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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实事求是”一词进行辨析，我们认为国内学者在引用“实事求是”来论证毛

泽东思想精髓时，对该词语最早出处的文献表述不够严谨，对“实”字原初词义解释不够准确。
而“实事求是”一词本来与儒家思想有关，起初是对汉代解经方法的概括，明清时期的考据学与

之关系紧密。毛泽东早期对“实事求是”一词产生认知的重要因素是湖湘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二者共同为毛泽东后来改造和升华“实事求是”一词内涵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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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发 展 历 史 上，毛 泽 东 写 于

1941 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

求是”一词作了注解，这是毛泽东用中国成语对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

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

征。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

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①今天，当我们对

“实事求是”这一原本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色

的命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能够对该

词语的历史来源及属性进行一番辨析应该是有意

义的。

一 、学界对“实事求是”的引述及其辨析

自毛泽东首次全面阐释“实事求是”这个词语

之后，国内学者就不断引述，用其论证毛泽东思

想，主要观点归纳为: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

灵魂中最根本的方面; 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它深深

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不过，学界在引

述和解释“实事求是”一词时存有一些值得商榷和

深究的地方，我们将其归纳为如下两点:

( 一) 词语最早出处的文献表述不够严谨

许多学者认为“实事求是”一词最早源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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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河间献王传》一章，如李胜章著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实事求是思想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31) 、田湘波著的《毛泽东名言问世记》( 中国

青年出版社，2013 ∶ 42 ) 、高懿德撰写的《“实事求

是”理念的三重意蕴———“实事求是”理念的实践

论解读》( 《东岳论丛》，2005 年第 4 期) 、毕国明

撰写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确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而刘宏撰写的《乾嘉

学术系统新论———以“实事求是”为中心》( 《学术

界》，2014 年第 10 期) 一文则认为“实事求是”一

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可以说这两种

表述都不够严谨。通过翻检《汉书》，我们很容易

发现在第五十三卷只有标注《景十三王传》的篇

名，并无《河间献王传》一说。班固在《景十三王

传》中记载西汉孝景皇帝刘启有十四个儿子，其中

刘彻成了后来的孝武皇帝。《汉书》在前面十二纪

中已经单独为刘彻作传，在本传中一语带过，只是

简单提到刘彻的生母是王皇后。在《景十三王传》
中重点介绍刘启之子刘德的一生，然后简要介绍

了其余十二子。刘德与汉武帝刘彻是同父异母的

兄弟，景帝前元二年( 公元前 155 年) ，他被封为河

间王，封地在河间国( 今属河北省) 。刘德为王 26
年，汉武帝元光 5 年( 公元前 130 年) 卒于王位之

上，朝廷所赠谥号为“献王”，以褒赞其聪明睿智。
本传虽然对刘德着墨较多，但字数总共不到四百，

就本章整体内容而言也不属于主体，不会单独成

为一篇传记。由此可知，《景十三王传》乃是刘启

十三个儿子( 刘彻除外) 的合传，并非刘德一人的

独传。虽然学术界一般喜欢将多人合传的著作在

引用时只引所要用的主要人物名字，并认为这是

习惯，不能算差错，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习惯表述恰

恰能引起许多对原本史料一无所知的读者的误

解，即使是有些学者在转述别人对“实事求是”一

词出处的观点时，他们其实并不完全了解《汉书》
中这一章节的真实内容，而只是人云亦云，缺乏深

究。尤其是在我们追根溯源地注明该词语的文献

出处时，如果不遵循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模糊或

回避史书章节标题的本来面目，将会造成更多的

误解。因此，笔者认为“实事求是”一词最早文献

出处更为严谨的表述应该为《汉书·景十三王

传》。
( 二) “实”字原初词义解释不够准确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注解为: “‘实事’就

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

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

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结合当时中国

革命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对“实事求是”一词给出

了全新解释。毛泽东在此处把“实”字当作形容

词，意思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对

这个解释，似乎还应补充一点，即实事求是中的

‘实’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是查实、核实、落实一

类的意思，‘实事’不是简单地指事实，而是指‘实

其事’，就是说要确凿地查实事情的真相，弄清实

际的状况，也就是颜师古说的‘务得事实’。”①笔

者认为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准

确。因为《汉书》是在东汉时期编撰完成的史书，

我们通过考证发现，在两汉以前“实”字并没有“查

实、核实、落实”这些词义，它们不过是后来才产生

出来的引申义。“实”字的繁体字为“實”，东汉学

者许慎认为其本义为: “實，富也，从宀从贝。贝，

货币也。”②所以，“实”字本义是指财物的“富有”、
“丰富”，最初只是一个形容词。毛泽东对“实”字

原初词性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是对原初意义作了

引申和改造。另外，关于“是”一字，清代学者段玉

裁注解为: “是，直也。直部日，正见也。”③可见，

“是”字本义是“正见”，即正确的见解。所以，笔

者认为《汉书》中“实事求是”一词的原初意思乃

为“通过丰富的材料，进而从中求得正确见解。”
我们结合《汉书》所关联到的当时历史文化背

景，就更加容易理解“实事求是”一词的原初含义。
我国先秦文化典籍原本十分丰富，但主要刻在竹

简或木简上，很难保存下来; 再加上焚书坑儒，楚

汉连年战争，汉初朝廷忙于平定叛乱和对付外族

入侵等因素，导致汉初统治者无暇整理古代文化

典籍。到汉武帝执政时期，先秦存留下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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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毁损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传授和解读先秦典

籍主要依靠那些经历焚书坑儒而幸存下来的老年

儒生的口授，对同一部典籍的解说众说纷纭，难以

判定究竟哪种说法才符合原文。《汉书》中载有

“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

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

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①这

段史料记载刘德搜集到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先秦古

籍，这其中多数是关于儒家学派的第一手资料，数

量之多竟然与西汉朝廷藏书相等。刘德统治的河

间国虽然面积很小，但在汉初的诸侯叛乱中，却保

持了安定，能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发动各方力量

收集校对古籍，并努力从这些非常丰富的材料之

中探求 出 符 合 先 秦 原 始 儒 家 思 想 的 正 确 见 解。
“实事求是”一语本来是指河间献王刘德所采用的

一种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而古文经学又

是汉儒训解和阐述先秦儒家经典的学问，它对中

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学术流变影响很大，因此，“实

事求是”一语的深层阐述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包

括中国传统哲学) 。

二、“实事求是”一词的文化根脉及其考据

“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客观规律，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
如果我们能有较为开阔和宽广的视野，深入到中

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内部，作一点细致的研究和

考察，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的正是这一理论线

索。”②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

传统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其思想来

源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
虽然先秦诸子百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
的概念，但其思想内核其实在先秦原始儒家等学

派当中已经产生。孔子认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 ，意思是了解就是

了解，不了解就是不了解，这就叫做明智。这句话

强调注重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不主张弄虚作假，

主观臆断。同时，孔子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努力掌

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从中寻得正

确见解。孔子也认为“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

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

次也”( 《论语·述而》) 。意思是自己没有不懂却

凭空虚造的毛病。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

接受; 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孔子早在青壮年时

期以及后来的周游列国期间，就非常注意考察收

集有关古代历史文化传说、实物以及相关文献，涉

猎广泛，掌握了大量真实可信的资料。在不断丰

富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孔子带领弟子最终整理出

《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即后人

所谓的“六经”。孔子曾对颜渊说: “曩吾修《诗》、
《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 非但修一身，

治鲁国而己”( 《列子·仲尼》) ，可见孔子编辑、整
理“六经”的真正目的是经世致用，治理天下。
《汉书》记载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

《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

者。”③刘德把整理好的儒家经典用作教材，选拔

人才，设立了毛氏诗博士和左氏春秋博士; 依照古

代礼乐制度，进行实际操演，要求群臣动作言行都

要合乎儒家规范，体现了儒家思想学说的社会功

用。班固对刘德评价极高:“夫唯大雅，卓尔不群，

河间献王近之矣。”④《汉书·艺文志》在列举儒家

文献时提到《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和《河

间周制十八篇》，且班固认为后者十八篇似乎也是

河间献王所述。由此看来，刘德不但为保存和整

理古代文化典籍做出过贡献，也为研究阐述儒家

思想做出过贡献。史学家范晔指出《汉书》中就贯

穿着浓厚的儒家思想，“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

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⑤《汉书》重

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儒家正统思想观念来处理历史

人物。换言之，“实事求是”一语就是具有浓厚儒

家思想观念的历史学家班固以极为精简的语句高

度浓缩和概括了刘德为整理、研究儒家典籍而使

用的学术考证方法，并且产生于后世的考据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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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一脉相承。
“自《汉书》以后，或引录献王传，或阐学述事

而用到‘实事求是’一词者屡见不鲜。仅《四库全

书》和《四部丛刊》4 千种书中，就出现过 65 次。
而唐、宋以后的用法中，取义已与现在没有多大的

区别。”①在汉代之后“实事求是”一词的出现频率

很高，然而这一命题的儒家学派属性始终没有太

大变化，直至清代乾嘉考据学兴盛时仍是如此。
乾嘉学派治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关于儒家

经典研究考证的内容占多数。乾嘉学派还特别重

视客观资料的广泛收集，归纳研究，不以主观想象

妄作判断，含有可贵的严谨治学精神。尤其是阮

元在学术研究中直接继承了汉代古文经学家所开

创的实事求是治学方法，在他所撰的《揅经室集自

序》中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

敢立异也。”②同时，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

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考据学后

期发展方向的转变。乾嘉学派中除阮元之外，惠

栋、戴震、钱大昕等都是“实事求是”学风和方法的

倡导者和践行者。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一词虽然最早出现于

《汉书》，但其最初生成与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学

说密不可分。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无论就其学术考

证的主要领域，还是其学术考证手段，都带有被先

前时代深刻影响的痕迹，并且在乾嘉学派中得到

了极致发挥。因此，辨析“实事求是”一词渊源不

能仅仅停留在《汉书》中，需要我们能够将它置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学术发展历史等宽广的视

野下去解读。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

化之中无论是“实事求是”一词的根源还是其以后

的改造、运用，基本上都是和儒家思想的整理和研

究有关。只有了解清楚了这些，我们才能更为明

晰地去探知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语的历史

文化根脉所在。

三、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认知及其来源

毛泽东早年就开始饱览经史子集，深受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后来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

深入和发展，他不断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加以批

判和改造，吸取精华，推陈出新，对“实事求是”一

词的改造创新就是一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

学习》一文中化用“实事求是”一词来表述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对

“实事求是”一词的认知就直接来源于《汉书》。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最早认知我们已很难

确定。关于毛泽东早期就“实事求是”一词认知产

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一些学者往往只从湖湘文化

注重务实、反对空谈的学风说起，笔者认为这样去

论述难免给人一种较为空泛笼统的感觉。因为，

按照现代文化结构理论，人们一般将文化分为四

个大的层次: 即物质层次，制度层次，风俗习惯层

次和思想与价值层次。这四个层次中，物质层次

是文化的表层结构，思想和价值层次则是文化的

深层结构，而制度层次和风俗习惯层次，则是介乎

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有弹性的媒介。作为

思想和价值层次中的哲学思想，又是全部文化的

灵魂。③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毛泽

东早期对“实事求是”一词产生认知的重要因素。
( 一) 湖湘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对个人思想观

念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的岳麓书院是湖湘物质文化体系的重要代表，书

院中心位置的讲堂檐前曾悬有“实事求是”一匾，

该匾由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于 1917 年学校迁入

岳麓书院而撰写。由于清末学制改革之后，岳麓

书院的教育体制也相应发生变化，为适应社会需

要，宾步程手谕“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

生从社会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结论。岳麓书院的

“实事求是”匾文与《汉书》有承接关系。1913 年，

19 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1914 年合并为

第一师范，一直到 1918 年毕业。“毛泽东青年时

代曾寓居半学斋，‘实事求是’对他的思想形成产

生过影响。”④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曾数次寓

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

的真理。半学斋就是岳麓书院内右厢的一处建

筑，是以前的师生居舍，毛泽东早期对岳麓书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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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实事求是”的出典》，《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 年第 4 期。
阮元:《揅经室集》( 上) ，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 页。
万里:《湖湘文化大辞典》( 上)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7 页。
江堤、彭爱学:《岳麓书院》，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 页。



“实事求是”一匾应该留有深刻印象。岳麓书院内

“实事求是”一匾也是毛泽东早期对“实事求是”
一语产生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

( 二) 湖湘思想文化。大量资料表明，湖湘文

化无论对早期还是中后期的毛泽东都产生了不容

忽视的重大影响。历代湖湘学者大都倡导务实践

履、实事求是的学风。例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

家王夫之是湖湘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强调言必

征实，义必切理。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代表曾国

藩极为推崇王夫之，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

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曾国藩指

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

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

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 是者，非理

乎?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①

曾国藩承前启后，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明确揭

示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大命题间的理

论联系，完成了“实事求是”命题由考据学向哲学、
特别是认识论意义的转换，值得后世肯定。我们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之中可以看出早年的毛泽东

不止一次称道曾国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

前，曾国藩等湖湘思想文化名人对于青年毛泽东

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结合当时的湖南历史背景和

思想文化底蕴，并不难理解。可以说，历史上湖湘

思想文化杰出人物关于“实事求是”学风的提倡或

者将其作为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命题的论证，都是

早期毛泽东“实事求是”一语产生理性认知的重要

因素。
虽然，湖湘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对早期毛泽

东“实事求是”一词的认知起了作用，然而，湖湘文

化毕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很有特色

的区域文化，谈论区域文化又离不开中国传统文

化体系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区域文化分

别代表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辩证关系。我们在谈论“实事求是”一词所体现出

来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之时，仍然不能摆脱以

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否则，就成

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湖湘文化对早期毛

泽东“实事求是”一词认知所起的作用也只能说是

“外因”; 早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认知还

有其“内因”。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真正看重

的是行动和实践，没有陷进故纸堆中去求是，发扬

了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主张。这些

特点在早期毛泽东身上体现突出，譬如，毛泽东在

写于 1914 年的《讲堂录》( “修身”和“国文”课的

笔记) 中提出: “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要引入实际研究事实和真理”。② 毛泽东与蔡和

森、萧子升等同学深人湖南各地农村，了解社会状

况，体察民间疾苦。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早期毛泽东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也充

分彰显出了他与众不同的非凡个性和气质，为他

以后改造和升华“实事求是”一词的内涵铺垫了基

础。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不断丰富，毛泽东

对“实事求是”一词的认识日益加深。1937 年，毛

主席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题写“实事求是”
一语作为该校校训。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再次提到了“实事

求是”概念。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的全新解读，

就它的基本原理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就它

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革命和传

统思想文化的结晶，可谓古今结合，中西合璧，进

而真正实现了由先秦时期朴素唯物主义向现代辩

证唯物主义质的飞跃。□
( 责任编辑: 熊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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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1995 年版，第 16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8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