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问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问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4552

10位ISBN编号：7561344554

出版时间：2009-10-1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秋雨

页数：3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问学>>

前言

我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
内容是中国文化史。
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第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第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第三，根据课堂录音出了这本书。
说起来，各个大学里都已经有了这样的课程，我为什么要另开一门呢？
理由是，一般大学里的这类课程，都力求规范化、均质化、平衡化，而我们的课程恰恰是想突破这一
切，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
这样一探讨，就牵涉到一系列文化理念，因此所有的课程似乎又变成了一门“文化哲学”。
这种探讨，还需要测试当代大学生在这方面的已有记忆。
这不仅仅是在测试大学生，也是在测试中国文化，看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据了后代的心。
为此，我们的课程就要花费时间进行一次次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话题。
所有的话题都是我设计的。
我故意把中国文化史的早期部分大大加重，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全部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我故意在某
几个古人身边反复流连，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魂魄所在，至今还活在很多中国人
的心里；我又故意在某些漫长的历史走廊里快步走过，因为我认为那里的故事只属于故事，出于古代
宫庭史官和现代说书艺人的谋生需要，不必让很多人长久记忆??这些话题设计，与我的著作《寻觅中
华》有一种呼应关系。
但是，活跃的课堂讨论就像一个磁场，把我这个当老师的深深迷醉了。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主持这样的课程更是一种大享受。
每次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们都会随口问几个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大多是当下发生的事情，在网上产生
了动静。
我不上网，因此回答起来不必考虑别人意见，只单刀直入，数语相迎。
这种由陌生感造成的痛快感，使学生们很高兴，于是就一直问下来了。
我和学生们都觉得可以把这样的问答选一部分放到书里，因此读者们可以顺便看到全书最后的“闪问
”。
无论是“闪问”还是“闪答”，都是力求其快，在快中寻找直觉反应。
直觉反应常常会出错，但我又相信，这部分很可能在全书中最受读者欢迎。
回想起来，这真是充满愉快的一年。
年轻人的敏捷、轻松、好学，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增添了几分乐观。
我曾经说过，在这之前，我的文化心态是比较悲观的。
我遇到过太多的中国文化人，把极端当做深刻，把嫉妒当做正义，把诽谤当做评论，把挑唆当做舆论
，致使文化的毁损机制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创造机制。
而且，我还分明看到，不少年轻人正在纷纷加入那种文化毁损机制，并参与对文化创造机制的围啄。
通过这一年，我实实在在地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令人沮丧。
我想，如果我眼前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正面鼓励并产生集体从众效应，中国文化也许会
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未来。
自从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之后，从第一个月开始，就有很多观众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
，参与课程的一些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有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得出他们的名字。
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
”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
当这种青春美色与老旧话题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吸引力，把您老人家也吸引住了
。
”文化能够滋润生命，生命也能够滋润文化。
中国文化，本应与更多的青春生命产生互动。
有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些可爱的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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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吧？
记得最后一课结束时我曾对他们说，今后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如果遇到什么麻烦而我又帮得上忙
的，尽管来找我。
他们笑着说，一定来找。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来找过我。
我想，他们遇到的麻烦一定是少不了的，不来找，是因为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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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余年来，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考察成果通过电视和
书籍在全球华文界造成巨大影响。
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
但在主持完《秋雨时分》之后，秋雨老师并没有匆忙推出改编版的相关图书，而是历时两年，几乎是
逐字逐句精心完善和重新创作后，才郑重推出本书。
 秋雨老师将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东方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文化和电视传媒的传播威力
，将极大地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的欲望。
    希望文化能够被我们这个正在觉醒民族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听到。
    我希望能够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国际其他文化，有一种总体的透视，而不要局限在一点上，挽
着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认为是全部的文化了。
我们从乾嘉学派开始，就看到很多人都在这样的玩，那么我们不要再继续，因为我们出现了一批有宏
观思维的文化人。
大家知道，越有宏观思维，它就越理性，越平静。
越是从只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就越激愤，越极端。
我希望你们是这样具有宏观思维的人，更多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世界文化，有感情是不错，但是我们
也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我们民族的一切。
    什么时候用一种真正的汉文字之美，用一种文化的表述美的方式，来传播文明的话，那么就能够使
我们，和我们的作品一起让大家接受。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问学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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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并
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九十年代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
生主业。
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图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
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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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第三课 古老王朝的归来第四课 文明的胎记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
典学院第六课 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
子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
项记忆的争论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第十六课 诸子
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第十七课 一个真正的世界奇迹第十八课 长江推举他出场第十九课 生活在别
处第二十课 何为诗人第二十一课 “二十四史”的起点第二十二课 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
第二十三课 《史记》的叙事魅力第二十四课 失落了的文笔第二十五课 混乱和美丽同在第二十六课 如
果换了文学眼光，三国地图就完全改变了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第二十八课 一座
默默无声的高峰第二十九课 光耀千古的324个字第三十课 中国第一个知名的大画家第三十一课 山川间
的文明融合第三十二课 胡汉相融共强第三十三课 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接纳佛教？
第三十四课 一种文化的制高点第三十五课 盛唐是一种心态第三十六课 诗的时代第三十七课 顶峰对弈
第三十八课 中国历史的分水岭第三十九课 多记一个名字第四十课 夕阳下的诗意第四十一课 精雅大汇
集第四十二课 一些让人难忘的宋代文人第四十三课 短暂而丰富的九十年第四十四课 文化集权下的沉
闷第四十五课 五百年斯文所寄第四十六课 远方的目光第四十七课 走向现代的困惑附录 闪问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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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1）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一个个伟大的废墟间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
是感到非常震撼。
只要看到一次就能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能震撼十次，震撼的力度一点儿也不会减弱。
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都有可能突然面临灭亡，而这种灭亡是正常
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
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
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司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
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
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哪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
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灭亡了。
有的遗迹还在，传承没有了；有的连遗迹也不多了，只剩下传说；有的连传说也没有了，失去了最终
的记忆。
这种情景既让人感到苍凉，又让人产生达观。
天下匆匆，能留在历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们也未必是最重要的。
因此，就产生了佛家和老庄对于历史的不在乎，甚至对于记忆的不在乎。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
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传承显豁，甚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
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
而且，我们的很多记忆往往是宫廷化、征战化的，与我们最看重的文化记忆有很大距离。
因此，我们这次为时一年的讨论型课程，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
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
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
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
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
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
⋯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
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
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
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
其实，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
如果给“神话”这个词更多的诗化定位，那么，那些主干性的神话故事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所说
的“原型”，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
、渗入我们的文化DNA。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2）但是，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哲学才能阐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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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神话研究大多还没有抵达这个境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话说回来，对于我国多数传统型学者来说，神话只是一种浪漫的传说，缺少历史说服力。
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切实的证据。
他们希望，中华民族的记忆应该依凭着实实在在的生态资料和精神资料。
刚才万小龙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是指生态资料；而王牧笛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精神资料。
那么我们也只能把安安设定的神话起点暂时搁置一下了，来看看多数文化学者心目中的文化记忆。
但是，文化记忆的获得，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
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
们的遥远记忆。
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
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
中华文明也曾经面临过差一点灭亡的时刻，最严重的一次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
也许有很多学者听到这种说###不同意，心想：当时还有那么多懂文言文的人，还有那么多热血的知识
分子，中华文明怎么可能灭亡？
但多少热血也没用，多少古文化也没用，当装水的盘子被敲碎了，水就会慢慢地漏光。
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一点
点地漏光。
中国在与西方交手的过程中居然浑身散架，这几乎使每一个国民都大吃一惊。
我们怎么会败得这么彻底，这么狼狈？
一次次炮火、一次次流血、一次次惊人的结局、一次次屈辱的条约，中国似乎变得处处不如人。
虽然中间也有很多英雄故事，但无法挽救整体上的江河日下。
一开始是撕肝裂胆的痛苦，后来很快因为不断的失望而到了麻木的程度。
1900年，八国联军要攻进北京了。
朝廷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只能靠乡间的巫术和蛮力来与西方文明周旋。
而这些巫术与蛮力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真正力量，所以在寒冷、肮脏、混乱的北京、天津等地的街
道胡同里，发生了一场场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追逐、打斗与围攻。
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对于这场混乱的评价，到现在还存有分歧，但是这场混乱的后果却可以想象：
民族将不可收拾，文化将支离破碎。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得出了结论：中国没救了，中华文化没救了，它很可能像过去已经消亡的那些文
化一样，夹带着高贵的怨气飘荡在云中，再也没有未来。
十九世纪末，在中华文明快要灭亡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信号：1899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他
发现了甲骨文。
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
他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里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他发现了一种叫做“龙骨”
的药料上面有字。
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
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对这些文字非常敏感，于是他把北京中药店里的这种
甲骨都收集了起来，有一千多块。
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3）遥远的古人在行事之前，往往要卜问冥冥上天。
卜问的方法是在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打洞，背面用火烤，然后根据裂纹的形状看事情的凶吉。
在用火烤之前，已经有字刻在这些动物的甲骨上面，记录的内容大多类似于能不能和哪一个部落打仗
、什么时候发兵为好等这样的问题。
古人几乎天天占卜，大事小事都卜。
这样通过甲骨的卜文，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许多情况，于是，这种甲骨就成为了打开遥远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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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最真实的门户。
王懿荣发现了这扇门户后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他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王懿荣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
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那些防卫性的最后职务，往往会交给一个文官。
这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关，与传统中国文化人的气节有关。
此时的王懿荣被迫要用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当时已经濒临沦陷的北京城的防务，并处理朝廷和义和团的
关系。
而那一千多块甲骨就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家的书房里，他没办法去梳理这个记忆，只能搁在那里。
1900年8月15日，也就是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他得到消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已经逃离了北京。
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成为象征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道
具，于是他选择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
他先是吞金，但这个山东大汉居然没死。
然后他又服毒，但是他依然没有死去。
于是他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法——投井，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跟着他一起投井了。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
他刚刚听到了祖先有关这个民族凶吉占卜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听懂，就没有时间了，决绝地走向了死
亡。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
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
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
他会精神一振，想起有关自己生命的本原问题，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
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
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
，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
1839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1871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
了3000多年；1899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3000多年，这个时间和
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
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
1900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3600多年前就没能
继续；再晚一点的1902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
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
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刚才听到秋雨老师讲王懿荣的故事，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遗憾。
王懿荣面对文化遗产和政治困局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的责任，而没有选择文化的使命。
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
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
”如果是王懿荣，他会做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确实太政治化，但是对于王懿荣这样的情况，我不赞成安安的意见。
如果身处其间，我的选择一定会和王懿荣差不多。
作为父母之邦的首都已经沦陷了，自己又担任着这座城市的防卫大臣，其间已经很难把文化单独析滤
出来。
因此，王懿荣的选择无法像阿基米德那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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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懿荣带着甲骨文远走高飞了，可能他会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就会对他的整体人格有另
外一种看法，而人格也是文化。
如果说得开脱一点，王懿荣之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文化仪式。
学术很重要，但是一种关系民族荣辱存亡的学术一定要在某种整体气氛当中才能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
。
王懿荣在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用生命投入了卜问，只是这次的卜问，他像一片甲骨一样折断了。
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以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了。
人们都忙着处理和列强的关系，?着给朝廷找台阶下。
王懿荣之死对于朝廷而言似乎很没面子，八国联军也不会说什么，老百姓更不了解内情，以为他只是
朝廷的一个殉职官员而已，所以他很快就被埋没了。
大家都忘记了他，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不仅仅是记住这个人，更要记住那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有一个
结束中国学者生命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里边的那堆甲骨，就证明这个民族、这种文化，还没有
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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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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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
雨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问学>>

名人推荐

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者五年来的唯一新作用最具个性的文笔精心淬炼华夏5000年文化中国文坛首
度创制“散文式”文化通史从“学者”到“先生”，秋雨治学的感动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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