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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七十三、八十四”，中国历史上最大谎言

□陈中华 郭茂英

话题是这样引出的：年底朋
友小聚，一朋友说母亲龙年恰是
84 岁关口，一人在老家，愈来愈
为老娘一人孤居而不安。想将老
娘接来又担心恰逢这关口，老人
再一换新环境，不适应，万一出
事。同时还担心老娘心理上也有
压力，暗琢磨这个“七十三、八十
四”。

这茬口，农村大众报刚退休
记者老杜说，老哥教你个办法，
当初自己老娘 84 岁，心里也是瞎
琢磨，时常念叨。他就骗老娘说，
这个“七十三、八十四”是孔子、
孟子去世的年龄，孔子孟子都是
男人，这实际上就是说的男人，
与女人无关，女人没任何生命
坎。他一说，家人都迎合，老母亲
一想也是这个理，就真信了，结

果是活到了 93 岁。
朋友兴奋地说，好！怎么自

己就没想到哩——— 多有说服力
呀！

老杜又说，谎言不一定都是
恶的，有时好心也必须说谎，这
就是善意的欺骗。善意谎言无新
意。但“谎言”话题却引发了酒桌
上一场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
是，大家——— 满桌皆高层次知识
界人士——— 凭自己掌握的知识，
皆以为，实际上“七十三、八十
四”之说没任何科学依据，是中
国历史上最大谎言。

说它是最大谎言，是因它关
乎每一家庭，每一人，在中国历
史上流传、蒙蔽已久，严重侵蚀
了中国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必
须拨乱反正。

查阅有关“七十三、八十四”
的资料，愈认识到，这说法绝对

拙劣。首先，所有资料都说是个
“俗语”。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俗
语、成语、名言、哲理等等可编许
多厚书，但许多内容是相互矛盾
的，如士可杀不可辱，就与忍为
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忍
得胯下之辱、卧薪尝胆、天将降
大任于斯人也等相矛盾。从这角
度讲，许多中国历史名言都可谓
实用主义名言，只要用着，公说
婆说都是理。

第二，散布此谬论者引证
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两大圣人孔
子和孟子死亡年龄。孔子活到虚
岁 73，孟子活到虚岁 84。意思是
你看吧，这样的圣人都过不了这
岁数，你就别指望了。仔细查阅，
孔子实际活到 72 虚岁，这如何解
释？必是为了押韵“七十三、八十
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顺口溜
而撰。另外，以历史伟人死亡年

龄来说事，应首先论一论孔孟算
否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人物。如
此，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怎
么论？带领民众推翻了几千年封
建制度的孙中山怎么论？他们都
在五六十岁就去世了，他们的享
年算否中国人的生命坎？

这里要扯到毛泽东。据说毛
泽东生前曾多次自我调侃说“七
十三、八十四，到时阎王不叫自
己去”。而他恰巧活到虚岁 84，这
便被人更加神话了。我们说，毛
泽东饱学中国传统文化，心里显
然有纠结。1976 年，恰逢中国政
局不稳，他最得力的助手、战友
周恩来、朱德先后去世，他在那
一年选定“接班人”。都明白，当
一个人选定接班人或写遗嘱时，
心理会是什么状况？毛泽东去世
原因未作详细透露，但恰 84 岁，
也显然与巧合及心理压力有关，

因为他不是个神。
“七十三、八十四”之说无疑

表现了一种文化，具体说就是中
国人自己非常崇拜的孔孟儒家
文化。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中国
百年之前一直屈于奴隶制、封建
制度之下，没有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思想及文
化核心不言而喻，是封建主义
的。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思想
及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很多，但
其糟粕也很多。“七十三、八十
四”之说就是中国传统或曰儒家
思想、文化糟粕中典型成分之
一。

逢新一龙年来临，又一批老
人进入或接近所谓“七十三、八
十四”年龄坎，我们将这一历史
大谎言予以批驳、辨析，希望能
解除人们一些莫名的心理困扰，
让老人更乐观、豁达、健康长寿。

在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很多，但其糟粕也很多。“七十三、八
十四”之说就是中国传统或曰儒家思想、文化糟粕中典型成分之一。

■身边的传统

说说孝顺那些事儿

□苏米

看电视里常有不孝顺父
母的事情发生，也常听到有
人抱怨自己的姐妹或者兄嫂
不孝顺父母，这时候我常常
劝他们说，谁有能力谁多照
顾，如果你觉得其他兄弟姐
妹照顾得不好，你可以多照
顾一些，各人孝顺各人的，尽
心尽力就好，不必苛求他人。

这时候往往就有人说，
我们条件不行啊，负担不了
啊。

我就奇怪了，有些人每
年送到美容院里美脸的钱都
上万，有的出去旅游的钱也
上万，买件衣服动辄好几千，
怎么就没有钱给父母花了
呢？

老人，吃不动了，穿不了
多少了，只要身体好，真的花
不了多少钱，只要他们心情
好，他们还真不生病，真给你
省钱。为什么不尽自己所能
让老人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晚
年呢？

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
友，只过年才能回家看父母，
回来后就挑剔这个妹妹对父
母不尽心，指责那个嫂嫂对
父母照顾不周到，他痛心得
好像父母在家里受虐待，弄
得父母姊妹们都不高兴，对
他颇有微词。这样他又不高
兴了，委屈得不得了，好像他
的孝心没人理解。我觉得他
做得的确不妥当，如果你孝
顺，你觉得父母在家里受委
屈，你完全可以接父母到你
身边，你亲自来照顾，如果父
母不愿意跟你去，或者，你没
有时间照顾父母，那你就多
拿些钱出来给父母，至少在
物质上让父母无忧，然后，对
姊妹兄弟好点，对他们在家

里照顾父母心存感激。你自
己首先做出榜样，再说其他。

我最欣赏的有两位朋
友，一位的母亲已经瘫痪 7

年了，这 7 年里她不仅要照
顾母亲，还要上班照顾孩子，
白天上班的时候她就找了位
保姆照顾，下班后就全是她
一人了，给母亲翻身擦身子
换尿布洗尿布，晚上也不能
睡一个囫囵觉，但从来没见
她有半句抱怨。她总是乐观
开朗，还总是说找的保姆如
何好，7 年里老人没有长一
点褥疮，没有一点其他的感
染，去她家里，也没有任何病
人的味道，也不见任何悲悯
的气氛。我就喜欢跟这样的
人交往，你会觉得生活真的
没有什么过不去，没有什么
好抱怨的。

还有一位朋友，姊妹兄
弟五六个，但她总是每月给
父母足够的生活费，其他兄
弟姊妹给不给都不会影响父
母的生活。她并不是最有钱
的，有的兄弟比她有钱多了，
但她觉得她有多大能力尽多
大能力，孝顺父母和其他人
无关。即使父母跟她抱怨其
他孩子不好，她也会劝父母
说：“你们需要什么跟我说，
不要和他们计较。”很多时候
她是自己省吃俭用的省出钱
来给父母买这买那，她说，这
样她才觉得对得起辛苦养育
自己的父母。当然，她对公婆
也是一样。她觉得公婆辛辛
苦苦把儿子养大了，然后挣
钱来给她花，她觉得对公婆
应该更加地好。

不孝顺的人各有各的不
孝，但孝顺的人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尽心尽力。

孝顺父母的方式有许多
种，只要尽心尽力就好。

■千年公案

孔子有没有愚民思想
□安立志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这句孔子语录，知
名度很高，如果不是《论语》之最，
也是诸最之一(采用目前常用的
荒唐语法 )。上千年来围绕这句

“子曰”争论不息、聚讼不止，争论
的焦点是孔子是否有愚民思想。

早期的学者们大体遵守着学
术的论辩规范，按照自己的理解，
从事着“我注六经”的事业。这一
时期，学者们大多将其句读为“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常译
为“国家统治人民，驱使他们去做
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在做什
么。”孔子这句话与老子的“民之
难治，以其智多”(《道德经》)，倒是
体现了儒道合流。

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孔子
的本意是统治者设施教化，让老

百姓听从
就 行 了 ，
如果他们
了解了事
情 的 本
末 ，一 些
愚民就可
能轻视王
法而不实
行 。郑 玄
是《论语》
的早期注
释 者 ，对
后世的影
响可想而
知 。北 宋
政治家王
安石也明
确 指 出 ，
孔子这句
话 里 的

“‘不可使
知’，尽圣
人愚民之
意。”(《朱
子语类》)

在二人眼里，孔子的愚民思想是
确定无疑的。

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圣人
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
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
(《二程集》)南宋理学家朱熹也说：
“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
能使之知其所以然。”(《四书集注》)

程、朱作为两宋大儒，向来被认为
是孔学的权威诠释者，他们的看法
大同小异，句读也完全一致。

现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批判态度。
范文澜指出：“孔子把民看作愚昧
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
使知之……”(《中国通史简编》)冯
友兰在《论孔丘》中也认为，孔子
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
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
驱使。”

真正对这句“子曰”作出颠覆
性解释的是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康圣人对孔圣人的圣训
是这样句读的：“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李泽厚《论语今
读》。南怀瑾《论语别裁》作：“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近义
为：民众认可的，让他们去做；不
认可的，进行教育。这几乎与邓小
平同志的名言“群众赞成不赞成，
群众拥护不拥护”相差无几。

康有为是这样为孔子辩护
的：“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
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
一语以疑之。”(《<论语>注》)南怀
瑾将康有为的话引申为，“老百姓
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还不可以
民主的时候，要教育他。”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李泽厚指康有为将

“孔子民主化”了，简直成了民主
政治的鼻祖。

康有为作为清末的新派人
物，句读孔语，点篡圣训，原为“托
古改制”，并非属意学术，不过为
其上书变法披上一件合法外衣而
已。有鉴于此，严肃的儒学研究人
士大多不以康有为的观点为意。

春秋以降，两千多年，“累累
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

的孔子，后来行情一路看涨，一跃
而为“至圣先师”乃至“文宣王”，
历代统治者看中的正是孔学对于
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特殊意义，
而决非孔学中包含什么“民主因
子”。

鲁迅先生指出：“不错，孔夫
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
法，但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为权
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
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
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后世学人
与政客，通过句读古文这种“纯学
术”手段，对这句“子曰”爬梳剔
抉，探幽发微，竟然发现了“民主
政治”，是历代帝王太愚钝，还是
现代学者太聪明？鲁迅先生在分
析国人心理时指出：“曾经阔气的
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而已集·
小杂感》)

21 世纪的学人与政客竟然与
古代封建帝王立场取同，如果不
是其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组成
部分，就是其文化心理中“唯上智
与下愚不移”的封建精英意识作
怪，当然更为直接的目的不外乎
维护孔子在传统文化中的独尊形
象，维护儒学在国粹库底中的精
华地位。

对于这一著名的“子曰”，除
了前文引述的三种句读法之外，
在近年的国学圈里还有另外几种
读法，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凡此种种，几同笔墨游戏。游
戏之事，当以游戏应之。见过一则
文坛佚事，清代一文人在慈禧面
前书写王之涣的《凉州词》丢掉了

“间”字，为掩饰其窘状，竟将该诗
解为一阕小令：“黄河远上，白云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不孝顺的人各有各的不孝，但孝顺的
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尽心尽力。

21 世纪的学人与政客竟然与古代封建帝王立场取同，如果不是

其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就是其文化心理中“唯上智与

下愚不移”的封建精英意识作怪，当然更为直接的目的不外乎维护

孔子在传统文化中的独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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