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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前言

　　余秋雨先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名噪一时的散文家，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
关于他的话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十几年，你就是想消停一会，余先生也不让。原因在于，比起
别的散文作家来，余秋雨更是一位演员，他有时候是正生，有时候是花旦，有时候是武花脸，更多的
时候是丑角，看需要。他以读者为观众，以大地为舞台，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他永远都想把公众的
眼球吸引到自己身上。许多话题，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绝大多数是他有意造成的。自打1992年他的第
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问世，对他的各种批评就产生了。随着《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
年一叹》、《行者无疆》几本集子的出版，更由于他的一系列表演，迎来了八方看客。始则好评如潮
，继而争议如山，而终于恶评如海。在收获鲜花、掌声与巨额稿费的同时，他也收获了如山如海的责
骂。等到他的大作，号称“记忆文学”、实为自传的《借我一生》上演，剧场里不但掌声稀稀落落，
而且嘘声四起，观众走掉了一大半。许多人发誓说：“从此再也不看余秋雨！”而年轻人则把“告别
余秋雨”作为自己“走向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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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内容概要

《问教余秋雨》主要内容简介：吴拯修先生浙大数学系毕业，以退休经贸局长之身，拍案杀入文坛，
职业问教余秋雨，文惊南北文坛，吴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筚路蓝缕6年，一举成就《问教余秋
雨》，创造了一个退休局长“出家”为文的文化奇迹。上编《伪者无疆》，是作者对余秋雨“含泪门
”“诈捐门”“碑文门” 等，破门而入的犀利幽默评说，为作者近年揭“谎”打假之辑录。下编《“
苦”旅一生》，是作者披荆斩棘全面解构余秋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专辑。作者闲庭信步，庖丁
解牛，嬉笑间，余秋雨精心打造的记忆文学神话，墙倒屋塌，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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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作者简介

吴拯修：男，民国三十三年生。祖籍徽州，出生于浙江江山。曾求学于浙江大学，毕业于文革，谋生
于金华，现退休。在改革浪潮中，曾混迹于官场，充任处级小吏。早年学数学，毕业后到矿山当工人
。做过教师，工程师、科长、厂长、局长，市国际商会会长，有限公司董事长，都是糊口的。真正爱
好的是文学，退休以后才有时间玩一玩它，不过是用来糊日子的。曾研究余秋雨作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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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书籍目录

序言　对大师余秋雨的绝妙剖析自序　最严重的文化痼疾上编　伪者无疆——秋雨何处不“君子”　
第一辑　吓人的文化等级　　影影绰绰的大师　　扯起王元化的大旗　　饮水思源说解禁　　“充胖
”的等级　　破例的文化幻觉　　看大师如何锻炼钩距　第二辑　假摔的魅力　　“三合一”的祖宗
　　谢晋毕竟谁人后　　看余秋雨给青年学生糨糊灌顶　　因阅读而不安　　请《读者》不要误导读
者　第三辑　“含泪"的捐款　　什么叫“已经”　　去年丢失的那只羊　　我是大师我怕谁　　四条
汉子“古余肖沙”　　色厉内荏的“武士”　　要紧的是诚信　　公益慈善应该和产品完全分开　　
四十年前的话语系统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长戚戚的“君子”　⋯⋯下编　“苦”旅一生——
破译《借我一生》的撒“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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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章节摘录

　　余不姓余，干余何事？余阶是否余秋雨的祖宗，小事一桩，与我们一分钱的关系都没得。但他随
口叭嗒，把祖宗口到擒来，实有戏弄读者之嫌。连祖宗的名字都要说错，此所谓数典忘祖，不仅彰显
大师治学粗疏，而且反映了一个人的文品，乃至人品。写到这里，想起一个古人的故事：北宋名将狄
青出身农家，祖上并没有高官显宦的经历。即使成为名将以后，他也从未隐讳过自己贫寒的家世。狄
青晚年担任枢密使后，有一天，一人自称狄仁杰的后代突然造访，进献狄仁杰的画像和任职诰命，建
议他追认狄仁杰为远祖。狄仁杰是唐代名相，还曾麾兵追击过突厥军队，无论政绩，还是战功，都是
名垂青史的。这位狄梁公是太原人，出生于山西汾河的狄青倒也攀得上同乡。在那位狄梁公后裔看来
，这也足以为狄青的英名和武功生辉增色。但狄青却断然谢绝：“我出身农家，自少当兵，不过是一
时遭际而位至枢密，岂敢自附梁公？”说着，奉还了原物，馈赠了礼物，将那人打发走了。对那种攀
龙附凤的陋习，这位名将打心底里是厌恶、鄙夷的。　　狄青鄙夷的这种攀龙附凤的陋习，余秋雨先
生并不是偶一为之。秋雨姓余，本不姓毛，但他绕着弯子，拿祖母说事：“毛泽东的祖辈也是从浙东
到湖南去的”，“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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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精彩短评

1、一位业余的同志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和经历去挑战名人,不容易,而且,书中内容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2、事实证明，余大师才是真正的时代弄潮儿~吾等皆乃卢瑟阿~~
3、很明显作者不是专业的做学问的。但是思路还是很活跃的
4、余被批得体无完肤，若不出来说明真相，则就真成臭狗屎了。
5、作者吴拯修先生不是文艺圈内人，能够写这本书，难能可贵。他在取材、论证上都下了苦功，他
与余秋雨不存在个人恩怨和利益关系，所以比较客观。确实，作者的一个个题目，一篇篇辨析，非常
具有语言的魅力，用语幽默，妙趣横生。本人特别推荐读一读该书下篇（《“苦”旅一生》）中一节
《一个诡异的高考传奇》。
6、文史错谬天下第一，话语霸权天下第一，自我神化天下第一，编造历史天下第一!天才啊！
7、一定要破解余秋雨崇拜，其实他水平不高，治学不严谨，也没有学者风范，文笔的华丽难以掩饰
功力的浅薄。但是值得作为反面教材引以为戒。
8、同样是读书，看看此书的作者能不惧名头、去伪存真、认真研究，我实在佩服，看过此书，扔掉
所有余秋雨的作品，感谢本书让我们认清了余秋雨这个大骗子。
9、昨夜，我用十多个小时一气看完吴拯修先生所写的《问教余秋雨》一书，对余秋雨我一向非常反
感，早年因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近年因余秋雨在电视上小丑般的表演，就更对此人不
屑，我家藏书几千卷，但我从不收余秋雨所出的一本，但却买了余杰所写的几本，如《火与冰：一个
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铁屋中的呐喊》，《香草山》，因当时出版“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系列，
我又买了孔庆东的《空山疯语》和摩罗的《耻辱者手记》等，对于有思想启发性的书我一般比较喜欢
看，但作为自称大师的余秋雨在我心目中怎么样都不能与文化联在一起，他只能算是一个靠舞文弄墨
混饭吃的家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文痞。他所出的书我一本都无看过，所以我也没有发表评论他所出
的书水平如何劣质的利权，但是并不代表我不能从其他作者对余秋雨评论与解构中所得到的结论。作
为当年上戏的校长，余秋雨用半个多世纪所修炼的演技向他学生作了最好的言传身教，也让他的学生
受到最现实的无耻而又虚伪的道德教唆，谎话连篇的余大炮将说谎当成艺术，臭名昭著的（石一歌）
将劣迹当成荣耀，泼皮无赖的余大师将骂街当成快感，余秋雨是中国文人中的败类。

    “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编戏的是骗子。”（《问教》242页）余秋雨就是骗子和疯子，他
身兼自骗自导自演三职，而且用伪劣商品向青少年男女大肆抛售，而他将我们国人当傻瓜一样戏弄还
洋洋得意，这些掺杂了不知多少**的东西能在中国大地横行就是一种悲哀。这个不知用多少钱买来（
上海某官方册封）的大师自欺欺人的自吹是出名的，古与孔圣人并列，近与鲁斗士并排。上骗小女人
鲁豫，下欺大无畏青年，“对真实的活蹦乱跳的捏造，对读者的肆无忌惮的欺骗”，（174页）‘余因
为经常拼命把自己的老脸往肿里打’——只为打肿冲胀气，所以脸皮变成僵化颜厚；“颜厚的原因是
不识羞耻，此所谓厚颜无耻”。狡辩和骂街，余是老本行，扮演和伪装，是余的专长。商界首骗牟其
中，那么文坛呢，首骗应当说归他莫属了。“低俗的话语源于低俗的思想，低俗的思想源于低劣的人
品”（61页）一个如此低劣的人在中国文坛却有其生存的空间，那么这个坛的崩塌还远吗？这个圣坛
迟早都变成粪坑。坊间戏言：“看秋雨自吹，还不如看中超？”哎，将中超与秋雨相提并论，中超也
变成人弃之物，可悲！

    《问教余秋雨》一书我认为最有价值并不是评论“余大师”，因为这个“问”是质问，是疑问，这
个“教”是教训，是教导，对余秋雨此人不管问与教，他是不会理睬的。我是从书中又一次重新审理
三十多年前那一段惊心动魄而又痛定思痛的“文革”历史，而那段历史却是中国人民痛心疾首的苦涩
历史，书中还原了很多上海滩的笔墨之战，也记下很多当年风靡一时的男男女女怎样玩弄大众。

    向余秋雨和那些雨粉再送上于光远老人的话“再批评余秋雨，会降低自己的身份”。余秋雨，你出
的书只能浪费纸张，你讲的话只能增加噪音，你的表演只当小丑蹭台。劝你一句：算吧，见好就收，
见不妙更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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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2011年3月18日

                                                   文轩书苑

10、内容是喜欢的，就是书没加书套，有点脏
11、个人觉得不太靠谱的一本书
12、从这本书上看此书作者的吹毛求疵。
13、总算看完这本书了，看完了让我认清了“余大师”的真面目，“余秋雨”的伟大形象原来是这样
垃圾，感觉年轻时的仰慕崇拜好痴呆！
14、对于书中具体的内容，我没有去考证过，这样似乎不太应该，对于余秋雨教授的文章内容印象也
被覆盖了，感觉自己所认知的世界没有真理了，一切都随时会被颠覆，可能知识可贵吧，注定无法轻
易获得！
15、本觉得 余孽未除 文学未已 太过愤世嫉俗 只是这本书确实颠覆我对余秋雨的印象
16、全书都在黑余秋雨啊
17、一位从事20多年的行政干部，晚年靠问教余秋雨出点小名，内容挺好玩，但文笔不咋地。
18、听听批评的声音，对余的文章能有更好的认识。
19、我只想说体无完肤。看了一些，不想再看。
20、把余大师的画皮扒光扒净！而且吴先生妙语如珠，读着格外痛快。
21、本来是想买关于余秋雨同志的书，结果买成了批斗余秋雨的书，真是。。。大概扫了扫，本身来
说我并不喜欢说人是非的书，我也不能说这本书就多么不好，个人喜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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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章节试读

1、《问教余秋雨》的笔记-余秋雨

        随笔散文式的批评专集。对如日中天的文化商人、文化明星、畅销作家在文史错误、话语霸权、
自我神化、编造历史等方面，给予了揭露和嘲讽。
通过书中的证据论证，我们了解了当时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基本可以认同作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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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教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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