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余秋雨散文鉴赏的一点思考
包贻文

（九江职业大学 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余秋雨的散文影响着无数的文人学子，不仅是因为余秋雨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灵感和启发，还因为余秋雨的
散文具有一定的语言魅力。 阅读余秋雨散文，会给读者一种直观、形象的体会，这与作者的人生阅历和文化底蕴都是
分不开的。 余秋雨的写作风格与其他的文人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他总是可以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他所经历的人、
事、物，然后用感性的、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余秋雨散文最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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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魅力
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这与余秋

雨的人生阅历有很大的关系。 阅读余秋雨的散文，读者会从
中发现，余秋雨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
走遍了中国的名胜古迹。 并且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很
深的感情，所以写出来的语言也是具有较深的情感寄托。 比
如，在阅读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时，有这样一段经典的
描述：“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所了解的还是太少，当我
们研究透了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失去的他的神秘感，正是
因为所不了解的那一部分，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才充满了
好奇。 ”从这段描述中会发现，作者是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在研
究和分析我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 正是由于这种态度，
才会使我们对于余秋雨的散文多了一分欣赏。
阅读余秋雨散文，读者会发现，余秋雨经常用一种理性

的角度看待问题和事物，但却善于用抽象的语言来描绘出
内心所想，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借景抒情”。 所以，余秋
雨的散文也会被人称为“文化散文”。 比如，在《文化苦旅》中
余秋雨曾表述过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
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没有慷慨的遗恨，只有休息的亭台。
余秋雨在写这段文章时，就是采用了抽象的写作手法，在阅
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时，如果不仔细的、用心的阅读，很难体
会到其中深层次的含义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 曾经
有位文人这样形容过余秋雨的散文，中国的山水在余秋雨的
眼里都不再是简单的山山水水，而是带有文化气息的山水风
景。 中国的山水在余秋雨的眼里会给人不同寻常的感觉，经
过余秋雨语言的加工， 会让人觉得身在其中， 不仅形象、生
动，还带有一丝独特的味道。 阅读余秋雨的散文，会被他天马
行空的联想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感情所震撼，余秋雨的散
文不会像其他的文人墨客一样内容夸张，情节空洞。 余秋雨
的著名散文集《山居笔记》在学术界也曾引起过很大的关注，
阅读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会体会到余秋雨别树一格、独
树一帜的写作特点和手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意境和现代
的独特意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形成一种新的思想和感
悟，给读者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在《山居笔记》中有余秋雨曾说过，成熟的表现是在别
人面前不需要察言观色，不需要阿谀奉承，成熟是你可以
从容的做你自己，从内心出发，不需要做违心的事，说违心
的话。 成熟就是一个人的气质变了，思想变了，做事方法也
变了，这就是成熟。 成熟是高贵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到这样。 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可以体会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中华文化可以有多中表现形式，可以用如此理性的眼
光和角度去看待周围所发生的问题和事物，同时又可以用
感性的语言去描绘、去表达自己的所看、所想，这也正是余
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 余秋雨散文不会像其他的散文学者

一样，用传统、老套的思想去考虑问题，也不会像一些学者用
空洞的联想来描绘一种文化现象， 使读者难以理解和认同。
阅读余秋雨的散文集，会让读者体会到什么才是中华文化的
深层含义，会让读者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实际意义以及对
后人的影响。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曾经这样说过，“许多更
加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想情绪是难以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
小的心脏去慢慢体会，当这颗心胀停止跳动时，这一切也就
杳无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之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
练于异国他乡的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 从这段描述中可
以体会到余秋雨在探访古迹、走访名城时的心理想法。 余秋
雨认为人们对于文化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人活着就应该
有追求，有梦想。许多漂泊感和孤独感也只能自己去体会，去
感悟，余秋雨认为人活着有这些感受和想法是正常的。 可
以看出余秋雨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余秋雨用游览名胜古
迹的方式，将人生阅历与文学知识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带
给读者一个不一样的人文世界，使读者在余秋雨的散文中
就可以看到一个幅员辽阔的古国。

余秋雨的散文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余秋雨从
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勇敢的用文字的
形式表达出来。 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曾经对于长途押
运苏东坡一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余秋雨用直接、大胆、讽
刺的言论这样形容过“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从余秋雨的文章中， 可以看出余秋雨对当时现状的不满。
余秋雨用“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
的伟大诗人，一步步前行”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当时人们的
做法，是在讽刺，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达。 余秋雨用这样
强烈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不仅体现了余
秋雨对当时人们做法的不满， 体现了当时人性的丑恶，以
及对当时人们做法的失望，还可以看出余秋雨本人也是一
个敢说敢做、胸怀坦荡的文人学者。 他并不在乎别人的看
法和评论，正是由于他的这样胸怀坦荡的秉性，他的文章
也是这样，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也不随波逐流，可
以自由的表达的内心的想法。 正是由于这一点，余秋雨的
散文可以直击读者的内心，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

二、对余秋雨散文的思考
余秋雨散文独树一帜，虽然用一种理性的角度看待问

题和事物，但却善于用抽象的语言来描绘出内心所想。 余
秋雨的散文给人一种洒脱、大气、不拘小节、气势磅礴的感
觉。 余秋雨散文一气呵成，可以让读者体会到作者在写作时
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余秋雨的游记散文大多体现了余秋雨对
自然社会的向往，对历史的思考，对自然的崇尚。 从余秋雨的
散文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文化意识较强，比较具有时代感
的文人学者。 尽管余秋雨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但是看待问
题确依然可以用理性的角度去观察，对待文化依然是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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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的态度。 一个学者的写作风格和写作特点与他对待文化
的态度和处事风格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 余秋雨散文之
所以引起了强烈的轰动，这与他的处事风格和对待文化的态
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余秋雨散文中会发现，作者是一
个见微知著，俯仰古今，可以从简单的山水风景中发现隐藏
的深层含义的学者。 作者可以通过游历的形式，开阔自己的
眼界，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将哲理与实际相互联系在
一起。 阅读余秋雨散文，读者会发现，余秋雨散文的内容看似
抽象，实际逻辑清晰，眼界开阔。 仔细阅读余秋雨散文，会发
现余秋雨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要思路，就是
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现。

余秋雨散文的内容经常以生动、典雅的形式展现给读
者，这是余秋雨散文的另一个特点。 余秋雨散文有其独特
的语言魅力，余秋雨对语言也有着一种非凡的领悟能力和
驾驭能力，并且余秋雨散文的语言中可以在抒情过程中不
忘追求一种理性的思考和追求，在感性的抒情中也不忘记
用理性的眼光去客观的看待事物，不会因为理性而忽视了
感性的表达，同样不会因为感性的描述而忽视了理性看待
事物的眼光。 这正是余秋雨散文最大的特点和独到之处。
正是因为余秋雨散文的独树一帜，与众不同，这种抽象的、
富有诗意和美感的写作风格使很多人无法简单的进行模
仿。 余秋雨善于运用排比、比喻、抽象的写作手法进行语言
上的表达。 余秋雨在写作过程中，还善于运用多种表达手
法来衬托主题内容，使主题内容更加地生动、形象、具体。
由于余秋雨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生经验，也是相当的
了解读者的阅读习惯， 余秋雨还会借助小说的叙事形式，
使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被读者理解，也使得自己的作品被大

多数人所接受。 由于作者亲自游历过多个名胜古迹，所以，
要想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小说故事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对
余秋雨来说，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 想要以小说和故事的
形式表达作者的所见所闻，首先要注重细节的表达，从而
引发读者的共鸣，余秋雨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阅读余秋
雨散文可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三、小结
阅读余秋雨散文，读者会发现，余秋雨散文的内容看

似抽象，实际逻辑清晰，眼界开阔。 仔细阅读余秋雨散文，
会发现余秋雨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要思路，
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现。 在这条清
晰的主线下，作者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从而用丰富
的语言、细腻的文字，将自己的所看所想用感性的话语描
绘出来，给人一种生动、形象的真实感。 余秋雨的散文与其
他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余秋雨从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想
法，并且能够勇敢的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余秋雨的
散文集《山居笔记》和《文化苦旅》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余秋雨散文具有独特的魅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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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这本书我看了很久，从始至终，心口上的
疼痛感不曾有过半刻消减。 感触最深的，是面目各异的孤
独及其贯穿生命的方式。

梅尔基亚德斯的孤独是慈悲而又温情的孤独， 何塞·
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孤独是不容于世的孤独， 奥雷里
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孤独是凛冽的孤独， 阿玛兰妲的孤
独是卑微而又高傲的孤独……孤独的各种存在形式，以一
种惊人的速度在这个家族里浮现凸显。 在书页的摩擦里，
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孤独，也是要有资格的。

换句话说，你凭什么孤独？ 孤独就仅仅是一种心理状
态吗？

当然不是。
朱光潜曾提出过一个“多元宇宙”的观点，而在孤独的

宇宙里，善恶美丑便不再是合适的价值标准了。 这个宇宙
的中心，是人。 一个人在某一空间里因缺少外界熟悉的事
物和人而感到的一种较自我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只是孤单
的衍生物，而非孤独。 相对地，一个人站在汹涌的人潮中，

这人潮中有他的亲人、朋友、爱人、竞争对手，有让他产生
一个人应该产生的一切情感的人事，可是他的心在熟悉感
和安宁感的“轰炸”之下，渐渐由混沌趋向清明。 铺天盖地
的失落感从人潮的各个方向袭向他，那么这个时候，所感
受到的便是人内心的孤独了。 简言之，孤独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固然存在。 如果一个人因“物喜”“己悲”而产
生不知其所以然却草率名之为“孤独”的心理，此时，这个
人便已经丧失了孤独的基础资格。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三十二场武装起义中的
一次次奇迹生还，依靠的亦是孤独的固存以及膨胀。

跨入孤独的门槛并不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当一个人
选择进入这个黑暗的宇宙，就应该知道前路艰险。 与自己
处于对立面的并不仅仅是人生路途上的种种困顿，更危险
的是，日益膨胀的孤独。 一个人越是追寻越是探求越是披
荆斩棘地战斗，内心的孤独就越是猖狂。 他会发现，他根本
没办法让这份孤独臣服于自己，更加没有办法让这份孤独
消失。 有些人被这膨胀的怪物吓坏了，甩不掉就索性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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