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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色與困境 

-以《文化苦旅》為例 

 

林君穎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生二年級 

 

 

 

摘要 

    余秋雨可說是當代散文作者當中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之一，他的散文作品不傴

受到普羅大眾的關注與喜愛，並且也開創了特有的「余氏文風」。而在余秋雨的

眾多作品當中，《文化苦旅》一書更是為其代表之作，在兩岸三地颳起了一股「余

秋雨熱」，並隨著時間的遞進，持續暢銷、熱賣，讓讀者在余秋雨文筆的帶領之

下，不斷的在古代與現代中穿梭、切換視角，彷彿讓人親身經歷了中國五千年的

歷史文明。 

然而，隨著《文化苦旅》的好評不斷，文學界也開始出現一些反對的意見，

一時之間，文學界的批評聲浪煙硝四起、鋪天蓋地，評論余秋雨的文章蔚為大觀，

有些評論家認為余秋雨的文章華而不實，只重視文章的美感，甚至充滿濃厚的說

教色彩。究竟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哪些別具特色的寫法，抑或是這樣的寫法帶給

他甚麼樣的模式困境？本文將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為研究軸心，通過對余秋

雨正反兩極的評價進行解析，從而探討余秋雨文化散文帶給當代散文發展的影響

與困境。 

 

關鍵詞：文化苦旅、余秋雨、文化散文、余秋雨熱、余秋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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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余秋雨可說是當代散文作者當中最具影響力的其中之一，他的散文作品不僅受

到普羅大眾的關注與喜愛，並且也開創了特有的「余氏文風」。其作品多表現出

對中國文化、文人與歷史的深切關注。因此，在朱慶華〈余秋雨的思想價值〉中

便曾出現下面的論述： 

 

   「正是在精英文化難於普及、時尚作品缺乏深度的雙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 

   就顯得特別難得、又特別珍貴。誰也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廣受歡迎又不失深度 

   呢？全國那麼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做到了……。」1 

 

而在余秋雨的眾多作品當中，《文化苦旅》一書更是為其代表之作，在兩岸三地

颳起了一股「余秋雨熱」，而他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並未被人們所遺忘，反

倒像是藤蔓一樣，隨著光陰的遞進，持續暢銷、熱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

絕不是因為文章風格或內容譁眾取寵所得來的效果，反之，擁有核心價值變成了

最重要的書寫元素。而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加入了大量

的文化成分，試圖從散文中呈現中華文化的原汁原味，徐俊西便認為： 

 

   至今仍在堅孚自己的精神家園的有志之士，發出的一種旨在療救當前人們的 

   精神失落，和世風日下的真誠呼籲。在這方面，我們今後除了要在理論和實 

   踐的結合上，努力為建構一套我國當前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適應的人文 

   科學體系之外，還要在人文精神的價值取向上，把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和 

   對現實人生的不斷啟蒙對應起來，從而把人文精神的理性思辨和詩話超越變 

   為對知識份子人格力量的自我完善和對社會公眾道德情操的具體規範。
2 

 

從上述的段落中，我們可以看到徐俊西認為真正的文學志士應該試圖把人文的理

性思辨精神應用在提升自我以及社會大眾的道德情操之上。而在余秋雨的《文化

苦旅》當中，讀者在余秋雨文筆的帶領之下，彷彿搭上了時光機，在古代與現代

中不斷穿梭、切換視角，讓人在召喚、聯想、遊歷的過程中，把中國五千年的歷

史文明反覆玩味、思考反省，從而達到對現實人生啟蒙的效果，而這樣獨樹一格

的寫作手法，自然也就在當代文學界引起極大的迴響。 

  然而，隨著《文化苦旅》的好評不斷，文學界也開始出現一些反對的意見，一

時之間，文學界的批評聲浪煙硝四起、鋪天蓋地，評論余秋雨的文章蔚為大觀。

甚至著名文學家、作家李敖曾評價余秋雨說： 

 

                                                      
1
 朱慶華，〈余秋雨的思想價值〉，收錄於余秋雨，《傾聽秋雨－余秋雨今年在台灣》，台北：天下

遠見，2005 年，頁 247。 
2
 轉引自王堯、谷鵬：《遇見秋雨－余秋雨評論》，台北，黎明出版社，2002 年，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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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逃避現實，他有沒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問題，而不是光遊山玩 

    水，光寫一些遊記之類的文章？」3 

 

從上述我們可以發現，有些評論家認為余秋雨的文章華而不實，只重視文章的美

感，使得有些篇章偏離了真正的核心問題，反而使得這些遊記顯得枯燥、乏味，

甚至充滿濃厚的說教色彩。諸如此類的評論文章，便如同雨後春筍般相繼而生，

但是正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究竟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哪些別具特

色的寫法，抑或是這樣的寫法帶給他甚麼樣的模式困境？本篇小論文將藉由以下

兩個段落，試圖探討余秋雨文化散文帶給當代散文發展的影響與困境。 

 

二、 論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散文寫作模式之特色 

  散文的發展從古至今，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形成了一種短小簡潔的書寫模式，

而這樣的模式雖然比起小說，更加的言簡意賅，但卻也因為篇幅太短，導致在情

感的闡述上，較不能夠完整的呈現作者的內心感受，而余秋雨卻把這樣的框架打

破了。在他的《文化苦旅》當中，最短的一篇散文有 3500 多字，而最常的篇幅

則有 15000 多字，也正由於他將篇幅擴大，才能在《文化苦旅》一書中，將自己

內心的思想及情感發揮的更加完整、明確，所帶給讀者的思考層面自然也就更加

豐厚，從而更具有閱讀的價值。而針對余秋雨先生所開創的這種嶄新的散文創作

形式，孫紹振認為： 

 

   「當代散文繁榮的標誌之一就是型態的多樣分化，尤其是余秋雨散文出現  

    之後，散文作為文學形式正在揭開歷史的新篇章。」4 

 

從上述可以看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為散文的寫作模式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開始，

除此之外，周彦文也認為： 

 

   「余氏散文從旅遊散文和學者散文突破，開創了中國散文一個新的天地，新 

    的領域。」    

 

由此可知，余秋雨先生的作品為當代散文提供了有別以往的寫作模式，故以下將

針對《文化苦旅》一書中，余秋雨獨樹一幟的散文寫作特色，進行三個部分的分

析探討： 

(一) 字裡行間的語言藝術 

  余秋雨總是透過他靈動的文筆，賦予其書寫之物新的生命及特色。除此之外，

從他的散文當中也可以看到某種語言上的形式之美，而這樣的美感主要可以從以

                                                      
3
  轉引自網易新聞中心：《李敖：大陸哪有文化名流！》，2007 年 1 月。  

4
 蕭朴：《感覺余秋雨》，上海文江出版社，1996 年 2 月, 第 10 頁。 

http://news.163.com/07/0127/00/35Q9BML300011SM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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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點中看到： 

1. 透過「轉化」讓文字讀起來更具韻味： 

  在余秋雨的用字遣詞當中，常會看到他使用一些轉化的手法描寫景物，使得 

原先呆板枯燥的景物，霎時間變得生動了起來，舉例來說，《夜雨詩意》的內容

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澆媳過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撫過狂躁的胸 

   襟，夜雨曾阻止過一觸即發的爭鬥，夜雨曾破滅過凶險的陰謀。當然，夜雨   

   也所折過壯闊的宏圖、勇敢的進發、火燙的情懷。5 

 

雨，原先只是種自然景象，但在余秋雨的描述當中，夜雨卻幻化成一位勇敢的壯

士、一位做錯事的失意之人，這樣擬人的手法不僅有著畫龍點睛的效果，更讓文

章讓人讀起來更有韻味。接著，我們再來看一段《廬山》當中的描述： 

 

   不知何時，驚人的景象和聲響已出現在眼前。從高及雲端的山頂上，一幅巨     

   大的銀簾奔湧而下，氣勢之雄，恰似長江黃河倒掛。但是，猛地一下，它撞 

   到了半山的巨岩，轟然震耳，濺水成霧。它怒吼一聲，更加狂暴地衝將下   

   來，沒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壓抑不住，狂呼亂跳一陣， 

   拼將老命再度衝下，這時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亡命徒的隊伍，決意要與 

   山崖作一次最後的衝殺。
6 

 

浩蕩的瀑布，在余秋雨的文筆下，變成了一支狂暴的亡命隊伍，不停的怒吼狂呼，

試圖要與山崖決一死戰。如此生動的描述，不斷的勾動了讀者內在的想像，試圖

吸引讀者身歷其中，讓人無法自拔，自然也就無怪乎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

會那麼受歡迎了！ 

2. 對仗整齊、層層遞進的編排形式： 

  在《文化苦旅》的散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余秋雨先生多半運用對偶或排比 

的句型，讓文章整體看起來更加工整、易讀，無意間也形成了一種整體上的美感。

舉例來說，《夜雨詩意》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敘述： 

 

   不知道歷史學家有沒有查過，有多少烏雲密佈的雨夜，悄悄地改變了中國歷 

   史的步伐。將軍舒眉了，謀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靜了，俠客止步 

   了，戰鼓停息了，駿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斷了，敕令收回了，船 

   楫下錨了，酒氣消退了，狂歡消解了，呼吸勻停了，心律平緩了。7 

 

                                                      
5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372-373。 

6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103。 

7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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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描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余秋雨先生利用「五個字」的句型模式，不斷的

加以重複、延伸，藉此表達夜雨的重要性。而如此規律、整齊的敘寫方式，不僅

讓文具更加的淺顯易懂，同時也呈現出一種文句的排列之美。在《夜航船》當中，

我們也可看到類似的文句： 

 

   船頭的浪，設不進來；船外的風，吹不進來；航行的路程，早已預定。談知 

   識，無關眼下；談歷史，拒絕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談笑爭勝間消耗。把船 

   櫓托付給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艙。一番譏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 

   欽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頭來，爭得稍大一點的一個舖位，倒頭便 

   睡，換得個夢中微笑。8 

 

在上述的文句當中，余秋雨先生利用排比、類疊等修辭手法，讓文字不斷的重複，

同樣句型不斷的延伸，不僅讓人讀起來有種意猶未盡之感，更可使讀者在字裡行

間，找到一種工整、對仗的敘事手法。這樣的描寫，也使得文章讀起來令人更加

朗朗上口，並充滿節奏性。在《沙原隱泉》中便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於世無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灣，風沙中如此一靜， 

   荒涼中如此一景，高坡後如此一跌，纔深得天地之韻律，造化之機巧、讓人 

   神醉情馳。以此推衍、人生、世界、歷史，莫不如此。
9 

 

從上述可見，余秋雨先生利用「茫茫」、「滔滔」、「如此」等不斷重複的字詞，讓

讀者在念文章之際，能夠感受字句中的節奏韻律，並使讀者能將畫面更加深刻的

烙印在腦海當中，而在《陽關雪》中也有這樣的一段敘寫： 

 

   這裡正是中華歷史的荒原：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中原慈 

   母的白髮，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故鄉柳蔭下的訣別，將軍圓 

   睜的怒目，獵獵於朔風中的軍旗。隨著一陣煙塵，又一陣煙塵，都飄散遠 

   去。10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余秋雨先生利用類句的形式，再一次將語句的重複性及節奏

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簡言之，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一書當中，多使用短

句、對偶、排比、類疊等各種寫作手法，長短搭配，錯落有致，形成一種特殊的

個人敘寫風格，並讓人感受到他那獨樹一格的語言藝術魅力。 

 

(二) 充滿歷史韻味的人文氣息 

                                                      
8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308。 

9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38。 

10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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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苦旅》一書當中，我們處處可見余秋雨先生不斷試圖挖掘中華文化背

後的各種人文內涵，所以《文化苦旅》可說是余秋雨對文化靈魂以及人生真諦的

追尋與體悟之作。那在這樣的作品當中，究竟作者是如何體現人文情懷的呢？以

下便分成二個部分加以探討： 

1. 透過景物描繪表達內心的人文情懷： 

  在余秋雨的散文當中，利用情景描繪來表現人文情懷的運用非常的廣泛。常 

常透過寥寥數筆，便可將景物與內心感受加以結合，進而表現出對人文的關懷。

舉例來說，在《道士塔》中便有著這樣的一段文字： 

 

   就在這時，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萬里，風餐露 

   宿，朝敦煌趕來。他們願意變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充作偷運一兩件文物回 

   去的路費。他們願意吃苦，願意冒著葬身沙漠的危險，甚至作好了被打、被 

   殺的準備，朝這個剛剛打開的洞窟趕來。他們在沙漠裡燃起了股股炊煙，而 

   中國官員的客廳裡，也正茶香縷縷。
11 

 

這裡並沒有大聲疾呼、痛心疾首的譴責。相反的，作者運用一種對比的方式，把

沙漠裡的「股股炊煙」與中國官員客廳裡的「茶香縷縷」加以結合，把官僚文化

中的腐朽無能、安逸怠惰藉由映襯的手法，表現得唯妙唯肖，讓人從文字間便可

讀到作者內心的切膚之痛。在《上海人》中也有類似的表述方式： 

 

   上海人的醜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 

   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 

   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湧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跋耍弄機智，每每墮 

   於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 

   頭痛的渣滓。12 

 

在這邊我們再次看到，余秋雨透過對上海人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現象進行描述，

從而表露出自己對城市文化中的怪現象之無奈與嘆息。甚至再次利用「文化程度

高」與「文化程度低」的對比手法，顯現不管是哪一階層的上海人，皆有其荒謬

與醜陋之處。這種透過景物描寫，而呈現出作者內在人文情懷的筆法，也不斷的

出現在余秋雨的散文當中，形成一種特有的「余氏散文」風格。 

2. 透過情景敘述引發深層思索： 

  在余氏的文化散文中，作者除了善於利用情景描繪的手法，表現內心深層對 

於中華文化及歷史的看法之外，更時常於描摹事物的同時，調動讀者的想像與思

索，使得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也能獲得相當的參與感。在《廬山》文末，便有

類似的表現手法： 

                                                      
11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6-7。 
12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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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以一種更奇特的方式出現在廬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還難 

   於適應。也許廬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許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構建出一 

   種完全出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文化與名勝的對應？一陣雲霧又飄到了我的眼 

   底。13 

 

作者在這段敘述中，利用疑問句的手法，邀請讀者對於此類的文化問題進行思考，

但同時間，卻也隱隱約約於文句中透露出自己複雜、憂慮的情緒，最後以「一陣

雲霧又飄到了我的眼底」的句子，試圖呈現出自己對現狀的不適應及模糊不清，

十分引人遐想。而在《上海人》一文中，我們可以再次看到余秋雨先生運用了許

多疑問的筆法，試圖引發讀者深層的思索：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   

   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 

   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
14 

 

《上海人》一文主要是在描述作者對「上海文化」的看法及內在感受，而在此文

當中，疑問句不斷的出現，試圖藉由問題來引導讀者對上海文化怪現狀的進行反

思，並試圖提出解決之道。然而，除了問句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手法引導讀者

進行思考嗎？余秋雨先生在《陽關雪》一文中，呈現出了不同的寫作手法： 

 

   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識認，形體那麼健美，目光那 

   麼平靜，神采那麼自信。在歐洲看蒙娜莉薩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這種 

   恬然的自信只屬於那些真正從中世紀的夢魔中甦醒、對前路挺有把握的藝術 

   家們。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會更沉著、更孜詳。在歐洲，這些藝術家們翻 

   天覆地地鬧騰了好一陣子，固執地要把微笑輸送進歷史的魂魄。誰都能計   

   算，他們的事情發生在唐代之後多少年。而唐代，卻沒有把它的屬於藝術家 

   的自信延續久遠。陽關的風雪，竟越見淒迷。15 

 

在此段敘述當中，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個問句，但是內容卻十分發人深省，盛唐的

氣象曾經如此舉世無雙，唐人造像神采曾經那麼自信，但這樣的自信為何無法延

續久遠？為何中國無法像歐洲將如此的微笑幻化成一幅歷史名畫？文末並沒有

回答，反而是以景色作結，而這樣的「留白」自然也就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   

  綜合來說，在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當中，處處可見他運用情景描繪的手法，表達

他個人對於中華歷史長河中，各種人文事物與現象的反思與探討，進而讓讀者盡

                                                      
13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105。 
14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254。 
15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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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在《文化苦旅》中發古幽思，重新體察自己面對人生與世界的態度。 

(三) 獨具風格的寫作特色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敘事時字裡行間多會流露出屬於余氏的獨特見解、想 

像、感受等主觀意識，而這樣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文字，不僅僅體現了余秋雨散

文的思想與學術性，更讓余氏散文有了與眾不同之處，而以下便將此部分分成三

點加以探究： 

1. 充滿個人色彩的特殊視角： 

  在先前我們曾經提到，余秋雨先生擅長運用景物或情景來引發人內在的深層思

索，而這種以景反思，並從中擷取出人生道理或社會問題的敏銳的觀察力與精準

的描述筆法，正是他充滿個人特色的寫作手法，他能夠將大家認為是司空見慣的

文化史蹟，發掘出一些從沒有人想過的觀點與問題。從《柳侯祠》的结尾部分便

可看出一二： 

 

   靜一點也好，從柳宗元開始，這裡歷來寧靜。京都太嘈雜了，面壁十年的九 

   州島學子，都曾嚮往過這種嘈雜。結果，滿腹經綸被車輪馬蹄搗碎，脆亮的 

   吆喝填滿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這裡，文采華章纔從朝報奏折中抽出，重新 

   凝入心靈，並蔚成方圓、它們突然變得清醒，渾然構成張力，生氣勃勃，與 

   殿闕對峙，與史官爭辯，為普天皇土留下一脈異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 

   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覆文明，纔不至全然黯暗。朝廷萬萬未曾想到，正 

   是發配南荒的御批，點化了民族的精靈。
16 

 

普羅大眾通常都是喜歡熱鬧、繁華的大城市，但作者在這邊卻提出喧囂嘈雜的京

都反而會消磨人的心智與胸襟，並對貶官制度有了全新的看法。貶官，有些人可

能認為是窮途末路的開始，但余秋雨卻認為這才是一個文人重生的開始，重新找

回內在與自信，重新把渾濁心靈洗滌，進而重新出發。如此的觀點，不但能使人

重新思考貶官文化，從其中看見積極的一面，更在讀完文章後，會有種回味無窮

之感。在《莫高窟》一文中也可見類似的敘述手法： 

 

   思維機敏的講解員把佛教故事與今天的社會新聞、行為規範聯繫起來，講了 

   一門古怪的道德課程。聽講者會心微笑，時露愧色。我還到過一個山水勝 

   處，奇峰競秀，美不勝收。一個導遊指著幾座略似人體的山峰，講著一個個 

   貞節故事，如畫的山水立時成了一座座道德造型。聽講者滿懷興趣，撲於船 

   頭，細細指認。我真怕，怕這塊土地到處是善的堆壘，擠走了美的蹤影。17 

 

  當我們到山水名勝去旅行時，總會聽到講解員把眼前的美景幻化成一個個的人

物故事，甚至與社會新聞及道德規範加以結合。如此的人文景象，看似勸人為善、

                                                      
16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47。 
17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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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融融。但在余秋雨的觀點裡，卻認為這樣的作法會「擠走美的蹤影」，讓人

眼前看到的美景成了一幅幅的故事圖像，而失去了我們最原先要欣賞自然的「真」

與「美」。所以在閱讀余秋雨的散文過程中，作者獨特的視角多半會重新帶領我

們認識習以為常的事物，進而重新思索對事物、人生的價值與定義。 

2. 透過時空延伸，闡述時間積累所產生的主觀意識及想法： 

  在《文化苦旅》一書中，余秋雨時常運用時空穿梭的手法，讓讀者從文字中 

去感受廣袤的時空感與浩瀚的歷史長河，進而從中反思自我、反思社會現狀。《白

蓮洞》一文中便有著類似的例子： 

 

   溫軟的手指觸摸著堅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問著無窮的歷史。理所當然，    

   幾萬年前的祖先也觸摸過它，發出過疑問。我的疑問，與他們相差無幾：我 

   們從何處來到這裡？又從這裡走向何處？
18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余秋雨利用珊瑚的化石表現了時間感，透過觸摸化石的動作，

想像古人是否也曾有著如此的舉動？甚至引出了生命源於何處，又走向何處的問

題，進而對人生提出了反思。如此手法，實會令人墜入時間漩渦裡，不斷的去思

索生命的定義。相似的手法在《莫高窟》中更加明顯： 

 

    莫高窟可以傲視異邦古跡的地方，就在於它是一千多年的層層累聚。看莫 

    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 

    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勻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19  

 

在作者的觀點裡，莫高窟不僅僅只是一個歷史古蹟，它更是一座見證中華千年歷

史軌跡的寶貴資產。置身於莫高窟，彷彿就可以重新感受到那不停層層積累的文

化，好似可以從其中與古人交談，並了解他們當初的價值觀與藝術之美。而這樣

利用時空交錯、使時間推移的寫作手法，不僅會讓人有種身歷其境之感，更會讓

讀者再一次認識在浩瀚的時間巨輪中，不斷變換、精進的中華文化。 

3. 將「自身」走入歷史的寫法： 

  在《文化苦旅》的散文當中，作者除了利用時間的長度，引導讀者對於歷史 

文化進行思索之外，余秋雨更將自己的言行大膽地融入到歷史當中，運用想像將

自己與歷史人物進行對話，這種寫作手法也相當的具有特色。如《道士塔》中便

有著如此的敘述： 

 

   今天我走進這幾個洞窟，對著慘白的牆壁、慘白的怪像，腦中也是一片慘    

   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直晃動著那些刷把和鐵錘。「住手！」我在心底 

   痛苦地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孛 

                                                      
18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52。 
19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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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閒人何必喧嘩？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 

   等……」但是等什麼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20 

 

在《道士塔》一文中，前面便有提到王道士是位敦煌石窟歷史中的罪人，甚至要

經由照片作者才得知他的長相。但在上述的引文中，我們卻發現余秋雨把自己融

入當時的情境之中，試圖阻止王道士的行為，這樣的寫法雖然不真實，卻透過與

歷史人物的直接對話，反襯出作者內心最實在、痛苦的想法，具有相當的個人特

色。 

  綜觀來說，在解讀《文化苦旅》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見余秋雨先生不管是

在字裡行間所呈現的語言藝術，或是以景物描繪的方式表達自身的人文情懷，甚

至是充滿個人特色的寫作方式，皆彷彿電影情節般，不斷的轉換、跳躍，營造出

強烈的藝術效果。而在其散文當中，不僅僅是只有畫面上的描述，有更多的是內

在深層的所思所感，多令讀者沉溺其中，再三玩味。 

 

三、 論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所出現的模式困境 

  在上述的小節當中，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層面看到余秋雨散文的與眾不同之處，

從字裡行間的語言藝術，一直到其充滿特色的個人寫作模式，這些都是使《文化

苦旅》能在眾多文本中脫穎而出的關鍵所在。然而，正當文學界一陣好評之際，

批評界也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同尋常的反響，易中天在〈本不想說余秋雨〉中就曾

有以下的敘述： 

 

   余秋雨商業上的成功也主要不在「炒作」，雖然他確實是「炒作高手」。比方 

   說他曾不經意地告訴我們，居然有「專談識別真偽『秋雨散文』訣竅的 

   書」，而且他也是看了報紙才知道的，真是危言聳聽。但這最多也就是推波 

   助瀾。他的一炮打響，也是看準了行情：言情太甜，就來點「苦」；武俠太    

   俗，就來點「雅」；散文太小，就來點「大」；歷史太遙遠，就讓他走進身 

   邊，結果居然成功。這確實高明。
21 

 

  在上述的段落中，易中天運用反諷的手法，將別人認為是余秋雨不同凡響的寫

作模式視為炒作手段，認為其太過刻意，而使得文學變成一種「飽含激情的把玩」。

而對於余秋雨的文學批評，也隨著時間不斷的擴大、發展，頓時蔚為一股新的批

評浪潮。而針對余秋雨《文化苦旅》，究竟有那些反動及評論呢？以下將余氏散

文中所出現的一些模式困境分成幾點，並進行相關探討論述： 

 

(一) 充滿藝術的語言？抑或是被固定模式框架的語言？ 

                                                      
20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4-5。 
21

 載《易中天隨筆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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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節的第一個段落中有提到，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使用了許多 

文句形式上的編排，使得其散文語言讀起來更加的具有節奏性；並在其篇章中可

以發現到類似的感傷情懷不斷的重複出現，使得文章更加動人、具有美感。然而，

一旦內在的情懷過於氾濫，後續所表達出的文化感慨便會毫無新意，使得讀者失

去新鮮感，甚至閱讀產生倦怠感。因此，朱國華在〈別一種媚俗〉中便曾提到： 

 

   當我們聽到作者以悲劇主角的口吻和略帶沙啞的低沉嗓音，向我們敘說一個 

   傷感的故事時，我們誠然會被這種智者的憂鬱所深深打動，然而，當作者一 

   而再、再而三地堅持重彈這類老調子時，我們的閱讀本能必然會抗拒這一套 

   缺乏內在變化的話語模式，而希望作者能向我們展示更多的閱讀可能性。作   

   者的感傷文學固然提供了文本的靈魂，並債倒了無數懷舊的心靈，進而獲得 

   世俗意義上異乎尋常的成功；然而，也正是這個感傷哲學，成了僵硬乾枯的 

   軀殼，封死了通往大千世界多采多姿生活的其他去路，並使得《文化苦旅》 

   的文本結構因此而失去了自由與隨意，失去了彈性與活力。
22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在《文化苦旅》中感傷文學固然獲得了某種前所未有的成

功，但當這樣的文化感慨開始成為老生常談之際，文本便也漸漸的失去了其原本

的自由與活力，進而封死了文本繼續拓展、發揮的可能性。更悲慘的是，當這樣

固定模式成為後人寫作藍本時，散文的創新也就因而被框架、侷限住了。因此，

在朱國華的〈別一種媚俗〉中有一段話相當的貼切： 

 

   《文化苦旅》非但沒有為「當代散文領域提供了嶄新的範例」，正相反，它 

   僵化的三位一體話語模式，與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  

   此，它在實質上，也是與五四文學革命以來的散文創作的大趨勢背道而馳 

   的。23 

 

在這段敘述中，確切的點出了《文化苦旅》以詩性語言為皮，以小說性敘事形態

為肉，最終以文化感慨為骨的模式框架，而這樣三位一體的文本結構充份概括了

余秋雨散文中的布局特色。雖說這也正是余式散文吸引讀者的別樣魅力，但久而

久之，卻也使得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結構上被同樣的框架所限制，缺乏變化，從

而讓文章了無新意，淪為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文章。 

 

(二) 具有人文情懷？抑或是過於矯情的情感表達？ 

  在前述的第二節的第二個段落中曾經提到，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一書 

當中，不斷透過描摹歷史事件來表現自身的人文情懷。但這樣的手法真的只是為

了闡述個人情感？抑或是為了獲得讀者的認同而刻意營造出來的「媚俗語言」？

                                                      
22

 瀋陽，《當代作家評論》，1995 年第二期。 
23

 瀋陽，《當代作家評論》，1995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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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在〈本不想說余秋雨〉中便曾有這樣的一段說法： 

 

   這樣的作品是不好叫文化口紅和文化避孕套的，還是叫「文化口香糖」吧－ 

   香噴噴，甜津津，有點嚼頭，完了還能吹個大泡泡。即便是文化口紅和文化 

   避孕套，也不是妓女的，而是時代的。因為我們這個「作秀的時代」也需要 

   做文化秀。24 

 

雖說《文化苦旅》在當代獲得了極大的迴響，但仍有學者認為余秋雨的筆法過於

矯情而近乎失真，而不管是「文化口紅」或是「文化口香糖」，我們都可以看出

這樣的形容詞充分表達了余式散文為了迎合大眾口味，而過於媚俗的一面。除此

之外，在朱大可的〈行走在苦難和甜蜜之間〉也有著類似的批評： 

 

   但是，在給予余文的市場化以必要的讚揚之後，我還是要對其做出適度批 

   評，即使它在市場上的包裝上存在著「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無 

   論是《文化苦旅》還是《山居筆記》，均未擺脫這一情感和言說的雙重矯 

   飾。再以 〈王道士〉一文作為例子。由於愛「寶」心切，書寫者竟打算給 

   道士「跪下」，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書寫者想為此 

   「大哭一場」。用如此「過激」的言說來進行煽情，儘管不免有做作之感， 

   卻頗能顯示余文的風格。
25 

 

在這段敘述中，朱大可與易中天的看法不謀而合，一致認為余秋雨的散文過於媚

俗、矯情，甚至以〈道士塔〉一文為例，認為作者利用「傷口」、「滴血」、「下跪」、

「懇求」、「哭泣」等字眼，展露出一種相當露骨的煽情技巧。雖然這樣的手法獲

得了大眾的認同與掌聲，卻不免過於做作，而有失文學本質的「真」。而過多的

感傷，反而會造成濫情的現象，不免使讀者產生閱讀倦怠感。因此，在湯溢澤〈《文

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中，便有著底下的一段結語： 

 

   《文化苦旅》並未成為生機煥發的、筆鋒多元的文化之峰，相反地，跌入了 

   純粹搬弄現代漢語中的華麗詞藻+骨董兒的味道單一的、反胃的溝壑。整個 

   一本《文化苦旅》都是陳年白酒(如古代古文化)與當今礦泉水、自來水(如 

   優美的語句、感嘆)孱和的產物，幾乎都是「一斤淚加幾百斤水」製造出來 

   的。26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過多詞藻與情感的堆砌，反而成為《文化苦旅》落入俗套的

關鍵所在。甚至余秋雨先生力圖呈現的各種優美詞句與感嘆，在過度使用的情況

                                                      
24

 易中天：〈本不想說余秋雨〉，載《余秋雨現象再批判》，第 15 頁。 
25

 載《十作家批判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 
26

 湯溢澤：〈《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文學自由談》，1996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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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就不免顯得太露，而讓人有種「一斤淚加幾百斤水」的刻意、造作之感了！ 

(三) 個人寫作特色？抑或是過於突兀的警策之語？ 

   散文，是一種語言的藝術，要如何將理趣自然而然的融入字裡行間，才應 

當是散文藝術的重點所在。英國的著名散文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就曾經說過：「對

散文家來說，即使是像馬克･帕蒂森那樣淵博，也得借助某種寫作幻術將它融化

在自己的隨筆之中，不讓哪一項論據顯得突兀，也不讓哪一句教條撕破文章結構

的表層。」然而，在余式散文中，雖然充滿著許多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的獨特見

解，卻並未將這些抒情議論與散文本身融為一體，進而顯得過於突兀、乖張。如

〈陽關雪〉的開頭便有明顯的例子： 

 

   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文官之顯赫，在官場而不在文，他們作為 

   文人的一面，在官場也是無足觀的。但是事情又很怪異，當峨冠博帶早已零 

   落成泥之後，一桿竹管筆偶爾塗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 

   漫遊。
27 

 

上述開頭提到「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如此近乎霸道的論述手段，

著實令人覺得吃驚與不解，為何一提到文人，便無所可觀呢？而後，筆鋒一轉，

竟又說到「一桿竹管筆偶爾塗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文人不都

不足觀嗎？為何又能其文筆又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呢？實是讓人丈二金剛摸不

著頭緒，不知其所云。在〈廢墟〉一文中也有相同的突兀之處： 

 

   中國歷來缺少廢墟文化。廢墟二字，在中文中讓人心驚肉跳。或者是冬烘氣   

   十足地懷古，或者是實用主義地趨時。懷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趨時者只想以 

   今滅古。結果，兩相殺伐，兩敗懼傷，既斫傷了歷史，又砍折了現代。鮮血 

   淋淋，傷痕纍纍，偌大一個民族，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 

   悠，獨愴然而涕下。28 

 

對於〈廢墟〉一文中的這段敘述，高恆文並不認同： 

 

   這兩個「或者」就足以證明所謂的「中國歷來缺少廢墟文化」？我不明白博 

   學的作者為什麼對自《詩經》以來的各種「懷古」詩詞是那麼樣的「健 

   忘」。不論遠的，就說作者這段話中所暗引的陳子昂著名的〈登幽州臺歌〉， 

   恰恰是在歷史的「廢墟」上所抒發的關於孙宙與人生的千古浩歎。29 

 

在上段敘述中，高恆文鞭辟入裡的指出了余秋雨在書寫的過程中，內容有時太過

                                                      
27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25。 
28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1992 年，頁 365-366。 
29

 載高恆文：〈突兀之語何其多-評《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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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斷章取義，〈廢墟〉一文利用「懷古者」以及「趨時者」的二分法，難道就可

以評判中國歷來缺少廢墟文化嗎？事實並不然。甚至在內文中，余秋雨所引用的

〈登幽州臺歌〉恰恰就是在「歷史的廢墟」上所產出的懷古詩詞，這難道不是前

後自相矛盾嗎？因此，高恆文〈突兀之語何其多-評《文化苦旅》〉一文中，做了

一個很好的結論： 

 

   余秋雨所習慣顯示的自然是「很大的問題，很深的道理」，可藉一種「片面 

   深刻」的道理，一再以「警策之語」出現，總是有一點故作驚人之論的嫌 

   疑。30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一書中，藉著各種歷史事件點出中國文化的內在問題，

並從這些問題當中引導讀者思考人生的道理。雖然這樣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在敘

述的過程中，余秋雨先生卻不斷利用各類型驚世駭俗的「警策之語」，試圖營造

一種事態的嚴重性，再從中板起臉孔，「教化」讀者。這樣的文章讀起來自然也

就少了不少天然的韻致，文字也就變得不那麼和藹可親了，因此，過多的「警策

之語」出現在余秋雨的作品當中，反倒讓這樣的論述手法顯得過於突兀、過於雕

琢，從而盡失語言藝術的美感了。 

 

 

四、 結語 

  西方哲學家有一句名言：「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第一次是正題，第二次是

反題……。」而當代文壇對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評價恰恰也遵循著這樣的規律，當

《文化苦旅》剛出版之際，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好評如雲，甚至有一段話是這樣

描述的： 

 

   而秋雨，在一個成熟的季節裡飄然而降，有著成熟從容、大器、厚實與高 

   度，雨勢是厚積薄發的，雨聲是圓潤悅耳的，雨色是深沉素潔的，蘊含了春 

   雨的纏綿，夏雨的狂暴，冬雨的冷靜，進而醞釀出一個思想者的氣勢。
31 

 

然而，物極必反，過分頌揚也必然會導致批評的出現，文壇對於余秋雨的評價也

漸漸從正題轉向了反題，開始演變成七嘴八舌的批評論戰，頓時之間「罵聲」如

潮。甚至從書的核心價值便開始遭受質疑： 

 

   可疑之處在他的心路歷程，早有人懷疑過他的「文化之旅」究竟是「苦旅」 

   還是「甜旅」。因為我們從中實在看不出半點漂泊者的孤獨與淒苦，也不見 

                                                      
30

 載高恆文：〈突兀之語何其多-評《文化苦旅》〉 
31

 邊園：〈天上飄著余秋雨〉，《深圳商報》，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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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人間疾苦的些許關懷，有的只是就是文人的風雅，再加海派文人的甜 

   糯。32 

 

  綜上所述，近年來，文壇對於余秋雨散文的研究在經年累月的累積之下，不僅

從正到反延伸，更出現了多層次、多視角的分析研究，從其語言中的藝術、編排

模式、寫作節奏，甚至到文本所呈現的內在情懷，都有其支持者與反對者。但不

管余式散文在中華文化史上產生了多大的爭議，《文化苦旅》中的文化散文蔚為

當代散文一股新的風潮仍是不可抹滅的事實。而在閱讀《文化苦旅》的同時，我

們若能加入自己對中華歷史的理解與看法，而不僅僅隨作者視角隨波逐流，去思

考中華文化千百年中的哲思與人文情懷，那麼《文化苦旅》所帶給人們的文化價

值以及心靈震撼，依然是無可限量的，並再次引領我們對文化現狀進行反思與檢

討。 

 

 

 

 

 

 

 

 

 

 

 

 

 

 

 

 

  

                                                      
32

 易中天：〈本不想說余秋雨〉，載《余秋雨現象再批判》，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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