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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评传》

前言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三年前出版过四本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再接着往下出似乎就
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我作为主编，并未积极响应，我知道，不少名作家对于过早出版自己的评传还
心存疑虑，而要找到可以信任的评传作者，更非易事，约稿计划就被我耽误了下来。感谢策划编辑杨
莉女士的坚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确信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几个月来，当我陆续读完这
几本评传的校稿时，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我自思对莫言、韩少功、余秋雨、张炜这几位作家并不陌
生，他们的作品我大多读过，和他们见面交谈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没想到，这几部评传还是改变了我
对他们的固有认识。以前读他们的作品，多少是有一点抽象的，现在结合他们的人生，重读他们的一
些作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越发相信，以评传的形式来谈论一个作家，或许是当下最值得
探索的话语方式之一。　　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
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
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按钱穆先生的观
点，“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
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
，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
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　
　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
。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
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
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
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难道他们的人生素材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尽了？我看未必，只是
他们没有这种写作自觉而已。　　⋯⋯　　这次被评的这几位作家，在当代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了，
有关他们的作品评论，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很多我也读过，但坦率地说，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
少，为什么？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
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
、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人生世界）有
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因此，
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探讨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写作所综合的，正
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它向我们重申了那个简朴的真理：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
造、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
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
，理解这些景象的隐秘路径，往往藏在作家这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　　
在我看来，孔见、栾梅健、叶开、周立民这四位出色的评传作者，扮演的正是这个发现者的角色。近
两年来，他们为深入一个作家的灵魂世界所付出的辛劳，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最是清楚，也至为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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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评传》

内容概要

《余秋雨评传》主要内容：余秋雨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造就一种恢弘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他
所探寻的历史文化资源。只有在造就他心目中的文化人格时才会引起他的注目，引起他的沉思与遐想
。寻找这样的文化现场也就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字校。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
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抵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
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它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

Page 3



《余秋雨评传》

作者简介

　　栾梅健，文学博士，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主要著作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纯与俗：文学的对立与沟通》等十余
部。曾多次应邀赴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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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评传》

书籍目录

缘起：秋风秋雨愁煞人第一章　沧桑人间第二章　精神放逐第三章　渐行渐远第四章　雪泥鸿爪第五
章　群起杯葛第六章　学海孤舟第七章　余音袅袅第八章　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余
绪：相见时难别亦难附录一　余秋雨著作及主要研究资料汇编附录二　有关论争资料附录三　余秋雨
大事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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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评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沧桑人间　　斯山斯水斯人　　从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至今，他已经在人
间度过了六十二个寒暑，而我们这个社会也历经了少有的沧桑巨变。　　余秋雨出生的那个小山村，
具体名称叫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村前是一垄垄的水稻田，村后是清
澈的上林湖，而在湖四周的山坡上则遍植着郁郁葱葱的杨梅树。　　在十余年前，浙江省因行政管辖
的需要，将桥头乡划归了邻近的慈溪县，从此，使余秋雨先生在填报自己的籍贯时颇费踌躇，是填原
先出生时的名称余姚？还是现在称呼的慈溪？不过，令余秋雨一直感到满脸荣光的是，在他出生的那
块古称余姚县的土地上，曾经出现了一批诸如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陆、朱舜水等诸多大师。他以余
姚县自豪，并一直自称是余姚人。　　他的童年是在极其穷困的境况下度过的。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
以及连年的内战，使得一直以富庶傲视全国的江浙一带也破败凋零，民不聊生。偶尔吃到的一餐白米
饭，顿时会成为全村人议论与注目的中心，而如果在白米饭上再能够放上一撮乌黑发亮的梅干菜的话
，那定会使幼小的余秋雨兴奋许久，认为是天底下最诱人的美食。而倘若在吃饭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
粗瓷碗时，那父母疯狂的追打也定会劈头盖脸而来。当时生活之贫乏，是可想而知。　　然而，童年
毕竟是有趣的。　　在暮春时节。当上林湖畔山坡上的杨梅成熟的时候，余秋雨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快
乐的时光。他与小伙伴一起一头钻进杨梅树丛中，尽情享受着那些红得发黑、清甜微酸的果实。因为
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可能整天与小朋友们在山上逗留，才有可能脱离家长的管束；而在家长，则是可
以省去几碗饭菜。　　到傍晚时分，当这些小伙伴一个个穿着果汁斑斑的布衫，腆着胀胀的小肚子，
打着饱嗝，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便会不知不觉朝上林湖走去。一来可以用湖水漱漱口，清新一下已经
失去感觉的嘴唇，二来也可以偷偷地背着父母，尽一下久违的游兴。　　尽管才是暮春季节，湖水还
明显透着凉意，但小朋友们已来不及等到夏天，欢叫了两声，便跳下去了。假如有哪位缩头缩脑不敢
下水，便有可能被其他小朋友喊上半个月的胆小鬼。偶尔地，他们会在湖底碰到一些滑滑的硬片。捞
起来一看，尽是些厚薄匀整、釉面锃亮的瓷片和陶片。他们颇为失望，顺手向湖面中心掷去，在水面
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然而，这些小伙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瓷片和陶片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
，竟然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　　童年，就是如此的诗意盎然、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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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评传》

精彩短评

1、作者的观念比较暧昧和模糊，行文也比较简略，感觉锋芒一直被一股力量牵制着而不敢言说
2、何必攻击性那么强呢。
3、有些失望，此书延续的还是多年前他出版的那本《雨前沉思》的风格，大量罗列材料，很少文本
分析及价值评判，而且作者对传主流露出或多或少的嘲讽态度，不见对传主的敬诚甚至起码的尊重。
近来思考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观点较以前发生了些变化。原来对自己喜爱的作家是爱屋及乌，对他
的所有特点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在不同了，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也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不
盲从，不固执，客观理性地分析研究其作品，心平气和地评判其价值及不足。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态度
就是如此，喜爱他的散文，佩服他的言论及思想，但也正视他文章中暴露出的文化硬伤，不满于他对
各种评论尤其是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所持的粗暴拒绝态度。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可以让自己成为
一代文化宗师，可惜为盛名所累，为偏狭所害，在向大师行列迈进的过程中，自己种植了荆棘，设置
了路障，因此走得步履蹒跚，至于能否到达终点，还只能期待。
4、很中立的评传，值得一读
5、这样的评传很好~~~
6、还行
7、让我了解很多，客观，而且再读余秋雨的作品是也更有针对性，读精华部分。
8、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全面的了解认识秋雨大师!
9、萌人萌书萌作者
10、东拼西凑 滥竽充数之作
11、也多亏评传，有了更多视角看他，作为才子文史的一些错误硬伤便不能轻易被接受了，虽然他觉
得是因为楼高了，所以影子也会长，更不知道他关于文革为四人帮写批判文章，其实比较失望的是他
对这些批评的态度，虚怀若谷该多好～～～
12、常常因自身经历而掺杂进对小人、造谣者的愤慨，确实影响了余秋雨的艺术水平，这点深有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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