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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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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话石说

所以岳不群是一个政治家，对于一个政治家，我们并非不
能讨论个人道德，但政治家的政治属性是要大于道德属性的。
如果不能明了岳不群对华山派的兢兢业业，只说他是“伪君
子”，那么这是无意义的。

岳不群是金庸小说
《笑傲江湖》里一个非常
重要的配角，熟悉这部小
说或者改编影视剧的朋
友都知道，这是一个十足
的伪君子，至少金庸让他
表现出来的是如此，但

《笑傲江湖》是一部从令
狐冲视角去评判他人的
作品，实际上的岳不群又
应该是怎样的呢？

岳不群的名字出自
《论语》：“君子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既然“群而不
党”是君子，这位“不群”
便早在一开始就设定好
了是非君子了，再加上岳
不群本身外号“君子剑”，
按照小说里一贯的欲抑
先扬，可以说“伪君子”的
名头自小说伊始便挖好
了坑等他跳。

但岳不群是伪
君子吗？这一点我
们还是要从原文去
看，看他究竟做了
哪些事。

同样姓岳，先不
妨说说凶神恶煞的
南海鳄神岳老三。和
岳不群相反，这位岳
老三名列四大恶人
第三，却在《天龙八部》中饱受
读者喜爱，和只杀了恒山派两
位师太的岳不群比起来，岳老
三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比如
他遇到段誉想收他为徒，便如
此念及前一个死了的徒弟：

“死得很好，一干二净，免得我
亲手杀他。”

岳老三心思并非恶毒，而
是视他人性命于无物。可以说
他是一个李逵式的憨人，读者
爱其真，但如若当真细细想来，
是不会和他交朋友的。

那么被读者讨厌的岳不群
呢？同样看看他对徒弟的态度。

先是林平之，岳不群确然
是觊觎林家《辟邪剑谱》，但一
来他并未强取豪夺，二来也不
曾坑杀林家满门，当余沧海和
木高峰灭了林家后，岳不群必
然起了主动收徒的心思，可这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个人
角度上都不算有亏。

要知岳不群乃是一
派之主，当时华山派外有
魔教和嵩山虎视眈眈，内
有 旧 敌 时 刻 意 图“ 复
辟”，若不能挽救全派于
水火，岳不群这个掌门才
是失职。

然后是令狐冲。纵然
岳不群后期完全抛弃了
令狐冲，但是在令狐冲还
为华山派大弟子时，他确
实是一心一意希望令狐
冲能够继承衣钵。岳不群
既没有像岳老三那样想
要杀了他，也没有像戚长
发那样乱教，而是恨铁不
成钢一般让令狐冲去思
过崖面壁，这其间若不是
令狐冲学了剑宗的武功，

岳不群连镇山之
宝《紫霞秘籍》都
要教他了。

那么岳不群
这么做的动机究
竟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岳不群做的一切
都不是为了自己
的 野 心 ，而 是 为
了华山派的存亡。

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封
不平，华山派内忧外患，因此
从一开始我们就能知道，岳不
群所作所为是从华山派的整
体角度出发，并非是为了自己
夺得武林盟主之位（而在那个
内外交困的时候，岳不群怎么
会觊觎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
位置？）。

所以岳不群是一个政治
家，对于一个政治家，我们并非
不能讨论个人道德，但政治家
的政治属性是要大于道德属性
的。如果不能明了岳不群对华
山派的兢兢业业，只说他是“伪
君子”，那么这是无意义的。

《笑傲江湖》的主旨是自
由，所以在令狐冲的视角里，权
力就是全恶的。所以令狐冲永
远都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他
永远是一个逍遥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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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搞了一辈子文艺的老人跟我说，一个家庭中，
三代人能分出三个阶级，即：孙子是“地主”、儿子是“富
农”、老子是“贫农”。

打骂父
母这种极端
不 孝 的 情
况，虽然哪
儿都有，但
不普遍。普
遍 的 情 况
是，虽不打
骂父母，但
也视父母为
下等人。

有位搞
了一辈子文
艺的老人跟

我说，一个家庭中，三代人能分出
三个阶级，即：孙子是“地主”、儿
子是“富农”、老子是“贫农”。

这三种阶级表明了三种不同
的家庭地位和待遇，而决定这种
差别的，不是孙子，也不是老子，
而是作为“富农”的儿子，是他让
孙子凌驾于他之上成为“地主”，
又让自己凌驾于老子之上，然后
让老子成为最下等的“贫农”的。

一切好的东西都给了孙子，
孙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爷爷奶
奶不行，如果爷爷奶奶有什么要
求的话，儿子一定会说，你们都
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这么好的干
什么，差不多就行了。甚至爷爷
奶奶自己也会这么想，所以能凑
合就凑合，能将就就将就，一般
很少提要求。

这种情况在农村更普遍。为
什么呢？因为农村的老人经济收
入薄弱，对生活要求高了得向儿
子伸手，伸一回可能还行，伸两回
儿子就会不高兴，伸三回儿子可
能就恼了，就可能恶言相向了。所
以，当爹娘的伸手跟儿子要钱是
件很难的事。

就算爹娘老子有点收入，在
经济上相对独立，也可能过着极
其艰苦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有儿
子控制着。笔者在基层挂职体验
生活的时候，某村有位老人99岁
了，每个月收入大概在四五百元
以上，因为她除了领社会养老保

险金，还有九十岁以上老人补贴
和最低生活保障金。这笔钱在农
村，不算是小数目。但是她住的是
破房子，穿的是破衣服，吃得是干
煎饼烂地瓜。据说钱都在她儿子
手里拿着，隔三差五买点饭菜往
老人屋里一扔就不管了，老人根
本没有自主权。最要命的是，这
位老人家住的房子，是一间老
屋，眼看就要塌了，还在河边上，
背着阴，每到冬天寒风呼啸，屋
内如同冰窟。据说她儿子还是位
退休的干部，每月几千元的退休
金，住着五间大瓦房，每天至少
两顿小酒喝着。

2015年冬天，天气与往年相
比格外寒冷，时至仲冬，老人家还
没有棉裤穿，是邻居给了她一条
破棉裤。但是穿上没几天，老人就
死了。像这样的老人，她有长寿的
基因，没什么毛病，如果有好的条
件，儿孙照顾得好，活过一百多岁
一点不成问题。可惜她死了，死在
了有钱没权花，有子无人孝上。

有一个孝廉叫令狐策，有一次梦见自己站在冰上，隔着冰面和一个冰
下人对话。有个叫索紞的为他解梦说：“冰上为阳，代表男人；冰下为阴，代
表女人。你在冰上和冰下人对话，代表男女间的事，说明你要给人做媒。”

《 晋
书》是唐人
所修，二十
四史之一，
当 然 是 正
史，但有一
点 特 别 为
人所诟病，
那 就 是 保
留 了 很 多
荒 诞 不 经

的神怪故事，冲淡了史书应有的
严肃性。比如，书中记录了很多
梦，有的带有预兆性，有的可以
直接编入《聊斋》，当鬼故事看。

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
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的堂兄）
密谋造反，晋明帝得到密报，单
骑来到王敦驻兵的太湖边侦查
军情。此时王敦正在睡觉，忽然
梦见太阳绕城而走，大惊而起，
说：“这一定是黄胡须的鲜卑奴
来了。”原来晋明帝身上有鲜卑
血统，胡子是黄色的，王敦私下
里以鲜卑奴来称呼皇帝。于是马
上派了五个骑兵去捉拿。晋明帝

也有所察觉，快马加鞭想要逃
跑。路上碰到一个卖小吃的老太
太，就把手里装饰精美的一条唤作
七宝鞭的马鞭送给她，并嘱咐说，
如果有人追过来，你就把这条鞭子
给他们。不大会儿，王敦的手下果
然追来了，接过老太太递过来的名
贵马鞭赏玩不已，这么一来就耽误
了时间，晋明帝躲过一劫。

还有的梦为后世留下了很
有意思的典故。王导的孙子王珣
很有文采，有一次在梦中遇到一
个神人，给了他一支很大的笔，
那支笔的笔杆就有屋椽那么粗。
醒后，很觉惊异。他对人说：“从这
件事看来，我要写一些很重要的
文章。”不久，晋孝武帝去世，哀册
之类的文件，全部由王珣起草。这
就是成语大笔如椽的出处。

有一个孝廉叫令狐策，有一
次梦见自己站在冰上，和一个冰
下人对话。有个叫索紞的为他解
梦说：“冰上为阳，代表男人；冰
下为阴，代表女人。你在冰上和
冰下人对话，代表男女间的事，
说明你要给人做媒。”令狐策不

信，说我一把子年纪了，怎么可
能去做这件事呢？然而很快就有
人找上门来央求他做媒，并成功
说合了一桩婚事。这就是媒人又
被称作冰人的出处。

书中也有一些没有什么意
义的“鬼故事”。南阳新野有个人
叫邹湛，反复梦见一个人，自称
甄舒仲，此外什么话也不说。一
开始邹湛不知道什么意思，过了
很长时间，才明白这是一个“字
谜”：甄舒仲三个字拆开就是“予
舍西土瓦中人”。邹湛联想起自
己宅子西边积了一堆破瓦，翻开
一看，底下果然埋了一具死尸。
邹湛出钱将其厚葬后，又梦见这
个人来向他道谢。

咸宁二年，琅邪人颜畿病
死，已经收殓进棺材很久了，结
果全家人做了同一个梦，梦见颜
畿说：“我还能活，快把棺材打
开。”家人急忙照办，结果颜畿又
逐渐活了过来，不仅睁开了眼，
还能伸胳膊蜷腿，能吃能喝，但
就是不能说话走路。这样活了一
年才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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