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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前言

余秋雨先生是当代的散文大家。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那些情文并茂、雍容大气的历史散文在《收
获》杂志上连载以来，很快赢得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后来，这些作品结集成《文化苦旅》出版
，又立即走红全国，并远销港、台和海外的华人地区，长期高居畅销书榜首。一时好评如潮，倾动士
林，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余先生再接再厉，笔耕不辍，又相继推出《山
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新作，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坛上的
地位。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是秋雨散文的一个热心的读者。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癖好，特
别爱读他那些被不少学者誉称为“历史大散文”的作品。这类文章绝大多数集中在《文化苦旅》和《
山居笔记》中。它们充分展现出余秋雨先生超人的文笔和才情，以及别树一帜的行文风格。在对许多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反思和拷问中，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也往往能发人深省，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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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内容概要

《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的主要内容包括：唐代的吕洞宾，成了道家的始祖
；明初的沈万三，住进了后人筑造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孩子；感佩清帝的金圣叹
，成了大明的忠臣⋯⋯ 上述文史知识差错均出自著名散文大家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类似这样的文史
差错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中竟有一百多处。《咬文嚼字》资深编委金
文明先生，深感“石破天惊”，于是就有了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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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作者简介

金文明
金文明，编审。上海市人。1936年生。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上海辞书出版社、
双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工作。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
主任，上海辞书学会首届理事，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
一。三十余年来，曾应国内十多家出版社之约，审读文、史、哲、政、军以及宗教、文物、地志、音
韵、训诂、古建筑、古服饰等社科类著作及学术刊物文稿约八千万字，为提高图书质且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
主要著作：
《博异志、集界记注译》（12万字。198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
《金石录校证》（28万字。198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汉英综合辞典》（396万字。副主编。1991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华古汉语字典》（192万字。主编。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语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选100篇》《30.8万字。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Page 4



《石破天惊逗秋雨》

书籍目录

前言：石破天惊逗秋雨
一 人物史事考辨
1 林逋究竟有没有妻儿？――关于“梅妻鹤子”传说的考辨
2 此曲何止一脉传，嵇康死后未绝响――《广陵散》琴曲传承小考
3 《岳阳楼记》传千古，写者不在岳阳楼
4 是天缘巧合，还是牵强附会？⋯⋯谈李白、苏轼和天柱山“奇缘”
5 王安石特别能识别和防范“小人”吗？
⋯⋯
二 时、地、书、名考辨
1 “差不离”和“一刀切”――余秋雨散文人事纪年差错十例
2 阴阳混杂，不伦不类――余秋雨散文月日记时差错举例
3 朱熹之死不在1199年
4 不合章法的古地今译
5 沈万三生前有沈厅吗？
⋯⋯
三 职官旧制考辨
1 尚书吏部郎是“很大的官职”吗？
2 没做皇帝怎能称“陛下”？
3 关于中国历史纪年中的“年”和“载”
四 文词音韵考辨
1 献给文章高手的一束蔷薇――余秋雨散文词病八例
2 责人的大师何以不严于律已？――余秋雨散文引书差错27例
3 又碰到了一个“乎于”
4 不明词语意义，怎能胡乱发挥？――“撑起炎洲”和“数中原”试释
5 一味标新立异不等于创造――关于七例词语新用法的商榷
⋯⋯
附录一：两个索引
附录二：主要征引书目
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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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章节摘录

三国魏末的名士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惨遭司马氏杀害的人。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个
《广陵散》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不少喜好历史的文人，只要提到他，就会把这个故事牵出
来，满怀感慨地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我们的余秋雨先生也不例外。《广陵散》是一首古老的琴曲，又
名《广陵止息》，也省称《止息》。据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主编的《中国音乐词典》“广陵散”
条介绍：现存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据该书编者说，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
。此外还有《西麓堂琴统》等传谱。各谱分段小标题均有“取韩”、“投剑”等目。近人因此认为它
是源于《琴操》（东汉蔡邕撰）所载《聂政刺韩王曲》。这里所说的《神奇秘谱》，刊于明仁宗洪熙
元年（1425），它的作者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关于《广陵散》曲的起源和传承，朱权说得很
简略，只说“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那么隋朝以前呢？他就不得而知了。近人
根据各种传谱“分段小标题均有‘取韩’、‘投剑’等目”，推测它就是蔡邕《琴操》所载的《聂政
刺韩王曲》。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广陵散》的起源就被提早到了东汉末年的蔡邕（132-192
）以前。然而，从蔡邕以后直到隋朝的约400年间，这首《广陵散》曲的传承情况，却仍然是一片空白
。为了填补这段空白，余秋雨先生对此作了一定的努力。他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写道：他（
嵇康）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
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
，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
而去，没有留下姓名。（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接着，余先生在叙述了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
，临终前请求行刑官让他再弹一曲《广陵散》之后写道：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
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阮孝尼他们多次要
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淼不可寻。（同上
，第281、283页）通过以上几段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余先生向当代的读者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一
）《广陵散》的起源已无可考见。只知道在三国魏末，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在洛水之西的华阳，
将这首古曲单线一脉地传授给了嵇康；（二）嵇康生前从未将《广陵散》再传给别人；在他被杀以后
，这首古曲便“淼不可寻”地绝响了。余先生讲述的这则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是那样地富有诗
意，洋溢着“秋雨散文”的动人魅力。然而，它是否真实可信呢？余先生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否经得
起历史的验证呢？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都十分关心的。我们就
先来谈谈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关于嵇康学得《广陵散》曲的故事起源较早，始见于东晋荀氏的志怪
小说《灵鬼志》，其书久已亡佚，现据《太平广记》卷三一七转录如下：[嵇康]尝行，去路数十里，
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官拜中散大夫，故称）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
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
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日：“夜
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日：“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
”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
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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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后记

本书的撰写，动笔于2002年6月中旬，写定于9月末，历时近100天。批评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余秋雨先
生的两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当时所用的版本是：《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
心2002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本，累计印数为472000册；《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5月第5次印
刷本，累计印数为50600册。今年4月下旬，我在通读本书校样时，发现余先生的两本散文集又出了最
新的版本：《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1月第2版第13次印刷本，累计印数为874000册；《山
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4次印刷本，累计印数为181600册。经过逐页认真核对，可
以肯定这两本散文集的最新版本，是完全按照原本重印的，内容未作任何改动。因此，本书批评的文
史差错依然全部存在。金文明200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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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编辑推荐

2003年6月，金文明在上海、江苏、浙江多次投稿无门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
考辨》一书由书海出版社出版，书中指出余秋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中126处
文史差错，引起海内外媒体和广大读者的热切关注，并引发文坛新争。近年来，关于余秋雨的声音大
大小小从未断过，多次的“口水战”和名誉官司之后，在这个夏天，从山西书坛又爆出新一轮的“大
战余秋雨”，打擂的是上海辞书界鼎鼎有名的金文明，提供擂台的是山西书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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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精彩短评

1、文人就相轻吧...
2、基本上考据比较多，两个半小时翻了翻看完了，一开始写的挺好，到最后也有点过了，类似于当
年批胡适的感觉了。寻章摘句并不是每个人的爱好，关键是要去理解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这点才是重
要的。
3、哥倆好。其實余大師的書里有些錯都是印刷的問題吧。
4、这是个奇葩，本来就不是很待见余秋雨了，他这么一写，我这么一看，以后再看余秋雨都特码是
装B啊⋯⋯ 
5、还好。现在对余秋雨都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6、我见证过余的兴起，整个中学时代我是很迷余秋雨的，当初买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感觉是巨资了，
至今在书架上保管妥帖，后来就没关注他了，对那场风雨不甚了解，至今才偶然读到这本书，汗。其
实散文不是考据，有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错，失了治学态度
7、好书！
8、凑热闹的书罢了
9、从余先生《北大授课》一书中无意间看到金先生的这本批评的书。匆匆翻过后，感慨颇多。还记
得高中时代一直在读余先生的作品，对这种文化散文印象很深，不像游记，不像史书，不像小说，不
像寓言，感慨于先生的创造力。对于今天突然发现先生的作品有如此多的漏洞（已不能称之为瑕疵）
，却也感到深深地遗憾。金先生的观点很明确，不在于否定一位作者，而是要明正身。毕竟余先生的
影响颇大，以讹传讹对文化终归是种亵渎。有一点讽刺的是，在高中时代，余先生的书陪我度过的不
仅有睡前的安逸，还有早晨如厕时的轻松。
10、与我的想像相差甚远！
11、写这书的人真执着。
12、改变了我对余秋雨的看法。
13、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本书？不过认识了李贺《李凭箜篌引》
14、总之看完后其实很感动，历史的真真假假虚浮不定，但仍有人撼守着一些最基础的史实，不容任
何人不加考据便轻易篡改，即使是一些模糊的大散文之类的说法，最后关于找一首诗的问题时，看到
后面答案时忍不住笑了，莫名的童趣。
15、文人是允许出错了。才华是令牌。
16、高一或高二翻，围观口水战，见证含泪君狗急跳墙。感谢春晖图书馆
17、高级黑是最铁的粉
18、哈哈哈哈逗比
19、余先生的书跟金先生的写的东西，都是乐子啊。
20、长知识
21、我竟然会读这本书。。。不过看起来还是挺有趣味的，而且书名很妙~
22、不错值得一读
23、翻了一下，其实怪无聊的
24、大赞！第一次看文史类考辨书，真是酣畅淋漓，快意恩仇，怎一个漂亮了得！余含泪大湿中枪中
成筛子了
25、喷死了。
26、2012.12
27、如此逐字逐句地考证文章里的错误，也是真爱
28、忘了评价了  给哥哥买的 不错啊
29、对我而言，余大湿不再成为大神，就从此书开始
30、哈哈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名字一定不要太逗比。。。
31、挺长见识，也学习到了一些实用严谨的史学考据和史料使用方法， 不过，有些小错误该理解就理
解下，公报私仇的预设加上越俎代庖的做法，冤冤相报何时了
32、十年後又見此書，出錯不可怕，可怕的是打死不認錯。
33、挺有意思的，净挑毛病了。我感觉，我以后要以读者的身份看余秋雨，以求知者的身份看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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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逗秋雨》

。
34、把余秋雨拉下神坛。考证得略啰嗦了
35、金老先生是黑人界的老前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对于文学作品中字句讹误及相关内容正确
与否的考究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余秋雨先生这类很难称为文学创作，仅仅抄二手书，发无病吟
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就更有价值。中小学生读这类书，本来就是为了多识几个字，积累一
点写作文的材料，并且熟悉中小学作文的语言风格。这样，就更需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此类读物以防
误人子弟。金老先生实事求是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但文中也有一些断章取义和吹毛求疵
的地方。为黑而黑，反是不美。
36、把余秋雨写得跟个白痴似的。。。太残忍了。
37、《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书名构思独特，全书语言幽默犀利，对余秋雨先生文章中存在的诸多错
误，逐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令人信服。“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虽然余秋雨先
生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其对自己所犯错误拒不承认、拒不改正的态度实在有失大家风范。
38、余秋雨的散文精辟又畅达，不过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始终还是要立足根本，不要信手拈来，对不
起热情的读者。我以前很喜欢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都被深深感动过，如今想来这样的大
师是不是有点功利化且强词夺理不听批评呢....
39、给我逗得⋯⋯
40、中学时候余秋雨开始风靡大江南北，还有各种模仿他风格的作文。我也跟风买了一本，还是精装
版。当时我爹看到拿去翻了一下，也说不行，不要看这种书。
41、特别没劲，我觉得评评莎士比亚曹雪芹还可以，评余秋雨的散文就写几篇博客就完了，居然还出
了一本书。。我还读了。。。不过老余的笔误和差错也是有点多，高中看了同桌大开本语文教材余秋
雨说草地上的午餐是莫奈画的，真·一秒路转黑
42、这书名太有喜感了。。没看完，依旧不喜欢索隐派。
43、好吧。。我错了。。余秋雨的错误竟然如此之多。。我还一直觉的要推荐给初中生看。荐书这种
专业活儿，看来我还是别做了。当初我买余大师的书  俺爹就说  这家伙不行。。。。
44、还是觉得生活中的他可爱至极。
45、2004-第二十七本
46、无聊
47、能将余先生一系列经典文化散文的错误找出来一一纠正集结成书，作者历史功底不得不令人叫绝
，单是挑战文化名人还原历史的这份批评精神，便值得敬佩。和余先生的散文并置齐读，受益匪浅，
感觉奇妙。
48、纠错是个好事，但是没什么好傲娇的，纠错本应该。话说什么时候我还得回去捣鼓捣鼓文言文
了T^T
49、为学之事不可儿戏
50、分是随手打的，关于余秋雨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但还是觉得错误还是可以原谅的⋯梁实
秋就也指出莎士比亚戏剧里也有错误。能放就放，看余秋雨发牢骚总觉得有人在逼他似的。
51、理据服
52、金先生对于学术的研究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余秋雨应当去改正错误并且自省。做学问就要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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