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精选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一

一次次打动我、令我回味不已的，是那些看似浅显仿佛随手
写就的文字。譬如谈到我国唐朝的弱点，用这样的比喻来解
释：“就像我们看人，一个处处强大、无懈可击的人，与一
个快乐天真、却也常常闪失的人相比，哪个更可爱？”譬如
在论述司马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议论：“人的低头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
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譬如评论伟大诗人屈原：“他
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
真正的诗和文学”。

一次次打动我、令我回味不已的，是那些看似浅显仿佛随手
写就的文字。譬如谈到我国唐朝的弱点，用这样的比喻来解
释：“就像我们看人，一个处处强大、无懈可击的人，与一
个快乐天真、却也常常闪失的人相比，哪个更可爱？”譬如
在论述司马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议论：“人的低头有两种
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
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譬如评论伟大诗人屈原：“他
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
真正的诗和文学”。

这些是我从余秋雨先生新著《寻觅中华》中摘得的句子。余
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所讨论的是多半为人们熟悉，或者自以
为熟悉的历史片段，但是，他总能给出许许多多“熟悉”之
外的东西，让人感叹原来自己所谓的“熟悉”，不过是大家



津津乐道的一点表象知识。而最吸引我的是他思考问题的角
度，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必
定有一个角度的思考，能够直击人心。这方面除前文所引述
的几段外，我还想举个例子：书的总序中，余秋雨说他的一
个学生，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祖母的照片，那是一个靓丽前卫
的女郎，实在和自己谨慎、俭朴的父母反差太大。学生好奇，
便开始调查，结果谜团没解开，反而更迷惑了。对此，余秋
雨先生说：“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在大段的
记述后，结语竟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初初的反映是愣怔，
继而释然，真的，还有比这句更精辟的点拨吗。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二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余光
中

雨，哗哗地下了；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见车的笛鸣声。

秋雨开始了!

合上那本书，将所有的内容回想，一次次震撼人心。

他，是余秋雨!

有人说，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有一次
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
魂。

而我却说，余秋雨先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用他的笔墨像秋
雨一般拍打着我们心灵的窗。

秋雨，今年显得格外的冷。站在雨中，秋雨一丝丝的划过我
的脸颊，头发，手。那被它所触碰的.地方，只有一种感
觉“冷”。



可他，却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他就像秋雨一般，可他带来
的不是凄凉的美，而是一种壮丽的美，又像春雨一样滋润心
灵。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愁绪在我心头。又无法用言语
去形容。

秋雨，停了；街上，人多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只有他，余秋雨，给我带来了无法忘记的震撼。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三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大学时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
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
行空的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使余秋雨在
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余秋雨所创新的散文文体，
被学术界文化界称为“文化散文“，这种散文气势磅礴、豪
迈苍凉、雄奇沉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人气质。在《寻觅
中华》的文章里，余秋雨先生与读者一起寻访着中华文明的
精神家园与文化故乡，字里行间就充分体现了作者这种“文
化散文“的韵味。

《寻觅中华》这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文化苦旅
全书“之一。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文化，让人不知从
何说起。世间有很多行走在世界各地的人，能够传播文化的
却寥寥无几。但余秋雨先生却不然，他以一个满腹经纶的生
命的旅行者的身份，去挖掘每一片土地上的文化韵味，传播
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气息。他不紧不慢地用他的散文、他的思
想在书中向我们娓娓道来：从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黄帝、炎帝
到神话传说、甲骨文发现和研释的伟大意义；而那春秋战国
中的孔子、老子，墨子，稷下学宫，屈原；汉代的司马迁，
三国两晋中的曹操、阮籍、嵇康、陶渊明，则一个个鲜活的
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从北魏拓跋宏到盛唐长安、李白、杜甫、
王维，佛教的传入。



历史上这些人物和故事我们可能早已熟知，也早有人对他们
进行了长久而深入研究。甚至和他们有关的名胜古迹，也早
被今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去了。以至像作者说的：那
些地方“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而不敢去。

这本书还有不少令我回味不已的的，如那些看似浅显仿佛随
手写就，但是却饱含着睿智的句子。譬如在论述司马迁的文
章中有这么一段议论：“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
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
是屈服。“《寻觅中华》值得一读，我想，再读这本书的时
候，也许还会有另一种收获。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四

1、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
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
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
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
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2、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
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
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3、中年人的当家体验是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
于摆脱了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
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贴近了，却又
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
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
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4、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
十分可笑。当家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



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
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
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
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
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5、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
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
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
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
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
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
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6、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
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
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
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
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7、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
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
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
己是中年。

8、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
而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
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
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
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
真时幻。

9、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
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



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
的尊严。

10、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
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
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
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
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
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11、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
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
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
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
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
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
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12、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
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
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13、zg古代绘画中无论是萧瑟的荒江、丛山中的苦旅，还是春
光中的飞鸟、危崖上的雏鹰，只要是传世佳品，都会包藏着
深厚的人生意识。贝多芬的交响曲，都是人生交响曲。

14、历史，也可获得人生化的处理。把人类的早期称作人类
的童年，把原始文明的发祥地称作人类文化的摇篮，开始可
能只是一种比喻，但渐渐人们在其中看到了更深刻的意义。
个体生命史是可以体察的，因此，一旦把历史作人生化处理，
它也就变得生气勃勃，易于为人们所体察了。把历史看得如
同人生，这在人生观和历史观两方面来说都是超逸的，艺术
化的。



15、自然与人生的一体化，很容易带来诱人的神秘色彩。人
类原始艺术的神秘感，大多也出自这种自然与人生的初次遭
遇。时代的发展使这种神秘感大为减损，但是，只要让自然
与人生真切相对，这种神秘感又会出现。自然的奥秘穷尽不
了，人生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也穷尽不了，因此，神秘感也荡
涤不了。

17、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
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
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
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19、人有多种活法，活着的文明等级也不相同，住在五层楼
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评三层楼的低下，何况你是否在五层楼
还缺少科学论证。

20、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
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
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
品咂不尽。

21、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一出生便
是自己，由此开始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
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
面上把自己找回。

22、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
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
像樵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
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
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23、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
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



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
都指点着整体价值。

24、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
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
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
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
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
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
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25、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
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
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26、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
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岁月、庸
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
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
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
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
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
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27、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
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28、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
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
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
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
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29、极权主义下的平均、中庸、共贫、互贬，养成了一般民



众对杰出物象的超常关注和超常警惕。这种心理习惯在本世
纪经历了长久的“大一统”、“大锅饭”之后更成为一种天
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时期。几乎每一个改革探
索者都遇到过嫉妒的侵扰，更不要说其中的成功者了。人们
很容易对高出自己视线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别人快速
成功的背后寻找投机取巧的秘密。

30、文明的人类总是热衷于考古，就是想把压缩在泥土里的
历史扒剔出来，舒展开来，窥探自己先辈的种种真相。那么，
考古也就是回乡，也就是探家。探视地面上的家乡往往会有
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使无数游子欲往而退;探视地底下
的家乡就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了，整个儿洋溢着历史的诗情、
想像的愉悦。

31、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
所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
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的决斗、
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
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
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
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置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
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
与它相连。

32、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
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灾难，比之于韶
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
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
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33、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
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
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



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
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
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
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
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
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
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
身的嘲谑。

34、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
阱的年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
大、最险。

35、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
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
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
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
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选
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
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五

6月20日，17：50重庆北至成都，t898次01车13号下铺。拉着
厚重行李，背着书包，提着笔记本包，抢入汹涌人群，挤上
火车。过山、过水、过隧道，在忽明忽暗的旧车厢里看书。
窗外大片大片的树木浮在天际，有时会看到山里的行人，或
块状的田野，远眺江流。记得以前，刚刚开始流浪的时候，
对一切充满了好奇，总是独自一人坐在窗口，看着飞速掠过
的无数风景，涌起浩荡忧伤。后来，变成忙中偷闲，枕着黑
夜，在车上用笔记本看电影。往往一个故事结束，刚好剩下
半个小时到站，然后在深蓝的夜色中融入雨中的人影。吃完
一个雪梨，连日大雨，感觉有点冷。继续看书。饿。翻出箱
里的一包南溪豆腐干，慢慢把它啃完。这注定又是一个没有



晚饭的夜晚。

终于把《寻觅中华》的最后60页看完，合上书，长长舒了一
口气，枕着手臂望着中铺的木板发呆。突然爬起来，觉得应
该写点什么东西。读余秋雨的书，从高中时代至今，粗粗掐
指一算，也有8年了，八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里面不能算短。
却一直不敢动笔写关于余秋雨的任何东西，每次稍有尝试，
往往立即放弃，这就像一个粗懂文笔的孩童，要对一位文化
宗师作出感受的表述，以溪流去照见沧海。

而今天，我看到从《文化苦旅》一路走来的那个背影，走过
渭水、走过殷墟、走过魏晋大唐，一路又走到我们眼前来。
于是，那些羌笛孤城、黄河白云、松间明月、石上清泉的文
化意象，纷纷又回到我们心里。有时候，在上火车的那一刻，
暗暗问自己，为什么很少再去看窗外掠过的景物，是风景已
经看透，还是我们已经老了？问题一时没有答案，我们甚至
不敢抵达心里的真相——那就是，大部分人在这个时代，活
得并不开心。这是一个已经由商业逻辑统治的世间。盛行的
是创业神话、股市风云、商业征战，投机取巧，那些天真的、
率性的、醇洌的善良，是越来越稀少了。留下越来越多的盼
望，却永远看不到地平线。很多人说，你看，商界中金戈铁
马，攻城掠地，功成名就，是何等的得意？我们这个时代，
并不缺少英雄。

是的，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这些英雄的气度，相对于
真正的中华气度，毕竟变小了，也变散了，这些英雄所铸造
的辉煌事业，充其量也只是马斯洛所说的人的需求五个层次中
“自我价值”实现的那个层面上，离中国文化中那种倾听天
籁天声，追求世间苍生大和大爱的那种境。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六

1、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



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
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
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
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2、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
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
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
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
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3、中年人的当家体验是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
于摆脱了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
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贴近了，却又
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
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
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
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4、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
十分可笑。当家管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
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察实际情况，实事
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
地。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
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
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5、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
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
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
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
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
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
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6、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
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
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7、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
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
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
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
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
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8、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
而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
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
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
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
真时幻。

9、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
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
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
的尊严。

10、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
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
自己是中年。

11、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
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
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
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
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
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



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12、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
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
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七

8.下列关于屈原“爱国诗人”身份界定的说法，不符合文意
的一项是()

a.把屈原称为“爱国诗人”，这是把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
位前面，是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的错
误做法。

b.虽然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但这里所谓
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既然，此“国”
非“爱国”之“国”，“爱国诗人”一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
的。

c.现代人把屈原称为“爱国诗人”，却忽略了作为诗人的屈
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这一事实，走入了文化研究的误区。

d.端午节老百姓对屈原的纪念，不以楚国为界，正是屈原超
越国界的明证。屈原的确是一个爱国者，但屈原作为一个诗
人的意义却超越了一个普通的爱国者。

9.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于对屈原的分
析与作者所持观点一致，所以在众多文学史中独独受到了作
者的推崇。



b.屈原人生中所经历的任何磨练，对于他成为第一个站在个
性文学的高点上的诗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c.屈原自沉汨罗江，原因众说纷纭，但无论是“殉难说”还是
“逼死说”都缺乏足够有力的史实支撑，因此，对于屈原自
沉汨罗江，大可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

d.老百姓在端午节以包粽子划龙舟这些方式来表示对屈原的
纪念，正和屈原以投江这样的祭祀仪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最
后选择达成了一致。

10.你如何理解文章第四节中的“彻底”二字?(3分)

11.海德格尔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形成、处境、病衰都
是无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生命。请结合
本文，谈谈你对屈原自沉行为的理解。(3分)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八

8.答案：d“屈原的确是一个爱国者”不当。

9.答案：a.作者推崇的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
史》对屈原的分析”。

10.参考答案：章培恒、骆玉明对屈原的分析认为，是“政治
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道”。也就是说，屈原有美好的
政治主张，但参加政治活动时表过于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
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
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而作者认为，屈原所承受的各种
磨练，是“一种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抽去任何一级台
阶，就无法抵达目标”。在作者看来，屈原之所以成为了一
个第一等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诸多磨难。

11.答案：政治失意，造成了屈原的人生悲剧，却也成就了一



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对所处的环境与个体的政治命运无能为
力，但他选择了投江这样一种祭祀仪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觉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皈依。在这个意义
上，自沉汨罗江是屈原作为生命句号的最好的方式。而这一
方式的选择，更成就了诗人的伟大。

余秋雨的秋雨散文篇九

你能够沉默不语，不管我的着急；你能够不回信息，不顾我
的焦虑；你能够将我的关心，说成让你烦躁的原因；你能够
把我的思念，丢在角落不屑一顾。你能够对着其他人微笑，
你能够给别人拥抱，你能够对全世界好，却忘了我一向的悲
哀。——你但是是仗着我喜爱你，而那，却是唯一让我变得
卑微的原因。本文是关于余秋雨座右铭的句子，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1、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2、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
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
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
点着整体价值。

3、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
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
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4、你的过去我无法参与，你的将来我奉陪到底。

5、不要为人生制定太多回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
最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6、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



老年人都中魔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7、中年人的当家体验是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
于摆脱了父母、兄长、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
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更贴近了，却
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点；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
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
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8、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
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
相灌溉，互相滋润。

9、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
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
最险。

10、不要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
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
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
独占风水的企图。

11、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
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
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
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列，整
的塔群十分凄凉。

12、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
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
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
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13、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
身受。你万箭穿心，你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
别人也许会同情，也许会嗟叹，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
溃烂到何种境地。

14、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16、一种文明，能安顿个体精神已经不错，而如果能安顿群
体性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性，则就更好了。

19、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感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刻得
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因此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要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感情的。

20、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翅充鹏。

21、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22、冰岛的魅力和恐怖，都在严冬。

24、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
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
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

25、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
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26、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
真实；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层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27、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
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



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
都指向着整体价值。

28、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
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
我糟蹋。

30、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

31、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

32、人世间总有一些不管时节、不识时务的人，正是他们对
时间的漠视，留下了时间的一份尊严。

33、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
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34、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
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37、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
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
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
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
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
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38、好的东西，值得懂他的人来珍藏。抛开民族，单从文化
层面来讲，或许去那边博物馆对这些经卷来说也是一个好的
出入。

39、来自山野，归于长天。若要寻找，踪影飘渺。

40、高谊无声，越无声，越入心。



41、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42、爱一个人，就是在漫长的时光里和他一起成长，在人生
最后的岁月一同凋零。

43、归去来兮。家乡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生命可以是五
尺之躯，也可以是万里苍原。

44、看上去，是人在治水；实际上，却是人领悟了水，顺应
了水，听从了水。只有这样，才能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
生不老。

45、原来我们的历史只是游丝一缕，在赤地荒日的夹缝中飘
荡。

46、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
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
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
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47、失落的程序，是一阶阶文明的阶梯，失落的理由，是一
段段世人公认的逻辑。

48、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
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
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50、山河间的实际步履，使一切伟业变成了寻常风景，因此
也使我们变得轻松。人类本应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
间。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终点，价值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