年
前的精神价值系统，却让我吃惊。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简单，他只把儒家传统当作需要守护的文化，又特别钦慕王阳明。
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告诉我，蒋介石曾嘱咐他的儿子蒋经国要经常到这里来读书。
蒋经国忙，匆匆来过两次，没时间钻研。
军事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评说，但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一代代统治者都那么在乎历
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华夏文明。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
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
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
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
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
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
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一切军事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只不过军事政治行动总是极其繁忙又惊心动魄，构成了一个很难离得开的过程。
很多人在过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后仍拔身不出，还深深地拖累了大地。
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却也早已支离破碎。
你看眼前，一个老军人的遗产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对手也是同样。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让我强烈感受了，我只有震惊没有感叹，胸中却纤尘全无，火气顿消。
因此，面对这些诸如“华夏文明”、“炎黄子孙”这样的大课题，也只剩下了学术理性，而不再羼杂
世俗激情。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
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
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跌跌绊绊地旅行。
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
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
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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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山上后好几天，仍然回不过神来。
这时就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
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
那些事重要起来。
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
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作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作了史实，越积越多。
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
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
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
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
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
底解脱出来。
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
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
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
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
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作历史的浅薄顽癖。
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
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
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
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从1870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
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Evans）1900年对于米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
，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米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
真实性。
那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
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是伪造的”。
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
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
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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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
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
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
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等都是。
当时的一份《国粹学报》，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
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种姓篇》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作出大胆的
推断。
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
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
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
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
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
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人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
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人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
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人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
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
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
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
作断语。
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
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
之为真。
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
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
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
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
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作
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
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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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可以用余秋雨的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写作：“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
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
”可以说，《寻觅中华》是历史的“壳”与作者感悟的结合体，形象言之，即“人文景点+历史文化+
感伤情怀+"睿智思辨"”的结合体。
正是这样的“结合体”，使得中学生和理工科大学生成为余氏作品的最大数量的拥趸。
他们均以极大的阅读热情和如潮的好评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动和欣喜，“洛阳纸贵”的故事迅速以现
代版形式演绎出来。
 ——《工人日报》 譬如评论伟大诗人屈原：“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
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
” 这是我从余秋雨先生新著《寻觅中华》中摘得的句子。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所讨论的是多半为人们熟悉，或者自以为熟悉的历史片段，但是，他总能给出
许许多多“熟悉”之外的东西，让人感叹原来自己所谓的“熟悉”，不过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点表象
知识。
 ——《文汇读书周报》 从《文化苦旅》到《寻觅中华》在我看来是一个质飞跃。
《文化苦旅》的思想毕竟很零碎，包括他后面的诸多散文书集，而《寻觅中华》则是一个整体或体系
。
他说《寻觅中华》写了二十多年，我想这便是他二十多年来行走思考的结晶，他用一种很通俗很直白
的方式向我们清晰的阐明了他心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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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寻觅中华》编辑推荐：感受汉语魅力，涵养人文情怀。
图书特点：一、余秋雨：中国当代最畅销最长销的经典作家。
在大陆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
他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
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二、最新改写，最全收藏：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余秋雨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
出来的中华文化史。
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余秋雨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余秋雨。
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他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中国文学史上敢于颠覆性地改写自己作品的作家前有金庸后有余秋雨。
三、精彩点评：全书每个篇章后皆附有高级语文教师、诗人和知名文化人等三种不同风格的精彩评点
，点评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进行评析，或辣或庄或谐，灼见多多，新意比
比，引领读者获取多重阅读体验。
 四、竞争优势：设计典雅堂皇、装帧精美，采用硬精装加护封和塑封；低定价、高品位（与作家社的
版本相比较）；原著与点评互为彰显，信息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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