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三十年回望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当代最优秀最杰出最著名的践行者

读书人学者教授余秋雨先生的第一部游记

(文化散文，文化大散文，大文化散文，学者散文……)





初夏读秋雨

万卷书和万里路

——寻找古代的自己和远方的自己

古代的自己：过去

苦旅的自己：现在

远方的自己：将来

诗和远方，是千百年来无数人的向往

远游修行，在旅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文化苦旅》三十年回望

• 作者

• 版本

• 阅读

• 评价

• 影响(个人，社会，中外)



•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1979年划
归慈溪县。今属浙江省慈溪市）。在余姚桥头家乡读完小学。

• 文学家(大文化散文)

• 艺术家(戏剧理论 书法)

• 史学家(戏剧史)

• 旅行家(文明的考察)



余秋雨先生

• 1963-1966年，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

• 1983年，出版论著《戏剧理论史稿》，1984年，此书获全国首
届戏剧理论著作奖；1994年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7年，出版论著《艺术创造工程》。



• 1991年7月获准辞职(1989-1991共33次辞职)，开始系统考察中国
文化的重要遗址。

• 1992年3月，出版第一部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收录37篇文
章)。

• 1995年，出版散文集《山居笔记》(收录11篇文章)

• 2000年，散文集《千年一叹》《千禧之旅》(主编)出版。



• 2002年，《行者无疆》获得台湾白金作家奖。

• 2004年，散文集《笛声何处》出版。

• 2005年，出版论著《艺术创造论》。

• 2008年9月，上海市教委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 2012年，出版文化读本《何谓文化》。10.12中国艺术研究院成
立“秋雨书院”，培养两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中国文化史专业，
中国艺术史专业。

• 2013年，改写完成《吾家小史》。



• 2014年4月《余秋雨学术六卷》出版；5月出版长篇古典象征主义小说
《冰河》(含剧本)；10月《秋雨合集》22卷出版；10.28 出任上海图
书馆理事长。

• 2015年4月，长篇悬疑推理小说《空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 2016年1月，文集《余秋雨散文》出版；11月，被选为世界余氏宗亲
会名誉会长。

• 2017.5.25-6.5，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余秋雨翰墨展》。

• 2017年6月，散文集《泥步修行》，9月“守护门庭，窥探神圣”的记忆
文学集《门孔》出版。

• 2019年4月，散文集《雨夜短文》、文集《中国文化课》出版。



余秋雨先生

• 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

• 上海图书馆理事长

• 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博士生导师



余秋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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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阅读

• 废墟

• 乡关何处

• 夜航船

• 吴江船

• 西湖梦

• ……



家乡地名与乡愁的灵活巧妙运用

• 余姚

• 慈溪

• 宁波

• 绍兴

• ……

• 乡愁交织在一起

• 历史地理人物巧妙地柔和在一起



从版本内容的变化看作者思想的变化

• 时代的变迁

• 从苦旅到乐旅

• 从学者到官员

• 从思想解放到反思批判

• 从辞职到扬名

• 从被围剿追杀赶出国际会场到建立大师工作室

• 从秋雨书院到文化自信



《文化苦旅》评价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

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文化苦旅》评价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ー次唤醒了。或者说,
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白先勇

这个时代,是大争议出大成就,我们有幸就遇到了一批大人

物。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得风气,开生面。他有关文化的

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

献巨大。这样的人オ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结尾：余秋雨语录

• 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有很多因素决定。说到底，由时、空两度决
定。时间的维度，伸缩的余地不大；空间的维度，却能左右生命
的质量。经验告诉我：人世间的愚昧、自私、冷漠、偏执、极端、
嫉妒、排他、狂妄，即人世间的一大半恶，都因心理空间的狭小
而形成。



• 中国文化对陌生的空间缺少前去亲近的冲动。

• 可以说，基于农耕文化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直在大空间里
过着“小日子”。结果，把中国文化的格局也缩小了。

• 身处现代，资讯发达，交通便利，我们对陌生空间的介入早已远
胜古人，但是，心理空间的狭窄和封闭，还是极有可能被继承下
来。因此，必须倡导一种真正的出走，深刻意义上的出走，走出
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 在生命状态上的出走，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摆脱虚假、抵拒
归类、扩大关爱。



余秋雨语录

• 只要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事，万不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而最
好在精神上出走。等到回来，连注视那些麻烦事的眼神，也会温
柔起来。

• 天下有很多麻烦事是不必解决的。把它们放在异态文化和异态生
态杂陈的大空间之中，让自己明白它们的位置、体量和产生的原
因，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