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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银科 美编：马秀霞 组版：颜莉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A05关注

是“是人”不是“斯人”
群体记忆出现偏差？

知乎上一则《出大事了，我们
这个时空的时间线似乎被人动
了！》的帖子，最近在网络上引起了
热议。发帖人“采臣老书生”说自己
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学的是“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当时课上我还
联想到‘李斯’可能就是这个‘斯
人’”？然后他又去问了家人，自己
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同学……这
些人的记忆中都是“斯人”！

然而，当“采臣老书生”去找
了他所有能找到的教材之后发
现，这些课本上清一色都是“是
人”。他甚至还找到了两本古书，
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以及明
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但上面
印的也都是“是人”。

此帖一出，网友也蒙了，帖子
底下的留言区里，大多数网友都
坚定地认为自己当年背的是“斯
人”，甚至有网友表示绝无可能是

“是人”。
但网友“刘麟”考据了多个

《孟子集注》版本之后发现均印的
是“是人”。包括清代补刻十三经

《孟子》里，也刻的是“是人”。还有
网友晒出《四书章句集注》，里面
写的也是“是人”。

虽然教科书上印的都是“是
人”，但记者搜了一下网络发现，
输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实际上搜出来的却是“故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包括百度百科、
百度文库以及某教学网站也都显
示为“斯人”。

古代文献中两种写法都有
现代教材中一般是“是人”

专门从事《孟子》学史和《孟
子》传本研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
副教授王耐刚，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非常肯定地表示，从版本校勘
的角度来说，应为“是人”。有意思
的是，当这位王教授对周围的亲人
和学生展开了一次调查后，也惊讶
地发现，即便是中文系的博士生，
也有半数人认为是“斯人”。

记者联系到了曾获第十八届
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的西南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巴蜀
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
教授。

汪启明表示：“现代教材一般
用‘是’，但也有不少读物用‘斯’。
在古代文献中，这两个字都有。普

通读者不用太计较，只要不影响
准确交流即可。这两个字是同一
个意思。如果非要弄明白哪一个
朝代多用哪一个字，哪一本书用
哪一个字，需要一个一个考证。哪
个字更普遍更早，相关学者可以
做专门研究。”

那么孟子本人用的是哪个版
本，现在是否能查到？汪启明说，

“能查，但不绝对可靠。因为唐代
发明雕版印刷以前，文献都是手
写，抄的过程中仓促之间会出现
不同的版本，古代没有现代意义
上的定版。”

有人提到，“说服”，古代念四
声，但现代人多念一声。后来修改
词典，就把现代人多念一声收入
了。对此说法，汪教授表示：“我没
去查现在字典收没收现代人普遍
用的‘说’的一声，但我个人认为应
该收。约定俗成的用词、读音，范围
如果足够大，是可以被吸收进字典
的。有的读音或者用法昙花一现，
就不吸收。字典要尽快反映最新生
活动态，这也是字典到了一定时
间需要修订的原因。收不收入新
的说法，要以约定俗成为字典编
纂或者修订的基本原则。”

汪启明还提到，扬雄的扬在
清代以前都是写作“杨”。清代学
者戴震详细考据后，被学术界已
经公认是“扬”。现在的正式出版
物都是写“扬雄”，但如果引用清
代以前的文献，就是“杨雄”。

对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
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现任四
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四
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
长、《巴蜀全书》总纂、《儒藏》主编
的舒大刚也提到，文献中两种写
法都有，查过文献资料后初步发
现“是”较多。

受到影视作品影响大
周星驰电影中曾出现

10月26日，记者从人民教育
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部获悉，该
出版社从1961年收录孟子的《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课文以来，历
套教材文章一直是“故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也”，从未有过“故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不过“斯”和

“是”两个字，都表示“这”的意思。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

辑部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他们
也查阅了众多古籍，查阅的结果
也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对于为何一些网友出现“斯人”的
群体记忆，编辑部工作人员表示，
这确实不清楚。

华东师大附属进华中学语文
教师孙旭东，拥有30多年从教经
验，在他的教育生涯中，教了一批
又一批学生学习这篇课文，无论
教材怎样变化，一直都是“是人”。

明明所有语文教材上都是
“是人”，为何网友们如今会记成
“斯人”？孙旭东认为，很有可能是
网友阅读的书籍，因为编写者不
够严谨的原因，把“是人”误写成
了“斯人”。从背诵经典的角度来
说，“斯人”更为朗朗上口，就有可
能产生了记忆偏差。

另外，这与许多影视作品以
及流行文化、文学有关系。早在
1992年，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
儿》里就曾经出现过“斯人”，而在

《少年包青天》《甄嬛传》《天外飞
仙》等热门影视作品中也出现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表述。而
且针对“斯人”和“是人”的对错，
2009年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讨论一次，已经成为一个时常被
讨论的话题。

值得提醒的是，如果在考试
中出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则必须按照“是人”。在孙旭东看
来，阅读理解经典在于原汁原
味，虽然意思是相同的，但要理
解孟子所处的时代和语言环境，
就必须按照古籍。从某种意义上
而言，大家的考证和讨论，也是
为了以正视听。

综合上游新闻、封面新闻、新
闻晨报等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10月26日，这一话题吵上了热搜第一。原来，有网友发文称，其记忆中早年学的是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却发现现在的课本成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而不少网友也跟帖表示，自己学的也也是“斯人”，不知为何变成了“是人”。

有媒体向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部询问，获悉该出版社从1961年收录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课文以来，历套教材文章一直是“故天将
降大任于是人也”，不过“斯”和“是”两个字，都表示“这”的意思。

▲人教社196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

书和《四库全书-孟子注疏》中，用

的都是“是人”。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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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多从原典寻找证据，避免出现“曼德拉效应”

真相水落石出了，那为什么众多网友还言
之凿凿地认定他们学的是“斯人”，乃至认为

“记忆被更改了”？为什么群体记忆会出现这样
的偏差？

心理学上有一种“曼德拉效应”，用来描
述人们的记忆与实际的记录不一致的现象。
从传播角度看，个体的错误在传播中互相影
响，最终便集合成了大众的谬误。此外，还有
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此前《爱我中华》的歌
词“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但很多人却
认为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再如

《三国演义》中杨修的原话“食之无肉，弃之
有味”，但很多人却记为“食之无味，弃之可
惜”……可见，类似规模性的群体记忆偏差
的例子并不少见。

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争议屡上热
搜，甚至让一些原本认为“是人”的用户也倾
向于“斯人”，这也是新媒体时代放大了这种

“曼德拉效应”。如果秉持某种记忆的人数足

够多，也会造成一种集体上的相互影响和从
众效应。

不可否认，社会文化、文艺作品对群体记
忆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作为一种励志名言，时常出现于演讲、书籍
和影视剧中，但这些场合使用的是“斯人”还是

“是人”，在表意相同的前提下，公众的印象就
很可能出现某种“错乱”。另一个鲜活的例子，
是《神雕侠侣》中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
生死相许”，这句话几乎人人皆知，但实际原句
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原词为“问世
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并没有“人”字，
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原词。

这也提醒我们，在公共传播和大众文艺作
品中，应尽量使用贴合原句、尊重原文的版本。
否则，很可能导致以讹传讹，造成群体记忆偏
差。公众在参与此类事件的讨论时，也不妨更
审慎一点，多从原典寻找证据，避免出现“曼德
拉效应”。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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