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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张杰

学生时代，谁还没背过孟子的《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但你记得课文中
写的是“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还是

“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呢？
近日，有网友发文，在网络上引起

了热议。网友称，自己非常清晰地记得
早年学的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却发现现在的课本里写着“故天将降大
任于是人也”，对此，网友表示自己有点
混乱，“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们查找了人教版教材 1992 版
本、2001版本和2016版本后发现，文中
均为“是人”。对此，不少网友跟帖表
示，自己学的课本上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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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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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很多网友的记忆里，
存在的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
版本？

专家说法
文献中两种写法都有

现代教材中一般是“是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
曾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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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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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偏差？
受到影视作品影响大
周星驰电影中曾经出现

关于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还是
“斯人”，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争论较
多。实际上，早在9月初就曾经有网友
发文询问过这个问题，还引发网友展开
了持续数日的大讨论。

有网友在当时查验了宋、元、明、清
等朝代的版本，发现采用“是人”的版本
比较多。

那么为什么在很多网友的印象里，
觉得当年的课本上用的是“斯人”？或
许，这与许多影视作品以及流行文化、
文学有关系。

记者搜索了“故天降大任于斯人
也”，发现有不少教辅网站、杂志等都曾
经使用“斯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影
响最大的恐怕是热门的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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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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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
重点关注“未立先破”等

影响群众温暖过冬突出问题
当前，北方地区正在陆续进入取暖

季。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27日
说，对实施清洁取暖改造的地方，将加强调
度抽查，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未立先破”等
影响群众温暖过冬的突出问题，对涉及清
洁取暖的投诉，及时调度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现场核实，督促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切实
让人民群众清洁取暖、温暖过冬。

秋冬季北方一些地区容易出现大气污
染过程。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刘友宾说，根据预测，今年秋冬季，
我国东部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少的可能
性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
角等重点地区气象条件较为不利。生态
环境部将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态势，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积极安排部署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改善
大气环境质量的重大举措。刘友宾表示，
2022年，生态环境部将继续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清洁取暖工作，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
破，对于进入供暖季后未完成改造的，仍继
续沿用原供暖方式；今年新改造尚不具备
安全稳定通气条件的、尚未经过一年实际
运行检验的，不拆除原有燃煤取暖设施；山
区等暂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地区，可以使用
洁净煤等方式采暖，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他说，同时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坚持合同化保供，优化天然气
使用方向，强化居民用气保障力度。配合
财政部安排清洁取暖运行补贴，2021年
10月底，已下达2022年清洁取暖运营补
贴53.5亿元，重点向农村低收入人群和困
难群众倾斜。 据新华社

1至9月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01万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27日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今年1至9
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01万人，三季度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在多重超预期因素的不利影响下，就
业大盘仍然保持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助企纾困政策红利加快释放。人社部数
据显示，截至9月末，降低失业、工伤社会保
险费率，缓缴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
会保险费，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留工培训
补助、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策，共为企业减
负超过2800亿元。1至9月，向企业和劳
动者发放就业补助资金727亿元。

就业服务进一步优化。今年人社部门
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近12万场，发布各
类岗位信息超过1亿个，鼓励引导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开展稳就业促就业行动。同时，创
业扶持得到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更为规范。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积极推进。各地
人社部门开展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
动，开展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已为毕业
生募集见习岗位102万个。2022年高校
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已基本完成，
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发布招募
岗位4.3万个，比中央财政下达计划增加
9000多个。

畅通线上线下失业登记渠道，困难群
体就业帮扶持续强化。1至9月，我国共帮
扶失业人员再就业387万人、困难人员就
业132万人。加强脱贫人口就业帮扶，9月
末，脱贫人口务工规模为3269万人。

职业技能培训扎实开展。截至9月末，
共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
1600万人次。

《孟子集注》元刻本

《孟子集注》宋递修本

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当地时间
26日赶往巴黎，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面谈大约一小时，在爱丽舍宫共进
午餐后匆忙离去，全程三个多小时。两人
会后没有共见记者，也未发表联合声明。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双方表示谈得
“愉快”“有建设性”，并强调法德友谊牢
固，但两国近期在欧洲能源、通胀、防务
等重大政策领域分歧不小。

从公开画面看，会晤气氛似乎与双
方各自声明一致。“今天进行了非常愉
快和重要的讨论，涉及欧洲能源供应、
物价上涨和军备合作项目。德国和法
国正亲密并立，一起应对挑战。”朔尔茨
结束访问后在社交媒体写道。

法国总统府发言人说，双方会谈
“有建设性”，两国领导人同意在能源、
防务和创新三大关键领域设立工作组
以促进合作。

法国政府分管欧洲事务的国务秘
书洛朗丝·布纳26日在法国参议院说，
法德两国应争取在明年1月《爱丽舍条
约》签署60周年纪念日之前化解分歧。

1963年1月22日，时任法国总统夏
尔·戴高乐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在爱丽舍宫签署条约，确立了“法
德轴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

洲一体化进程主要驱动力的地位。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前驻德大

使、现任驻法大使斯特凡纳·迪翁解读，
虽然欧盟重大决策需要获得27个成员
国一致同意，但法德达成一致是必要条
件，“（法德）依然是欧洲的发动机，欧洲
要运转起来，这台发动机就不能停”。

只是，一些迹象预示双方分歧短期
内难以弥合。

马克龙上周宣布推迟原定26日举
行的法德内阁联席会议。两国政府都
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讨论，以便就一些双
边议题达成共识。

法德内阁联席会议通常一年至少
举行一次，以协调两国政策。上一次会
议去年5月举行，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以
视频方式进行。

欧盟国家近几周讨论欧盟天然气
市场“限价”方案，但迟迟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

法国、意大利等多数国家主张“限
价”，而德国等国反对，认为这会削弱欧
盟供应商采购足够燃料的能力，在俄罗
斯已经大幅削减对欧供气、冬季取暖需
求高涨的情况下，将加剧能源供应紧张。

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20日宣布，
正式放弃德国期盼多年的一项陆地输

气管道建设计划，转而铺设一条始于西
班牙巴塞罗那、终于法国马赛的海底管
道。按照法方说法，管道计划初期输送
天然气，以后用于输送氢气，符合欧盟
能源转型战略。

原计划中的“加泰罗尼亚中部天然
气管道”自西班牙经法国进入德国，使
德国得以分享西班牙、葡萄牙从阿尔及
利亚等国购买的天然气。项目2019年
因监管规范和资金问题暂停推进，德国
一直呼吁法国批准这一项目。

德国政府9月底决定投入2000亿
欧元补贴受高昂能源价格影响的民众
和企业，在欧盟内部引起不满。法国政
府认为这将导致德国企业享有不公平
的竞争优势，不利于欧洲单一市场稳
定。马克龙更是批评“制定政策时不能
只顾本国”，必须考虑欧洲“团结”。

防务方面，本月13日，14个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申请加入北约的
芬兰宣布加入由德国发起的防空军备
与导弹防御系统升级计划“欧洲天空之
盾倡议”，法国不在其中。

瑞士《新苏黎世报》德国事务专家
乌尔里希·施佩克说，法德之间分歧种
种，“终极原因是两国都在竞争在欧盟
的主导地位”。 据新华社

故天将降大任
于“是人”还是“斯人”？

专家答封面新闻记者：古代文献中两种写法都有

法德领导人匆匆相会“友谊”“利益”难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