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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
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
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
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
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
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
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
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
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
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
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
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
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
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唧耻出行。
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
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
防身。
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
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
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
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
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
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
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
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
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
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
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
其他文明。
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
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
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
我没有在半路失踪。
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　“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
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2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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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在《千年一叹》自序里说过，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
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
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
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忧。
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
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
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
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
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
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
它更加悠闲和安详。
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
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　Koieve)的观点很有代
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
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
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
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
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
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
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
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
的空间塞到了眼前。
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
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
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
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
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
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
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
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
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
见的一段光明。
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
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
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
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378—381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
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
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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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
就要开始。
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
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
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
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
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
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
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
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他文明了。
　　3　　漠然于空间也必然漠然于时间，这个关系，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已经说清楚。
那么，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
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
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
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
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
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
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
，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
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
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
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
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
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
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
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
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
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
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
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
沉的告诫和遗嘱。
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
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
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我为人为文的主题，我回答道：　　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
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
喊几声。
　　《文明的碎片·题叙》　　我早就说了“远远近近”，在这一件事上没有疆界。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　　开头应该是一
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
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
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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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
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
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一无例外地被蒙昧和野
蛮所包围。
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
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
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
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亍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
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无数次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
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
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由此可见，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西部。
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
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
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
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
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
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
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
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
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
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
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
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二○○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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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者无疆》此书分南欧、中欧、西欧、北欧4卷，收录散文80篇。
全书在思考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文体的张力和自由上，更胜余秋雨以前的几部著作，笔触比《文化苦
旅》更优娴、比《山居笔记》更开阔、比《千年一叹》更从容。
    全书的装帧设计力求与内容谐调统一，特制的正文纸和书中的图片，刻意做旧，配以精致的装饰图
案，给人以欧洲古典华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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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
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
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
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多次担任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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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卷  废墟，大海，流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
  南方的毁灭  罗马假日  兴亡象牙白  点燃亚平宁  寻常威尼斯  稀释但丁  城市的符咒  大师与小人  围啄
的鸡群  流浪的本义  只因它特别忠厚  小巷老门  死前细妆  古老的窄街  贝壳未碎  我的窗下  他们的麻烦
 古本江先生第二卷  森林，山丘，古堡，历史常常在这里隐蔽。
  仁者乐山  悬崖上的废弃  醉意秘藏  布拉格不后海  黄铜的幽默  追询德国  墓地荒荒  黑白照片  空空的
书架  落伍的疯狂  致命的象征  有口难辩  盔甲里的善良  谁能辨认  庞大的无聊  学生监狱  远去的教授  
盈缩空间  跳荡联想  教皇的卫士  闹市草莽  突破的一年  另一种贫宫  希隆的囚徒  手表的劝告  闲话旅游
第三卷 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河畔聚会  悬念落地  法国胃口  马赛鱼汤  远年琥珀  诺曼底血缘  扼守秋天  庄园里的首相和公爵  牛津
童话  奇怪的日子  两方茶语  请回乔伊斯  木石是非  都市逻辑  与平庸一起栖宿  那个巨人  蓝旗和孩子  
海牙的老人  自己的真相  荷兰水  玲珑小国第四卷 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冻。
  北欧童话  漫漫长夜  瑞典小记  两难的实验  砰然关门  历史的诚实  恬然隐者  生命的理由  拍雪进屋  议
会－阿尔庭  尼雅尔萨迹  地球的裂缝  北极印痕  大雪小村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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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方的毁灭　　我到庞贝古城废墟，已经是第二次了。
奇怪的是，两次都深感劳累。
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却累过跋山涉水，居然。
　　开始还不大在意，后来，当腿脚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停步寻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
这里找过。
岂止这时在，举头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图像，一颠一颠地晃动在前年和今年的阳光下。
　　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废墟，也不是累在死亡。
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发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
一千九百多年下来，即便从来没有遇到过火山爆发的城市也都变成了废墟，因此很难再让我们劳于愁
思、累于感慨。
　　但是，有一种震撼却穿过一千九百多年来的时间直接抵达我们身上，而且显然还会震撼下去，那
就是人类群体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集体死亡、霎时毁灭。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贝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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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余秋雨新著欧洲之旅文化随感/尚晓岚　　书的内容围绕着余秋雨去年8月到今年1月参加的、凤凰
卫视组织的欧洲之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余秋雨和他的同伴们在欧洲游历了26个国家，90多所城市
。
华艺出版社幸运地拿到了这本几乎可以预见其畅销前景的书(余秋雨的名字似乎就是畅销的保证)，计
划11月中旬出版，首印20万册。
书名，为了防止盗版，还要保密。
　　记者已经先睹了该书的部分章节，还是那个我们已经熟悉的余秋雨，端凝肃穆，忧心忡忡，思绪
飞扬，从小地方发现大问题，字里行间充满了关于“文明”的问号和惊叹号。
昨天下午，余秋雨就这本新书和他在旅途中的见闻感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口才并不输于他的文
才。
　　-欧洲文明自闭在优越和安全当中，对外界的不了解使她处于脆弱的状态　　记者：在短时间内走
了那么多国家和城市，有没有走马观花的感觉？
　　余秋雨：有。
这次走的地方是“千禧之旅”的3倍，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留，但我也不需要呆在一个地方细细品味
，要的是对欧洲文明的迅速扫描和整体观感。
欧洲从前我零敲碎打地去过，相关的书也读过，这次我们到处看，访问当地的驻外记者、留学生、学
者，现实的观感矫正了我从前从书本中得来的有关民族纷争的一些印象：欧洲国家在走向联合的过程
中，文化思维也在变化。
　　记者：这本书可以视为“千禧之旅”后完成的《千年一叹》的延续，相比之下有没有变化和超越
？
　　余秋雨：《千年一叹》走的是中东、南亚路线，是把伊斯兰文明及其他已经衰落的古老文明和尚
在延续的中华文明对比着考察。
这本书又加上了欧洲，涵盖了当今世界的三种主要文明类型。
《千年一叹》是日记体，这本书是标准的散文，有技术痕迹。
不过，我不希望读者把它看做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它是社会文化的考察。
　　记者：记得您从前说过要“封笔”，因为盗版和其他一些原因。
这次为什么又动笔写了呢？
　　余秋雨：我在出发时不准备写书。
但我在欧洲的感受不能不说。
我曾经问欧洲人是否感到过自身的危机，对方答以“疯牛病和足球流氓”。
欧洲文明确实是很优秀的文明，她能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创新意识的发扬，个人意志的实现和社会公
德的完满结合得互不矛盾。
但我非常惊讶她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竟茫然无知。
她自闭在优越和安全当中，对外界的不了解实际上使她处于脆弱的状态，这是强大背后的脆弱。
实际上，各国移民已经穿插在欧洲的咖啡座之间，其他的文明已经到了她的眼前。
　　记者：对其他文明陌生、缺乏自省能力的不仅是欧洲，还有美国。
他们二者之间也有矛盾。
　　余秋雨：欧洲人会瞧不起美国没历史、没文化。
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矛盾并不那么深。
欧洲文明的问题在于以自己为全部价值坐标的终点，以经济的一体化来掩盖文明的多元化，他们不明
白，经济不发达不等于文明不强悍。
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陌生我有亲身体会，他们居然会相信“中国威胁论”，要知道中华文明是不具有
侵略性的。
一些学者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不能说明问题，他们的整个文化生态对其他文明是有隔膜的。
如果欧美继续漠视其他的文明，缺乏责任感，那他们再优秀也优秀不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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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正从一个乐观主义者变得越来越悲观　　记者：我看到您在此书的序言中说
“走完了”，是否以后不再参加这样的文化考察、不再写这样的文章？
　　余秋雨：凤凰卫视正在计划的“两极之旅”我已明确表示不参加，最多帮他们策划、顾问一下。
地球上作为风景值得我去看的地方还有很多，但大文明的考察已经结束了，以后再有机会也只是补充
。
　　记者：如果有机会，哪些地方您愿意再走一遍？
　　余秋雨：中亚、南亚等危险地带没看够。
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我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正从一个乐观主义者变得越来越悲观。
极端主义、核竞赛、人口爆炸等等，哪一项都是人类难以承受的。
不过我觉得中国的未来还行。
　　记者：您相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论调？
　　余秋雨：这是我盛你衰的老式思维。
我们不需要在冲突中压倒别人，不需要这样一个自卫的边界。
但我相信，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她的内在生命力一定会在21世纪显现出来。
　　记者：您完成了各种文明的考察，关于“文明”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余秋雨：只要是文明，她们一定有共同的敌人，文明的使命不是在相互冲突中让某一方倒下，而
是在相互学习中对付共同的敌人——野蛮。
文明与野蛮相比，总是显得脆弱，让我们为保存和发展她共同呼喊和努力。
　　-我要踏上法律之旅　　记者：您完成了文明之旅，下面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
　　余秋雨：我要踏上法律之旅了。
这几年关于我有很多议论。
有人说不喜欢我的书，这很正常，但还有人诋毁我的名誉，盗我的版，我准备针对这二者打官司。
我要用此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权界限，不仅为我，也为后来者。
否则就是小规模的文明被野蛮压倒的现象。
　　记者：人们常说，做名人就要付出代价，您是名人，您同意吗？
　　余秋雨：我不同意。
名人不是垃圾桶。
文化最终沉淀的是人格，名气背后，非人格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人们以为我跟媒体合作是为了出名，大错特错了　　记者：您是媒体的红人，您内心喜欢媒体吗
？
　　余秋雨：我喜欢媒体。
媒体是长江大河，尽管其中有不少污浊，泥沙俱下，但没有它的滋养土地会死去。
我认为文化以传播为实现自我的基本方式，否则它缺少责任感，也缺少被检验的可能。
躲在角落里写论文是容易的，而通过媒体接受社会检验是难的。
人们以为我跟媒体合作是为了出名，大错特错了。
我愿让中国文化恢复到与千万老百姓有关的有效状态，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人与媒体联系在一起，承认
媒体是文化。
　　摘自2001/10/19《北京青年报》　　余秋雨推出新作 纸张图片刻意作旧　　余秋雨的又一部力作
《行者无疆》从今日起在全国各地陆续上市了。
说它款款而至，是由于其特制的正文纸和书中的图片，刻意作旧，再配以精致的装饰图案，给人以古
典美的感觉。
而此书的装帧与其内容又恰恰融为一体，体现出该书的特色。
　　作为凤凰卫视欧洲之旅的嘉宾主持，从去年８月到今年１月，历时６个月，余秋雨走过了２６个
国家的９６个城市，全部行程是千禧之旅的３倍。
《行者无疆》记录了这一不同凡响旅程的全部感受。
　　１５年前余秋雨开始以长途旅行方式实地考察文化。
它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者无疆>>

这期间，他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作为考察中华文明的记录，以《千年一叹》作为考察伊斯
兰文明的记录，以《行者无疆》作为考察西方文明的记录。
至此，余秋雨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进行了完整的关注和记录。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感叹道：“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文明、个人自
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
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目光悠长，山河无恙。
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　　《行者无疆》分南欧、中欧、西欧、北欧四卷，收录散文８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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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余秋雨推出新作——《行者无疆》　 纸张图片刻意作旧　　　　不管别人怎么表示不屑，我们自
知，这是一场历时不短的生命冒险，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居然全部走下来了。
在那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撑我们的，除了目标，就是友情。
我想用名单说明，人生在世，看怎么组合。
有的组合，虽然素昧平生却能让每一个生命都摆脱无聊，生发出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敢于合力把世
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脚下，有的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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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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