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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假不正经的态度，深入浅出地讲解孟子其人、其代表性学说。
从孟子思想谈起，探讨的却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引导读者独立思考。

　　你也许不知道这些问题——
　　谥号：一个字背后的一堆问题
　　简体字又惹麻烦了
　　尽孝实在不容易
　　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
　　最早的教育课程是什么？

　　古代农民诗：写农民的诗还是农民写的诗？

　　塑造假孔子
　　打人不打脸，那，打动物呢？

 要读史，先读经
想要了解历史，只读史书当然是不够的。
你看到古人这么做、那么做，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那么，把他们曾经熟读的书也拿来看看好了——好比你若是没读过马列，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我们的
当代史呢？

 由史读经，由经读史，经书和史书是分不开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借你一瓶胶水罢了。

——熊逸
　　《孟子趣说1.用历史擦亮思想》
　　《孟子趣说2.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孟子趣说3.我向皇帝说真话
　　从史料中挖疑点，以诙谐的笔调深入浅出地讲解孟子其人、其代表性学说。
从孟子思想谈起，探讨的却是中国的史学和政治，引导读者独立思考。
把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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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逸，天涯“煮酒论史”版块名人，青年学者，知识面极广，学贯中西，在国学爱好者中有很固定的
粉丝群，有个人豆瓣小组和百度贴吧。
被读者戏称为最假不正经国学天才。

 ·熊逸自称好熊。

 ·好熊有四把江湖利器：
 ·一为博闻强识。
在他的文章中，中西典籍信手拈来，没有超群的记忆力很难做到。

 ·二为超强的思辨力。
他尤擅推理，考辨细致入微。

 ·三为绝佳的历史感，有“日光之下无新事”的史学观。

 ·四为细腻。
好熊对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纤毫毕现。

　　　　　　　　　　　　　　　 　　　　——网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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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 卷一 】
　滕文公章句上
　开场白之一：我向皇帝说真话
　开场白之二：身是菩提树，还是芭蕉树？

　开场白之三：奇妙的汉字
　谥号：一个字背后的一堆问题
　简体字又惹麻烦了
　“大同”不大，“小康”不小
　是风云际会，还是羊入虎口？

　尽孝实在不容易
　三加三等于几？

　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
　总有新气象，别去翻旧账
　古代农民诗：写农民的诗还是农民写的诗？

　名门宗师VS邪派高手
　河南：北方的西双版纳
　最早的教育课程是什么？

　塑造假孔子
　天天都是“3·15”
　打破沙锅说亮话
【 卷二 】
　滕文公章句下
　推销还是不推销，这是个问题
　打人不打脸，那，打动物呢？

　大丈夫的上下文
　环境逼人去做官
　圣人的蝗虫作风
　小国行仁政的真实后果
　儒家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隐士和官员的通信
　偷鸡要讲计划性
　宠物龙、拉车龙和肉龙
　“微言大义”的解读传统
　既没老爸，又没老大
　只为表达我的态度
　听罗隐爷爷讲故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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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谥号：一个字背后的一堆问题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孟子曰：&ldquo;世子疑吾言乎？
夫道一而已矣。
成覸谓齐景公曰：&lsquo;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rsquo;颜渊曰：&lsquo;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rsquo;公明仪曰：&lsquo;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rsquo;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
书曰：&lsquo;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rsquo;&rdquo;　　正文开始了。
　　这是《孟子》七篇当中的第三篇，被拿来作标题的是一个小国的首脑：滕文公。
　　滕文公这个人在我们前文&ldquo;梁惠王篇&rdquo;里已经出现过了，回忆一下：　　滕国也在山
东，大体是现在的山东滕县附近。
战国时代除了像&ldquo;战国七雄&rdquo;这样著名的归纳式称呼之外，还有个不大著名的归纳，
叫&ldquo;泗上十二诸侯&rdquo;，指的是泰山到泗水一带的十二个小国，滕国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滕国，国虽不大，来头却不小，它是姬姓国，是周天子的同宗。
我们前面说过齐国的事，无论姜齐还是田齐，都是外姓，周朝的天子是姓姬的，姬姓是国姓，姓姬的
就比其他姓的人牛。
　　&mdash;&mdash;但这是以前了，这个时候，姬姓早就牛不起来了，连周天子都牛不起来了。
　　还记得吗，滕文公曾经很为牛不起来的事发愁，请教过孟子说：&ldquo;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
和楚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归附齐国好呢，还是归附楚国好？
&rdquo;　　还有一次，是齐国人要加固薛城的城墙，滕国和薛城紧紧挨着，这可把滕文公紧张得不行
，又去向孟子讨主意。
孟子讲了讲周人先祖的事情，传递了一种&ldquo;小弟不愁没老大&rdquo;的反动思想，明显对滕国不
太乐观。
　　&mdash;&mdash;这都是第一本书里讲过的事了，在&ldquo;梁惠王篇&rdquo;里，滕文公仅仅是一
个走过场的小小配角，戏份儿不多，而现在，风水轮流转，在剧组里始终保持着一身清白的滕文公也
终于熬到当主角了。
　　上本书讲&ldquo;公孙丑篇&rdquo;，我一上来就花了大把篇幅把&ldquo;公孙丑&rdquo;这三个字拆
开来讲，如今面对这位滕文公，恐怕还得老调重弹。
　　&ldquo;滕文公&rdquo;这三个字怎么讲？
　　看起来很简单哦，不就是滕国的国君，谥号为&ldquo;文&rdquo;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随便哪个人都知道啊，有什么可问的呢？
　　那我再问你：谥号为&ldquo;文&rdquo;是什么意思？
　　&mdash;&mdash;谥号有一个字的，也有两个字的，以一个字的为最多，比如宋国一位国君，谥号
为&ldquo;出&rdquo;，全称就叫&ldquo;宋出公&rdquo;，国民们要是一回忆当年，说&ldquo;出
公&rdquo;如何如何，后人也许会觉得他们是在讨论&ldquo;出恭&rdquo;问题，这可容易惹上大不敬的
罪名哦。
　　其实所谓谥号，就是大人物死后大家给他盖棺论定批下的一个简短评语。
好比我是个大人物，不小心死了，各位得给我弄个谥号，大家一商量：熊逸这小子平日里实在坏透了
，就给他一个两个字的谥号，叫&ldquo;坏透&rdquo;吧。
好了，从此以后，谁要在书里提到我的时候就不会直呼姓名，而是尊敬地提起&ldquo;熊坏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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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rdquo;，读者一看这个谥号，就能立刻明白这个&ldquo;熊坏透公&rdquo;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还有，我死后如果有人把我的文章结集，书名不会叫《熊逸文集》，而是叫做《熊坏透公文集》。
　　但是，&ldquo;坏透&rdquo;太直白了，含义也太单一了，其实并不合用。
咱们再看看滕文公的这个&ldquo;文&rdquo;，按照谥法，&ldquo;文&rdquo;之谥有六：第一，经纬天地
；第二，道德博闻；第三，勤学好问；第四，慈惠爱民；第五，愍民惠礼；第六，赐民爵位。
看来，能配得上&ldquo;文&rdquo;字的人都是大大的好人啊！
　　有个问题不知道有谁想过，如果一个国家前后有两个君主，他们的性格都差不多，作为也差不多
，前一个君主已经被给了一个&ldquo;文&rdquo;字的谥号，后一个君主按理说也该给个&ldquo;
文&rdquo;字，可是，就拿滕国来说，要是有了两位滕文公，后人是不是很容易把他们搞混啊？
　　如果按照欧洲模式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叫他们滕文公一世和滕文公二世。
　　可中国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呢，如果前面有人叫了滕文公，后人哪怕再符合&ldquo;文&rdquo;字
的定义，也不能叫滕文公了。
　　问题出现了，有熟悉历史的人注意到：滕国以前已经有过一位滕文公了，怎么这里又出来一位滕
文公啊，这没道理啊！
怎么回事呢？
真假美猴王？
　　这一认真，发现不但是滕文公有这个问题，就连滕文公的爸爸滕定公也有这个问题，这爷儿俩到
底是怎么搞的？
　　拿几本古书对照对照，哦，滕定公原本应该叫滕考公，后来因为避讳谁谁，才改写为滕定公；滕
文公原本应该叫滕元公，可大家都觉得这小子很好，实在太配&ldquo;文&rdquo;字了，叫来叫去就成
了滕文公。
反正那时的局势比较混乱，久而久之也没人记得早先那位滕文公，谁一提滕文公，都是指后来这位。
　　清代学者翟灏还为此找来一大堆旁证，说滕文公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事不止一桩，《史记》里有个
鲁文公，在《世本》里却叫鲁湣公，《战国策》里有个宋康王，《荀子》里却写成宋献王。
翟灏觉得，在那样一个乱世，小国不知哪天就得亡国，而政治越是昏暗，人民群众就越是怀念以前的
好领导，于是便也不管过世的好领导真正的谥号是什么了，大家伙儿一合计，私下里给拟个谥号，以
表达怀念之情。
这样的事情不止在一个滕文公身上发生过啊。
　　翟灏所说的这种情况叫做&ldquo;私谥&rdquo;，历史上不时出现，在后来通常是门人弟子私谥过
世的老师，在滕文公这个时候看来是人民群众&ldquo;私谥&rdquo;过世的国君。
这样看来，私谥现象可以被看成是一支政治风向标，当你读到人民群众以私谥之类的行为无限缅怀从
前的某位国君的时候，那往往就说明了大家对现政府充满了怨气。
　　简体字又惹麻烦了　　有些词并不生僻，可能有些时候还经常露面，但要追问一回这词到底是什
么意思，呵呵，还真未必有多少人答得出来。
　　咱们马上就能遇见一个。
　　看《孟子》这一节的原文，第一句&ldquo;滕文公为世子&rdquo;，问你了，什么是&ldquo;世
子&rdquo;？
　　武侠小说里，古装电视剧里，这个词的出镜率是很高的，陆小凤就曾经有个恐怖的对头叫&ldquo;
太平王世子&rdquo;，那，&ldquo;世子&rdquo;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mdash;&mdash;顾名思义，&ldquo;世子&rdquo;就是指&ldquo;世家子弟&rdquo;。
　　你方才也是这么想的吗？
看看，稍微动动脑筋，这问题一点儿都不难回答。
　　不过呢，这个答案是错的。
　　好了，我来公布标准答案吧。
你要想做世子，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老爸不是天子就是诸侯；第二，你还得是你老爸的大老婆
生的大儿子，用文言的说法，叫做&ldquo;嫡长子&rdquo;。
　　&mdash;&mdash;这是最常见的解释，《礼记》里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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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公羊传》还讲了第三个条件：老爸必须还活着。
也就是说，只有老爸还在世的时候，嫡长子才能被称为世子。
不过这种说法不一定能站得住脚，《礼记》里记载曾子请教孔子，问过一句&ldquo;君薨而世子
生&rdquo;如何如何，或许作为世子，老爸不一定非得健在。
　　&ldquo;世子&rdquo;这个词，一些古人要是来作解释的话，会说&ldquo;世子&rdquo;就是&ldquo;
适子&rdquo;。
好像很奇怪哦，一说&ldquo;适子&rdquo;，我们更不知道是什么了，这不是越解释越糊涂吗？
　　有人看出来没有，我又犯错误了！
　　&mdash;&mdash;先把话题岔开一下，讲讲两位唐朝人。
一位是皇帝，唐德宗李适；另一位是诗人，稍稍读过唐诗的人都知道：边塞诗人高适，&ldquo;莫愁前
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rdquo;就是他的名句。
李适和高适，名字都是一个&ldquo;适&rdquo;字，可实际上，这二位的名字在繁体字里根本就是完全
不相关的两个字。
大家想想我在上本书里讲过的公孙丑的&ldquo;丑&rdquo;字，现在遇到的这个&ldquo;适&rdquo;字也是
一样的情况。
　　高适的&ldquo;适&rdquo;原本是&ldquo;適&rdquo;，简化以后变成了&ldquo;适&rdquo;；而唐德宗
李适的&ldquo;适&rdquo;在繁体字里也是写作&ldquo;适&rdquo;的，不过这个字和我们简体字里
的&ldquo;适&rdquo;完全不挨边，连读音都不一样，它不读&ldquo;sh&igrave;&rdquo;，而是
读&ldquo;ku&ograve;&rdquo;。
你要是听谁读唐德宗的名字为&ldquo;李是&rdquo;，那你就知道他是上了简体字的当了。
　　繁体字的&ldquo;適&rdquo;除了我们现在简体字&ldquo;适&rdquo;的读音和意思之外，还读
作&ldquo;d&iacute;&rdquo;，是&ldquo;嫡&rdquo;的古老写法，所以呢，回到前文说的&ldquo;世
子&rdquo;通&ldquo;适子&rdquo;，其实就应该是&ldquo;世子&rdquo;通&ldquo;適子&rdquo;，所以也
通&ldquo;嫡子&rdquo;。
　　现在清楚了：原来世子就是嫡长子啊。
那，又该如何称呼世子的兄弟们呢？
　　答案是：世子的兄弟们一律叫做公子。
《左传》里经常有公子某某、公子某某，所谓&ldquo;公子&rdquo;，是一个头衔，而不是一个复姓。
那，公子的儿子们又该怎么称呼呢？
记性好的人应该马上答出：公孙。
上本书里不是把公孙丑这个名字拆开来、拆开去讲了半天吗？
　　那，公孙的儿子又该怎么称呼呢？
难道叫&ldquo;公重孙&rdquo;吗？
再生儿子叫&ldquo;公玄孙&rdquo;？
&mdash;&mdash;都不是，他们会以祖辈的官职、封邑或者谥号为氏，以前讲过的柳下惠的&ldquo;展
氏&rdquo;就是这种情况。
　　翻回头来再说世子。
我们很容易会认为：世子既然就是未来的国君，一定风光得很吧？
而其实呢，至少从理论上说，世子是不好做的。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从坏的方面看，权力场就是一个鳄鱼潭，哪怕你生来就是世子，如果不练就一身精湛的害人和防人的
本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莫名其妙地被人害死。
从&ldquo;好&rdquo;的方面看，做个好世子也是非常累心的，看看《礼记》里对世子的特别规定：做
世子的每天早晨都要先到父王卧室的门口去，一脸关心地问侍臣说：&ldquo;我那尊敬的父王今天身体
如何呀？
&rdquo;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也就相应地有两种应对。
如果侍臣说的是&ldquo;平安&rdquo;，那世子就要马上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如果这位是刘备那样喜怒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向皇帝说真话-孟子趣说-3-谐趣�>>

不形于色的主儿，那可就麻烦大了；如果侍臣回答的是&ldquo;老人家今天不太舒服&rdquo;，世子马
上就得堆起一脸的愁容来&mdash;&mdash;这愁容得堆到什么时候呢？
得一直堆到侍臣来汇报说老人家已经康复如初了为止（假如你是世子，我要给你使坏，我就趁你正当
着众人的面咬牙堆着愁容的时候悄悄在你耳边讲一个笑话）。
　　世子的功课还没完。
父王的每一顿饭，世子都应该挨个儿检查一下燕窝粥热不热、冰激凌凉不凉，如果发现燕窝粥是凉的
而冰激凌很烫手，得赶紧让人撤下去重新再上。
这是饭前功课，还有饭后功课：等父王吃完了饭，世子得赶紧向侍臣打听：&ldquo;父王吃麻辣烫了没
？
&rdquo;　　侍臣回答：&ldquo;趁热都吃光了。
&rdquo;　　世子再问：&ldquo;父王吃冰激凌了没？
&rdquo;　　侍臣回答：&ldquo;一口气吃了三个。
&rdquo;　　世子再问：&ldquo;父王吃水煮鱼了没？
&rdquo;　　侍臣回答：&ldquo;吃了，连热汤都喝了。
&rdquo;　　世子再问：&ldquo;父王吃了大油炸肥肉了没？
&rdquo;　　侍臣回答：&ldquo;吃了，就着油渣一起吃的。
&rdquo;　　世子再问：&ldquo;父王吃了红油炸辣椒了没？
&rdquo;　　侍臣回答：&ldquo;吃了，是浇着芥末油吃的。
&rdquo;　　世子再问：&ldquo;那，父王跑肚拉稀了没？
&rdquo;　　侍臣突然&ldquo;扑通&rdquo;一声跪倒在地：&ldquo;恭喜世子，看来您接班的日子就在眼
前了！
&rdquo;　　&ldquo;啊&mdash;&mdash;？
！
&rdquo;世子听说父王跑肚拉稀了，马上就把愁容给堆出来了。
　　其他注意事项还有不少呢，我就不一一细讲了，这套功夫虽然不容易，但一般来说，你做得越是
到位，世子的地位才越是稳固。
　　&ldquo;大同&rdquo;不大，&ldquo;小康&rdquo;不小　　这时候的滕文公只是世子，还没有当上国
君呢，有一次他去楚国办事，途经宋国。
孟子正在宋国耗着，这位将来的滕文公在宋国拜访孟子。
孟老师开讲大道理，讲他的性善理论（我们在&ldquo;公孙丑篇&rdquo;里已经领教过了），开口闭口
全是&ldquo;尧舜如何如何&rdquo;，&ldquo;尧舜如何如何&rdquo;。
　　也真难为了这位未来的滕文公，拿出一般人听兰陵笑笑生言必称西门大官人的劲头来听孟老夫子
的&ldquo;言必称尧舜&rdquo;。
　　世子听完了大道理，和孟子告辞，还得去楚国办正事呢。
这位世子不愧后来被&ldquo;私谥&rdquo;为&ldquo;文&rdquo;，当真了得，在楚国办完了事，没有直接
回国，而是又到宋国找孟子去，来的时候才受了教育，回去的时候还要来一次再教育。
　　孟子底气十足，说：&ldquo;世子难道还怀疑我老人家的话吗？
嘿！
&rdquo;孟子把头略低，眼睛里闪过一道耀眼的白光，声音异常坚毅，&ldquo;真相只有一个！
&rdquo;　　世子一愣：&ldquo;咦，这不是名侦探柯南的招牌台词吗？
&rdquo;　　孟子把嘴一撇，不屑道：&ldquo;我比柯南早两千多年，他是学我。
别打岔，我要着重跟你说的是：别看我老人家学问这么大、主张这么多，但归根到底，天下间的大道
理其实就这么一个&hellip;&hellip;&rdquo;（夫道一而已矣。
）　　孟老师紧接着要举例子了，咱们先停一停，好好品味一下这个&ldquo;夫道一而已矣&rdquo;。
　　孟子在前边说的内容一个是&ldquo;性善&rdquo;，一个是&ldquo;尧舜&rdquo;（孟子道性善，言必
称尧舜），清代的孟子专家焦循说过，孟子学孔子的学问，归纳起来无非就这么两条：&ldquo;道性
善&rdquo;和&ldquo;称尧舜&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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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全部《孟子》七篇，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原则来说的。
而这两点如果再多琢磨琢磨，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孟老师才说&ldquo;夫道一而已矣&rdquo;
，天下间的大道理其实就这么一个。
　　有没有人现在会产生这种疑问：前两本书里，孟子推崇的圣人有好几个啊，还有什么大禹、周文
王、周公什么的，对了，还有那个七十里取天下的商汤，怎么这会儿就只说尧舜了呢，其他人怎么就
不管了？
　　&mdash;&mdash;也许只是为了语言简练，假如不是说&ldquo;言必称尧舜&rdquo;，而是说
成&ldquo;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rdquo;，或者再全面一点儿，说成&ldquo;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
王&rdquo;，这好像太累赘了，所以呢，干脆用尧舜来统摄所有的圣人好了。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如果你不太较真，那就接受这个解释好了。
如果稍微较较真的话，会发现&ldquo;尧舜&rdquo;和后面的&ldquo;禹汤文武&rdquo;等等其实代表着完
全不同的两类社会。
这两类社会虽然距离现在无比久远，但它们的名头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尧舜代表的是&ldquo;大同世
界&rdquo;，而&ldquo;禹汤文武&rdquo;他们代表的则是&ldquo;小康社会&rdquo;。
　　什么才是&ldquo;大同&rdquo;，什么才是&ldquo;小康&rdquo;，这话本是孔子说的，见于《礼记》
。
《礼记》这一段的原文非常漂亮，出了好几个著名的概念：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
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ldquo;君子何叹？
&rdquo;　　孔子曰：&ldquo;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
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
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
&rdquo;　　这段是说：当年孔子参加鲁国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等活动搞完了，孔子溜溜达达的好像
不大痛快，还长长地叹了口气，估计他是感慨鲁国的祭礼不够完备。
　　徒弟言偃（也就是子游）正陪在老师身边，见老师叹气，就算不关心也得假模假式地关心一句半
句的，于是就问：&ldquo;老师您叹什么气呀？
&rdquo;　　这一问，可问出了一整套大道理。
孔子说：&ldquo;大道通行的时代和夏、商、周这三代精英执政的时代我都没能赶上，只能从一些文字
记载里了解当时的情况。
大道通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全体人民公有的&hellip;&hellip;&rdquo;　　&mdash;&mdash;解释一下，
这就是所谓&ldquo;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dquo;，这里的&ldquo;为&rdquo;字很多人读成四声，那样
就容易把意思理解错了，其实是该读成二声的。
　　孔子接着说：&ldquo;在那个&lsquo;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squo;的时候，大家选举那些德才兼
备的人来做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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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人啊，很讲诚信，互助互爱，所以他们不只是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他们会扫干净自家的门
前雪，同时也关心着别人家的瓦上霜。
在这样的社会里，老人不愁看不起病，青壮年也不愁失业和下岗，孩子们也不会吃不上饭、上不起学
，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由福利机构好好养着，男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女人也都能嫁给如
意郎君。
如果有人看到地上掉着个钱包，只会担心这些钱得不到有效利用，却不一定琢磨着该怎么把钱包装到
自己兜里；还有些人发愁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没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倒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多赚钱。
大家珍惜物资、热爱劳动，所作所为全都出自一片大公无私之心，所以呢，为非作歹的念头自然根本
就不会生起，社会上自然也就没有盗贼。
&rdquo;　　&ldquo;可是，既然没有盗贼，为什么大家还要关好门窗呢？
&rdquo;孔子问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看看谁能回答？
　　怕查暂住证？
　　怕突然来一伙大汉把自己家给拆迁了？
　　&mdash;&mdash;都不是。
孔子的正解是：关好门窗是为了遮风挡雨。
所以呢，关门虽然是关门，但插销是不用安的，防盗门也是不必装的，可视对讲机更是不需要的。
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ldquo;美丽新世界&rdquo;吗？
　　&mdash;&mdash;孔子说：&ldquo;这就是大同世界。
&rdquo;　　孔子紧接着把话题一转，从古代转到近现代了，&ldquo;如今，大道已经消失了，天下成
为一个家族的私有财产，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妻儿老小，对待财富和劳动的态度都是从私利出发，领袖
们把财富和权力视为私有财产，世代相传，还认为这样做是合乎礼法的。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一手用坚甲利兵，一手用礼仪纲常。
礼制的作用是给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来正名分，使大家各安其位，不生僭越之心，这所有的一切
做法都是为了领袖的个人利益，所以才有机谋产生，所以才有战争兴起。
大禹、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他们几位就都是这样的时代里所诞生出来的杰出人
物。
这六个人，没有一个不是谨慎地依据礼法来行事，他们用礼法来表明道义、考察诚信、辨明是非、追
求仁爱、讲求谦让，如果发现有谁不遵守礼法，不论他多么有权有势，也一定要撤了他。
这样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rdquo;　　&mdash;&mdash;孔子说：&ldquo;这就是小康社会。
&rdquo;　　这段有句话我翻译得不太准确。
原文是&ldquo;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rdquo;，我刚刚翻译成：&ldquo;如果发现有谁不遵守礼法，不论他多么有权有势，也一定
要撤了他&hellip;&hellip;这就是小康社会。
&rdquo;那个&ldquo;众以为殃&rdquo;没译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四个字往上断句也通，往下断句也通。
　　如果是往上断句，那就标点为：&ldquo;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
是谓小康。
&rdquo;可以翻译成：&ldquo;如果有谁不这样做，即便他是很有权势的人也要撤了他，大家都把他看
做祸害&mdash;&mdash;这就是小康社会。
&rdquo;　　如果是往下断句，那就标点为：&ldquo;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rdquo;这样一来，&ldquo;众以为殃&rdquo;就单成了一句，后面既可以跟逗号，也可以跟句号，这最
后八个字翻译出来就是：&ldquo;大家都觉得这日子不好过，这就是小康社会。
&rdquo;　　古人没有标点，真给我们添麻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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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断句意思都能讲通，你看哪个顺眼，就采用哪个好了。
　　&mdash;&mdash;这就是&ldquo;大同世界&rdquo;和&ldquo;小康社会&rdquo;的出处。
　　现代历史学家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是：　　《礼记？
礼运篇》说：禹以前为&ldquo;大同&rdquo;之世，禹以后为&ldquo;小康&rdquo;之世。
所谓&ldquo;天下为公，选贤与能&rdquo;，&ldquo;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rdquo;，&ldquo;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rdquo;的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产、共同占有
，并且实行着军事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谓&ldquo;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
子&rdquo;，&ldquo;货力为己&rdquo;，&ldquo;大人世及以为礼&rdquo;的小康之世，正是变公有制为
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社会。
　　我一定得注明出处！
这段文字引自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三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我就不查
了，好像在第一册里才写着）第200页，这套书的扉页上写着&ldquo;哲学社会科学&lsquo;六五&rsquo;
期间国家重点项目&rdquo;，还特别在后边加了个括号，注明&ldquo;十年完成&rdquo;。
所以呢，天地良心，说小康社会&ldquo;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
社会&rdquo;，这话是这套权威版本的《中国通史》里说的，可绝对不是我说的！
如果再往上找，那是孔子说的（至少也是汉朝人冒充孔子说的），更不是我说的！
谁有意见可千万别跟我过不去哦！
　　好了，话说回来，无论是《礼记》还是《中国通史》，它们所讲的小康社会和我们现代的小康社
会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读古书要小心的地方，不要轻易就拿现代词义来理解古语，这样的例子前两本书里不是已经讲
过很多了吗？
　　明白了什么是&ldquo;大同&rdquo;，什么是&ldquo;小康&rdquo;，我们再来回到《孟子》，这就好
理解为什么孟老师会&ldquo;言必称尧舜&rdquo;了吧？
大禹是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尧舜时代是大同社会，是公有制时代，从大禹以后就变成了私天下了。
所以呢，虽然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圣人，他们所统治的时代都是儒家所鼓吹的黄金时代，但黄金也有兼
金和普通金子之分。
嗯，还记得什么是&ldquo;兼金&rdquo;吗？
上本书里才讲过的。
　　这里还得澄清一个许多人都容易产生的误解，那就是古人的&ldquo;天下&rdquo;观念。
　　前面才说大同世界是&ldquo;天下为公&rdquo;，其他很多地方也常见&ldquo;天下&rdquo;如何如何
，正如我们不要以为古人的小康社会就是现代的小康社会，同样地，我们也不要以为古人的&ldquo;天
下&rdquo;就是现代意义的&ldquo;天下&rdquo;。
　　别以为我们的祖先在那么早之前就有多高的世界意识，一般来说，古人所谓的&ldquo;天
下&rdquo;，其范围比现在的&ldquo;中国&rdquo;还要小很多，而早先的&ldquo;国&rdquo;，小点儿的
恐怕也就只有现在的一个村子那么大，像点儿样的也无非就能折合成现在的一个县城，当然更大的也
有，时代越往后，国的数量就越少，国的面积就越大，其演变模式可以参考丁春秋炼毒物的那个什么
鼎。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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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因为被正确的谎言浸泡太久，我们习惯性对一些正面的人物或者作品抱有戒心，以至于我们其实
并不了解那个我们讨厌的人和事。
比如孔子、比如孟子。
因为孔孟之道是历史上的批判者和别批判者，仿佛他或者代表腐朽，或者代表正统，但实际上在他们
自己生活的时代，他自己都没有预感自己将成为后世的大方之家。
所以对他们最好的评价不是道德而是有自己的见解。
　　不过现代社会留给古代作品的时间和空间都太小了，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去看那些已经很南看懂
的之乎者也，幸亏有熊逸这样的人，他能够去结合时代的背景和谈话的对象来阐述孟子到底是怎样的
人。
　　&mdash;&mdash;豆瓣 种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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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涯&ldquo;煮酒论史&rdquo;第一人熊逸最受欢迎系列作品　　用说相声的态度来说孟子其人，
用福尔摩斯的态度解读孟子哲学。
　　读孟子不一定要正襟危坐，这是一本会让你笑出声来的严肃读物。
　　看历代统治者如何用真话来说谎，影射现代社会。
　　摆事实、发现疑点，从一个个&ldquo;误解&rdquo;开始，发掘历史真相。
　　你不妨把这本书当做一部益智游戏手册，一边看，一边多问几个&ldquo;为什么&rdquo;，然后静
下心来想一想，看看我们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是真的毋庸置疑。
　　对于经典和历史，历代的统治者们大多都有着一套套高明的剪辑和宣传功夫，他们是很会用真话
来说谎的，而不上当的人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
　　还要记住：看这本书的时候不要轻易就下结论哦，你掌握的资讯越丰富，也就越能够体会出作者
的良苦用心，他可绝对不仅仅是把历史和典籍做了些通俗化的说明而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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