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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立言

从大字本古籍说儒家命运

□安立志

上世纪 80 年代末，济南英雄
山文化市场初兴，闲逛之时，有了
意外收获，竟然买到几册“大字本”
的古籍。“大字本”是 1 9 7 2 年至
1975 年按毛泽东同志的要求校点
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嗜书如命的
毛泽东，晚年患有眼疾，看书多有
不便，于是“有关方面”根据其指示
专门印制了这些版本特殊的新版

“古籍”。据称，这类“大字本”印数
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
有五至七份。这些“内幕”是以后从
网上看到的，当时并不知道。书买
来之后，如同其他书籍一样，就沉
睡在书橱之中了。

闲来无事，忽然翻到这些“宝
贝”，竟然眼睛一亮。我所买到的这
批“大字本”，印刷时间约在 1974 年
上半年，其中包括后汉王充《论衡》

中的《问孔》、《刺孟》，《韩非子》的
《忠孝》、《孤愤》、《说疑》、《说难》，以
及《荀子》的《性恶》和《商君书·画
策》。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都属于

“法家”著作，毛泽东要求印制这批
材料，主要是为了指导当时的“批林
批孔”和“崇法批儒”运动的。

《问孔》与《刺孟》是《论衡》中两
篇独立文章，而《论衡》是王充的主
要著作。他对《论衡》的著述宗旨曾
作过自我介绍：“《诗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
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
文篇》）

所谓“疾虚妄”，是指“订其真
伪，辨其实虚”。他认为，“虚妄之语
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
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
用。”（《对作》）由此可见，《问孔》

《刺孟》只是王充针对他认为的孔
孟学说中的“虚幻”与“华文”进行

的学术批评。他经过对孔孟学说的
深入研究，在《问孔》篇中，质疑孔子
凡 17 事，在《刺孟》篇中，驳论孟子
凡 10 事，都是针对孔孟的思维盲
点、逻辑误区、概念错乱、行文语病
以致前后抵牾、自相矛盾、大而不当
等毛病，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逐一
诘问之、驳难之，而且针锋相对，论
辩尖锐。当然，他对孔孟的质疑、问
难，还是严格遵守学术论辩的基本
规范的，并不是简单的“怀疑一切”、

“否定一切”，其目的只在冲破神化
孔丘、迷信儒教的学术氛围，真正将
其从香烟缭绕的古庙冷殿，还原到
人间大地。这在“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汉代，已是石破天惊。

《问孔》《刺孟》问世之后，因其
议论“违诡于俗”、“不类前人”，不
仅在当时就遭到一些腐儒迂士的
种种非难，甚至在 1700 多年后的
清代，《四库全书》仍指责王充，

“《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
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

近代以降，海门大开，世风大
变，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洗礼，对于孔儒学说连带“问孔”

“刺孟”的作者，在评价上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
赞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
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
有所发摘，不避上圣。仅得一人焉，
可以振耻。”（《检论·学变》）陈毅元
帅当年走马山东战场，也曾赋诗赞
扬王充：“早年颇爱王充书，问孔刺
孟气象殊。此日摩挲重读遍，青灯
有味忆当初。”（《读<论衡>》）至于

“批林批孔”期间，王充的《问孔》
《刺孟》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且印
成“大字本”，呈上革命领袖的案
头，此事如何评说，反倒颇费周章。
由此可见，孔孟学说在中国历史上
并非始终居于尊崇地位，从先秦时

期孔孟学说的创立到秦始皇的“焚
书坑儒”，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北
洋军阀时代的祭孔复古到“文革”
期间的批林批孔，直到今天的孔子
学院走向世界，孔孟学说的历史命
运何止三起三落？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上影
响最大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果仅从
文化角度来认识，无论推崇、辩护还
是质疑、问难都是正常的。在 21 世
纪的今天，如果仍将孔子奉为“万世
师表”、“至圣先师”，显然有倒行逆
施、南辕北辙之嫌；反之，如果无视
儒家文化与孔孟思想的内在文化价
值，“粪土孔孟”，“骂尽诸儒”，以示
某人如何革命与进步，当然也有数
典忘祖、割裂历史之讥。“文革”十
年，孔子也好，王充也罢，这些已经
死去千年的思想家，都曾沦为“政治
运动”的工具，可悲也夫！

《问孔》《刺孟》只是王充针对他认为的孔孟学说中的“虚幻”与“华文”进行的学术批评。其目的只在冲破神化孔丘丘、迷
信儒教的学术氛围，真正将其从香烟缭绕的古庙冷殿，还原到人间大地。这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已是石石破天惊。

■身边的传统

儿子教我

“弟子规”

□李欣

那天晚上，我因为工作的原
因而心情郁闷，做完作业的儿子
察言观色，极力地为我讲笑话，
想把我哄高兴了。他越是给我讲
一些他觉得好笑的故事我越是
心烦，最后竟然忍不住把他数落
了一番。儿子一声不吭地听我唠
叨完，然后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他
的房间，关上了门。

好久之后，等我冷静下来，
我才猛醒到我是多么冷酷地伤
害了我的儿子。于是我轻声地敲
他的门，儿子开门，迎接我的，还
是他那张可爱的笑模样。我把他
搂进怀里，请他原谅妈妈。儿子
仰起小脸，一脸郑重地说：“父母
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妈
妈，你说什么孩子都应该认真地
听着，就是训斥，也要顺从地接
受。”我不禁愕然，我知道他们对

《弟子规》有所接触，但没想到一
个十岁的孩子竟能将此细致地
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而我，理
所当然地成了受益者。

从那以后，闲暇时间我和儿
子成了弟子规的忠实读者。我们
母子俩依偎在一起，听儿子那稚
嫩的声音为我逐条朗读解释，那
种享受，真的是美好至极。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
孝方贤。这句话的意思是父母亲
喜欢我，做到孝顺并不难；如果
父母亲不喜欢我，我还能用心尽
孝，那才是难能可贵的……”听
着儿子的话语，我的脑海中浮现
出了我的父母双亲。上次回家度
假，因为他们对于妹妹的偏袒而
使我大为不满，回来后几个月的
时间也没有给他们打个电话。儿
子的讲解令我汗颜，我不由自主
地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烂记于
心却刻意不打的号码……

生活处处是课堂。把节奏放
慢一些，用心倾听和体会，在传
统文化的花园里，你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下期话题】

“年”该怎么过？

【话题缘起】龙年春节就要到了。现在日子越过越好，好多人却越来越觉得过年没意思了；还有

人因为过年期间频繁的亲友聚餐、礼尚往来不堪其苦，讨厌过年甚至怕过年。您认为传统的新春佳

节该怎么过？哪些过年的传统习俗是您喜欢的，哪些是您不喜欢的？登录微博齐鲁，谈谈中国的大年

该怎么过才更充实更喜庆，更能体现时代与传统的结合。

■作家说戏

想起了《都愿意》

□刘玉堂

前段时间，我独自在小路
上漫步，竟无来由地想起了两
出地方戏，一是小吕剧《都愿
意》，二是莱芜梆子《三定桩》。
为什么会想起它们？人的思维
应该与季节、时令或气候都有
关的。一下雪，有点冬天的味道
了，你会想起农村里面应该是
冬闲的日子，差不多就会排演
几出小戏，待过年的时候演上
一演。其他季节，一般也不会想
起什么地方戏。我还没听说热
乎啦的三伏天里，有谁一边摇
着扇子，一边想看《小借年》的。

我第一次看《都愿意》和
《三定桩》，是在东北当兵的时
候。春节过后，辽宁的营口市吕
剧团来部队慰问演出，就演了
这两出小戏。那时东北部队的
山东兵居多，吕剧的伴奏一响，
还没等演员出场，下面的掌声
就响起来了。待演员一上台，山
东话一说，小吕剧一唱，将山东
兵们的思乡情一勾，那掌声更
是震天价响，有的还一边鼓掌，
一边热泪盈眶。整个演出过程
中，掌声、笑声始终不断。此前
我还没见过哪一场慰问演出有
如此火爆的场面。

我曾问过辽宁籍的战友：
怎么你们这里也有吕剧团呀？
他告诉我说，东北的山东人多，
故而吕剧在这里非常普及，光

辽宁就有地县级三个吕剧团，
可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带过来
的吧！作为山东人，竟生出些许
自豪感。

小吕剧《都愿意》，说的是破
私立公的故事。情节大概是这
样：鲁北的一个小山村里因修建
渡槽，急需木材，村长想到自己
家为儿子盖房的木料正好应急，
但老伴儿一心想盖新房娶媳妇，
老两口在公与私的焦点上发生
了矛盾。这事让亲家知道后，经
过一番劝说，最后都愿意暂不盖
房，推迟婚期，将木料让给村里
修渡槽。村长的老伴儿上来唱
道：“黄河水甜又甜，鲁北稻改谱
新篇。公社化带来好光景，今年
准是个丰收年。俺儿子麦后要把
喜事办，砖瓦木料都准备全。急
等开工盖新房，可老头子家里的
活他不管，吃罢了饭就一溜烟，
他一心用在队里边。盖不起新房
我犯了难……”她这个“吃罢了
饭就一溜烟”一唱，自然就引起
了一阵哄笑声。我旁边的一位四
川兵闹不清“一溜烟”是怎么个
概念，说是抽个烟有啥子好笑的
嘛。我跟他说，这个一溜烟不是
抽烟，而是抬起屁股就跑了、窜
了的意思，他就说，嗯，这个吕剧
还就得山东人听才够味，就像四
川人喜欢听川剧一样。

里面还有两句唱词挺好玩
儿，叫“知道不对就好办，就怕
是私字迷住了你的眼。”唱的时

候，第一句须念，第二句才唱。那
次演出过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
不时地就有人来上这么一句，听
上去还有点小幽默。唱那玩意儿
容易上瘾，没事儿的时候，隔一
会儿就想来两句。多年之后，我
从部队转了业，一次参加一个电
视剧创作座谈会，会议间隙，我
照例地隔一会儿就来一句，“知
道不对就好办……”不想旁边一
老兄面呈不悦之色，余甚奇怪，
莫非是笑我不够稳重吗？一朋友
遂向我介绍，此公即是《都愿意》
的作者，他不悦，乃是怀疑你一
遍遍地唱起来没完儿，有讽刺之
意也。余赶紧向那老兄解释，只
是喜欢耳，并无他意，一个剧作
家，能有几句戏词让人念念不
忘，已是大幸矣，怕的是写一辈
子戏，人家一句也记不住。那老
兄始才眉开眼笑地与我握手言
欢，说一番我的小说也挺好玩儿
之类的话——— 哦，他叫王文田。

《三定桩》，也是一个破私
立公的故事。说的是铁路修进
沂蒙山，陈大爷陪着测量队寻
找最佳途径，将木桩钉在了自
家门口，并劝说老伴搬迁之时，
绝不给国家添半点麻烦。富裕
中农金旺想让铁路修在西线，
经过他家，以便乘机讲条件，发
点财。为达到目的，金旺妻对陈
大娘进行挑拨，陈大娘听信其
言，反悔不搬了。陈大爷耐心教
育老伴，同时揭发了金旺想乘

搬迁之机，大捞一把的错误思
想，从而使搬迁和筑路工作得
以顺利进行。

我后来知道《三定桩》的原
创是莱芜梆子，但那次我听的
是吕剧，估计是他们自己谱曲
改编的折子戏。

说到这两出小戏，作为一
个戏迷，就有两点小感想：一是
地方戏的吕剧，千万不要轻视
小戏的创作和演出，而去贪大
求全或求洋，这是吕剧的起源
与特质决定的。你用吕剧演三
国戏，演杨家将，是小马拉大
车，费力不讨好；演《哈姆雷
特》，更是不伦不类。二是破私
立公的故事永远不会过时。有
人说，《都愿意》是公社化吃大
锅饭时候的戏，如今市场经济
了，再演那个不合时宜了。我则
认为，如同看《贵妃醉酒》，不会
盲目崇尚，去玩性苦闷或性压
抑而耍酒疯，并因此学坏了一
样，也不会有谁看了《都愿意》，
而再去吃大锅饭，并进而破坏
市场经济或精神文明的。

前不久的一次小型座谈会
上，我在说起地域文化的时候，
又提到这个《都愿意》。在座的
作家、教授苏葵女士笑了，说是
你知道这个《都愿意》是谁作曲
的吗？就是家父！我也喜欢那两
句，“知道不对就好办，就怕是
私字迷住了你的眼”。她说着，
唱起来了———

作为地方戏的吕剧，千万不要轻视小戏的创作和演出，而去贪大求全或求
洋，这是吕剧的起源与特质决定的。


	A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