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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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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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上南京大学中文

系硕士研究生
!

毕业后在南

京理工大学长期从事学术

期刊的编辑工作
"

%&&&

年
!&

月
!

陈 东

林 推 出 四 本 文 学 批 评 著

作
#

金庸作品批判
$ #

琼

瑶作品批判
$ #

诺贝尔文

学 奖 批 判
$ #

冷 眼 看 王

朔
$ !

由于批判的锋芒直

指 文 坛 名 人 而 受 到 广 泛

关注
!

同时也遭到众多非

议和谩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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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读者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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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首席生活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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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的特大错误应纠正
33345678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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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记者 曹锋 沈梅 李谷

其实
!

陈东林教授

关于
& '

论语
$

书名错

了
(

的想法由来已久
!

不过
!

一直也没有什么

)

动因
(

让他和公众分

享
%

前段时间
!

在一次

闲聊之中
!

陈教授和快

报记者恰好说到了这

一点
%

经不住记者的

&

怂恿
( !

他在考虑了

几天之后
!

决定把自己

的想法写成文章
%

于

是
!

这就有了
'

两千多

年的特大错误应当纠

正
$ %

陈教授说
!

之所

以考虑了几天
!

最重

要的是
!

写这样的文

章
!

需要慎重
%

他还特

地查阅了相关的学术

论文
!

发现上海
'

图

书馆杂志
$

'&&(

年第

)

期上刊登了一篇署

名
&

柳向春
(

的文章

'

也谈
*

论语
+

的得

名
$ !

文中虽然提出

'

论语
$

应解作
'

伦

语
$ *&

论
(

是
&

伦
(

的通假
!

却并没有进

一步指出
'

论语
$

的

书名是错误的
%

另一

方面
!

陈教授也做好

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

因为公开发表这样的

观点
!

遭到各方面拍

来的
&

板砖
(

是可以

预见的
!

但陈教授认

为
!

只要自己言之有

理就不怕
!

为什么对

圣贤和经典就不能质

疑一下呢
+

古往今来
!

关于

'

论语
$

题目的解释

林林总总
!

将
&

论
(

理

解成
&

伦
(

者也不少
%

俞香顺指出
!

蔡尚思

先生在
'

论语导读
$

中列举了几种常见的

说 法
!

其 中 就 有 将

&

论
(

理解为
&

伦
(

的
%

俞香顺说
,&

如果

从文字学角度出发
!

章太炎的说法颇为近

理
%

章 太 炎 认 为
!

-

论
.

和
/

伦
.

都是后

起 之 字
!

原 先 只 有

-

仑
.

字
%'

国故论衡
0

文字总略
$

说
!-

论者

古但作仑
%

比竹成册
!

各 就 次 第
!

是 之 谓

仑
% .- '

论语
$

为师

弟问答
!

乃亦略记旧

闻
!

散为各条
!

编次成

帙
!

斯曰
'

仑语
$ % . (

此外
!

俞香顺还

引用了东汉刘熙
'

释

名
0

释典艺
$ ,&

论者

伦也
!

有伦理也
%

语
!

叙也
!

叙己之所欲言

也
% (

指出刘熙的
&

伦

理
(

也不是我们今天

所谓的
&

伦理道德
(

,

&

伦理
(

,

只是
&

条

理
(

的意思
%

综合各

家之说
!

无论是
'

论

语
$

还是
'

伦语
$ !

其

实并无深意
%

在了解了陈东林的观

点
!

以及他提出的各项佐证

之后
!

南京大学中文系一名

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教授毫不

犹豫地下了结论
,&

这个论

点根本站不住脚
% (

这名教授表示
!

从古至今

关于
'

论语
$

一直存在很多争

议
%

但
&

论
(

字是个错字这样

的论点
!

他是第一次听到
%

这

位教授对
'

论语
$

中的
&

论
(

字作了解释
,& -

论
. ,

就是把

语言
*

文字变得有条理的意

思
% (

由此他得出推论
!'

论

语
$

这一书名的意思就是
&

把

孔子的语言
*

文字变得有条

理
( %

而之前
!

人们都知道
'

论

语
$

一书由孔子弟子整理而

成
!

如此看来
!

成书的过程
*

书

中的内容
!

都与
'

论语
$

这样

的标题完全符合
%

这名教授回忆
!

在他所做

的研究之中
!'

论语
$

一书标

题的写法只有如今通用的这

一种
!

正统的记载中没有
&

伦

语
(

的写法
%

至于
&

论
(

与

&

伦
(

互为通假字一事
!

这名

教授表示
!

这仅仅是那两个

字之间的事
!

跟
'

论语
$

一书

无关
%

'

论语
$

作为中

学语文中的教材
!

不

少 在 读 中 学 生 都 在

学习
'

论语
$

中的章

节
!

学生一般比较容

易接受新思想
!

因此

他们对
&

论
(

是错字

的 说 法 并 无 多 少 排

斥感
%

在采访中虽然大

多 数 同 学 认 为 是 错

是对他们管不了
!

但

还 是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同 学 赞 成 陈 教 授 的

观点
%

一名张姓同学

表示
,&

学的时候就

觉 得 怪
!

明 明 是

-

论
.

字
!

为何要读

第二声呢
!

这肯定有

问题啊
%

不是简简单

单 解 释 为 多 音 字 或

通 假 字 就 能 说 得 过

去的
!

其实我认为通

假字都是错别字
!

陈

教 授 这 样 敢 于 纠 错

的做法
!

值得认可
1

古 人 也 不 是 不 会 出

错
!

而且
'

论语
$

很

有 可 能 是 口 口 相 传

之后
!

才出的书
!

难

免会有差错
!

说不定

书名就是错的呢
1 (

!"#

$

论语
%

书名写错了
01D2±?34R5<`6*7Æ8

$%&

古人对
&

论
'

也有争议
01D2±?34à9<`�:¬;<`

=>Æ8en£?@AB�

这个论点
站不住脚
01D2±?3<n£

ÚCÆ8

作为一个执教了几十年

的语文老师
!

喻旭初对于陈

东林提出的观点有些不能赞

同
!&

教了那么多年书
!

我第

一次听说这样的观点
% '

论

语
$

中这个
-

论
.

是个多音

字
!

不能简单定义就是个错

别字
!

陈教授所提出的
'

论

语
$

是关于伦理道德的一部

书
!-

论
.

与
-

伦
.

通假
!

以及

古人在沿袭抄写这部名著时

抄写错误
!

我看这些论据稍

显单薄
!

特别是
'

论语
$

是关

于伦理道德的一部书
!

我不

能认同
!

因为
'

论语
$

中还包

括很多教育政治方面的东西
%

用
-

论
. !

这已经是约定俗成

的模式了
!

这个字是否是错

字
!

这还是需要找一些历史学

家与中文学家来研究
% (

多音字不能
简单定义为错
01D2±?DEn`

5£;FÆàGHI

'(&

古人当然也会出差错
01D2±?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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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大讨论

!

陈东林原文

!

陈东林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