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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易中天教授在央社百家讲坛节目中，站在平民立场，通过近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
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
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
在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易中天热”，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冷静地看待易中天热的现象。
本书搜录了有关“易中天热”的文章三十篇，各种声音都有，萃成一书，目的在于让广大读者全面了
解目前出现的易中天热，通过各种争论，从中得到认识，有所启迪。

　　易中天——一个仅在大学里面对少数学生教授，辛辛苦苦写了多本书销量平平的作者——借助于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便一举蹿红，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出版社、报
纸、电视台追捧的对象。

　　走红的易中天自然成了争议人物，于是，批评之声四起，更多的则支持易中天的走红。

　　也有一些学者冷静地看待易中天热的现象。
本书搜录了有关“易中天热”的文章三十篇，各种声音都有，萃成一书，目的在于让广大读者全面了
解目前出现的易中天热，通过各种争论，从中得到认识，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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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南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　　昨日江南时报报道《葛红兵易中天
卷进“品三国旋涡”》引来不少读者回馈，特别是南大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
语惊人——易中天的历史观有问题，更是引起很多读者的强烈关注。
有些读者对张教授的观点也提出质疑。
那么，张光芒教授为何“蔑视”如日中天的百家讲坛，他对时下的一些焦点文化现象有何更深入的剖
析?本报记者昨天下午再次专访了这位语出惊人的中文博士，就“易中天热”、“孔子章子怡PK论”
、“超级女声”现象等等文化启蒙和大众娱乐的层面来了一番对话。
　　百家讲坛：讲坛不应成书场　　“易中天等人的火暴，不是启蒙的胜利，不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
化结合的胜利。
”　　易中天火暴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百家讲坛做后盾，借助这个后盾，培养了阎崇年、刘心武等一
个群体。
　　无疑，不管在媒体上的表现，还是民间的声音，都显示这是一次双赢。
张光芒博士解释说：“百家讲坛的出发点是好的。
好在它代表了学院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长期以来是处于一种
‘断裂’、‘不搭界’的状态。
”　　同时，“让学院文化走向大众，让精英思想走向民间，让大众提高文化水准、趣味修养和心理
素质，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组织的‘平民讲演团’就是很好的例子。
” 　　2001年7月9日开播的百家讲坛，创建时的目标十分宏大：为大众普及知识。
当时还有一句宣传口号：“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
”为此，栏目组大到天体物理，小到衣食住行；雅到美学，俗到研究不孕症，无不通通涉猎。
而主讲人也个个来头不小：杨振宁、周汝昌、叶嘉莹⋯⋯都是声名不凡的大家。
然而，节目组费尽心思，收视率却异常惨淡。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百家讲坛策划人解如光笑着回忆：“当时还有人感叹‘为什么阳春白雪的
东西总是曲高和寡’，但大家终于意识到，‘观众不变，那只能我们变。
”’解如光认为，“我们节目做得不错，只是做得过专、过雅，和百姓间有距离，最终节目将观众群
定位在初中文化程度以上。
”　　“然而，长期以来，学院文化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间接地导致了大学精神的沦丧。
现在的大学争相开设的是应用型、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评价大学的一个指标就是就业率，大学一味
地讨好市场的趣味，本身就说明了学院启蒙精神的缺席。
”　　张光芒博士提出：“大众文化到了被启蒙的时候!”他认为诸如百家讲坛、市民讲堂之类的启蒙
并没有取得成功，“效果不是十分理想”。
他强调说：“讲坛应该在充分保持品位的同时，提高关注度。
但像易中天这样把三国演义变成娱乐化、庸俗化的解说、表演，肯定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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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锅煮，好像是为了辨明史实，厘清真相，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娱
情，为了夺人眼球，思想成了笑谈，历史变成了娱乐。
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
易中天把三国讲庸俗了。
　　　　　　　　　　　　　　——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  葛红兵　　观众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需
要，电视剧也好，评书也好，观众已经党得这些都不够了，他们现在要听学者讲故事，于是易中天做
了一件很好很好的事，他打通了专业、学术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环节，而他的这种方式又恰恰是观众喜
欢的方式。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资深电视人  曹景行　　易中天以娱乐化、庸
俗化甚至粗俗化的方式，消解历史，躲避崇高揭下历史的遮羞布，撕破历史的伪善面孔，何辜之有?　
　　　　　　　　　　　　　　　　　　　　　——媒体评论员  王石川　　社会需要各种角色，亿
万民众有各种兴趣爱好，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各寻其乐，不必强求一致。
易中天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既是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也是他自己的本领和努力，大家应该乐观其
成。
　　　　　　　　　　　　　　　　　　　　 ——复旦教授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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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中天教授在央社百家讲坛节目中，站在平民立场，通过近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
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
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
在当今社会掀起了一股“易中天热”，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冷静地看待易中天热的现象。
本书搜录了有关“易中天热”的文章三十篇，各种声音都有，萃成一书，目的在于让广大读者全面了
解目前出现的易中天热，通过各种争论，从中得到认识，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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