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中天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易中天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2141555

10位ISBN编号：7532141551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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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中天文集>>

前言

我也曾经是“文青”    本集所收，都是我的一些“文学作品”，有诗、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评论
。
这些文字，曾于2008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高高的树上》。
这次收入文集，没有再作修改。
    说起来这也是“还愿”。
因为在三十到四十年前，我本是个“文学青年”(俗称“文青”)。
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就写了不少东西，主要是诗。
高中毕业时，我给自己编了一本“文集”。
当然，是“手抄本”。
那时还没有电脑，铅字印刷太奢侈，也犯禁。
甚至就连这“手抄本”，在“文革”中也付之一炬，烧得片纸不存。
到现在，只能记起其中的一句——    你默默无言的晚香玉哟，    请赐些儿暗香来吻吻我！
    这样的句子，很明显是一个中学生在模仿五四时代新诗人。
但这样的情调，在当时却是百分之百要挨批的。
于是，我从“文学青年”，转变为“革命青年”。
或者说，革命的文学青年。
当时的口号，是“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
这就应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岂能呆在花前月下，跟晚香玉卿卿我我
？
    就到边疆去了，一去十三年！
    十三年基层锻炼，学生娃脱胎换骨。
革命的文青，充满“革命的豪情”。
比如发表在《新疆文艺》的这首——    冲开弥天的雪阵，    我们向沙海深处进军。
    那里有一块被遗弃的土地，    盼翻身，它望断晨昏。
    语言，也尽量“工农兵”，比如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的这首——    热死人的三伏天，    入夜才风
凉。
    忙了一天，累了半宿，    人人睡梦香。
    即便写爱情，姑娘爱的也是劳动模范。
比如发表在《诗刊》的这首——    谁不知道他打草打得最多，    谁不知道他下夜下得最勤，    他放牧
的是全队最好的马群。
    但，即便是只能表现“革命的主题”，也总还是希望能写得文学一点，不要“太不像诗”。
比如发表在《新疆文艺》的这首——    停了，天上云；藏了，林中鸦。
    兔子冻硬了耳朵，狐狸冻掉了尾巴。
    就连天地间仅存的一点水气哟，    也变成霜花朵朵，挂满枝枝丫丫。
    这跟当时通篇标语口号的“文革作品”比，也还是有点味道。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味道”，我的作品很是被一些编辑欣赏，比如《新疆文艺》的郑兴富。
郑兴富先生是新疆大多数青年诗人的恩师。
许多人，比如杨牧，比如章德益，比如我，都是他发现、指导、栽培、推出的。
那时，我们大多在社会的最底层，比如在兵团的农场当农工(体面的说法叫“军垦战士”)。
我们的领导，有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等等，谁都能管你。
能见到团长、政委，就算通了天。
跟自治区党报党刊的编辑交往？
想都不要想！
    然而我们这些“文青”，却几乎人人都在郑兴富先生家吃过住过，受到过他们夫妇最盛情的款待。
他们那不大的家，简直就是文青们的“联络站”和“接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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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吃饭要凭粮票，没有单位介绍信就不能住招待所，弄不好就会流落街头的年代啊！
我们这些当年的“打工仔”、“农民工”，又能给他们家什么回报呢？
    能回报的，只有共同的梦想；而文学的梦，又总是做不完。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能有这样一段经历。
有一对企业家夫妻，也在新疆生活过，也曾经是“文学青年”。
他们对我说，你的成功，跟你以前写诗，有很大的关系。
写诗的人有三大优势：激情，想象，节奏感。
这三条，你都用到《百家讲坛》了，能不受欢迎吗？
    其实，他们少说了一点：当时我不但是“文学青年”，而且是“革命文青”。
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要熟悉甚至通晓工农兵的语言，还要运用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这是要下真功夫的。
1970年“批陈整风”时，我就曾经用最土的大白话，给兵团战士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相比而言，《百家讲坛》这点事，还真不算什么。
    这些都是题外话。
因为本集所收文字，都基本上与那个时代无关，只能算是当年文学梦的一个延续而已。
    就此打住。
    2010年5月28日  初稿    2010年9月3日  改定(第一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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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中天文集》共十六卷，收录了易中天先生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总
计四百多万字，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

　　第一卷，收录了易中天先生的文学作品集《高高的树上》，收有诗歌、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多
篇和中篇小说两部。
这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梦想的延续和实现。
这个梦，他做了四十多年。

　　第二、三、四卷，收录了他的四部美学著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美学论文集
》、《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
它们是1980到2004年间的作品。
美学要求它的研究者既有逻辑思维能力，又有情感和形式的体验能力，这两种能力的锻炼，使易中天
在后来的转型中变得游刃有余。

　　文集第五卷的《闲话中国人》，第六卷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七卷的《读城记》和第八卷
的《品人录》。
这些著作，写作于1994年到1999年。
这套“随笔体学术著作”是易中天先生开始思考学术走向大众、走向市场的尝试，一出版就受到读者
的欢迎，常销不衰。

文集第九卷的《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第十卷的《帝国的惆怅》，第十一卷的
《帝国的终结》，与收入文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的《品三国》（上下），共同构成了易中天的“历
史系列”。
正是通过这个系列的出版，以及“品读中国书系”的一再畅销，易中天先生提出并实践的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的“三个对接”，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他提出的历史畅销书正说、趣说、妙说“三境界”，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2008年3月1日，《中华读书报》将吕思勉、吴晗、易中天，并称为三次“历史热”的代表性人物。

第十四卷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十五卷的《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
这三本书，以最通晓明白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了我们民族那些古老的智慧。
从周易到禅宗，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孙子兵法，魏晋风度，无不涉及。

　　第十六卷，收入了易中天的两本杂文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
这是一些与前面十五卷颇为不同的文字。
其话题，涵盖民生、教育、媒体、时政、道德、法治诸多方面。
或臧否人物，或点评事件，或陈述观点。
短则数百，长则万言，并没有一定的体例。
但一以贯之的，则是“书生气，公民心，天下义，家国情”，是一个公民社会不能没有的常识，以及
那些社会转型期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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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
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中天文集>>

书籍目录

第一卷 高高的树上
第二卷 美学论著集
第三卷 艺术人类学
第四卷 破门而入
第五卷 闲话中国人
第六卷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第七卷 读城记
第八卷 品人录
第九卷 费城风云
第十卷 帝国的惆怅
第十一卷 帝国的终结
第十二卷 品三国（上）
第十三卷 品三国（下）
第十四卷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第十五卷 我山之石、中国智慧
第十六卷 书生傻气、公民心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中天文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人问我：人生之中，什么事最重要？
 我回答：选择。
 又问：什么事最难？
 我回答：还是选择。
 如果有人继续问下去，那么，我还乐意于告诉他：最痛苦、最折磨人、最能酿成悲剧的，也是选择。
 这就奇怪。
说选择重要，并不难理解。
“一失足成千古恨”嘛！
说选择困难，也不难理解。
公私不能兼顾，忠孝难以两全，因此左右为难，狼狈不堪。
但是，困难归困难，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能选择总比不能选择好。
没有选择，就没有比较；有选择的可能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就更加痛苦。
因为那不但意味着你会眼巴巴地失去最佳机会和最佳结果，而且意味着你只能任人支配甚至任人宰割
，毫无自主权可言。
没有自主权，也就是没有自由，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幸福感。
 所以，有选择，能选择，实在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但是，事实上似乎也不尽然。
 有人告诉过我一个真实的故事：二战期间，在一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关押着一位美丽的犹太少妇
和她的一儿一女。
大屠杀前夕，为了拯救她的儿女，她被迫献出了自己的肉体。
然而，这位美丽而善良的犹太少妇万万没有想到，她用贞洁和节操换来的竟只是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
：她可以在两个亲生子女中选择一个和她一起活下来。
显然，这也同时意味着必须由她选择另一个孩子去死。
于是她祈求法西斯允许她来替代去死的孩子，但得到的回答是：或者你和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一起留下
来，或者都去死。
少妇如遭雷击，茫然不知所措，而走向死神的队伍却继续前行。
就在两个孩子即将跨进毒气室门槛的那一瞬间，少妇大声喊道：“留下我的儿子！
”结果呢？
结果是她的女儿被杀了，而她自己则疯了。
 你能说这样的选择也是幸福吗？
 沈石溪的小说《暮色》，写的也是一次同样痛苦、沉重和注定只能是悲剧结局的选择。
 在风雪弥漫的朵玛尔草原上苦苦觅食的埃蒂斯红豺群，已经饿了整整三天。
就在整个豺群即将分崩离析甚至会互相吞吃的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命运之神恩赐的一次转危为安的
机会，然而这一机会却又必须用一匹苦豺的生命去换取。
所谓苦豺，也就是钓饵，其命运当然是九死一生。
苦豺依例由豺王指定，但选择的标准只能是年龄加衰老度，再加上整个豺群的“民意”。
按照这个标准，这个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炮灰殉葬品敢死队的角色，就几乎注定了只能由豺王索坨的亲
生豺娘霞吐来充当。
于是命运之神便在恩赐机会的同时也“恩赐”了难题：一方面，豺王索坨不能不指定一匹老豺来充当
苦豺，因为非如此便不能保证这次狩猎的成功，从而把整个豺群从饥馑的魔爪下解救出来。
他也不能指定别的老豺去充当苦豺，因为那会激起公愤，激起政变，从而导致整个豺群在饥寒交迫之
中再毁于内乱。
另一方面，他又实在不忍心亲自宣判豺娘的死刑，尽管她将死得壮烈死得光荣死得重于日曲卡雪山。
豺娘不但生了他，养了他，而且舍生忘死救过他，并正是为了保住他的豺王地位，才去和另一匹年轻
公豺英勇搏斗而受伤，而提前衰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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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衰老为理由而逼迫霞吐去充当苦豺，那就等于说，豺娘用生命为自己换来了王位和权力，自己
却用这东西去要豺娘的命。
这实在太残酷了。
无论如何，索坨不能这样没有良心！
 是保豺群，还是救豺娘，这真是“忠孝不能两全”。
 这种两难选择的尴尬局面，我们的古人大概是早就经历过、想到过了。
孟子就曾故意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
如果不能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
孟子说的“熊掌”，就是义，也就是群体生存这一最高利益。
为了群体的生存，可以舍生取义，也可以大义灭亲，就像舍弃鱼一样，何憾之有呢？
 话是说得很轻松，可惜事到临头，谁也轻松不起来。
 诚然，索坨作为豺王，为了豺群的生存，也曾决定要“大义灭亲”。
他一再硬起心肠催促豺娘去完成这该死的使命，同时也一再表示无可奈何，希望豺娘能面对现实，认
命算了。
无奈，豺娘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被亲生豺儿逼上黄泉的现实，以至于公然发生了豺群社会中罕见的反
叛行为：她猛然回头咬住了代表群体来督促她执行命令的豺王，咬住了他的耳朵。
更糟糕的是，当豺群表示要惩处叛逆时（对于豺群来说，这完全是正义的行为），索坨竟然忘了他豺
王的身份，公然横在豺群和豺娘之间，阻止豺群对法律尊严的维护。
毫无疑问，这不智之举只能激起豺群更大的愤慨，从而结结实实把自己和豺娘一起推向死路。
 办法也只有一个，带头扑向豺娘，用豺娘的血洗净自己身上叛逆的嫌疑。
否则便只有和豺娘一起，被愤怒的豺群撕成粉碎。
是杀死亲娘，还是和亲娘一起背叛群体，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索坨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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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六卷本的文集终于编完，很累。
    再累也得有个交代。
从第一卷到第十六卷，文集所收之文字，最早写于1980年，最晚2010年，跨度整整三十年。
但这并非三十年著作之全部。
与人合作的，如《艺术教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人的确证：人类学艺术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艺术的特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从星空到心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都没有收进来。
另外，《新译〈国语〉读本》(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大话方言》(原名《西北风，东南雨》，上海
文化出版社2002年，香港三联2004年)和《成都方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也不收入。
算了吧！
十六卷，四百多万字，评个“劳摸”，也够条件了。
    其实，不收入文集的，还有1980年以前的作品。
至于大量没有发表、出版的成品或半成品，此刻都装在纸箱子里，单等“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实际上，我也曾想过，是不是不要出文集，只出一套四卷本或者六卷本的“精选集”？
但后来发现很难。
一方面，手心手背都是肉。
自家养的孩子，总归自家看着俊。
另方面，硬要说某些著作就是“精品”，也未免“王婆卖瓜”。
总之，书多好的少，挑也挑不了，不如统统当作大白菜，论堆卖。
    然而，挑不出精品，却挑得出毛病。
这些毛病，有的可算“软肋”，有的就是“硬伤”。
软肋可以不问，硬伤却不能不管。
2010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李蓬勃先生的文章，指出了《汉代风云人物》一书的“十大硬伤
”。
虽然李先生很客气地称之为“瑜中微瑕”，但我自己清楚，那些恐怕都不是什么“微瑕”，而是“肿
瘤”。
何况，这样的“肿瘤”，《汉代风云人物》当中有，其他书里面，也未必没有。
    于是，我委托《光明日报》策划部主任单三娅，辗转联系到李蓬勃先生，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并将
部分著作寄去，请他继续挑错。
其实应该感谢的，还有许多人。
比如《品三国》的责任校对唐让之先生，《咬文嚼字》编辑部的金文明先生，都帮我纠正了不少错误
。
也有一些读者，或来信，或发帖，热心地指出各处疏漏。
能够回复的，我都以各种方式表示了谢意和歉意。
未能回复的，谨在此一并致谢和致歉！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某些错误，在再版重印时已经改了过来。
未能纠正的，本次收入文集则一律不作修改，而采取加注的方式来改正。
这样做，一是为了向历史负责，二是为了给自己敲警钟。
第三，也算是充当一回“反面教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两则笑话。
一则是外国的，有点“黄”。
这笑话说，有一天，某神父开车带一妙龄女郎出行。
途中，神父忍不住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女郎的大腿上。
女郎笑问：神父，《圣经》第某章某节怎么说来着？
神父满脸通红，慌忙把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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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神父急查《圣经》，才发现那句话竟是：如果你能再深入一点，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
于是，该神父痛心疾首地说：这都是专业水平不高给害的呀！
    另一则笑话是中国的，叫《翁仲》。
所谓“翁仲”，原本是匈奴的祭天神像，大约在秦汉时引入中国。
初为铜制，号曰“金人”。
后来，则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也包括动物和瑞兽造型的石像。
有一次，乾隆皇帝路过一座古墓，看见这些石像，便问随扈的翰林学士“是什么”，其中一位答曰“
仲翁”。
这就搞颠倒了。
于是，乾隆将他发配到山东去当通判，并赋打油诗一首曰：翁仲缘何曰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功；而今
不得入林翰，罚汝山东作判通。
这诗故意把最后两个字都颠倒过来，一时传为笑谈。
    这样的笑话我也有。
比如孔融的朋友“脂习”，就被我误为“习脂”，跟前面所说那位翰林的错误，如出一辙。
幸亏后来被金文明先生看出，这才得以改正。
又比如“累累如丧家之犬”，居然被我写成“落落如丧家之犬”，错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但错了就是错了。
白纸黑字，不容抵赖。
被人嘲讽，也是活该。
    其实不要说是著作，就连我的人生，又何尝没有“错别字”?这样算下来，不错的，大约就只有那点
理想和追求了。
    遂赋七律一首，以为自嘲——    雕龙其实是雕虫，四十年来犹未工。
    东扯西拉猫狗斗，南腔北调马牛风。
    子孙有量装孙子，翁仲无端作仲翁。
    百孔千疮君莫笑，有时魂梦与人同。
    谨以此文集，告慰母亲大人的在天之灵!    易中天    2010年12月23日初稿    2011年4月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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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原典中汲取精萃，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起来，创建一个现代文化来支撑现代中国的建设，《易
中天文集》的结集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吴敬琏    易中天最早从事文学、写小说，“《高高的树上》像易中天的青春痘”，是他青春期
的印记。
    ——冯仑    则回忆了当年和易中天一起相互很投机地讨论美学理论的情景。
    ——邓晓芒    吴思则认为，他和易中天很相像，文学出身后进入历史。
    ——吴思    “自己和易中天一样是学术上的土匪”。
    ——秦晖    自己和易中天都是资深学术流寇，在学术上到处乱串，“我们都是有底线的反动派。
”    ——张鸣    “赶回北京参加《易中天文集(1-16)》首发式。
这些书收集了易先生从1980年到2011年三十年间各类著作共十八种。
他认为，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
任何改革和创新，都需要立足于本民旅的文化土壤。
易老师是我的朋友和老乡。
我很喜欢看他的书，更喜欢听他的湖南话。
”    ——于建嵘    “易中天自拟的条幅是‘书生气，公民心，天下义，家国情’，但自称‘麻匪’、
‘流寇’，兴之所至，跨界写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大致可成为一个现象，吴思、张鸣均自称‘土匪’，不拘一格，因为有‘文青’的底子，所以文章
好玩好看。
我也是从小被家长批为‘玩物丧志’，术不专一，心常旁鹜的。
”    ——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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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中天文集(套装共16册)》编辑推荐：自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以来，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
观众眼中的“明星学者”，其畅销作品如《品三国》系列，“品读中国”书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及续篇《中国智慧》、《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等，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易中天文集(套装共16册)》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
表作《〈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一举囊括。
此外，以《高高的树上》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书生傻气》、《公民心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全
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的神采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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