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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说，他是读余先生文章长大的，实在
不忍心先生注定不朽的文名在此留一遗憾。
余秋雨才华迸发时，不管是写苏东坡、海瑞的
风雨家世，还是写敦煌卷子的流离沧桑，都令
人过目难忘。但是，很遗憾，这篇碑文却几乎
是写钟山的文章里面文心、文思最为贫乏的
一篇。

张生认为，盛世为文一定要千锤百炼。如
今人人衣食足而知文采，普通中小学生作文令
人赞叹，网上写手藏龙卧虎，很多人陪余秋雨趟
过文化苦旅，品过山居随笔，已非吴下阿蒙。强

手环伺，更需要已经成名者慎重落笔。秋雨先
生不能写好此等文章，可以不写，为后人留一块

“飞白”也是功德。反复表白有没有收取报酬，
反而落俗了。

张生指出，不管有再大的文名，一定要谦
虚。所谓“满纸风云”、“烟霞满纸”之类，本属别
人的夸赞之词，但赞叹从别人嘴里出来是甜美
的，从自己嘴里出来，就令人莫名惊诧了。“方落
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看到余先生文中
末尾有这样的句子，张生说：“我一定要对余先
生说，这是您文章中最差的一篇！”

余秋雨“钟山碑文”

华夏大地，美景无数，却有寥寥几处，
深嵌历史而风光惊人。其中之一，在南
京钟山之麓。此地山雄水碧，古迹连绵，
徜徉其间，步步皆是六朝熏风，南唐遗
韵；隐隐可见大明王气，伟人身影。每当
清秋时节，重重悲欢归于枫叶，滔滔故事
凝于静穆。山岚夕阳，明月林禽，真可谓
中国文化之最高诗境也。

钟山风景，美则美矣，无奈龙虎际
会，风雨苍黄，历尽浩劫，日渐颓芜。所
幸得逢盛世，重新打点江山，南京人民于
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
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新
建栈道，呼集物种，辟出诸多公园，重修
两大陵墓，一时气象万千，如画卷新展，
岭苑初洗，经典再现。金陵古城，自此更
可俯仰岁月，迎迓远近；中华文明，由此
增一聚气之谷，读解之门。主事者命余
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

余秋雨 己丑秋 文并书

余秋雨“钟山碑文”遭炮轰——

“文思贫乏 令人作呕”

提到余秋雨写的“钟山碑文”，与余氏有过
“论战”的上海《咬文嚼字》编委、沪上著名编辑
金文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余秋雨的这篇

‘作文’，勉强算是及格！”金文明认为，余秋雨的
这篇碑文实在配不上钟山的万千气象，相反给
人“酸溜溜”的感觉。

金文明著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
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等书，公开指出了余
秋雨文章中的文史差错。金文明说，他拿到了

“钟山碑文”的复印件，通读几遍后的总体感觉
是：“文白相杂，半文不白！”金文明说，“余大师”

写碑文，索性要么全用古文，要么全用白话文，
“这些不文不白的句子，算什么东西啊！只要有
点古文功底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的碑文，一个
晚清的私塾先生写的碑文恐怕都会比这个好。”

文中一些具体的用词也让金文明感到不舒
服。“新建栈道，呼集物种，辟出诸多公园”中的

“呼集”又作何解释？物种又怎能“呼集”？金文
明说：“压根就是不通嘛！”

记者问金文明：“如果您是一名大学语文老
师，这是一篇学生习作，您打多少分？”“60分到
70分之间，勉强算是及格！”金文明答道。

【现身说法】
中山陵园管理局官员：

“给了钱的”，但没透露具体数额
南京文人学者云集，为何偏偏要请余秋雨

作此碑文？据中山陵园管理局官员披露，关于
“钟山碑文”，他们最初也找了当地的学者起草，
甚至组织管理局内部员工撰写，“但都不满
意”。后来，“管理局领导提出请余秋雨撰写”，
认为一来因为余秋雨名气大，另外余秋雨多次
来过钟山景区，了解钟山。于是，管理局在今年
6月份派人专程赴上海，把钟山风景区背景资
料送给余秋雨，余秋雨不仅“一口答应”，而且

“很高兴”。后来，中山陵园管理局对余秋雨的
碑文赞赏有加。至于是否因此付给余秋雨报
酬，该管理局官员肯定地表示“给了钱的”，但拒
绝透露具体数额。

余秋雨：

“花了心思写的，是我的心声”
报道称，余秋雨在接受南京的媒体采访时

表示，“这个碑文是我的真实心声。”他说，这个
碑文是自己起草、自己书写，压力很大，是认真
想了很久才写的。“我给很多地方题过碑，但字
数都很少，字数很多的大碑文只有两个地方，一
个是法门寺，一个就是中山陵了。这个碑文有两
段，几百字，真的是花了心思写的。”余秋雨还说，
写碑文的心得就是，对历史要有了解，要选择最
重要的来写，既要小中见大，又要大中有小。

【有此一说】
余秋雨《望海楼新记》成笑柄

让范仲淹、欧阳修玩了“穿越”
据金文明透露，两三年前，余秋雨为江苏泰

州名胜望海楼作《望海楼新记》，里面提到，泰州
望海楼初建于南宋绍定二年，又云范仲淹、欧阳
修等人曾经登临此楼，很快就被传为笑柄。范
仲淹、欧阳修乃北宋人士，望海楼初建时，这两
位已经作古多年，难不成坐了机器猫的时光机

“前进”到了南宋？余氏的《望海楼新记》因此被
一些网友嘲笑为“超现实之作”。 综合

日前在南京中山陵梅花谷揭幕的由余秋雨撰写的钟山风景区碑文
接连遭到学者与网民的猛烈炮轰，被批为“紫金山最令人作呕的一景”。

据悉，在一块自安徽运到钟山的长12米、高4.8米、厚1.6米，重达
136吨的天然巨石上，用金字阴刻着余秋雨撰写并以行书写成的碑
文。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余秋雨的钟山碑文，刻在石头
上，但我希望周围杂草速生，藤蔓疯长，将其遮盖；如果石质疏松，不
久崩解，更是喜出望外。”

“余先生，这是您文章中最差的一篇”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

《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60分到70分之间，勉强及格”

余秋雨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