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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研究者共话思想的力量

从阳明心学汲取共富智慧
本报记者 苗丽娜 通讯员 俞 宏 傅春江

一脉心学彰自信，一盏心灯耀古城。
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50周年。如

何继承阳明心学的优秀思想精髓，从阳
明心学中探寻精神富有之源、体悟社会
善治之方、锤炼勇毅斗争之魂、汲取团结
奋进之力，更好运用阳明心学智慧建设
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助推高质量发展？

近日，主题为“阳明心学与共同富
裕”的世界阳明学大会暨2022阳明心
学大会在绍兴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阳明学研究专家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

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
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这些年来，绍兴牢牢扛起阳明心
学发端地、成熟地和传播地的使命担
当，全力打造集拜谒、瞻仰、学习、研
究、交流、传播、体悟、践行为一体的阳
明心学圣地图景，全面加强“阳明遗迹
群”的考古发掘、串珠成链、保护利用，
在高标准建设阳明文化园，用心修缮
阳明洞天、阳明墓基础上，规划面积
40 公顷、总投资约 80 亿元的阳明故
里核心项目精彩亮相，在遗址重建的
王阳明伯府第、光影展陈心学成就的
阳明纪念馆联袂迎客，生动再现了王
阳明光辉一生的历史场景。

心学和共同富裕看似是两个无关
的话题，但是从“致良知”“心即理”“知
行合一”“万物一体”四方面来说，心学
和共同富裕还是具有现实联系。

心学以良知为主要观念。良知
之中，包含的人性关切，这种观念不
同于人的物化、工具化，要求将每一
个人都视为目的，具体的价值层面，
则表现为肯定人人都应当有良好的
物资境遇。

从精神层面来说，共同富裕就是
每个人都应当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
而这样的尊严需要一定的财富作为支
柱。这个意义上说，良知当中包含的
人道观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内在理论
依据。

心学所提出的心即理，蕴含个体
意识与普遍规范的统一。与心相关的
理，在宽泛意义上包含普遍的责任意

识和对社会、群体的责任。
从注重个体利益、先富起来，到关

注群体价值的共同富裕；心即理所内
含的个体意识和普遍之理的统一，从
一 个 方 面 为 此 提 供 了 内 在 的 哲 学
基础。

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
知所内含的责任的意识相结合，进一
步引向天下的情怀。这种天下情怀具
体表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进一步引
向和谐的存在形态。所以，万物一体
观念指向的，便是人的共同发展。

“以心为体”的意义关切、“良知”
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的天下情怀，
同时面临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
心学中，这一问题便是“知”与“行”的
关系。

在价值层面，知行合一意味着共
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

阳明心学与共同富裕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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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
结果，是社会共同体实现公共利益的
最大化，也意味着需要全体成员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

“共同富裕”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根
本价值诉求。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
种文明形态而形成一种价值体系的传
承以来，共同富裕便已经包含在公共
价值诉求当中。比如管仲提出的“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也就
是说普遍的道德必须建立在物质富足
的前提之上。所以共同富裕理念是中
国传统文化或者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
传统文化一种内在的、具有本质意义

的价值诉求。
“心即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

基础。阳明先生认为传统或者道统必
须建立在心的基础之上。“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明
德”“亲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原
动力。

阳明心学对共同富裕有诸多启
示，我们可以把他的思想精髓转化
为 现 实 中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方 法 遵
循。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
们应当知行合一，建立健全相关体
制机制，为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更多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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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老百姓都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这
是国家治理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王阳明常
讲怎么治理社会，“诚爱恻怛之心，财者民之
心”“以开导民心为本”，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才可以赢得老百姓的拥戴。

阳明心学的根本思想，就是万物一体、万
物同体，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就可以亲身
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忧愁，由此才有可能把

“财者民之心”作为自己为官的追求，这是王阳
明治理社会很重要的方式。王阳明还著有《南

赣乡约》，《南赣乡约》就是那个时候的“枫桥经
验”。

王阳明强调乡村治理，社会要走向共同富
裕，就要以百姓的共治共理作为基础。在互联
时代，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具有示范化意义的，是人
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是要在农业人口占绝
大多数的情况下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与传统
农业文明融合在一起的新文明，必须通过乡村
振兴来实现。

阳明心学与乡村振兴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陈卫平

众多对阳明文化颇有研究的高水平专家学
者，在本次大会上充分交流，达成共识。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从文脉传承看，阳明心
学是经久不衰的璀璨明珠；从以文化人看，阳明心
学是培塑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从文化先行看，
阳明心学必将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力量。

阳明心学与现实愿望碰撞出“共富火花”，首
先要进行基础性理论研究，让阳明心学走下“神
坛”，更加可触、可感。

“阳明心学的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心即理’
‘知行合一’与‘致良知’，都是要求准确地把握当
下具体的情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儒学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徐洪兴
说，在共同富裕之路上，我们可以从阳明心学当中
汲取灵感，每个地方结合自身其特色、实际，找准
核心、抓住本质来推动地方的共富之路建设。

阳明心学之所以能照亮共富路，不仅在其思
想本身，也在于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专家丁为祥、景海峰、何俊等都提到了阳明思
想的现代性在二十世纪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亮
点，在当今时代已远远超越了有限地方性，并作为
中国文化和优秀思想的一张名片传播海外。

阳明心学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朱汉民在致辞中谈及，
阳明心学既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也是
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同人民群众的共同教育观念相融通的重要思
想资源。

回归现实，阳明心学如何更好地融入时代、走
向民间、助力共富？阳明心学发端地、成熟地和传
播地——绍兴已有实践。

譬如依托媒介载体，当地推出原创越剧《王阳
明》、表演唱《吾心光明》，出版书籍《王阳明在浙
江》《名士真才王阳明》《王阳明的故事》，创作动画
片《稽山阳明》、动画电影《阳明宝藏》等，不断丰富
阳明文化的艺术表达，让阳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
家”。

前不久，落户绍兴的“阳明心学大会”永久会
址揭牌，为活化阳明心学增添新动能。国际儒学
联合会阳明研修基地在绍兴揭牌成立，助力拓展
心学“国际朋友圈”。依托东亚文化之都等平台，
绍兴大力开展阳明文化海外传播，越来越多的国
外学者、文化爱好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阳明文化。

在阳明心学的润泽之下，绍兴在实现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大步流星：城市综合经济实力重返全
国“30 强”，成功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荣获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三连冠”，获评“东亚文化之都”，连
续 6 年夺得“大禹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
国第 11 位，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阳明心学无论是哲学风格还是
传承途径，都带有平民化的特色，王
阳明把人人可以为尧舜扩展为致良
知学说。阳明及其后学，将思想普
及 到 了 商 人 、樵 夫 等 下 层 百 姓 之
中。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物质资料
的富裕，也要有精神上的富足。而
在绍兴，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士人
很好地达成了这一目标。利用充沛
的文化资源，接续优秀的人文传统，
进行文化推广与科普工作，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阳明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作出卓越贡
献，蕴含了丰富的经世精神。浙江经

济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商人所
创造的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都受到
了 阳 明 心 学 中“ 经 世 致 用 ”精 神 的
影响。

阳明心学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
派，也是一个具有高度内在凝聚力的
学术共同体。它是以人际间的信任作
为基础的。当今社会，人际间的信任
事实上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他对
于社会进步、企业发展又有着不可忽
视的影响。因此，今日我们要将阳明
心学的学术成果普及到民间去，以建
立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对于实现共
同富裕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具有积
极意义的。

阳明心学与精神富足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副院长 高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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