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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度「閉關」 余秋雨打下文學厚度 / 聯合報
轉錄聲明：通常轉錄文章，都是同意文中觀點，但我必須說，這一篇不是。尤其是文中最後提及的幾點。轉錄此文是
為凸顯不同意的意見。
--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2010.07.31 03:43 am

「許多理想到了中年，就會感覺『等不到了』。」作家余秋雨昨天來台發表回憶錄「我等不到了」。「等到是平庸，
等不到是高貴的」，他表示，人若能體悟「等不到了」的境界，就不會產生競爭的心態，生命會更美好。

作家余秋雨昨天來台發表回憶錄「我等不到了」。
記者林俊良／攝影「佛教要閉關，讀書人也要閉關！」余秋雨在書中回憶自己的讀書過程。他表示，自己身上的文學
厚度，來自生命中兩次「閉關」。

第一次是在文革後期，余秋雨逃跑到浙江山上，在一間蔣中正留下的圖書館中讀了許多書。在那樣遠離塵囂的環境中
，他在書上直接面對古人，想了許多中國文化起點的問題，讓他產生寬闊的見解。

第二次「閉關」是改革開放後。他躲在上海一個小房間中苦讀七年，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一共鑽研了十四個國家
的人文經典。

「有難度的閱讀，反倒增加了閱讀的質量！」余秋雨說，這兩次閉關，一次讀線裝書、一次讀英文書，都充滿難度，
卻因此「脫胎換骨換了一個人」。對比現代網路世界，他認為「上網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時間和能力、也剝奪了尋找、
營造意境的能力」，而這些能力都是藝術家和思想家必須擁有的。

「網路上是別人的生命、別人的思考！」余秋雨勸告想成為思想家、藝術家的年輕人「請克制上網的時間」，「因為
藝術家和思想家必須獨立創造自己的生命和思想」。

對於文革，余秋雨說，大家都以為文革是毀滅文化，但中國廿四史首次加標點與亞洲最大規模的英漢字典出版，都是
在文革中出現。

余秋雨分析，文革時期知識份子下鄉勞動，這些衝擊讓知識份子反省，也讓整個民族重新想起一些根本問題。

余秋雨盛讚台灣「擁有世界罕見的文化奇蹟」。台灣最好的藝術家如林懷民、最好的作家如余光中，「只要識字的人
大都知道是誰」，這在歐美國家也很罕見。他認為這跟兩大報過去以大量副刊版面報導文化藝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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