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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河之书(便携本)》是《山居笔记》的全新修订版，余秋雨教授的很多经典文章此次都被收入《山
河之书(便携本)》之中。
《山河之书(便携本)》的核心篇目《我的文化山河》，从宏观上通述了中国山河的空间意义，读起来
让人极为震撼。
在核心篇目之后，即是余秋雨教授二十余年考察中国文化现场的脚印。

余秋雨教授常说：“路就是书，路外无书。
”在《山河之书(便携本)》中，余教授认为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
化的基本经纬。
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
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他的文化考察，主要就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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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
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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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蚩尤的后代一中国哪里美女最多？
我没有做过认真比较。
但是，那次去贵州省雷江县的西江苗寨，实在被一种拥挤的美丽镇住了。
那天正好是这里的“吃新节”，夏收刚刚结束，新米已经上灶，大家远远近近走在一起庆祝好年成。
长廊上摆着一长溜看不到头的矮桌，村民们坐在两边吃吃喝喝，长廊外面的广场上已经载歌载舞。
这本是寻常的村寨节日，但总觉得眼前有一种不寻常的光华在飘浮，定睛一看，那一长溜矮桌边上已
经是数不清的美艳笑容，而广场上的歌舞者和观看者更是美不胜收。
西江苗寨很大，一千多户，四五千人，因此这种美丽很成规模。
西江苗寨的女孩子知道自己长得好，以微笑来感激别人欣赏的眼神。
她们喜欢这个青山环抱的空间，不愿意让自己的美丽孤零零地到外面去流浪，因此仪态一派平和。
与她们相比，外面城市里很多远不如她们美丽的女孩子成天揽镜弄影、装娇扮酷，真是折腾得太烦人
了。
不少中原人士未到这些地区之前，总以为少数民族女孩子的美属于山野之美、边远之美、奇冶之美。
其实不然，西江苗寨女孩子美得端正朗润，反而更接近中华文明的主流淑女形象。
如果不是那套银饰叮当的民族服装，她们似乎刚从长安梨园或扬州豪宅中走出。
这使我惊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问起她们的家史血缘，她们都会嫣然一笑，说自己是蚩尤的后代。
二实在无法把这番美丽与“蚩尤”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蚩尤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轮大战的主要失败者。
打败他的，就是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
因此，蚩尤成了最早的一个“反面人物”。
蚩尤有时又被通指一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也就成了一个“反面族群”。
胜利者在拥有绝对话语权之后，总会尽力把失败了的对手妖魔化。
蚩尤就是被妖魔化的第一典型。
妖魔化到什么程度？
《龙鱼河图》说，蚩尤和他的兄弟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
天下”。
《述异记》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
”《玄女传》说：“蚩尤变幻多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
”《志林》说：“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这些妖魔化的言辞，被《史记正义》、《太平
御览》、《广博物志》、《古今注》、《初学记》等重要著作引述，影响广远。
更严重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用两个贬斥性的文字给这个已经妖魔化了的失败者
命名，那就是“蚩尤”。
有学者检索了一系列最权威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外乎悖、逆、惑、谬、乱、异、劣、
笨、陋、贱，认为其间浇铸了太多的仇恨和敌意。
蚩尤是蒙受文字“恶谥”的第一人。
直到现在，我看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历史书籍里还把蚩尤说成是远古时代“横行霸道”、“蠢蠢欲动”
的力量。
虽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却承接了一种横贯数千年的强大舆论。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祖归宗、确认自己是黄帝子孙的今天，这种千年舆论更加难以动摇。
因此，当我听到西江苗寨的这些女孩子轻轻说出一声“我们是蚩尤的后代”，简直惊心动魄。
她们却在平静地微笑。
这种表情，能不能对我们的思维惯性带来一点启发？
三天下的笑容没有年代。
那么，就让我们随着这些女孩子的笑容，再一次回到中华文明的起点。
记得我早年在遇到一次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时曾躲避到家乡半山的一个废弃的藏书楼里读书，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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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猜想过黄帝的时代。
猜想黄帝必然会随之猜想他的对手炎帝和蚩尤。
但奇怪的是，同是军事上的死敌，黄帝的后代愿意把炎帝合称为华夏祖先，自认为“炎黄子孙”，却
怎么也不愿意把另一个对手蚩尤也纳入其中。
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在那场与蚩尤的战争中，黄帝实在打得太艰难了。
根据一些零零落落的记载，黄帝击败炎帝只是“三战”而已，而后来平定天下也只经历了“五十二战
”；但与蚩尤作战，连打“七十一战”仍然无法胜利。
黄帝慌了，求告九天玄女：“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
”这个求告既考虑到了战胜一途，也考虑到了隐匿一途，可见是不大有信心了。
据说是九天玄女给黄帝颁下了一道制胜神符，也有一种说法是九天玄女派出“女魃”来改变战场的气
候帮助了黄帝，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最终靠指南车战胜了蚩尤。
总之，这场战争打得惨烈无比、千钧一发。
极有可能是蚩尤获胜，那么中华历史就要全面改写。
正因为如此，黄帝及其史官必须把蚩尤说成是妖魔，一来可以为黄帝的久攻不克辩解，二来可以把正
义拉到自己一边，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
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这个意图很现实，因为蚩尤的部族很大。
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人
口众多，当然是诛杀不尽的。
因此黄帝只能向他们宣告，他们以前的首领是妖魔，现在应该归附新的统治者。
黄帝这样做并没有错，他采取的是让华夏大地归于统一的必然步骤。
如果是由炎帝或蚩尤来统一，也有可能实行差不多的策略。
但是，当我们切实地想一想那个戴满恶名的蚩尤的真实下场，仍然未免心动。
因为他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我曾经在河南新郑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黄帝祭祀大典，也曾经到陕西祭拜过黄帝陵。
但是，那位蚩尤究竟魂销何方？
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而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
”这里所说的里程数当然不无夸张，难以定为史实，但那场战争规模极大、地域极广、驰骋极远，则
是可以想见的。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
部分叫梏），长途示众。
蚩尤被杀后，桎梏被行刑者取下弃之山野。
这副桎梏本来已在长途押解中渗满血迹，此刻更是鲜血淋漓。
它很快就在弃落的山野间生根了，长成一片枫树，如血似火。
从此开始，更多壮美的传说出现了。
蚩尤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水有血色，又有咸味。
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
大旱，未尝涸。
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即便仅仅是一种因巧合而产生的传说，也是气壮山河。
当然，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长途示众、异地处决的说法并不可靠。
《皇览?冢墓记》有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
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
由此开始，连天象学中也有了“蚩尤旗”的名称，特指一种上黄下白的云。
《吕氏春秋》中就有这项记录。
有一项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载更让我心动不已。
那天，黄帝的军队包围住蚩尤，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锁上桎梏，蚩尤也就最后一次放开了自己战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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缰绳。
这是一员战将与自己真正战友的告别。
据《帝王世纪》记载，这个地方从此就有了一个豪壮的地名，叫“绝辔之野”。
我曾在台湾的《历史学刊》上读到历史学者宋霖先生就这个地名写下的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出现在历史论文中似乎有点突兀，但我非常理解宋霖先生难以压抑的心情。
他是这样写的：绝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的剽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
红荒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就此落幕。
面对着远古的浩荡之气，再严谨的学者也不得不动用浩荡之笔。
在那绛红的荒昧天际，历史、传说和文学，还分不清界限。
四我问西江苗寨的两位年轻姑娘：“你们说是蚩尤的后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逗乐的问题，本来不期待回答；而且我想，她们也回答不了。
没想到她们竟然回答了：“打了败仗，一路逃呗。
从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再逃到这里。
朝廷的官兵在追杀，我们的人越逃越少，就这样啰。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
用那么轻松的表情讲述那么残酷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就进一步问：“正规的史书里可没有记载蚩尤后裔向这里迁徙的确切史实，你们能提供一点证据吗
？
”“有啊。
”她们还是那么快乐，“我们这里有一部传唱的苗族史诗叫《枫树歌》，说我们苗族的祖先姜央就是
从枫树中生出来的。
我们这里世世代代崇拜枫树，不准砍伐。
你知道枫树就是蚩尤的桎梏吗？
”我听了一震，连说“知道”，心中立即浮现出黄河近旁那个由桎梏化为枫树的动人场景。
她们还在说：“朝廷没追上我们，写不出来；苗族没有文字，记不下来。
我们只要记住枫树就可以了，那就是历史。
”与她们分手后，我在西江苗寨的石阶路上边走边想：我们所熟悉的文本历史，实在是遗落了太多重
要的内容。
你看，连中华文明最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也只留下了一小半。
从影影绰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蚩尤失败后，他的部属九黎族被黄帝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整编，大致被
分为善、恶两类。
“善类”迁移到邹鲁之地，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后来这里产生了孔子、孟子；“恶类”被流放
到北方，据说与后来的匈奴有关。
不管“善类”、“恶类”，都记住了自己是九黎之后，是“黎民”。
我们后来习称“黎民百姓”，也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蚩尤的部属并不都是南逃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收编进了黄帝的主流文明。
而且，黄帝的后裔还与蚩尤的后裔有通婚之举，黄帝的后裔是男方，蚩尤的后裔是女方，可见蚩尤不
仅不是妖魔，而且有俊美的基因。
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后来夏朝的创立者。
但是，蚩尤的部属中，确实也有不屈的一群。
他们保持着失败者后裔的傲岸，背负着祭祀先祖的使命，不惜与当权者征战。
历史上那个与尧的队伍战斗在丹江的“三苗”部落，就自称是蚩尤的“九黎之后”，这有可能是苗族
的祖先。
三苗打不过尧，曾经被尧收编，却又时时反抗，尧就把他们流放到现在敦煌的三危山，这就是《史记?
五帝本纪》所记的“迁三苗于三危”。
三苗的首领兜则被流放到崇山，即今天湖南大庸市的西南，已属武陵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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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禹又与三苗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三苗大败，从此不见于史册。
不见于史册的族群，活动得更加神秘。
苏雪林教授认为，屈原所写的《国殇》，就是在描写祭祀无头的战神蚩尤。
我虽然觉得还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但想起来也觉得热血沸腾。
这一彪不屈的男女，当然不能见容于任何朝廷。
如果真如上文所说，九黎族中果真有一批人被流放到北方汇入了匈奴的行列，那么，长期与匈奴为敌
的汉王朝，也许寻找到了自己的对手与蚩尤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更进一步贬斥蚩尤形象，追逐南逃
匈奴。
南逃匈奴与落脚湖南的三苗有没有会合？
我们不知道，但大体可以判断，就在汉代，三苗的一部分人进入了贵州、云南一带。
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
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
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
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
会改变一点看法。
五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
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
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
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有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
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念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这是无数黑夜的生命密语。
他们根本忘了什么是委屈，也不知道需要向什么人为自己的祖先辩护。
全部辩护就在这句话里，只是为了自己族群的延续生存。
终于，黑夜过去了，密语已经可以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千年蒸馏，不再有愤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蚩尤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
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
六在离开西江苗寨前，村寨的首领——年纪尚轻的世袭“鼓藏头”唐守成把我引到一个地方，去看从
雷公坪上移下来的几片青石古字碑。
雷公坪是离村寨十五公里的一处高山坪坝，那里的整个山区被看成是天下电闪雷鸣的发源地，风景绝
佳，西江苗族先民曾在那里居住，后来也轮番驻扎过苗族起义军和朝廷兵士。
这几片青石古字碑，每个字都近似汉字笔画，细看却全然不识。
难道素称无文字的苗族也曾经一度拥有过文字？
那又是在什么时代？
使用过多少时间？
使用范围多大？
又为何终于消失？
我弯下腰去，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文字与西夏文字的区别，然后继续作各种猜测。
如果苗族真的有过文字，那么，也许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发掘出一大堆比较完整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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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有谁能读懂这些记述呢？
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叹，留在已知历史之外的未知历史实在是太多了。
因此，任何一种台面上的文明，即使看上去很显赫，也不要太得意、太自恋、太张狂。
现在被过于热闹地称为“国学”的汉族主流文明，也同样如此。
有位当地学人告诉我，这些古字碑曾被一位汉族的前辈学人称之为“孔明碑”，因为据传说诸葛亮“
七擒孟获”时曾到过这里。
我想，这位前辈学人完全是站在世俗汉人的立场上把诸葛亮可能来过这儿的传说当做了大事，因此连
仅留的不可识文字也似乎只有他才能刻写。
其实，比之于黄帝及其对手蚩尤的伟大抗争，诸葛亮参与过的三国打斗只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和结果
的小阵仗而已。
蚩尤的后代好不容易在这雷声轰鸣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奇美无比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诸葛亮不合时宜
地露脸了。
那古字碑，一定与他无关。
我说，不要再叫“孔明碑”了，就叫“古字碑”吧。
是不是苗文，也不要轻易论定。
正说着，两个只有七八岁的苗族小女孩奔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其中一个仰头对我说：“伯伯，我们的老师说，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
您能不能告诉我，文化人是做什么的？
”我笑了，心想这么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回答呢？
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这两个小女孩肉乎乎的小手。
过了片刻我弯下腰去，说：“听着，文化人做的事情是，热爱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并且因为自己，
使它们更美丽。
”我要她们重复一遍。
第一遍她们都没有说顺，第二遍都说顺了。
我把手从她们的小手中抽出来，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脸，然后与“鼓藏头”告别，踏上了归途。
到了坡上回头一看，西江苗寨已在黄昏的山色中模糊，很快就要找不到它了。
那就赶快记住：西江苗寨，在东经108°10′与北纬26°30′的交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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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河之书(便携本)》编辑推荐：余秋雨百万畅销经典《山居笔记》，增补更名全新面市。
《山居笔记》1998年出版后，立即引发一场全民阅读风暴，重印百余次，销量逾300万，是余秋雨最重
要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出版至今15年间，余秋雨从未停止“在路上”的探索。
期间他多次重访文化遗迹，形成许多新的感悟、新的思考，经过15载的岁月沉淀，余秋雨强烈感到，
当时有太多话没有讲出来，不少遗漏的内容需要加入，不少已不再满意的文章也需要大幅删改。
为此，先生耐心等待至今日——旧版《山居笔记》绝版，终将这一修订了足足15年的全新作品呈献给
喜爱他的读者。
这便是《山河之书》的由来。
华人世界最温暖的的一支笔，恢弘再现最美中国文化山河。
余秋雨用亲身游历、切身体验，为我们探访了中华文明，他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址和文化现场，然后
把惊讶、悲痛、遗憾、感动告诉我们，每一段文字，每一段过往都带给我们最强烈的震撼、最温情的
感动。
他用脚步丈量中国最美丽的文化山河，用行走的力量充分印证他曾说过的：“路就是书，路外无书。
”“文化苦旅”之父，为青年诚恳遴选人生第一份行走清单。
1992年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开始文明之地的探寻之旅，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文明
之地都留下了余秋雨的足迹，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
20年前，数以亿计的年轻人通过余秋雨的作品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启蒙。
20年后，余秋雨基于自己的行走经历，为青年人诚意筛选28个最值得一去的文明圣地，邀请年轻人与
自己一起，开始文化探寻之旅。
 余秋雨首套便携本，设计清新，小巧便携，平价超值，随时随地品读经典。
本套系全部使用32K小巧便携开本，精致的双封面设计，更适合上班族与学生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品
读余秋雨经典之作！
本套系将余秋雨所有作品全部收录，并做了更加细致、更加完美的删补与完善，堪称史上最完美的余
秋雨作品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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