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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鼠为鸭”事件，生活中
大家可能会碰到虚假事件，小到例
如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撒谎、考试作
弊、背后中伤他人、网上恶意评论、
资本炒作……大到抹黑国家等。我
们该如何保持自身清醒，做出客观
合理的判断选择，避免歪曲事实的
行为呢？

首先，每个人都要明确：一旦遇
到事情，要实事求是，事情越复杂，
我们越是要保持清醒，从客观存在
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调查研究，以
此作为行动的依据，不能人云亦云，
提高自身的信息意识和辨别能力，
多思考和理解信息的缘由和来源。
同时，对那些虚假信息和流言要保
持警惕，不要盲目相信或转发，以免
加深负面影响。

其次，国家要加大相应的法律、
制度和监管措施的建设。国家机关
严格管控网络舆论等社会环境，严
厉打击虚假信息，通过法律和政策
的约束，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清朗
网络空间，营造良好的言论环境。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树立法治观念，当
自己不确定的时候，不要宣传，搬弄
是非，尽可能地减少虚假信息的影
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保
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最后，学校应发挥自身特殊的
教育功能。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仅
要教会学生知识，更要引导学生诚
信做人，不作弊、不撒谎、不虚假浮
夸……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以
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人生，
让社会诚信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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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次政

治课堂上，笔者与学生

讲到“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时，有学

生提及了网络热议的

“鼠头鸭脖”事件，大家

各抒己见开始讨论。看

同学们如此感兴趣，于

是，针对该事件，笔者

组织了一场话题研讨

会。同学们围绕此事件

开始搜集相关新闻，根

据时间线还原事件，并

进行深度研究，充分了

解网民对该事件的诸

多不同看法。

在“研讨会”上，同

学们确定主题为“实事

求是”，并围绕“今日说

法之指鼠为鸭事件”从

三方面展开：第一，古

人对实事求是的智慧

启示；第二，当下“指鼠

为鸭”事件背后的因

素、后果及处理结果分

析；第三，这一事件对

个人今后的启示，如何

一以贯之秉持实事求

是这一原则。

笔者发现，同学们

对该事件的分析全面

且透彻，能够引经据

典，在探讨过程中也发

现了自身的不足，以此

为戒，实现自身成长。

鼠头鸭脖引争议
实事求是固本元

指鹿为马出自司马迁《史
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
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设法试
探），持鹿献于二世（秦二世皇
帝胡亥），曰：“马也。”二世笑
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
左右（身边的人），左右或默，或
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
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
皆畏高。

赵高为了排除异己，将一
匹鹿放到朝堂上，让大家去辨
别是鹿还是马，非常可笑的一
件事，有谁会分不清鹿和马呢？
但是当赵高说这是一匹鹿时，
朝臣们感受到了异常恐惧，这
关系到朝臣们生死。除了一些
人能够坚持或者保持沉默，也
有一些人选择指鹿为马，坚持
事实真相不屈服于赵高淫威的
朝臣都落得凄惨的下场。与此
同时，伴随着赵高混淆是非，玩
弄权术的开始，大秦的发展也
逐渐走向衰微。

而如今，类似“指鼠为鸭”
事件再一次引发了众人的高度
关注。6月1日，江西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在食堂吃出疑似
为“鼠头”的异物，针对该食品
安全事件，江西省教育厅、省公
安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判定
异物不是鸭脖，而是老鼠类啮
齿动物的头部。南昌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昌东分局、江西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未认真调查
取证，发布“异物为鸭脖”结论
是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如联合调查
组没有实地调查，对“指鼠为
鸭”事件听之任之，那么会有什
么样的影响呢？答案显而易见，
学校的学生会担心自己每天接
触的食堂食品是不安全的，新
闻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会受到质
疑，社会公众对政府有关部门
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从而失
去信任，这一连锁反应，长期来
看，会有难以估计的后果。

无论是“指鹿为马”还是
“指鼠为鸭”，都提醒我们日常
生活中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
事实。所幸的是，该事件经过上
一级的联合调查组的实地调
查，得到了圆满处理。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东汉史学
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
班固赞扬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修
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释

“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
也”。意思是说，研究学问要掌握充分
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
实的结论。实事求是融合了“知行合
一”“格物致知”“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
了要全面充分了解事实，以此把握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

所以说，古人的智慧对今天的
我们，依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
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是客
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
是我们去研究。1942年2月8日，毛
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著名讲演
《反对党八股》，揭露和批评党八股
“装腔作势吓人”的不良现象，指出

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
“实事求是”跨越千年，仍旧历

久弥新。从班固第一次用“实事求
是”到毛泽东定义“实事求是”，这四
个字从考据学的方法发展为治学的
科学态度，又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丰富。

“靠实事求是吃饭”这一论断生
动形象地揭示了党的成功密码。一
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中
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
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未来的国
家发展，更需要我们每一位社会主
义建设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
实事求是，不搞浮夸风、虚假风，一
步一个脚印实现更加宏伟的中国
梦！

从“指鹿为马”
到“指鼠为鸭”

从古人的“实事求是”到今天的“实事求是”

从观察社会现象到把握“实事求是”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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