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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面胜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赶赴北平( 今北京) 之

时，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话题。“进京高考”当中蕴含的“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值

得我们深入发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进京赶考”中的“考”字其实大有深意，“进京赶考”还和我国古代

的科举制度以及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失败等等，都大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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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

胜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赶赴北平( 今北京) 之

际，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话题。当时他对

周恩来说: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

恩来回答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能退回

来。”毛泽东豪迈地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

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著名

对话，后来被归纳为“赶考精神”，并成为中国共产

党执政后时刻不忘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比如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西柏坡中共

中央旧址时就曾指出: “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

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

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

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016 年 7 月 1 日，他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再次指

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在新的历

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赶考

精神”的高度强调，无疑为“进京高考”这一话题赋

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当然值得我们警醒和思考。

但值得 注 意 的 是，长 期 以 来 人 们 对“赶 考 精

神”提出的背景和内涵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赶

考”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符号，其中蕴含

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对此人们却鲜有论

及，故本文尝试从这个角度对此做一番追溯和讨

论，希望由此深化人们对“赶考精神”的思考，进而

对我党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赶考精神”有所助

益。

一、“考”与“祖考”“自考”

现代汉语 中 的“考”，主 要 是“考 试”“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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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的意思。但这种涵义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

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古代“考”
“老”同义，二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自考”———毛

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话题，或与此有关。
《说文解字》:“考，老也。”“老，考也。”以“考”

“老”二字互训。段玉裁注: “老也。凡言寿考者，

此字之本义也。引伸之为成也。”按甲骨文，“考”
“老”二字相同，均象偻背老人扶杖而行之状，故其

本义为“寿考”，《礼记·曲礼下》云: “生曰父……

死曰考。”因为死去的父祖和祖先在儿孙的心目中

自然 是 老 人，故 后 来 有“父 考”“祖 考”的 称 呼。
《周易》豫卦《大象传》云: “雷出地奋，豫; 先王以

作乐崇 德，殷 荐 之 上 帝，以 配 祖 考。”这 里 甚 至 将

“祖考”和“上帝”平列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正如段玉裁所说，“考”字由“寿考”又引申为

“成”，其中的 逻 辑 或 许 是: 一 个 人 逐 渐 变 老 的 过

程，同时也正是一个人逐渐成熟的过程。比如郑

康成在解释《周易》复卦《小象传》“中以自考”时

就说:“考，成也。”

从“考”的本义为“老”、为“成”来看，或许在

古代，老人以及逝去的祖先就成了年轻人或者活

着的人的一面镜子，后人站在他们面前，就变成了

对自己的一种“考试”了，就变成了自己走向成熟

的一种必 要 环 节 了。后 来 动 词 的“考”所 具 备 的

“考试”“考核”“考查”等等涵义，应该就是由此而

来。质而言之，中国人如此重视考试，应该和中国

人源远流长的敬老、尊老的传统有关。从这个角

度来看，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话题，实际上就

有向我们的祖先汇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成绩的

意思了，岂不伟哉! 1937 年 4 月 5 日，时值民族危

亡之际，在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国共两党曾共同公祭黄帝陵，毛泽东代表中国共

产党亲笔撰写了《祭黄帝陵文》，此举或亦可由此

理解也。

此外，这种“考试”，还不仅仅光是接受祖先考

察的意思，其中更包括“自考”或“自成”的意思。

我们现在的语言中还保有“自考”这个说法，其涵

义主要是“自学考试”的意思，但其实“自考”的概

念来源甚古。《周易》复卦六五云: “敦复，无悔。”
《小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郑康成就是

在这里解释说: “考，成也。”我们知道，复卦( 椃 )

下震上坤，一阳来复，复至于五，乃至于成也。马

其昶说:“复之初以自知，终以自成; 初‘无祗悔’，

终则‘无悔’。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皆所以成

己也。于本体外无所增加，还其固有而已。不言

吉而言‘无悔’，其义大矣。《洪范》五福曰‘攸好

德’，初之‘不远复’也; 曰‘考终命’，五之‘敦复无

悔’也。”( 《周 易 费 氏 学》) 胡 炳 文 则 说: “‘不 远

复’者，善心之萌。‘敦复’者，善行之固。故初九

‘无祗悔’，‘敦复’则可‘无悔’矣。‘不远复’，入

德之事也。‘敦复’，其成德之事欤?”( 转引自李

光地《周易折中》) 无论是以之和“考终命”对比，

还是称之为“成德”，都是强调这种“考察”及其所

取得的成就乃是自发自愿的，绝非外力强加的，因

而不过是对其自身德行的一种自我检验而已。

其实这 和 儒 家 一 直 强 调“自 强”“自 得”“成

己”等等精神也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周易》乾卦

《大 象》有 句 著 名 的 话: “天 行 健，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孟子·离娄下》则说: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

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源) 。故君子欲其自得

之也。”《论语·宪问》引孔子说: “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关于儒家的“为己之学”，美国汉

学家狄百瑞有个解释，认为它指的是“一个人应该

自己寻觅其道，好由此得到内心深刻的满足。”［1］

因为儒家是“为己之学”，所以对其结果的考验也

必定是由自己来完成的，而不能简单地委之于他

人，此即所谓“自考”之本义也。从这个角度来看

“进京赶考”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毛泽

东在中国 革 命 形 势 一 派 大 好 的 情 况 下 自 己 提 出

的，其中的“自考”意味乃是非常明显的。

二、“进京赶考”与科举考试

“进京赶考”这个话题，最引人遐想的，当然还

是我国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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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两

代，其不仅在促进中国社会重视教育和学习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实际上也为整个社会创立

了一整套的儒家教化机制，有人甚至认为其堪称

中国古代的一种“政学一体”的民主政治制度。这

一制度虽 然 到 了 中 国 封 建 设 社 会 后 期 变 得 僵 化

了，但其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毫无疑问

“厥功甚伟”，而且，其还曾对西欧的启蒙运动产生

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迄今还有许多积极的因素

值得我们在社会治理和教育上予以挖掘和借鉴。

而在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的话题中，我们就

隐约还可以感受到这一制度的遥远的历史回响。

我们知道，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实行之前，古代

人才的选拔有两种主要的方法: 一是世袭等级制，

一是举荐制。相对于这两种人才选拔方法，科举

制的优越性是明显的。葛剑雄在《科举制度，存废

皆有理》一文中曾将此优越性归纳为三点: “首先

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

制的家 庭 出 身 者 外，无 论 贫 富 贵 贱，都 有 参 加 资

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

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

到很大制约。再则，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

制度日趋严密。其中不少做法实际沿用至今，甚

至比今天的规则严密得多。”［2］正因为如此，余英

时在《试说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

中曾经说:“科举制度是帝国系统中最为敏感的一

架调节机器。”“科举是传统政治、社会、文化整体

结构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部分。”在

考察了各个朝代具体的科举制度后，余英时甚至

断言说:“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

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

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

一多面互动的整体。”［3］科举制度在其后期越来越

腐朽，特别是随着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进入，无论

就其内 容 而 言，还 是 就 其 形 式 而 言，的 确 是 落 后

了，其被废弃的结局是不必惋惜的; 但从长时段的

历史来 看，科 举 制 度 的 优 越 性 也 是 不 容 否 认 的。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性政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

化的代表，当然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持批判的态度;

但中国共产党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对

科举制度的评价上，又持客观和辩证的态度。毛

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提出“进京赶考”的

话题，其中应该暗含着对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中

的重要作用表示肯定之意。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角

度讲，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即古

代所谓“士子”者) ，或者为了报效国家，或者为了

“出人头地”，科举考试其实都是他们的唯一通道，

这种历史记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可谓刻骨

铭心! 因为差不多两千多年来，到了参加考试的

时间( 所谓“春闱”“秋闱”) ，那些寒窗苦读的士子

们就要赶往省城或京城，试图实现“鲤鱼跳龙门”，

博取功名，其中有的成功登第，有的却名落孙山，

这样的 悲 喜 剧 一 年 又 一 年 地 上 演 着……比 如 黄

巢、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农民起义军领袖，就都是

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 在吴敬梓《儒林外史》“范进

中举”的故事情节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被科举制度

扭曲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丑态。但不管如何，尽管

辛亥革命后科举制度被废除，这种历史记忆依然

存活在 大 部 分 人 的 心 目 中，是 很 难 抹 除 干 净 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认为，“进京赶考”作为一

种文化现象，其实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服务社会、
改造社会的一种雄伟抱负，并长期以来形成了中

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情意结( complex) ”。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其中很多有过自家亲戚甚至自己参

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他们对“进京赶考”的复杂情

感是非常清楚的。在这里，毛泽东试图用“进京赶

考”的话题来激活人们的这种历史情感记忆，一方

面显得十分具体形象，另方面也显得十分亲切生

动。
因此，从科举制度的角度看，“进京赶考”乃是

一个寓意丰富的“文化语码”，毛泽东以此昭告全

党和党内高级干部，其警醒效果应该是显而易见

的。

三、“进京赶考”与李自成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提出“进京赶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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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还多次提到李自成。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

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

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4］。根

据中共河 北 省 委 党 校 西 柏 坡 研 究 中 心 李 芬 所 著

《“赶考”路上行与思》( 2015 年 3 月河北人民出版

社出版) 一书的研究，所谓“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

话题，其实是和“进京赶考”的话题密不可分的，两

者所谈的根本就是一回事。

时间追溯到 1944 年，其时为了纪念李自成领

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打入北京城推翻腐败透顶的

明王朝、但又迅疾仓皇败出北京城三百周年，著名

历史学家郭沫若就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

根据郭沫若的研究，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失败，其

主要原因就是李自成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而其手下的将领们进京后更是大搞生活腐化，丧

失了当初参加革命的斗志和初心。毛泽东看到这

篇文章后就表示非常欣赏，他迅速指示有关部门

予以印发，还把它列入了党内的整风文件，责令全

党高级干部都来认真学习。同年 11 月，毛泽东在

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

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

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

值得注意。”［5］1944 年 4 月 12 日，毛泽东还在延安

高级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演讲《学习和时局》中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

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

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

的错误。”［6］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不

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

全国解放前夕，特别是在进驻西柏坡的那段时间

内，都念兹在兹的一个话题。根据这一时期的各

种回忆录记载，除了在由西柏坡赶赴北平之前，而

且沿途，如在保定和涿州，毛泽东都提到了李自成

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而特别是住在香山时，毛泽

东还曾经专门让警卫团战士们讨论过: “我们是共

产党进北京，还是李自成进北京?”这些史料都充

分说明，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进京赶考”这个话题，

的确是与李自成这个反面教员无法分开的。

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他犯

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郭沫若的文章还

是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都有过大量的揭露，此处

不必赘言。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避免犯李自成所

犯的 同 样 错 误 呢? 骄 傲 的 反 面 当 然 是 谦 虚。为

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 明 确 提 出“两 个 务

必”的号召( 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解放后召开的党的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后来成为名言

的“虚心使人 进 步，骄 傲 使 人 落 后”的 著 名 语 录。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进

京后稳定了人民政权，并不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

利走向胜利。

而从我们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经典中反对

骄傲、提倡谦虚的例子同样比比皆是。比如《尚书

·大 禹 谟》中 就 有“满 招 损，谦 受 益”的 警 告，在

《论语·泰伯》中，孔子也说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意思就是说，即

使有人的才华像周公那样好，但他如果骄傲和鄙

吝，那他也 就 不 值 一 提 了。作 为 所 谓“五 大 道 之

源”、“三玄之冠”和“群经之首”的《周易》，其中有

个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当中唯一一个六爻皆

为吉利的卦( 其下三爻全 部 是 吉，上 三 爻 全 部 是

利) ，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比如，谦卦何以会

有“六爻皆吉利”的结果呢? 如从卦象上看，谦卦

( 棶 ) 乃由下艮、上坤组成，而艮为山、坤为地; 我

们知道，现实中的山本来是处在地上的，而地则是

处在山的下面的，但从卦象上看，现在的山反而跑

到地下去了———这不是违背常识了吗? 但《周易》

的作者如此安排谦卦之象，却正是为了说明谦虚

的道理。假如一个人能够像谦卦中的山那样，虽

然他内心中满是丘壑，但他却能一味地谦卑待人，

那该是一种多么宽阔、多么博大的心胸! 我们看

孔子就是这样，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入宫

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还有，“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真的对太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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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什么都不懂吗? 不可能! 但是他还是表现得

很谦虚，还要针对每件具体事情不停地询问。实

际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也许我们表面上懂了，但

肯定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不太懂，所以孔子“入太

庙，每事问”的例子，一方面说明了他的谦虚精神，

另方面也说明了这种谦虚态度也是我们在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时无时无刻不能缺少的一种科学精

神。而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如果有了这

种精神，自然会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在屡屡讲到

“不要做李自成”以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

后”的时候，或许也有这样的体会吧?

综上，我们从“考”字的原始涵义、“进京高考”

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及“进京赶考”和李自成

起义军的失败等三个方面考察了“赶考精神”中的

传统文化内涵。这些内容，或许以往人们很少注

意到，但其中的寓意应该是真切的和富有启发意

义的。我们知道，近年来党和政府对弘扬传统文

化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

何深入挖掘和著名的“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的

“赶考精神”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并进而服务于当

下的伟大社会实践( 包括贯彻到“中国梦·赶考

行”宣传教育活动当中) ，应该是必要的或值得大

力提倡的。但本文的这些讨论还是初步的，不足

之处，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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