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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叹》

内容概要

《千年一叹(便携本)》记录了余秋雨先生在2000年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伊斯兰文明遗迹的经历。行迹遍
布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车轮紧贴地面，一
公里一公里的碾过去，完全不知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当代人心中的世界文化史，第一流的美文，第一流的深度。《千年一叹(便携本)》经过余秋
雨先生大幅度修改增删，全新修订再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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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正的愚昧是对无知的不自知。
2、读完这本书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有种疯狂地了解各国文化的欲望。希腊，埃及，伊拉克，印度
。余秋雨说在离开中国以后才了解中国。人也一样吧。在了解别人以后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自己。
3、一些曾经在历史课本或是新闻联播里看到的国家，从未细细探究过他们背后的故事或是文化，读
完有了更多疑惑及兴趣，古文明、文化的传承、战争与和平、宗教与信仰、自然与人这么多大的命题
又怎么能用一本书就说尽呢，但至少它领着我去思考与感受
4、差一点没有看下去，闲的无聊再次翻开，终究被那深厚的历史所震撼。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有对所
见的非常深的思考，给我开了一扇新的思考的窗子。千年一叹
5、秋雨先生的文字朴实而真挚，从他的文字中放佛能让自己也置身于几大古文明的思考，对视野的
拓展，虽然无法亲身去现场体会，却也教给了我们一种方式和态度。感谢秋雨先生。
6、封面看着很宁静的一本书，读来却如此沉重。篇幅不长我却不忍一口气看完，翻两页狠狠喘口气
再看，随着余老一路走过希腊，埃及，约旦，两伊，巴基斯坦，印度，再回到自己家园。中国，文明
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现在才知道，还能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表达爱情的我们多么幸运
7、如今世界上最混乱最贫困的地方在几千年前都曾无比辉煌，战争与和平，宗教与民族，文化与文
化，荣耀与血泪，彼此交融，今后的路又该何去何从
8、喜不喜欢也都要承认。
9、看了前面还可以，可能是没去过的原因吧，看了后面的印度、尼泊尔觉得不怎么样，不如《文化
苦旅》好，可能一个是自己的行为，另一个是被迫交稿的缘故吧，显的很仓促
10、“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千年
史迹，何时瞻仰。
11、想知道在书中提到的地方，在今时今日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存在的。那里的文化是仍然鲜活的存在
还是渐渐衰落。
12、文化旅程 当人充满求知的时候 变会变得勇敢且幸运
13、算是比较好的一本吧。
立足于世界文化，寻找失落的文明。
14、文化地域民俗愚昧
15、文笔精彩，视野宏大
16、第一本余秋雨。
17、还可以，值得一看
18、很好！
19、在《行者无疆》和《借我一生》之后才翻来这本书，危险、悲怆都是已知，但仍然在书页翻动时
在字里行间震撼、几次涌起泪水感念。美中不足，先生在自序中自谦文字朴实，但我觉得有些地方仍
是砌词造句，而在如此恢弘的古文明建筑、文化环境下，真正的朴实足矣。
20、在艰苦恶劣危险丛生的环境下做如此的文化考察已属不易 况且每天一篇无任何文字资料可以参考 
旁征博引全部来自于大脑记忆库的文章 单凭如此的信手拈来就足以让人甘拜下风 更何况阅毕袭来确
实的苍凉与感慨 惟秋雨先生一人矣！
21、强烈推荐 我买的也是这版 内容好大家都知道 使得用纸手感也很好 设计用色素雅 毛笔书写的书名
体现了作者学者的身份......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 
22、真正的思考
23、最大的失败就在于连吸引力都不存在了
24、文学活动家大人在叹什么。一本旅游传记而已，搞这么深沉
25、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课我演讲的这篇。写的很棒，当然关于写到恒河的现状，人们争议有点大。
毕竟我们是文明古国。印度也是。
26、适合睡前读
27、那样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上是这样残破肮脏的现代社会
28、具有丰富内涵的游记，值得我再看！
29、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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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居室

也可以去感触邻国的各种文化

这一切都是因为

余秋雨先生给我们描述的淋漓尽致

30、本不知这书是谁写的⋯看着看着，文化苦旅来了，想着是余秋雨。。余秋雨跟着凤凰卫视将欧洲
、非洲、亚洲的文明古迹逛了一大圈⋯内容丰富，路途艰辛，让人大体的了解了希腊、埃及、约旦、
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印度等等国家的文明印记⋯收获很多
31、跟着他的脚步走遍了各大文明古国 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与深重 一个一个的文明随着时间消
逝 只留下不会说话的它们⋯⋯
32、没有《中东现场》那么全面
只是显闲的泛泛散文罢了
或许作者的其他作品会更出色
再者。。。。作者的知识面确实很广，准确讲是博学。
33、原来我们的历史只是游丝一缕，在赤地荒日的夹缝中飘荡....
34、本想给三星，但最后的部分为本书加分。
35、2017.1.3 看完书深的印象就在回国的时候，那座大桥，洁白的大门上用烫金的宋体印着我们国家的
名字。可能文明古国太厚重的底蕴我不是那么了解，所以看的时候略觉枯燥，可是就当学历史也要反
复细看。
36、震撼
37、刚好读完第一次，是会再看一遍的书。虽然对于作者褒贬不一，但这次的“千禧之旅”的旅途本
身来说是十分有必要和有价值的。没文化的我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出来，只觉得 1. “盛极而衰”是很
自然的，对于文化的没落与兴起也是自然的。 2.无论战争来说，受难最先和最深的是人民，孩子。
38、因为《行者无疆》读到《千年一叹》，又进一步了解到欧洲文化，开了眼界。下一本想读《文化
苦旅》，不知能看懂不。
39、作者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国家，对于国家，文化，人类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独特的思考，大国崛
起和衰落，我们只能就给时间去沉淀。
40、  
41、自己的历史知识被敲击得千疮百孔，需要恶补一下
42、2013年4月28-29日读。2013-107。
43、终于集齐行者无疆、文化苦旅和千年一叹。足不出户跟随余秋雨去往世界各地体察风土民情和文
化古迹。
初中很喜欢的一位作家。现在读来有些文人的矫情，但思考仍然深刻，见解独到，可以服众。
“就像许多财富争夺只是账面概念，许多领土争夺也只是地图概念。纸上的东西，最容易让人热血沸
腾。”
44、这本书最重要的不是作者去过了哪里，而是作者的思想，和美丽的文明
45、从初中到高中直到现在如果让我安安静静地静下来看书 这本书依然会让我沉迷 笔下的旅途令人向
往 所以导致了我现在说走就走的性格
46、语文摘抄（数学簿）3。
47、风格独树一帜，一眼辨认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文字
48、中东的美与惧。战乱之前的动乱潜潜地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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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秋雨先生在自序中说到“我只相信实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现场，只相信废墟以及，只相信亲自到
达。”尽管文献资料当中能够还原部分文明历史，但依旧远不如亲身体验过来得真切。体验前人的文
明时代，怕是不大可能了，所幸的是我们还有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于是秋雨先生出发了，带上对文
化的思考，带上自己的疑问。历史上有过灿烂文明的地区，现如今，在历史的漫长岁月当中，早已褪
去当年的光辉，更多的是留下已然风化磨蚀的断壁残垣。而这些地区的人们，很多也都还在经历着与
代表现代文明灿烂顶端的势力的激烈对抗当中。毫无疑问，充满着危险。但是，这阻挡不了一个学者
对古文化实地考察以解心中所惑的决心。把世界曾有过文明的凶险地方都走遍，换作习惯冒险的勇士
也未必能下定此决心，但秋雨先生身为孱弱书生，却毅然决然地说走就走，不得不令人佩服。秋雨先
生是感性的，字里行间都倾注了自己对那灿烂古文化的感情与憧憬。但秋雨先生又是清醒的，每一份
倾注于文字的感情都透露着他的忧虑。“我说在中国也向来如此。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
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都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对于
贫困我并不陌生，中国西北和西南最贫困的地区我也曾一再深入。但那种贫困，至少有辛勤的身影、
奋斗的意图、管理的痕迹、救助的信号。这一切，在这里很难发现。因此，惊人的 不是贫困本身。”
“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说你遇到的这件小事，如打官
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来关心更麻烦，例如在印度教
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以小见大，联系到一系列世纪难题，人们都
在使坏，根本不在乎灾难降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乐观得起来呢？”⋯⋯所谓以史为鉴。对
于文明的兴衰起落，今人所见难免会一番感慨，但是对于这些历史文化更有价值的，是对当下的思考
，与对未来方向的展望。秋雨先生不顾危险艰难，带着我们以肉眼去观察体验了一番古老的文化，其
中虽然难免会倾注了过多的个人情感，但是比起对历史风光的记录，更重要的是隐藏于背后的关于中
华文化自身发展的思考。总有人以不必悲观，怀抱希望地对这种忧虑的心态嗤之以鼻。但是倘若人人
都失去了警惕之心，或许如那些曾经灿烂的古文化般走向失落的日子也不远了。还是警醒些好，以免
千年之后只是留下后人一声叹。虽然秋雨先生说对当时特殊的写作状态分外珍惜，舍不得不多加改动
，但据说第一版还是比现在看到的版本更多一些风情，现在所看到的版本因为经过整理，更多了些小
心翼翼。倘若要再拜读的话，还是希望能有机会看到第一版，体验一把千年文化的真实。同步载于微
信公众号『布吉岛是什么岛』(Bugidao)
2、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甚至连乌云也匿迹了抱怨的触角伸展开来却猛然扑空匆匆的岁月在日记本中
拾缀不起空白页的突兀嗤笑着原来时间褶皱的只有面容近五个月没有更日志近几日朋友们集体发问我
是否仍在阅读生活节奏与自斟自酌的兴趣爱好似被监管在目自去年国庆读完这本《千年一叹》后也真
格再无阅读上周才又拾起我明白终会拾起只是连自己都讶异竟用了这么长的一段光阴我始终在路上只
是有时在迷路的沼泽里放弃挣扎以为睁眼便回到清幽的小径在一次次破晓时奢望张眸却发现太阳刺破
的永远是遥远的东方的黑暗我相信这世间一定存在着一个永昼的角落因为我收纳了它所有的苦痛终于
成为了极夜我暗觉自己的笔风像极了只会唱苦情歌的杨宗纬的嗓音满溢低沉不快与无能为力若哪次欢
呼雀跃的在聚光灯下载歌载舞那必然像是格格不入的蹩脚错别字哽在警示名言里他的每一声哭腔每一
首苦情歌并不代表他此时失恋遭弃所以我的每一句哀婉每一篇消沉文并不意味着我此刻痛不欲生如果
没有风云便不会走就像如果没有睁眼梦便不会破恰时音箱里送来“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
依为命”
3、作者：李国翠《千年一叹》是作家余秋雨在千禧之年记录自己以希腊为起点、中国为终点探访亚
欧大陆人类文明足迹的日记集。他用细腻优美的语言和一流的深度，记录下了他在旅途中的经历与感
悟：在巴特农神庙前感受希腊文明无与伦比的美丽；拜谒伊朗“国父”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在其陵寝
为他打灯，为大流士的霸气和豪气所震撼，近距离的感受波斯文明的雄魂；在巴基斯坦犍陀罗寻找到
法显和玄奘的足迹，激动于险途中第一次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感受佛学文化的真谛；在印度感受
来自泰姬陵的单纯与美好 ⋯⋯。这一路上，余秋雨用他的笔，将异国的风土人情与人类文明的精华，
向我们一一细细阐述。沿途中让他感到震撼的，不仅仅是文明的衰落与毁灭，还有在这次旅途中的惊
险与见闻：当他冒着生命危险，与自己的团队经过寸草不生且极端恐怖分子肆行的道路上，他的心里
是忐忑的；当他在巴格达询问一位小姑娘是否讨厌美国时，小姑娘那稚嫩声音所表现的成熟思想让他
震惊；在约旦偶遇杜月笙的女儿女婿让他感到惊讶；在印度近距离感受“人口爆炸”也是让他“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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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这一路上，他见过了太多太多：他看见人类创造了文明却又亲手用武力毁灭了文明,他
看见文明在历史的岁月里被侵蚀，生命在战争中离开。这一切的一切，引发了他对文明的思考：为什
么中华文明在经历了种种还能源远流长？人类的文明将何去何从？书中，不仅有对历史的寻找与探索
，也有对和平的渴望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深思；同时也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爱国之情：我深深的
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他感受到祖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当他
见证过世界各地文明发展的现状后，他自豪于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千年一叹》是作者十六年前的
游历，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用自己的内心去感悟。作者在旅途中不仅探访了人类文明的路
基，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国家的连连战事和危机重重，向你展示的不仅仅是一段独特的游历，更是其背
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与作者对于文明发展的深思。“不差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乍，不借其说历
史，也不借其道沧桑，干净的痛苦”，这是一个当代人心中的世界文化史。 读完《千年一叹》能让我
们的思绪也跟着横贯了亚欧大陆，跨越了几千年，在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让浮躁的心得到沉淀，让
整个人变得厚重起来，从真正意义上也来了个千年一叹。
4、1、颜色：书中每篇文章短小精悍，完全依作者行程路线所作，很有实时性，仿佛看到一辆吉普车
在浩瀚的沙漠中全速驰骋。余秋雨写道：“希腊是蓝色，埃及是黄色，以色列是象牙色，伊拉克是灰
色，伊朗是黑色，巴基斯坦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印度是油腻的棕黑色，而尼泊尔居然是绿色！”我没
有这么多色彩记忆，在我眼中，他们都是黄色，黄沙漫天的黄色、砂粒状的黄色。城市是黄色的，那
么人应该是黑色的，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长袍，毛发是黑色的，眼睛也是大大黑黑的。2、对待文明
的态度：我的看法比较乐观，我觉得文明自身是有生命力的，它的载体很多，法典、语言、书籍、建
筑、符号、工具、服饰皆有体现。高中毕业那会儿非常想学小语种，当时还考虑是选阿拉伯语还是西
班牙语，可是一想到阿拉伯世界频出恐怖分子不由得心有余悸，所以觉得那样的语言讲出来听着也像
在反人类。现在想想，其实那种条状的阿拉伯文我根本是不懂的，为什么不能用一颗包容之心去对待
另一种文明呢？我们希望别人正视我们，同样也应该以平等博爱之心去对待他人。3、文明的觉醒与
拯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当人们衣食不饱连生存都成问题还回去保护文化、捍卫文
明吗？为了生存而变得野蛮无理无序是逼不得已，但为了生存而任意妄为却又卑鄙可恶，就像为了活
下去而偷抢一样。生存不是逾规越矩的借口。面对奄奄一息的文明该怎么办呢？等待她复苏几乎无望
，但倘若给她打一针强心剂怕会失去原型原貌，慢慢调理行不行？可是调理的难度很大，接不接受是
一方面，关键是施以调理的人会有一颗“医者父母心”吗？能够设身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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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千年一叹》的笔记-第253页

        旭日渲染峰顶

2、《千年一叹》的笔记-第11页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把太多精力投注在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上，既缺少个体
健全的标志，也缺少这方面的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3、《千年一叹》的笔记-第59页

        一方坚冰之冷尚能感知，而一副冷眼冷脸，叫人怎么面对？

4、《千年一叹》的笔记-第5页

        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
苏曼殊翻译拜伦唐璜成《哀希腊》。
希腊文明早已奉献给全人类，以狭隘的国家观念来呼唤，反而降低了它，拜伦的原意，其实要宽广得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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