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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两种写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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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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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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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多为手
写，抄的过程中仓促之间会出现不同的版
本，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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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家家说说法法

一些网友学的的确是“斯人也”

有网友晒出了一些“斯人”版本的
教材。

一位北京的网友翻阅了自家孩子
2019年上初中时的语文课本，发现里
面赫然写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北京出版社2019
年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九
年级下册）的《古文三则》。

还有网友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找到了“斯人也”
的字样。冀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册语文
教材第85页的引用中也出现了“斯人
也”版本。

换句话说，起码在一些网友的记
忆中，他们学到的的确是“斯人也”。

人教社称其教材一直为“是人”

而在更多网友的记忆中，这句大
家耳熟能详的古文出现在人教版语文
教材一篇题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
课文中，选自《孟子·告子下》。

网友们纷纷翻箱倒柜找出各版语
文教材并在网上晒出截图。截图显
示，人教社1961年、1982年、1991年和
2001年四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中确实
均写着“是人”。

对于此次争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语文编辑部在10月26日接受相关媒
体采访时就表示，自从1961年该出版
社收录这篇课文以来，历届教材文章
一直都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从未有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杭州惠兴中学教龄39年的语文
老师程建飞表示，关于“是人”还是“斯
人”的问题，老师们在教学中也时常会
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些年学校
使用的几版语文教材中出现的都是

“是人”。作为面向全国中学生的规范
教材，里面的文章都经过编辑团队的
仔细校对，应该都是参照了较为权威
的古代文献。

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语文教师
陆晨华家中收藏了不少古文书籍，他
说，相对权威的古书，如汉代赵歧注
的《孟子注疏解经》以及南宋形成的
十三部儒家经典《十三经》，上面记载
的都是“是人”。“其实很多出土的简
牍帛书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错别
字。”

可能有语义学、传播学、
心理学多种原因

记者在身边做了一个简单的调
查，10个人中有9个说自己以为“斯
人”是对的。为何“斯人”版更流行？
这可能要从语义学、传播学、心理学等
方面来找原因。

浙江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路伟从
大众“口口相传”特性的角度，提供了
一种解惑思路。

他告诉记者，“是”作为“这”的意
思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用了，因此
人们可能对这种用法相对陌生一些：

“发生误传也可能是因为，在一些地方
的方言中，平翘舌音发音不标准，因此
在口口相传中将翘舌音‘是’发成了更
快、更好发音的平舌音‘斯’。”

教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
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的
看法也比较接近。

他此前曾发微博表示，大家读作
“斯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词在许多名诗
名篇中出现过，并且生活中“斯人已
逝”这些常用的表达使我们对“斯人”
这个词较为熟悉，也感觉更有“文气”，
所以读作“斯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某些事情
上，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可能比老师上
课教的大得多。

对于普通人来说，影响最大的恐
怕是热门影视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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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网友认为，群体性错误记忆
的出现和心理暗示有关。因为人倾向
于相信别人所说的是正确的。一旦有
错误信息出现，很可能误导了既有记
忆的真实性。

记者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天将”两
个字时，自动排列在第一位的结果也是

“斯人”的版本。在这样的“耳濡目染”
之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斯人”版本能
在大家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针对“斯人”和“是人”的讨论，从
2009年开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讨论一次，这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时
常被讨论的话题。一个热搜，能让大
家更关心《孟子》的文本，从而愈发走
近中国传统文化，这才是争论的价值
所在。

“斯人”版的教材找到了

哪个版本权威？

“斯人”版为何流行？

这这两两天天，，关关于于““斯斯人人””还还是是““是是人人””，，
网网友友们们已已经经吵吵翻翻了了天天。。话话题题##故故天天将将降降
大大任任于于是是人人还还是是斯斯人人##1100月月2277日日登登上上微微
博博热热搜搜榜榜第第一一位位，，当当天天阅阅读读量量直直逼逼44亿亿。。

此此次次争争论论源源自自日日前前一一位位网网友友发发布布
的的文文章章《《出出大大事事了了，，我我们们这这个个时时空空的的时时
间间线线似似乎乎被被人人动动了了！！》》。。文文章章中中这这位位网网
友友称称记记忆忆中中初初中中时时背背诵诵的的课课文文孟孟子子的的

《《生生于于忧忧患患死死于于安安乐乐》》中中的的““故故天天将将降降大大
任任于于斯斯人人也也””，，变变成成了了““天天将将降降大大任任于于是是
人人也也””。。这这一一说说法法得得到到了了海海量量网网友友的的认认
可可。。到到底底是是网网友友记记忆忆出出现现了了偏偏差差，，还还是是
教教材材真真的的变变了了？？

记记者者调调查查发发现现，，在在多多种种教教科科书书中中，，
都都曾曾出出现现过过““斯斯人人””的的版版本本。。

至至于于为为何何那那么么多多网网友友都都认认为为是是““斯斯
人人””，，记记者者采采访访了了多多位位专专家家，，他他们们表表示示，，
这这可可能能要要从从语语义义学学、、传传播播学学、、心心理理学学等等
等等方方面面来来找找原原因因。。文文化化学学者者、、北北京京师师范范
大大学学教教授授于于丹丹则则认认为为，，““我我个个人人认认为为这这
个个考考据据意意义义不不大大，，应应该该属属于于学学术术领领域域的的
研研讨讨。。大大众众只只要要关关心心大大任任之之所所受受的的磨磨
砺砺就就好好，，这这是是文文化化真真正正的的意意义义。。””

相相关关链链接接

别争“斯人”“是人”了
这些你好像也没背对

其实，记忆与事实的偏差在古
诗词背诵中并不少见。下面这些
容易背错的古诗词，你背对了
没有？

原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易错背成：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原句：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易错背成：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原句：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易错背成：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原句：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易错背成：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原句：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易错背成：
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原句：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易错背成：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原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易错背成：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

原句：山无陵，江水为竭
易错背成：山无棱，江水为竭

原句：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易错背成：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
相许

原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
易错背成：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
淡抹总相宜

原句：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易错背成：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原句：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易错背成：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据央视新闻、《华西都市报》、
上游新闻等

““斯斯人人””还还是是““是是人人””？？
真真是是一一代代人人群群体体失失忆忆？？

““斯斯人人””版版教教材材
终终于于找找到到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