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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十分重视阳明文
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或引用王阳明的
学说主张。形成于浙江的阳明学是近世中国
最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它以批判的态度倡
导道德自觉，以平民的立场关注日常人生，从
知行合一的维度强调思想与实践的结合，不
仅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资源，也
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阳明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
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抱负，并强调对这种价
值观的培育与涵养。在培育和涵养的整体功
夫中，“立志”具有端绪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人
只有树立明确的目标和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其
人生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王阳明赓续强调
良知良能的人性自觉，因此十分重视“立志”。

意志坚定，就不会被眼前的挫折所压
服。1496年，王阳明第二次科举失利，但他却
说，我不以科举失败为耻，而是以科举失败导
致的心意紊乱为耻。的确，一个人所取得的
成就是跟他的志向有密切关系的。即使是身
处贬谪龙场的困境中，王阳明仍通过创办书
院等方式推动黔中文化的发展，并在艰难困
苦中顿悟良知自足、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
境界。王阳明以自己的经历来激励他的学
生，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立志而圣则
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即是要告诫学生一
定要以圣人为自己的成人目标。

当今世界，消费主义盛行，一些人在生活
中逃避崇高、拥抱欲望，一些青年因为竞争激
烈、发展空间受限，失去前行的动力，选择“躺
平”和躲避挑战。长此以往，社会发展就会停
滞、国家能力也会受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看
重青年人的“立志”。2019年4月30日，在纪
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
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
不摧的前进动力。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
进潜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
定。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
矣’。”在这个讲话中，他通过引用阳明先生的
名言来激励青年。其实，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贯的思想。

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
京大学青年学生交流的时候，鼓励大家树立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上下功夫，下得苦功夫、求得
真学问，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善于

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扎扎实实干事、踏
踏实实做人，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于实
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有人说，王阳明是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理
想人格的代表，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是
伟大的实践家，他不仅强调知行合一，而且他
的一生也是知行合一的典范。强调知行合一，
与中国共产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从实践
中总结经验、检验理论的工作方式是一致的。
毛泽东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在延安窑洞诞生的

《实践论》《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
合，成为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干部习惯于形式主义
地理解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不愿意深入群
众、深入生产一线去贯彻去验证思想理论，把
本来应该“知行合一”的实践活动“虚无化”为

“文件旅行”，疏远了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
的关系。所以，要重申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的思想，并使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党员干部的

“修心”和“修身”之学。

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

阳明学在明代的崛起和发展，不仅是王
阳明本人对明代宦官当权的腐败政治现状
的批评，也是对日渐僵化的朱熹思想的批
判。2006 年 5 月 30 日，在为“浙江文化研究
工程成果文库”作的总序中，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就提到，无论是王充、王阳
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
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
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在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哲学的背景
下，当时的人们不敢怀疑朱熹的观点。王阳

明一开始也深信程朱所说的事事物物当中
存在某种客观的“至理”，人们可以通过“格
物”的方式来把握和认识。但相信之余，王
阳明却敢于去“验证”，他通过“格竹”方式去
认识却一无所得，反而落下了病根。虽然，
王阳明的“验证”方式被人质疑偏离了朱子
的原义，但对于圣贤的主张敢于怀疑、敢于
批判却是阳明思想中的可贵品质。他就是
从质疑朱熹理学把“物理”与“吾心”判别为
二，终于顿悟出“吾心具足”的致良知之学。

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强调人的道德意识
的内在性，因此其修身功夫就奠基于道德自
觉之上，即从对于内在的道德意识的自信而
转化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南。这种思想与
明代东南沿海的新经济形态相结合，产生了
巨大的吸引力，并循着王阳明的踪迹而有了
众多的追随者。

王阳明的弟子大多继承了阳明思想中
的批判性和自觉性，并体现出与底层民众结
合的倾向。最为典型的如泰州学派，这个学
派的创始人王艮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认为
圣人的思想必然是与底层民众的所思所想
一致的，因而让其思想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民
众性和启蒙性。阳明后学也继承了知行合
一的特点，他们通过组织讲会的方式，来向
民众普及儒学，而儒学也由士大夫之学转变
为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密切
相关的思想资源。

阳明学这种走向民间、走向生活的特征
是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工作者学习的。
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就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
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可以通过“讲会”的方式
来宣讲重要的政策决议、人们关注的经济社
会问题。

阳明文化的传承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阳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时代弘扬和发展阳明文化建议做到以
下三点。

第一、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指出，阳明学其实
是一种“修心”之学。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过程
中，特别重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这其实就
是中国共产党的“修心”之学、修养之道。在当前
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下，如何加强共产党
员的党性修养，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问题。
2007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

《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一文中，他指出，党员干
部都要努力做到“慎独”。首先，要坚定理想信
念，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遵守鲜明的政治原则，
珍惜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形成内在的“定力”。其
次，要时刻反躬自省，就像古人讲的“吾日三省吾
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
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同
时，还要办事公开透明。党员干部也是普通的
人，难免存在各种弱点，会犯各种错误，而阳光是
最好的防腐剂，只要办事讲民主、讲程序、讲纪
律，避免暗箱操作、上下其手，就能减少各种诱惑
的“渗透力”，防腐拒变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
又进一步强调党性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种树
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
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第二、阳明学的平民性格启示我们，要让
理论掌握群众，就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对于包括阳明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我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
通过知行合一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
方法就有了“中国化”的表达；再比如，王阳明
所倡导的“万物一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想就有了传统文化的支撑。阳明学传
播到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也是东亚文化圈
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应该为东亚各国
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创造条件。

第三、王阳明思想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
包容性。对于佛教和道教，王阳明有批评，也
有吸纳。文化的包容性促进了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和
民族是交流共存还是对抗排斥，是文明立场
的问题，也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王阳明以
自己的生命历程体现出的主体性和包容性的
统一，可以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方向。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
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宁波余姚是王阳
明先生的出生地、讲学
地，在这里，有着取之
不竭的“精神富矿”。
作为一名热衷于传承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宣讲员，我深深感受
到阳明文化的博大精
深及其对于当代社会
的重要价值。在这段
充满挑战与收获的宣
讲之旅中，正是阳明文
化的智慧魅力成为我
前行的动力和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
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
式。”当我翻开王阳明先生的著作，那一句“知行合一”犹如一道闪电，
照亮了我内心的迷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在追求外在成
就的道路上迷失了自我，心灵变得浮躁而空虚。而阳明文化所倡导的

“致良知”“心即理”等理念，恰如一股清泉，为我们的心灵带来宁静与
滋养。

“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一条阳明路，横贯余姚城的东与
西，阳明路靠近西首的地方就是“阳明故居”。周末，当我站在粉墙
黛瓦的阳明故居中，向人们缓缓诉说着五百多年前王阳明的故事，
仿佛穿越时空，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当我走
进“我心光明”王阳明诗歌情景咏诵会的现场，和孩子们一起吟唱
原创歌曲《龙泉山脚下》，那悠扬的旋律和动人的词句，让我们沉浸
在阳明文化的魅力之中。当我在家门口的诗和远方——阳明书房
里和孩子们一起共浴书香时，也在学习阳明文化的过程中，浸润着
心灵。在这拥有丰厚底蕴的“阳明心城”中，我为孩子们埋下一颗
颗阳明文化的“种子”，期望它们能长到地域血脉的根深处，开花结
果。我深知，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孩子们就是
未来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更加坚定了宣讲阳明文化的决心,在
分享阳明心学扎根于宁波人精神世界的故事中，让更多的人了解阳
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懈努力，阳明文化必将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人们的心灵带来更多的慰藉和
指引，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余姚舜江青语宣讲团宣讲员马盈丽——

知行合一的力量源泉

我来讲故事

大二时，董平老师在课堂上将阳明先生的
一生娓娓道来，那句“以光明磊落之心映照世
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即使对“心即理”“致良
知”等理念的理解还不尽深刻，但我已然清楚
地意识到阳明心学的重要性。

而真正对阳明心学有了豁然明朗的体悟，
还是那次贵州之行。正值三月中旬，山里颇为
阴冷，且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向导带领我们
前往修文县（龙场）的“玩易窝”，也就是阳明先
生被贬到龙场所居住的地方，亦是他最终悟道
之处。我颤巍巍地跟随着队伍俯身走进溶洞，
沿着手电微弱的光探去，眼前的情景深深震撼
了我——阴暗狭窄的过道，凹凸不平的地面，逼
仄的空间即使是身材矮小的我也无法完全直
立。我不敢想象，几百年前，那个曾经居于状元
门第，勤学多年、踌躇满志的阳明先生，站在这
洞口时心中是何种滋味。向导还在前面饱含深
情地讲解着，可我已然听不到半点声音了，只听
见洞中岩石上积水滑落的声响，“嘀嗒，嘀嗒”，
宛如滴进历史的河流里。恍然间，我仿佛看到
阳明先生的身影。他伫立着，徘徊着，时而长
叹，时而沉思，时而凝心静气，时而案牍劳形，他
困顿在此，却也蛰伏在此，最终，在这人生的至
暗时刻豁然道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从此，
阳明先生不再愁苦于此，只是以一颗寂然不动
的澄明之心应对人生的千变万化，以知行合一
之精神不断向自己的圣人之志劈波驶去，继续

自己传奇的一生。走出溶洞，雨势渐歇，从黑暗
中走出后，迎来的光明显得尤为耀眼，顿时眉头
舒展、心中明朗。

作为一名即将开启研究生生涯的年轻人，
我与众多同龄人一样，面对巨大的压力时也会
感到无所适从。可每当我觉得眼前之势趋于
困顿时，便会想到阳明先生所言的“心即理
也”。你有怎样的心境，便面对着怎样的世界，
一切尽在你自己的心中。所以，尽管前行吧！
朝着自己的志向勇敢前去，用“知行合一”的精
神不断实践，用“致良知”的理念不断充盈自
己、规范自己，最终成长为真正独立而灿烂的
自己。望你我终其一生，也终将体味到“此心
光明，亦复何言”！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学生林一成——

“遇见”阳明先生

国际留言板

美国中乔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来瑞

在学习阳明先生思想的过程中，有两点让我感触非常
深：他的独立精神和责任感。王阳明极其独立，而这种独
立是在逆境和苦难的烈火中淬炼出来的，不仅有他自己的
苦难，还有他人的苦难，也有整个世界的苦难。在他看来，
我们的关怀圈从自己开始，再延伸到家庭、朋友、我们的社
会、我们的国家，然后再延伸到整个世界。这种关怀来源
于我们的良知，它是我们最基本、最简单、最可靠、最普遍
的道德直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人类都有一些共同的
道德观念。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许多重大的事件，信息杂多。对于
这些信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人云亦云。只有我
们自身确认是真实和正确的事情，才能进一步付诸实践。
而认识真理、找寻真理，并在此后付诸行动，就是我们作为
人本身应该担负的一种责任。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
正是在强调，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道德主体，学习外界知
识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来获得个人的
理解和心得，并以此来指引我们的行为。

回想与阳明文化结下缘分，至今已有
30年。30年前，我第一次面对阳明洞天的
《龙瑞宫记》摩崖石刻时不禁遐想，阳明先
生是否在与弟子共同赏石的过程中唱诗
咏怀，不断提炼、明晰对未来的思考。这
瞬间的念头驱使我进一步了解王阳明的
一生。

阳明先生十二岁时就立下了做圣贤的
志向，终生坚持知行合一，在“致良知”中向
内探求。随着对阳明先生认识的深入，我对
他逐渐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即便他一生跌
宕起伏，仍追求着“此心光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
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
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
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阳明
心学不断充盈着我的内心，让我学会更宽
容地为人、更坦然地处事。我在阳明文化
中汲取养分、涵养身心的同时，也在思考如
何让更多的人了解阳明文化。

我坚信阳明文化中蕴含着以文育人的
正能量。2013年，我发起成立绍兴市第一
所以阳明命名的小学。此举带动了阳明中
学、阳明幼教集团、阳明学院等机构的诞生，
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学段的覆盖。为

了把阳明心学的精髓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我
创设了微型“静悟课”，还编撰了《阳明的故
事》《遇见王阳明》《王阳明传》等书籍，希望
能在更多人的心中播下阳明文化的种子。

前几年，我有幸成为了绍兴市王阳明研
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还积极参与到阳明遗迹
遗址的保护开发、承办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发
起成立和承办全国阳明教育联盟等活动中。

有人称我为绍兴建设“阳明故里”、打造
“心学之城”大厦的“一块砖”，对此我深感荣
幸。这不仅是对我多年来工作的肯定，更是
一种鞭策。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也将
始终坚守岗位，尽我所能去推动阳明文化的
传播与普及，为传承和发扬阳明文化贡献自
己的力量。

绍兴阳明小学创始校长马士力——

做阳明文化的坚定传播者
绍兴阳明小学创始校长马士力——

做阳明文化的坚定传播者

阳明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
干春松

《《学习学习有理有理》》特别策划特别策划““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⑧⑧

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
来了丰硕的成果。当下中国的阳明学热与这种重视有着
密切关系。反观日本，阳明学研究近年来表现不佳，研究
人员和论文数量都在不断减少。

让我关注的是，中国今后如何弘扬阳明学的当代价
值。也就是说，在发现阳明学的当代价值后，如何将其普
及并渗透到社会中。我个人认为，阳明学的当代价值在于
如何以机关、企业或个人为中心，满足现在和未来社会人
们的精神需求。

日本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山路裕

浙报制图：潘泓璇

阳明学不仅限于明代，还具有应用至今的实践价
值。“知行合一”是阳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当今社
会，如何在知识和行为的一致中，达到对个人德性的涵
养，这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实践层面上，“知行合
一”的重要性体现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只有通过实践来真正感
知和体验，才能找到正确的行动方向，并不断完善和提
升自己。

另外，阳明先生通过“良知”强调人类内心的本质和
道德自律性。他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人所固有的。但
是，良知会受到遮蔽，有人明知善恶却昧着良心为恶不
善。而“致良知”就是要去除私欲的遮蔽，来恢复人的本
心。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更多的诱惑，阳明
先生的“致良知”提醒我们，要拓展自己的良知，让内心实
现持久的超越感性的快乐和满足。从这一点看，阳明学
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实践价值。

韩国阳明学会会长朴成浩

绍兴发起成立覆盖全国绍兴发起成立覆盖全国1313个省个省（（直辖市直辖市））的的““王阳明行迹地协作平台王阳明行迹地协作平台””和和““全全

国阳明教育联盟国阳明教育联盟”，”，建立由国内外建立由国内外8080余余所高校青年学子参与的所高校青年学子参与的““大学生知行合一大学生知行合一

传习研习营传习研习营””和接待国际汉学青年研学的和接待国际汉学青年研学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阳明研修基地国际儒学联合会阳明研修基地”。”。

余姚打造余姚打造““阳明文化海外传习基地阳明文化海外传习基地”，”，55年来累计接待各年来累计接待各

国侨胞和国际友人国侨胞和国际友人22万余万余人次人次。。同时同时，，开展访谈类开展访谈类、、讲演类讲演类

等栏目的海外直播等栏目的海外直播1515场场，，总流量达总流量达2020余万余万人次人次。。

余姚通过塞尔维亚侨领实现王阳明中英文连环画余姚通过塞尔维亚侨领实现王阳明中英文连环画《《此此
心光明心光明》》在中东欧国家的发行授权在中东欧国家的发行授权，，覆盖中东欧覆盖中东欧““一带一一带一

路路””沿线沿线1616个个国家国家。。

绍兴举办国内外阳明文化活动绍兴举办国内外阳明文化活动2020余余场场，，走进美走进美、、俄俄、、日日、、韩韩、、印印、、澳澳、、西班牙等西班牙等

多个国家多个国家。。借助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借助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开展阳明文化讲座等直播开展阳明文化讲座等直播，，总流量逾百万总流量逾百万
人次人次。。

《传习录》

龙场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