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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内容概要

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ISBN：9787801538574，作者：张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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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作者简介

张港，一九五一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大学中文系毕业，齐齐哈尔市职业学院教师。喜欢读
书、古诗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近千篇。《经典古诗词另类“悦读”》已出版，散文集《俺爱俺家》
也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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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书籍目录

一 点击《文化苦旅》
1 谁说北冰洋有企鹅
2 马儿哟，为什么你不走
3 王道士出洋相
4 石不可塑
5 柳宗元无晚年
6 考古学来不得诗意
7 宇宙“黑洞”不是洞
8 这个逗号少不得
9 “四川平原”，让人为难
10 长城岂是都江堰的“后辈”
⋯⋯
二 点击《山居笔记》
⋯⋯
三 点击《霜冷长河》
⋯⋯
四 点击《千年一叹》
⋯⋯
五 点击《行者无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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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文学艺术创作可以百花齐放，学术观点可以百家争鸣，但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争鸣的。已经定论的
就不能争鸣，事实也不能争鸣。中国到法国的距离，就不用争鸣；什么是“海拔”，这也不用争鸣；
怎么查数，就更不能争鸣了。我要说的，多数是不能争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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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精彩短评

1、不喜欢一个给人挑错又假装好意的⋯⋯
2、这本书见证了身为萝莉的我，对书的盲目。
3、吹毛求疵。无趣。
4、體現了文學中的學術性，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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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精彩书评

1、过去是，有大师欣赏的为大师；现在是，有大众欣赏的为大师。-------题记1。“父子俩以北冰洋
企鹅为话题”（《文化苦旅》自序第二段）这个序不是余秋雨写的，是纽约大学著名教授Bichard
Schechner写的，所以错不能怪在余秋雨身上。不过还是希望有机会转告他北冰洋没有企鹅。企鹅生活
在南极。2.“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风雨天一阁》二）中华民族是中国
各个民族的总称，并不能称为人种。中华民族和人种也是不能用在一起的。3.“仍然想起张岱⋯⋯远
在千里之外的法国⋯⋯”（《夜航船》五）上海到巴黎直线距离至少有一万公里。这个很简单，随便
找张世界地图根据比例尺换算一下就可以了。或者随便找个资料稍微一查便知。张岱是绍兴人，绍兴
和上海相距不是太远，和巴黎的距离和上海也差不了多少。所以余秋雨如果说“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
”完全可以，但是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4.“浩浩荡荡上千人，全是大学生⋯⋯也没见过这么多
文人⋯⋯”（《吴江船》）这里将“大学毕业生”等同于“文人”了，“文人”指“会做诗文的读书
人”（《现代汉语词典》）不知这上千大学生所学专业？毕业于何学校？文人与文化人不同，即使是
最高端的搞科学的，即使是中科院院士，如果不会作文写诗，也称不得文人。就算这些大学毕业生全
是学中文专业，也不能称之为文人。5.“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酒公墓》）外国朋友学汉语
，最难的是量词。汤姆驾车，忽觉动静不对，一定是压着东西了。下午一看，一只兔子，已别压扁。
正学习汉语的汤姆说：“我当是什么，原来是一张兔子。”说出“一张兔子”时，汤姆以为自己量词
的使用而字的，扁的。片状的，就应该用“张”。可是他把这事写出来时，却让老师在“张”上打了
个叉。汤姆这才知道汉语量词的厉害。可以说一家商店、一家工厂、一家医院、一家银行、一家旅馆
，但不能说一家教堂、一家派出所、一家法院、一家部队、一家学校。这个“一家师范学校”也是这
个道理。6.“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该用一二百斤吧⋯⋯”（
《笔墨祭》）簏（lu二声），就是竹制的大篓子。我的数学从小学的就不怎么好。不过100乘以5，应
该是500吧，这我好像没算错。7.“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漂泊者们》其三）二战时候中国在反抗法西斯的侵略，虽然有投降的汉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处
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中国也一直在反抗。而罗马尼亚则不同，它在二战时加入了法西斯阵营，是轴
心国的附属。德国法西斯进入罗马尼亚，没有发生战斗，德国在罗马尼亚期间，也没有遇到大规模的
抵抗，德国人也没有对罗马尼亚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当然了，在罗马尼亚还有一少部分反对德国的游
击部队，但是从整体上不能改变罗马尼亚的轴心国的附属国的事实。就像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发对法西
斯的人，但同样不能改变这两个国家是法西斯的事实。8.“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那个更高
明些呢？”（《一个王朝的背影》二）秦朝时的长城，把原来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北方长城连
接起来，再向东延伸。大约是1万多华里，5000多公里。恩，好像不是余秋雨说的“千里长城”。9.“
王国维⋯⋯在他的书架里⋯⋯《四库全书》⋯⋯”（《一个王朝的背影》五）余秋雨在这里说王国维
的书架上有《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他是清代乾隆年间历经
十五年编纂而成。编《四库全书》用了四千多人，收录的书有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
零四册，总字数达九亿九千七百余万。这么多的书，得多少个书架才放的下？而且当时并不是印刷的
，完全是手抄的，连同底本总共才抄了4部。乾隆考虑存放问题，专门修建了藏书阁，总共建了四个
藏书阁。为的是方便乾隆随时随地调阅。故称内廷四阁。、存放于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专为御览
，别人学问再大也不许看。后来，乾隆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的方便，又命令增抄三部《四库全书》，
并在文化发达，文人荟萃的江浙一带新建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综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
，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合成南三阁。这三阁对文人学子开放，文人学子可以入内阅看，在办理
手续后，还可以把书借出抄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中，文宗阁和扬州阁的全书毁于兵
火。文澜阁的全书也大量失散。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先前说的那四阁中的文源阁的藏书也化为灰
烬。八国联军入北京，剩下的那一部分也损失惨重。因此，王国维想看一看《四库全书》是很困难的
。《四库全书》直到八十年代才有全套文渊阁影印版的出版。（文渊阁也是之前说的那四阁中的一阁
）10.“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流放者的土地》一
）齐齐哈尔原来就叫齐齐哈尔。齐齐哈尔与卜魁不是新称与旧称的关系，而是别称与正名的关系。它
和今天的沈阳以前被叫做盛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做为一个黑龙江人⋯⋯唉，他写关于黑龙江的这篇
文章里面错误太多了。比如有些文化名人并未流放到黑龙江，而是流放到了今天的吉林一带。（比如
洪皓准确的说是流放到了今天的吉林省舒兰市）再比如关于地名、文化、饮食等方方面面。以后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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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

间再写相关的文章吧。这里就不细说了。11.“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流
放者的土地》）桦树皮不用晒。桦树的树皮即使是没被剥离下来，长在树上的时候也是干燥的。桦树
皮极易燃烧。生长在黑龙江农村的我，小时候烧火做饭，经常用桦树皮点火引燃干柴。就算刚下完雨
，只要你抖搂抖搂树皮上的雨滴，基本上拿来就可以点火。桦树皮不同于别的树的树皮。这种树皮可
以一层层的剥下来，可以剥的比纸还薄，只是横向很容易断开。至于写字，这个我小时候淘气做过在
上面用钢笔写过，写上去之后字迹马上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而且我用的是钢笔，至于毛笔⋯⋯12.“《
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流放者的土地》）黑龙江开发较晚，地方史料少之又少，极为
珍贵。余秋雨提到了黑龙江有这本书，于是有专门的学者曾经考证过，不过至今也未发现有这么一本
书。也有可能余秋雨或者他的朋友私人有这本藏书，、希望如果有的话，能拿出来供大家一阅，也算
是为祖国文化做贡献了。13.“请读这些诗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脆弱的都城》二）这句话出自南朝齐梁时让人殷芸写的《殷芸小说》。这句话
看起来好像是诗句，但却不是，而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中所说的那么一句话。14..“岳麓书院存在于世
已经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学府⋯⋯”（《千年庭院》）是不是
世界上“最老”的我不知道，简单的拿与国内的“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比较一下。白鹿洞书院
建立于南唐，南唐亡时是975年。岳麓书院立于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白鹿书院当然早于岳麓书
院。15.“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阅读大地》）这里所说的“当年”，是指基辛格秘密
访华的1971年。可当年的基辛格并没有当上国务卿，仅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又称国家安全顾问
）。在这里如果余秋雨知道这一事实的话，完全可以这么说：“后来美国的国务卿，当时任美国总统
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如果他不知道，那我也没办法了。16.“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
《千年一叹.尾声》）稍微知道点历史只知识的都会知道火烧圆明园的不是八国联军，而是第二次鸦片
战争时候的英法联军。17.“《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
，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那个巨人》）苏东坡的年代《三国演义》还没写出来。你让
他怎么个缅怀法？苏东坡缅怀的是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作者所指的是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这
顶多可以说，他缅怀的是“三国里的马蹄硝烟”，而不能是“《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这让我想
起了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有个人物意味深长的说的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听到他说这句
话，我当时就阵亡了⋯⋯18.“严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时候”（
《恬然隐者》）作者在这里说的是冰岛。但很可惜，冰岛的冬天并不冷，他虽然是高纬度国家，但是
它却受到了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所以它冬天的气温大约在0到零下10摄氏度这一区域内，这比中国的很
多北方地区的冬天都要暖和的多。相当于淮河以北，北京以南一月份的气温。冰岛气候的恶劣不在冬
季，而恰恰在它的夏季，夏季的平均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也就是说冰岛根本没有真正的夏天。19.最
后要举的这个例子，也是最猛的一个，半句话中有五处错误。恩，没错，不是一句话，是半句话。“
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抱愧山西》四）这是一句没说的话
，这是一句只说了上半句而没有说下半句的话，这只是半句话。第一、满蒙友好政策不是从康熙开始
实行的，这是清王朝自始至终的政策。从努尔哈赤（那个时候准确的说还应该称作后金）开始就一直
采取优待、拉拢蒙古族的政策，蒙古在全国各族中，地位是仅次于满族，而高于其他民族，也正因为
此，他们成为了清军入关以及以后诸多战争的重要力量。虽然葛尔丹等少数蒙古部一再反叛，但这不
是蒙古的主流，多数蒙古部落是拥护中央的。第二、“友好”这个词用的不恰当，只有在对等的关系
上才称得上友好，两国之间可以说友好，但中央与地方就不能说关系友好。康熙时代，清王朝与蒙古
的关系是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存在“友好”问题，即使是葛尔丹部，对清王朝也是时判时服，
弱小时就称臣，得隙时就反叛。所以他们也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称不上友好。第三、“停息边陲战
火”的不一个个是康熙，他康熙不是战争的发动者，蒙古葛尔丹部无视全体蒙古利益，欺凌各部蒙古
，多次妄图摆脱中央，清朝不得不发兵征伐，对葛尔丹的战争不是康熙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不是他想
停息就停息的了的。第四、对葛尔丹的历次征战，是完成统一的内部战争，并不能说是“边陲战火”
、而且康熙第一次征葛尔丹的主要战场乌兰布通，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一带，这里离北京已
经很近了。绝对不能说是边陲。第二次征葛尔丹决战战场昭莫多，虽然位于现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东
南30公里，但是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也不算是边陲康熙五十七年到五十九年对葛尔丹的青藏之战，更
不是边陲之战。第五、康熙直到最后也没有使与蒙古的战争“停息”。康熙之后，战争一直在发生。
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平定伊犁河流域之后，对蒙古的大规模战争才算真的结束，对
蒙古的战争才真的停息。对蒙古的战火停息已经是康熙之后三十多年的事了。暂且写这么多吧。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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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打的好累，要不然就再写点了。我这文章大部分内容出自张港的《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
性疏误点击》一书。很多内容都是用自己语言归纳，目的是为了简洁。由此难免带来对书中的原内容
的不能准确的描述。有错误或者不准确之处希望朋友们指正。另外，书的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说：“去
年秋天，我看到了金文明先生《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一书，觉得自己
也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于是，也开始了苦旅》”关于金文明的那本书，我曾经写过文章，有兴趣
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文。不当之处希望指正。另外本文的题记部分也出自张涛
先生在序言中说的两句话，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就在此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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