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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语言中，“谣”有两层意义：一是指民间流行的民谣，如童谣、歌谣。
二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假话，如传谣、造谣。
这层意义是从第一层意义中引申出来的。
“谣言”一词最早见于史册是在《后汉书·杜诗传》，其中有一句是“诗守南楚，民作谣言。
”这里的“谣言”有歌谣、颂赞的意思。
当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谣言，现代意义上的谣言在古代称为“谣诼”，见于屈原《离骚》：“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由此可知，谣言在我国早已有之。
谣言之所以存在，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乱世出谣言”已经成为一种定律而被我们所熟知。
这就是产生谣言的许多途径中的一条。
乱世时，百姓都希望早脱苦海，所以，这个“早脱苦海”的信息是人们所等待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
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
于是，谣言就诞生了。
但在历朝历代的升平时期，也有谣言，有时候，这种谣言的破坏性居然远远大于起事者所编造的谣言
。
比如，乾隆年间的妖术大恐慌，险些将一个乾隆盛世阴暗的那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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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造谣无非是通过一些谎言的传播来达到造谣者的个人目的。
    中国古人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谣言这一武器。
谣言往往都是一个新闻，新闻的特点就是引发议论的。
    一些专家胡说的话也被人传播，因为“专家”被认为是“事实”的代名词。
只不过有些人是为了说服别人；有些人则是为了解放自己，抒发一下心中的不愤；另外一些传谣的人
纯粹就是为了说而说了，在聊天中，不知不觉地，谣言就如同精神癌症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之所以喜欢传播谣言，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因为人人都喜欢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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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木风，70年代生人。
对历史有独到的研究与体会，文风通俗而有历史韵味，信笔由缰而尊重历史真实。
现居北京。
曾出版《乱五代——五代史的另类解读》《温柔的血腥——剖解帝制时代的十一位太上皇》《清朝的
面孔》《历史的拐点——以身试法中国历史的偶然事件》等人文历史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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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曾参杀人——探秘消息小道逃跑的母亲孔子的高徒曾参有一段时间和母亲住在费地，此地有一
人和曾参同名，某一日杀了人，被当场活捉。
消息传开后，大家纷纷跑到曾参家探悉究竟。
巧的是，曾参不在家。
第一个来到曾家的人就神色异常，对曾母说，“你儿子在街上杀了人。
”曾母正在织布，听了这话，表情平静，回道：“我儿子不会杀人的。
”来人皱眉而走，第二人又来，神色恐慌，说，“你儿子在街上杀了人，已经被捉住，可能要连累你
。
”曾母继续着手里的活，回道：“我的儿子是不会杀人的。
”不久，第三个人来到，大叫着，“你儿子在街上杀了人，官差正在审问他，家中还有什么人，你还
不快点走！
”曾母停了手中的活，但还是毫无底气地回了一句： “我儿子不会杀人吧。
”第四个人来到，消息已经成了：“你儿子杀了人，官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曾母想都不想，转身冲进屋，从后窗户跳出去逃跑了。
不过，曾母逃跑后不久，就得知了事实真相，回到家中，又安心织她的布去了。
这个故事明确记载在《战国策》中，后来演成一个成语叫“曾参杀人”，寓意为聪明的人应该根据确
切的事实材料，用分析的眼光看问题，而不要轻易地去相信一些流言。
曾参是孔门子弟，提倡每个人一日之内都要三省己身，以品行端庄著称。
曾母有“妇德”，对儿子信任有加，却在几次听到“曾参杀人”的谣言后逃跑，这足以说明谣言的可
怕。
曾母之所以会逃跑，是因为当时有“株连”法，一人犯法，家人同罪。
所以，曾母必须要跑。
那么，曾母为什么会相信曾参杀人这一谣言呢？
如你所知，曾参品行端正，孝顺父母，按儒家思想，一个孝顺的儿子是不会做违法乱纪之事的（其为
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可曾母居然不用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最终真的就相信了曾参杀了人。
我们回到故事中，来看第一个传播谣言的人。
他并没有故意造谣的心思，他可能的确听到了曾参杀人这一消息。
但他并没有仔细去察看这个消息的可靠性，依他所有的知识(他知道有个人叫曾参)立即将这一消息传
给了曾母。
曾母不听，他又传递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传播者来到曾母面前，传播这一消息时，为了让曾母相信，他删减并强化了一件事：曾参已经
被活捉。
第三个传播者来的时候，消息再次被强化：官员正在审问。
而第四个传播者带来的谣言却是经过再次删减与强化：官员正在来捉曾母的路上。
你可以知道，曾母为什么要相信了。
首先，消息是被无数人传递来的，其次，消息越到最后，被强化的部分就越显得真实与紧迫。
制造谣言的人为了让人相信他所传递的信息不是谣言，会千方百计地用各种信息来说服对方，所以，
传播者是谣言的维护者，他们很少持中立态度。
就仿佛是一个人声泪俱下地劝你不要做傻事，你肯定会被其“真诚”所打动，而一旦这种人多起来，
你的情绪就会被其同化，产生共鸣，由此，你会倾向于他的行为与言语。
所以，这就是曾母为什么要相信谣言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谣言产生于何时，已无据可查。
不过，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故事大抵得知端倪。
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尧舜时代，或者是更早的洪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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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部落首领早上起来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突然见到一人飞奔而至，对他说，外面传了一件事，沸
沸扬扬，说是上帝要惩罚人间。
这位首领立即跟此人去信息发源地，刚出门没多久不久，就被他的部落民围住，说有许多青蛙和蛇纷
纷从洞里跑出来，横行大道，无所顾及。
这很明显是上帝派到人间来警示帝王大难来临的。
部落首领对青蛙和蛇横行大道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们就住在原始森林里，有时候他的门缝里就能挤
进几条蛇来，老虎、狮子常常在他门口打盹。
这种事情在他看来，确切地说，在他们这群人看来，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所以，他让大家不必担忧，在视察了那些蛇与青蛙后，他做了个解释，这些动物可能是去参加他们首
领的庆祝日。
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首领就问，是谁先传言的上帝来惩罚我们的话？
那个时候的人都非常诚实，一指二，二指三，三指四⋯⋯首领顺着大家的手指想顺藤摸瓜，可是在顺
藤许久后，他发现，这是一个圆。
许多人都被指了两遍以上。
首领最后也没有找到谁是第一个放出这个谣言的人，而让他不得不正视的是，谣言的确存在。
这个故事至少给了我们三个启示。
第一，谣言是群体的传播行为，个体无法支撑起谣言这个概念：第二，想要找出第一个造谣者，纯粹
是痴心妄想；第三，一些谣言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有求真欲望。
在今天，如果我们知道大批青蛙和蛇，或者是老鼠敢光明正大地跑到街上不惧人类，那很可能是地震
的前兆。
而那个时候的人们不知道这种知识，但他们又非常想知道，这些动物为什么这么大胆，不肯沉默又非
常想求真的他们就炮制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经过众人的口口相传，在传递过程中，对信息删减
与强化，由此就成了谣言。
未有信史之前，谣言多如牛毛。
这当然是人类“求真”的心思在作怪，于是，产生了无数神话，无数传说以及无数妖魔鬼怪。
从谣言的本体而论，这些谣言大都是传递者无心而为之的，他们没有一定的目的。
但是，“曾参杀人”这样的谣言却使我们不寒而栗。
我一直觉得，“我本无意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说的就是谣言的危害。
无心所传播的谣言都有危害，那么，有心制造的谣言，其危害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有四个人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乌龟，其中一个人说，这是鳖。
第二个人反对，说，这是乌龟。
其他二人同时说，这是鳖。
第二人在与三人辩论许久后，最终承认，这是鳖。
他为什么要承认，因为那三人说的头头是道，最终，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乌龟还是鳖了。
所以，他只好将乌龟认成鳖。
如果那三人再将这一认定传递出去，很多人都来附和，这就成了谣言。
“三人证龟成鳖”也就说明了谣言本身就是假的，但假的在继续传播过程中就成了真的。
北宋初年，云门文偃禅师的得意弟子青城山香林澄远禅师对佛法造诣颇深。
有一个和尚问他：“什么是屋子里的那盏灯——破除愚昧的智慧之光呢？
”香林禅师说：“三个人传来传去，乌龟都会被说成是鳖一要自己直接体会，从别人嘴里听到的肯定
会有偏差。
”这位禅师似乎给了我们一个辟谣的方法：直接去体会，实地考察。
但“谎言多次重复就会变成真理”却让我们在辟谣的路上越走越艰难。
否则，曾母就不会扔下手里的工作，迅速逃跑了。
市上有老虎《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一位大臣向他的王说：“现在有一个人说街上
出了老虎，大王您相信吗？
”魏王道：“当然不相信，街上哪里来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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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又说：“如果两个人都说街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
”魏王仍表示摇头，大臣再问：“那么，三个人都对大王说老虎上街了，大王信吗？
”魏王连连点头说：“要是有三个人都告诉我街上来了老虎，我当然相信了。
”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三人成虎”的来历，寓意是说，不要相信谎言和谗言。
但事实上，它说的是谣言。
在这个故事中，魏王应该问两个问题，比如，为什么有人要说街上有老虎；他们亲眼见到老虎了吗？
 是的，为什么要有人来传播这种谣言呢？
韩非没有给出答案。
的确，这种答案很不好给出来，因为答案有很多种。
我们完全可以预设一个场景，来回答为什么有人会传播谣言。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谣言是一个新闻。
原始社会，许多野人都固定在一片森林中，而这片森林里只有鹿这种动物，野人们的主要食物就是鹿
肉。
可突然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进了这片森林，被一个野人捉到。
这个野人从来见过这样的鹿，连忙将这个消息告诉同伴，说他捉到了一个大耳朵的小白鹿，估计是一
只妖怪。
他为什么要传播这个信息呢？
因为这个信息的内容有违常理——常理就是，他们始终见到的是鹿，可这次却见到一只妖鹿——于是
，消息立即传开，大家都对这个新闻非常感兴趣，当一个野人知道后，他有一种如获至宝的冲动，但
这种“宝”却不是上好的鹿肉，而有时效性，如果他现在不传播，那么，时效性一过，这就不是新闻
了。
炫耀似的>中动让他立即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最终，某人得到了一只妖怪的谣言就此诞生。
大街上有老虎也是有违常理的，因为老虎都在深山中，不可能来到街上。
传播这一谣言的人就是因为感到新奇，这是最容易引起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所以，他必须要传播。
我们先来看这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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