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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0_85_E5_8E_86_E5_c122_481864.htm 我最喜欢的两个文化

人，一个是台湾的李敖，另一个则是大陆的余秋雨。我喜欢

李敖在各种真凭实据中解读的历史，并且能用一种近乎调侃

的幽默在历史与现实中获得一种平衡，老来的李敖这种功力

越来越高深了。面对历史和现实，他能把骑士手中的长剑变

成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这种功夫确实非常人所能为。对于余

秋雨，我当然喜欢他用行者的脚步丈量历史、解读历史，我

佩服他始终怀抱人文精神，在尘嚣的凡世中能保持自己独立

人格和灵魂，他是以一个完全的精神的追求者身份建立起自

己影响的思想者、文化人。这样的人，扳着指头数，在当代

一只手五个指头也数不完。 在北大我曾经谈到过余秋雨，从

对方的摇头中我知道自己说错地方了，大学里有这个家、那

个家甚至有很多被奉为泰斗级的人物，但就凭我对知识与思

想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依然一无所知，普通的读书不多的或者

无瑕读书的人就离他们更远了。也许他们仅仅是因为大学和

为了大学而存在的学问家而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

学中人，如果不能让普通的百姓感受他们的光芒和温暖，显

然他们的存在与不存在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正如孔子的伟

大在于让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了一部论语，爱因斯坦的伟

大在于他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还感受到了核能

的光明和温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它们的伟大

之处全在于能让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更文明、更价值和意义

。 余秋雨用自己的经历和成就告诉世人，大学和读书固然重



要，但最好的依然是行路。假如佛教一定要经过寺庙来传播

，可能早就绝迹于尘世了，而事实上佛教能得以传播至今，

是因为佛教没有寺庙依然能传播。如果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

思想一定要通过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那就是文明的悲哀了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佩服余秋雨的原因。 前几天买了余秋雨

的新书《历史的脸谱》来读，确实有一种如饮甘泉的写意，

从中真正能品尝和享受到读书的快乐。但从书也感觉到作者

有一个情结没解开，至今他依然有意无意地用文字表达对文

革的批判、怨恨、愤懑、甚至是愤怒，当然这与他个人与家

庭特殊的经历有关，但是，如此必然会影响到一个思想者思

想的限高与限宽。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已经成为了历史

。难道三十年前的历史与三百年、三千年前的历史就一定要

有所区别吗？ 历史上秦国统一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

场前无古人的灾难与浩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百业破废

是不言而语的，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军功爵”，制定二十

级爵，如：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

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当时秦国

的士兵在战场上，一手要拎着敌方的首级，另一只手握着刀

枪继续冲锋。可想而知，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一

百五十多年间，秦国的将卒杀了多少邻国人。 秦皇岛统一六

国后，杀人如麻以后恐惧让他只敢躲在深宫中发号施令，继

续他的横征暴敛，继续以暴制暴，焚书坑儒是其实施暴政的

经典之作。因为害怕后宫起纷争，不立太子、不立王后、不

封王，导致内外交困。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

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起义，于是天下响应。刘邦的军队

打攻入咸阳时，几乎没有遭到任何的抵抗，就这样不可一世



的秦皇朝仅仅十五年的时间就覆灭了。 秦朝的覆灭给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教训，此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吸取了这样的教训

，在新王朝建立后的五十年内，要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并收归人心。以后的封建王朝就是吸取一个又一个王朝覆

灭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自己的统治。新王朝建立后轻徭薄赋

五十年，几乎成为了定律，如此依靠这五十年的休养，保证

了后来的王朝得了维持二、三百年的历史。 正是后人对秦朝

、秦始皇不带有任何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才可能从中获得良

知和理性，文革也是如此。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

大革命，原因绝对不在某个人或某一群人，这是一个时代的

疯狂、一个时代的人的疯狂，三十年后再来看这段历史，不

妨用三百年后、三千年后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后人从中得

到的更多的是良知和理性。 一个没有经历过疯狂的民族是不

可能有良知和理性的，甚至连生存下去的理由都没有。如果

没有十文革的几乎灭绝人性的灾难，习惯生活在急风暴雨式

运动中的那一群人，不知道又会搞出多少次运动来，就以深

圳特区的发展为例吧。 1、建立特区初期，就有人把引进外

资当作“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 2、特区刚刚起步，就有

人把出租土地说成“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引发“租界风波

”； 3、一九八五年香港学者陈文鸿一篇《深圳的问题在哪

里？》打响了“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深圳开始直面“第

一次大围剿”，并直接导致免去深圳市市长梁湘的职务； 4

、1988年因曲啸、李燕杰、彭清与蛇口青年开了一个座谈会

，因蛇口青年对三年专家言论的质疑引发蛇口风波，惊动人

民日报，似乎蛇口青年犯下了弥天大罪。袁庚的一篇“不允

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文章受到“最猛烈”的攻击



，质疑他“会把蛇口青年引向何方”，说“这位老干部太开

放了，学习外国走得太远了，与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

出一辙”等等； 5、1994年3月，有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的博士，名叫胡鞍钢，列数深圳九大罪状，开始向深圳发动

了地场惊世骇俗的攻击，用“一柄匕首戳在深圳最敏感的部

位上”，并轰动海外，这位不谙国事的学者引发的一场争论

差些引发一场政治批判； 6、1996年深圳市委书记在中央党校

的一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因其中有关于

“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的观点，被人偷偷拿

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倒厉风暴”，

一下子，深圳市委书记成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及时难得的反面教材”，同时一篇附加有厉有为学习体会

的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一时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

，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并有京城的专

家学者的结论：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

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

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

的领导职务。不过在党的十五大上，厉有为还是像在十四大

一样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 举国之大，三十年来的

风浪何止这些，连余秋雨于1995年的三赞深圳也受到文化界

大面积的批判。站上历史的远处，再看发生在眼前的这件事

，不过都是闹剧，但是历史正剧往往就是在这些闹剧声中开

继自己步伐，但是如果，一场场很小的闹剧如果有机会汇成

一体，必然会又上演出一场历史的浩劫。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

十多年，梦想用文革的手段实现自己个人目的的人，还大有

人在；同样对文革抱有愤怒情绪、情结的人，往往最容易用



文革的方式来报复历史。如果没有从文革的洗礼中获得的教

训和从教训中获得的良知和理性的支撑，可能就不会有这三

十年的太平盛世。 ⋯⋯ 历史需要原谅，每个人都需要选择原

谅，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原谅我成长经历中曾经中的无知

、幼稚、荒唐和错误一样，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错误的

历史和没有灾难的历史。就是像余秋雨这样深受历史之害的

人，如果能站在历史的更远处，从当事者的心态中走出来，

用平常心来看待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就像今人看二千多年

前的“焚书坑儒”一样，也许会获得更为豁达的大度和睿智

，思想的光芒也会更为久远。 历史需要原谅，正如我们自己

需要原谅一样，但原谅历史不仅仅是一种选择。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