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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秋雨的：敌人》是与余秋雨及众多余秋雨的崇拜者进行真诚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的选集。
它以严谨的态度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记录了与余秋雨先生进行对话的各类事件的始末；它以严肃的
态度，深入探讨余秋雨现象所负载的内涵，并追问它对现在和将来我们的文化现实起到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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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你居然有一错到底的勇气，而且错也要错出理论家的架势来。
 “致仕”便是一例。
其实从论战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是应该避开的。
像这样的词用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呀!而你偏要争这口气。
别人指出了差错，你赶快查找资料，现在又拿出来卖弄，这本身已经有失风度；还要搬出胡适来助阵
，大谈什么“死文字”和“活文字”，真不知让人说什么才好。
其实只要想一想，在现代生活中，有这样用“致仕”的吗?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这个词是可以讨论的
，只是兄表现得过于聪明，明眼人不是已经在说不要和三八二十五的人争论了吗?赵忠祥先生曾发誓要
把“宁馨”进行到底，这我可以理解；秋雨兄要把“致仕”进行到底，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说“面子”》，兄在吃饭之余，不妨随手翻翻。
　　“咬嚼派”任重道远　　关于“咬嚼派”，还想谈几句。
兄如把我归为“咬嚼派”，我一定乐于接受，还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文化吸收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咬嚼的过程，只有经过咬嚼，别人的智慧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营养。
除了咬、嚼，恩格斯还用过一个词：啃。
我想秋雨兄也不会提倡囫囵吞枣吧；在咬嚼的过程中发现石子，那当然要吐出来。
因为是你秋雨兄烧的菜，便要别人把石子也咽下去，而且还声称这是“大补”，与其说是自信，不如
说是自恋。
重视咬嚼、追求善本，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咬嚼精神在鲁迅、郭沫若、邹韬奋、叶圣陶等文化人身上，曾得到生动地体现和鲜明地弘扬。
在当代出版史上，吕叔湘、胡乔木、于光远等人，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的咬嚼实例。
秋雨兄因为被“咬”了一口，便与“咬嚼派”反目成仇，对此我深表遗憾。
其实当我知道兄的著作中有文史差错时，根本没有想到笑话你，相反心头只有自责。
这些书虽不是经我手编的，作为一个出版人，我仍然为此感到汗颜。
要求作者的原稿没有差错，这是不现实的；编校人员在出版过程中不能发现差错，消灭差错，却不能
不说是一种失职。
在此，我愿意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向你表示道歉。
　　在“访谈”中，秋雨兄又一次谈到要招回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我深表赞同，而且我认为“招魂
”的重任非君莫属。
但是“招魂”与“咬嚼”似乎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互补。
记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 “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
”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也是要靠具体的文字来表达的。
一旦雄魂归来，如果文字不过关，试问魂系何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建设，大文化也好，小文化
也好，既需要余秋雨，也需要金文明。
 “招魂派”革命尚未成功， “咬嚼派”同志仍须努力。
秋雨兄在访谈中警告“咬嚼派”不要走得太邪门，这一点似乎不必担心：差错在哪里，咬嚼就到哪里
。
说句开玩笑的话，余秋雨到哪里，金文明就到哪里，如响随声，如影随形。
我想，秋雨兄还不至于走得太邪门吧。
　　相逢一笑泯恩仇　　写到这里，自觉有点离题。
我的本意，是想劝秋雨兄冷静点。
凭兄现在的成就、影响，决不是金文明查出几条差错所能动摇的。
金文明确实动作大了一点，弄得“石破天惊”，还故意挑出一个“逗”字，可谓“宅心不仁”；在金
文明的“挑”、“逗”面前，兄如不说话，那是气度，说一声感谢，更是境界，但没想到的是，兄修
炼这么多年，还是定力不足，一触即发，反唇相讥，而且还惊动了罗竹风先生的在天之灵，似乎也有
失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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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若论和罗竹风先生的关系，我也许比兄更近一点。
当年我曾听罗竹风谈起过金文明，他说这个人还是有学问的。
　　最后，秋雨兄说读金文明的书恐怕没有时间，可以肯定是一句气话，或者说是一种姿态。
实不相瞒，金文明写这本书我不知情，直到现在还没见到书。
我倒希望我们都读一读，并能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
君子和而不同，大家可以坚持“不同”，但应以“和”为贵。
兄返沪时，是否可由我做东，把金文明也找来，在我们都熟悉的“雨花”聚一次?但愿到时相逢一笑、
握手言欢，给当代文坛留一段佳话。
兄是搞过戏剧的，在激烈的冲突之后，理应有一个圆满的收场。
你说是吗?　　上海学者看金文明、余秋雨之争　　□牛二波采编　　“咬嚼”与历史散文　　赵志伟
（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专家）　　我觉得余秋雨的“咬嚼派于无补文化”判断下得太武
断，有失分寸。
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咬文嚼字即其一也。
你可以写你的大散文，别人也可以搞他的“小标点”。
术业有专攻。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没有听说过桐城派作家批评乾嘉学派是没有大文化观的。
　　做游戏就得讲游戏规则。
譬如，你一方面要编历史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却发生了“唐人戴宋冠”之类的常
识性错误。
当有人向你指正时，你却辩解说：这是戏说，不必拘泥于细节，因为“冠”、 “袜”之类是没有多少
文化含量的，重要的是要搞清文化形态。
你说这能服人吗?文史知识不是一件衣服，需要打扮自己时就穿上，不需要就又脱掉它。
　　余先生的散文是以文史见长的，别人当然要求你在文史知识方面没有硬伤。
 《文化苦旅》可以说影响到了整整一代人，我的学生中大部分都读过余先生的大作，他们即将走上教
师岗位。
假如因为文史常识上有“硬伤”，他们教给学生，一代代传下去，难道这与“文化”无关吗?有文史常
识不一定有文化，但有文史常识错误则一定会影响文化。
　　近年来，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写了不少订讹纠错的文章，结果被人讽为“学术警察”、 “文化警
察”，但是吴老乐此不疲，因为他做的事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有关，他说：社会上　　有人称别人的
父亲为“家父”，称自己的父亲为“乃父”，将情书、朋友间通信归入“家书”一类，将悼念朋友之
诗称为“悼亡诗”，说起来看似小事，却恰恰暴露出社会群体文化素质的严重欠缺。
　　如何青年一代文史知识欠缺，有的人在数典忘祖，有的人在郢书燕说。
正有待余先生一类大名家正确引导，正缺少像吴小如先生、金文明先生一类的“文化警察”时时纠谬
匡误。
　　《文化苦旅》在当代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别人的毁誉根本无损余先生的声誉。
假如余先生能“念及童蒙”，那就是两全其美了。
惜乎许多事情一说便俗，再说三说便有损形象了。
　　有一次我同几个大学生谈起余秋雨的散文。
一个学生说“我本来是‘余迷’，几乎买全了他的书。
如今不迷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 “余先生好像什么都懂，又好像一贯正确，　　对这样的人，我只能敬而远
之。
”　　历史题材文学必须尊重历史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　　涉及历史的文
学写作——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等——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前提，这似乎用不着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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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文明“咬嚼”余秋雨新著《笛声何处》历史见证人孙光萱修改补充对余秋雨的质疑与追问曾经
提携过余秋雨的胡锡涛修改重要文章重新披露“文革"中“上海写作组”真相。
　　他选择出走，他选择论争，他选择诉讼，他选择沉默⋯⋯无论是何种方式，他都无法与中国文化
的脐带断绝关系。
　　咬嚼者、批评者、历史真相的探寻者、质疑者，无论是怎样透视“余秋雨现象”，他们都始终坚
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
　　2003年度九大文化热点之一的“金文明余秋雨之争“　　被誉为当年华文文化世界最火爆事件“
余变雨古远清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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