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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内容概要

本书源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韩敬源在听伊沙老师讲课时记下的四十万听课笔记，经过伊沙
老师的整理润色，这四门课程的听课实录变成了熔铸他21年授课精华的一本充满创见、个性十足的大
书”，关于写作、文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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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沙，当代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编选家，翻译家。
1966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任教。已经出版
各类著作六十余部，获多种诗歌奖项，应邀出席在多个国家举行的国际诗歌节。1998—2001年，在《
文友》等刊物开设《世纪诗典》诗歌点评月专栏；2011年迄今，应网易之邀，主持《新世纪诗典》诗
歌点评微专栏，均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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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学人生
2、  多是看不惯他的傲气的，不过我还挺喜欢他的这股子尖锐气。他的诗好的也有，不喜欢的更多。
3、还挺能扯的
4、废话都没有，本来书里的都是重点 我再把里面重点中我喜欢的抄下来，简直就是精华。愿世间废
话少一点！这种书多一点！
5、“观音在远远地山上，罂粟在罂粟的田里”伊沙对这句话的一句解释是善很远，恶很近。是啊，
恶随手即是，善是一种远远地修行。它观你，你若不抬头。连他的面目都见不着。
作诗和做人无不同。
6、非常个人化口语化碎片化的听课笔记式文学理论⋯说书不错。
7、怎么这么多人喷，我觉得伊沙说得句句在理。大学里的确鲜见如此真诚且有货的老师。
8、读罢，感慨颇多。一句话，伊沙在教书这方面真的没话说，是个真诗人。有幸能蹭他的课。另：
逛过诗人的博客，那首祭奠小招的诗真是杰作。有机会要去读一读长诗《唐》。
9、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像李白连自夸也好看⋯
10、2015-认真读完
11、一个自恋成这样的人生活里得多招人厌
12、谈诗的部分正常且一般，不谈诗的部分非常不好。我应该会退课。
13、伊沙这人傻逼兮兮的，口气比脚气还大，就能瞎侃，我喜欢听他瞎鸡巴乱说，属于心灵马杀鸡。
爽过就好了，别太认真（当然，偶尔也可以认真一下的
14、这本书，算是伊沙的集大成之作，有很多想法和思想是之前他没呈现出来过的，值得一读
15、太伊沙了吧。
16、对我很有用。读透这一本，我大学已毕业。
17、读完伊沙长精神。
18、学习了不少！
19、偶然遇见，被书名吸引，介绍几个诗人于是乎看完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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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人生之幸，成为伊沙学生！ 文学关乎人生，他的课是文学课堂，更是人生课堂。在心灵生长、成
熟的年纪，遇到伊沙，这是多么的幸运！   西安外国语大学有一位大师级的诗人，但是西外人自己很
少知道。因为他在学校非主流的一个系——中文学院教书，外国语大学的主流是各类外语系嘛！中文
系成立之前他在“社科部”，给外语系的娃儿们教教《大学语文》、《汉语实用写作》之类的课。更
早的之前，他在《西安外院报》里做编辑。就是在这样的小天地里，他依然做得很好，听说《外院报
》他在编辑的时候，可读性很强，而他的《汉语实用写作》课老校友们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念念不
忘。但是仍然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大诗人。所以有时候我想，西外真的不
应该，西外无论在招生还是对外宣传方面，都没有很好地利用伊沙的品牌效应，别的学校没有大师、
没有名人强拉着别人做他们的“客座教授”，我们学校自己有，但是没有好好利用。他讲课的口若悬
河来源于他对文学的透彻理解以及对外国、对当代、对古代文学的渊博的基础以及他的才气。很多作
家、诗人都是不太读书的，但是伊沙绝对是一个勤奋的人，不仅表现在据他讲（我相信他是诚实的）
学生时代的刻苦读书以及后来献身于创作之后的不断地补充，而且表现在他创作的多产和投入的时间
上——对文学，他是真正的专家，既有理论素质又有创作经验，而不像某些大学教授的死读书、读死
书，如果他发表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有可能是偏激的或者不成熟的，但是绝对是经过他一定的思考甚
至是深思熟虑的，决不是单纯地从甲书引用到乙书。所以他的课的特点是完全个人化的、性情化的，
全国在没有第二个伊沙，所以也就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讲课了。因为“个人化”所以喜欢他的课的人喜
欢得要死。他的课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批判性很强，这里所说的批判性不是指的“说不好的一面”，而
是带有自己的审视之后的结论，不管什么，我们都要重新用自己的眼光来评价。他所编著的《现代诗
经》（漓江出版社，2004年），《被遗忘的经典（诗歌卷）》（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新世
纪诗典》（1-3季）就是这样的产物，用独特的、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史，而不是道听途说。所以这
种批判性对很多“文青”很有吸引力，有的同学听了他的四年课——别的班、别的年级的课也去听，
参加他在陕师大的讲座、诗歌朗诵会等等，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一些同学已经崭露头角，比如诗人
、作家李勋阳（西外汉语言文学2000级，现居云南丽江），比如诗人韩敬源（西外汉语言文学2001级
），诗人李异（西外汉语言文学2001级），诗人崔征（西外法语系2000级）。相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可以浮出水面的。伊沙的课第三个特征是没有教案。不过据他自己说，每次讲课之前，会在书架
前面沉思一两分钟，大概确定一个主题，讲课的时候也是大概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不过据我的观察，
往往是一个事例详细程度或者说所占用的时间远远大于观点。他一般不会要求学生做笔记，不像很多
教授一样，把书上的东西抄到讲义上，再要求学生把讲义上的东西抄到笔记本上，然后回去背诵笔记
——这种做法害了多少人，浪费了多少时间！有的同学也抄笔记的，因为他的语言、观点实在太精彩
了。伊沙好几次问大家：“刚才讲到哪里了”之类的话，不过这种有意思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他善
于把很多事情串在一起，比如文学和足球就经常纠缠在一起，但是丝毫没有生拉硬扯的痕迹。这么说
可能还是一种很浅薄的描述，实际效果远远要好的多。他的这种总是偏离主题的叙述方式我比较着迷
，而且后来发现很多很好的小说也使用这种叙述方式——说着说着就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于是自然
也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读本书，你也会认为，西外的中文学院的同学们是幸运的。所以，当我们
面对很多名校的的名中文系学生的时候，我们真是一点自卑感都没有啊，我们的底气很足啊。伊沙的
必修课、选修课《基础写作》、《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考试方式令西外的众位兄弟念念不忘：考试就
是一篇文章，一般还不命题。有时候命题，也是大概给出一个主题，不会确定题目。回家自己写好了
，定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交到文学教研室，也可以代交。这让很多为选修课大伤脑筋的兄弟感觉到他
妈的天上掉馅饼了，因为伊沙一般也不点名，偶尔看逃课的太多，点一下，顺便认识一下同学们。不
过这些混学分的兄弟，有一次差点就栽了。那一次还是选修课《汉语实用写作》，因选伊沙课的人太
多，教室从主楼教1的小教室（题外：那个小主楼兼做女生宿舍楼，楼道里啊，常常彩旗飘飘，晒满
了女生的花内衣），更换到教2的1622大教室。上了半年课，教2楼1622教室里的人一般就维持在三分
之二左右。可是临到考试前的一周，也就是说伊沙要布置作文题目的那一周，教室里忽然来了不下200
人，不仅座位的满了，过道也满了，楼道里都站着他妈的人。伊沙直接怒了。他于是开始痛骂其中的
一部分“混子”，并劝导他们勇敢的面对一次，主动背包走人，从此不再做一个混子。因为那段时间
教学改革，学校选课管理略乱。听说上一学期的课就出现这种情况，实际参加考试的远远超过实际选
课的，伊沙收到200多份试卷，差点累到吐血。不过还是没有人站起来离开，看来谁都不愿意主动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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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一个混子，既然都厚着脸皮来了，怎么能轻易走开，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是一个“混
子”？伊沙点了一支烟，说：既然没人走开，那大家就这么耗着吧。沉默了很长时间。他说，“这次
的作文题目是《本学期的写作课》。你能混你就混吧。作文写好了，于某日之前交到3楼文学教研室
”。说完就走了。顿时傻了一大堆。这怎么写啊？没听课的真傻了。关于他，写这么多显然有点少了
，有时间得用一本书来写他。而他这个人又有很大的争议，如果我在这篇文章中夸他，有人跟着贴子
就骂他，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的老师伊沙就是这样一个很清晰的人，让所有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
他的人都变得清清晰晰的。再说句得罪人的话：和伊沙相比，你们所说的木心算什么呀！伊沙微博
2、——评《观音在远远的山上》文/蓦烟如雪在我印象中，这是我看的第二本“授课文学”，第一本
就是陈丹青的写的文学回忆录，那里是木心开讲的“世界文学史”，而当时陈丹青整理了五年五册的
听课笔记，共八十五讲，超过四十万字。而这本书《观音在远远的山上》也是一个学生的听课笔记，
韩敬源在2001年至2005年的四年间，听了作者讲授的“基础写作”“现代文学”“文学创作与批评”
还有“新闻写作”等四门课程后，自己记录了四十万字的听课笔记，形成了这本书的初稿。可以说，
韩敬源是伊沙教书二十年里遇见的“最佳学生”，而陈丹青也是木心生命里的缘分，如果当时没有没
有把那些观点记录下来，我们就会缺失这份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同理，如果韩敬源只是一个埋头苦
读的孩子，这本《观音在远远的山上》也不会出来。这个学生韩敬源现在也是一名教师，在作者伊沙
的视角里，他觉得他会成为中国80后诗人中最有才华与实力的以为，因为他对自己有需求，对文化对
知识有饥饿感，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学”决定了“教”，可还是很多人觉得教很重要，这违背了
传道授业解惑的真理。因为学生用老师的笔记当作讲义，他走上教学岗位上也大受欢迎，也许是机缘
巧遇，也许是这份教学与科研成果的机会，伊沙把学生的笔记开始整理，前后五次，将四十万字的话
语精选出了十八万字，他在去年新浪微博逐日发出，历时六十八天发完，期间引起了大众的广泛热议
，同时点击率也在逐日剧增。当然好作品必然会有好伯乐。从最初的“听课笔记”变成了“讲义”再
到如今的成书，这之间兜转了多年，也是一位老师二十多年的授课精华，它关于写作，关于文学甚至
是人生。在伊沙先生的理念中，写作开始于怀疑，怀疑是很高的智慧。而写作中，经验比观念可靠，
因此，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身体在场的写作才是可靠的写作。同理，在优秀作家中，他觉得那一定是
最具有表达原欲的写作者，当然也是最有创造力的写作者，平庸的作家没有强烈的表达原欲，怀着是
功力的视角，所以他们写作也不过是社会流行观念和集体无意义的大杂烩。他在回到身体现场这篇上
，还讲到了自恋转化成自信的依据，他谈及，如果你一生都不知自恋为何物，那你活得太可怕了，活
着生来就有残缺。如果你永远沉浸在自恋中，那也非常可怕——一个潜在的疯子。有时候我说我对自
己永远比你们对我残忍，说的就是写作中对自恋的抑制和反拨。他的观点很鲜明，他不崇尚跟风，相
反，在中国文化中强烈的趋同上，他的建议是你代替不了任何人，文化中固有的趋同性让我们成为受
害者和迫害者。所以，他建议回到原初，回到生命的现场，重新开始。在面对恐怖事件上，他谈及中
国人的幸灾乐祸，他说，如果一个民族觉得这是出了自己心头的一口恶气，那就太狭隘、太丑陋、太
无理性、太无人性了。理性对民族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语言如此重要上，他解析了文学创作
，他说，创作中的思维就是高度语言化的运动，作家拥有这种思维，他生动的用医学解剖的方式去分
析它，在这在谈及母语的时候，他还会用诗歌去结尾课程。作者伊沙是一个很有自我态度的人，他甚
至谈及了现代诗歌的起点很低，他说大陆的先驱者、开拓者食指从未打破过镣铐。他认为中国美学，
老爱把宏大无比的自然风光束缚在一个画框里，变成了恐怖的盆景，认为这是畸形之美。当然每个人
的看待都会不同，伊沙先生的讲课和我所见的一些课程还是多有不同，从大而泛，再到细节，他都拿
捏得有分寸，也不过于浮夸，一个作者必然要有自我的言论在里面，如果只是泛泛的跟风，这本书不
看也罢。而恰恰，这本书，有了自我的意识在里面，所以它鲜活，有生命。文学是可爱的。这本书，
也是可爱的。不好意思，刚发现里面有错别字。
3、伊沙这个人我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不懂诗，很少关注诗歌。但看了《观音在远远的山上》这本
书，很佩服这个人。我搜索了伊沙的微博@长安伊沙 。他是诗人、作家，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
学学院教师。他微博的图像就是他本人的照片。看他的照片，身体很结实。头像中有着一股自视甚高
的感觉，有着一股桀骜不驯的感觉。伊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自认为很牛，有牛资本。百
度文库对他介绍，罗列了很多的成就。伊沙为什么自视甚高？他是两条路走路的人。一方面，他坚持
在教学一线，教写作，有理论。另一方面，又笔耕不错，有实践经验。所以，他在给他学生授课的过
程中，就透着股傲气。谦虚使人进步，骄傲就未必使人落后。牛气而高调的人大有人在，并不妨碍他
继续牛气。 看过一些书，作品选或者文学史，从来都是这个作家了不起，那个作家代表作很经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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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优点，不见缺点。因而对这个作家的了解也是不充分的。那么多作家，谁更优秀一些，虽然是文无
第二，武无第一。但在同类型的作品，比如小说，比如喜剧，应该是还是区分一下一流和二流。我是
第一次在这本书中直言某些作家的优缺点。某些作家因为政治的因素，位高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
地位，伊沙是直言不讳的，作家最终靠作品说话，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人品啊之类的东西。伊沙也为我
们区分了一流、二流作家。汪国真的诗歌曾经很流行，我也背过他的诗。但在伊沙眼里，汪国真的诗
是不入流的。我信伊沙个观点。我认为他的境界却是高过一般人。还有，伊沙对金庸的讲课，认为金
庸的历史知识出了不少错。我也倾向认同这种观点，真正的写作还是需要专业科班知识的。伊沙对鲁
迅是很推崇的。一般人对鲁迅怎么评价？夸其伟大，也可以夸得不到点子上。伊沙既对鲁迅推崇，指
出其优秀的地方，认为读者好好学习，是真正的大家。但鲁迅的性格，决定了他写不了长篇。我觉得
伊沙的观点颇有点站得高看得远的意味。试问有多少人足够的水平评论知名作家，又有几个人敢这样
臧否知名作家，给他们的水平分级？伊沙有着对诗歌的独特的理解，我认为，他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
好诗的。对写作有深刻的了解，能给写作者指出条明路。这本书是伊沙的讲课精华。取乎其上，得乎
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我们最好是取乎其上，伊沙就是上。
4、读过诗人伊沙编写的《新世纪诗典》，知道这位诗人，但是却从未读过他的诗，这也是第一次读
他的文章。伊沙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是一所二流的大学，在一所外国语大学中教中文写作。伊沙却对
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抱怨，并且非常自信的告诉自己的学生，你们遇到的是一位一流的写作老师。如
果你看了这本书，你一定会觉得伊沙老师说得没错，他真是中国第一流的写作老师，不仅仅是第一流
的，甚至可以说是第一的写作老师。这本书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在西外上学期间四年一直追着伊沙老
师听课，然后整理成的一本书。一个写作老师的课堂实录。我学过中文，也学过写作，在大学的中文
系中，写作是一种很边缘的课程，无足轻重。写作老师的地位照比文选、语言学、文学史要差很多。
写作的课堂也非常枯燥，就是讲各种文体，各种写作方法，在小学，在中学都学过了，在这里还要再
讲一遍。不过伊沙的写作课，让我大开眼界，原来写作里面竟然蕴藏这如此多的美妙，伊沙是诗人，
是作家，所以教写作能教出不一样的风格，可惜中国的写作老师，不要说作家，就是能够拿起笔写东
西的都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看看伊沙，你就知道什么是写作，“你要让知识长成你身上的肉，而不是
装在你口袋中的一块羊肉，你须是先把羊肉炖了吃了，长成你的血肉、你的骨头，否则揣着口袋里明
天就馊了。”只有自己动笔写的人，才知道写作并不是公式，而是心灵的表达，是用自己的语言，也
就是自己的灵魂在说话。作为一个学生，遇到伊沙这样的老师真幸运，我虽然没读过正规的大学，但
是能够作为一个读者读到伊沙的书，也是一种幸运。放下书赶紧上网搜索伊沙还有什么大作，赶紧买
来，抓紧读。最喜欢的是伊沙品评针砭那些作家们，伊沙真是毫不客气，该扔到垃圾桶里的，他毫不
留情，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时候他不是老师，而是一位诗人。他的课堂也不在是写作课，而是一首诗
。听了伊沙的写作课，才知道那么多那么多的书，其实都算不上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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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的笔记-第92页

        这种文化体系培养除了我们这个特殊的族群：凡事都有自己的观点（好像没有观点就不是中国人
），表面上看爱思考，有主见，实际上麻木不仁，集体无意识成性。从个体的人来看，如果不能有意
识地改变自己，就会随波逐流，思维陷入到一种芸芸众生的平庸模式之中，就不可能创造伟大的东西

2、《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的笔记-第94页

        有新的创造才会从中遭遇古老的传统，只有深入某个事物的本质才会与传统相遇——这是非常深
刻的道理。
我们不需要精确到秒的时间，因为我们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农民在天地间劳作时，他的时间是模
糊的，可以用几个词如晌午、大中午、天黑了就把一天概括了。。。。。。这也铸成了我们的美学、
诗学，我们以模糊为美，以朦胧为诗意。
经常发现自己的缺点让人很灰心，但如果你能纠正它，就会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力量

3、《观音在远远的山上》的笔记-第89页

        侦探小说***一直在纯文学中留有一席之地，把所有的生活都看做是一件案件的侦破和推理，这是
一个很高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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