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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年归去阳明洞，独棹扁

舟鉴里行？

500 多年前那阵“知行合

一”“致良知”的风吹过阳明洞

天，吹进古城绍兴的每一处肌

理，留下了“吾心光明”的传

奇。

在绍兴古城的历史中，王

阳明的出现绝非偶然。深厚

的文化基因让这座古城在历

史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

文化名人。阳明心学不仅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的重要历史资源之一。

绍兴是阳明故里，是阳明

心学的萌发地、成熟地、传播

地，也是阳明文化积淀最为厚

重的地区。这个秋天，因阳明

心学大会，让一座名叫绍兴的

古城，和一个名叫王阳明的思

想家，更加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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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贯通
古今文明与世界文化

交流的桥梁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以“阳明心
学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主题，绍兴
市政府、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
学会再次联合主办“2023 阳明心学大
会”。活动由稽山论道、天泉会讲、绍兴

“阳明文化月”等内容组成。
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伟

在致辞中提到，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
学”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重大
哲学命题，开拓了儒学发展的新境界。
阳明心学强调人的道德和认识主体性，
追求人的自我实现和升华，蕴含了以人
为本的哲学内核，不仅积极影响了中国
的思想与社会发展，也传播到亚洲邻
国，产生积极影响。阳明心学存世 500
余载，虽然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但人们
追求完善自我和美好未来的愿望和探
索却恒久不变。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杨国荣也在
致辞中说到，王阳明的心学看上去很简
单，其实包含丰富的内容，有突出的现
代价值。如良知说包含了人道精神，万
物一体说表现出对于群体的关切，强调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给予关心和关爱，致
良知说要求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
建立和谐道德秩序，这些都与现代文明
密切关联。

“伴随着明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人
的自由意志的萌生，出现了一个古代中
国文明往现代文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
启蒙过程，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阳明
心学。我们今天在这里谈阳明心学，期
待能够把整个中国近代哲学的这一发
展趋势真正往前推进。在今天人类文
明进步和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年代，阳
明先生的万物一体之仁，是一个重要理
念。”台湾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山东
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
聘教授林安梧说。

“我们过去有一种刻板印象，总是
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闭的。事实
上至少从公元前 2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
文化就是向世界开放的，而世界文明同
样向中国敞开。重要的是，我们在保持
文化开放性、多元性的同时，又保持了
我们价值理念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历
史绵延。到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更加是多元的，所面临的文化资源更加
是多重的；而我们今天同样有使命，确
保中国文化本身价值理念的统一性和
完整性的现代继续。通过探讨阳明心
学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话题，可以
对此给予认真的对待。”浙江大学求是
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董平
教授说。

绍兴市相关负责人介绍，阳明心学
大会自 2020 年创办以来，在绍兴已连
续成功举办了四届，已经成为国内外
阳明心学传承发展、交流互鉴的重要
平台。大会多年来的精彩实践既是各

位专家学者传播阳明文化、贡献中国
智慧的生动印证，也是绍兴扛起阳明
心学萌发地、成熟地和传播地的使命
担当。

阳 明 文 化 ，让 世 界 知 道 了 中 国 。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以中国儒家传统为
基础，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
知”三大思想为主体，兼以仁政亲民，
在全世界学术界被广泛研究和讨论。
他的思想，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
精髓，又融入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使
得阳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
影响。

借鉴明代“王学讲会”的历史经验，
发挥大型学术活动的辐射作用，这几
年，绍兴一直在坚持做几件事：持续举
办纪念王阳明逝世国际学术研究会、中
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阳明心学大会等
高端学术交流活动。

历史的脉络也让阳明文化的印记
更加清晰。

2014 年 1 月 9 日，绍兴市人民政府
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纪念
王 阳 明 逝 世 485 周 年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2017 年 10 月 31 日，开展王阳明
诞辰 545 周年纪念日相关活动；2018
年 6 月 17 日—19 日，绍兴市人民政府
联合中国文化院等单位主办了以“唤
醒良知，此心光明”为主题的“第二届
中 国 阳 明 心 学 高 峰 论 坛 绍 兴 闭 幕 论
坛”，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与美、
俄、日、韩等国家的阳明学专家学者以
及其他各界人士 1000 多人出席；202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召开以“阳
明心学与社会治理”为主题的“2020 阳
明心学大会”；2022 年 11 月 22 日—11
月 24 日，以“阳明心学与共同富裕”为
主题的“世界阳明学大会——2022 阳
明心学大会”举行⋯⋯这些年，绍兴追
逐和纪念阳明先生的脚步从未停止。

以活动为纽带，推动阳明心学对外
传播，激活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绍兴，
一直在努力。

激活创新
千年古城与文化遗迹

传承的破题

提到绍兴，不得不提阳明文化。
天泉证道、稽山论道、洞天修道、香

炉和唱、南镇观花⋯⋯一步一景，在古
城绍兴，一不留神，你可能就走过阳明
先生走过的路。

绍兴，和王阳明有着不解之缘。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因筑室于

会稽山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世人遂
称之为阳明先生。

绍兴是阳明先生出生之府、成长之
地、归宿之所，是他生活时间最长、遗存
遗迹最多的地方。光相坊新建伯府第、
兰亭鲜虾山阳明墓、会稽山阳明洞、若
耶溪边云门寺、达溪虹桥先祖地等，这
些都是阳明文化弘扬传承的宝贵遗产。

如何让阳明文化走得更远？
为加强王阳明遗迹遗存的保护利

用，近年来，绍兴市以史为据，通过考古
挖掘、史料分析、保护研究、数字技术等
多种方法，对绍兴市域内阳明遗存遗迹
进行保护性修缮、高标准建设，形成了
集拜谒、瞻仰、学习、研究、交流、体悟、
实践于一体的阳明心学圣地图景。研
究绍兴打造的“绍兴阳明十景”等品牌，
你会发现，沿当年王阳明从伯府第出发
经水路南往会稽山腹地云门寺、登秦望
山，东往四明山腹地等游赏行踪，将诸
多阳明遗址遗迹串联起来，形成阳明文

化文商旅融合发展的丰厚资源。
绍兴对阳明遗址遗迹的修缮恢复，

为阳明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坚实的硬件
支撑，也培育了新的文化旅游品牌。如
今，王阳明与大禹遗迹、鲁迅、黄酒、书
法成为绍兴的五张金名片。

落地生根
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

的结合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阳明心
学以其独特的哲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照
亮了无数人的心灵。这些年，绍兴在文
化传承和发展上成绩斐然。尤其是阳
明心学，在绍兴这片文化热土上呈现出
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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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阳明文化融入生活，让它

“活”起来，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绍兴
一直在探索。

近年来，绍兴协同各地文化部门、
权威学术机构、高校院所等联合开展各
类文化活动。讲好阳明故事，传承阳明
心学，是绍兴责无旁贷的使命。阳明心
学精神内核与精神文明、学校教育、基
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时代关切”

“文化关照”“群众关心”的领域相结合，
使用创新文化活态传承新模式，打通了
阳明心学与普通大众间的“最后一公
里”。

阳明心学在赋能文化建设、助力乡
村振兴、推动学校教育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戏曲《王阳明》《阳明洞天》等、纪录
片《王阳明》、动画片《少年师爷之稽山阳
明》、歌舞《咏良知》等作品百花齐放，王
阳明主题漫画、周边文创产品等作品创
意缤纷，阳明主题图书馆、稽山讲堂、少
年阳明班、阳明文化研学、马拉松等文化
服务项目惠及大众。此外，绍兴全市实
现了从阳明幼儿园、阳明小学、阳明中
学、阳明学院的全学段覆盖。绍兴是“枫
桥经验”的发源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与
阳明心学有着一脉相承。绍兴积极使用
阳明心学这一文化资源，通过学术研讨、
互联网+、制度创新等多种方式，探索发
掘阳明心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
治理、乡村振兴中的驱动作用。

绍兴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中
华文化正向世界展现独特魅力，阳明心
学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
时代力量，其蕴含的精神价值和实践智
慧，必将与新时代新使命相适应，为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贡献更多力量。

是的，阳明心学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