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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心学彰自信，一盏心灯耀古城。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4阳明心学大会在

绍兴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阳明心学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有关专家学者以主旨演讲、稽山论道、天泉会讲等形式，共同探讨阳明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为王阳明出生之府、成长之地、归宿之所，近年来，绍兴积极担当弘扬阳明文化的历史使命，保护性利用遗址遗迹，创新性推

动展示传播，创造性转化融合发展，交出了令人瞩目的高分答卷。专家纷纷表示，在阳明心学的发端地、成熟地和传播地——绍兴

更能激荡思维，溯源心学要义，阐释时代价值，用观点与故事点亮“心学之路”，也让阳明心学在千年古城又一次绽放异彩。

让世界听到新时代阳明让世界听到新时代阳明““心心””声声
干干 婧婧

绍兴阳明故里

2024阳明心学大会·稽山论道2024阳明心学大会·稽山论道

绍兴是阳明心学的发端地、成熟地、传
播地。一代大师王阳明在绍兴成长、证道、
讲学、归葬⋯⋯“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
理”等心学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后人，
也影响了世界的文明互鉴。

绍兴借由阳明心学大会的召开，纪念
阳明先生，研究阳明心学，关注“阳明热”，
让更多人走近阳明文化，既展现了绍兴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担当，也彰显了绍兴在
文明互鉴的独特优势。

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在
今年的阳明心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心学
的世界图景及其对文明互鉴的启示》的主
旨演讲，开启了一场探索阳明文化时代价
值的大讨论。

董平表示，文明互鉴的核心在于彰显
主体性、实现相互理解与共同的人道价值
追求，最终目标是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

阳明心学不仅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
带，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阳明心
学展示了中国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
时，能够接纳并融合外来文明，并将其中国
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特
质。此外，阳明心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理论支
持。

王阳明一生致力于人格的健全与完整，
从 12 岁立志成为圣人开始，他不仅研读四书
五经，更关注国家形势、边疆地理、人民生活
等，并通过实地考察深入理解。他的精神追

求在于领悟到存在的根基在于本心，这一发
现如同建筑的基础桩，决定着人格健全的高
度。他以自己的本源实在和天地宇宙的同
一性作为生命的基础，实现了人格的自我完
善与价值统一，即“知行合一”。

阳 明 先 生 认 为 个 体 不 能 脱 离 外 在 世

界，个体的价值和存在意义需要在与世界
的交往中体现并实现。文明的交往和互鉴
本身就是实现新的价值生存的重要手段和
方法。

在全球变动和多元文化交往中，我们
应该秉持共生和共同发展的目的，与不同
民族和文化进行交往。例如，绍兴不断培
育阳明文化文旅、文创、文艺等多样化、多
层次成果，推动阳明心学活态传承，把“知
行合一”演绎出地方特色，越剧《王阳明》、
话剧《千古一圣王阳明》、歌舞《吾心光明》、
动漫《阳明子的生活世界》等作品百花齐
放，让阳明文化变得可听、可看、可感。让

“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精髓融入时
代、融入社会。

阳明先生的思想启发我们，在交往过
程中要彰显主体性，保持自我并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要有主体意识并付诸具体行动，
实现与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实际交往，在相
互理解中成就彼此。同时，要努力达成关
于人道价值的公共理解，最终实现和谐共
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阳明先生提
出的“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理念相契
合。

开放包容 阳明心学的世界图景与文明互鉴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董平

王阳明在晚年选择隐居绍兴，致力于讲
学，大大促进了其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他在
绍兴期间主要从事讲学活动，吸引了大量学
子前来学习，使得绍兴成为阳明心学的重要
传播地。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陈来表示，“世
外无心”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观
点，也是在绍兴讲学过程中不断凝炼的重要
思想。

所谓“世外无心”，指的是在处理世事的
过程中实现养心。若脱离具体事务，则无法
达到养心的目的。王阳明中年时主张“心外
无事”，通过格物来格念，而晚年则强调在实
际事务中致良知。《传习录》中关于“世外无
心”的记载，反映了王阳明思想晚期的转变
及与早期的一致，这也与他所提倡的“除却
见闻亦无良知”相吻合。

在王阳明的晚年论述中，他进一步阐
述了“心外无物”的观念，认为人的良知就
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甚至天地万物若无人
的良知则不能称为天地万物。这意味着天
地之心与人的良知是一体的，体现了天地
万物与人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这一观点

强化了天地之心作为万物根本的哲学立
场。

王阳明指出，“人心即理”，心无形体，但
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他以天地万象

为例，说明无心则无万象，天地万物是由人
的灵明所赋予其存在的意义。最终归结到

“人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强调人的
意识与道德是人区别于万物的关键，并表明

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王阳明的宇宙论表
达的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这不仅
仅是存有论或功夫论，更上升为一种世界观
和价值观的表达。

据史料记载，名满天下的王阳明晚年在
绍兴讲学时，四方“裹粮而来”者不计其数，
绍兴城里凡是能住人的地方全都住满了，

“更相就枕席，歌声彻昏旦”，只为听阳明之
学，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种盛况。

王阳明晚年常用四句教法来教育学生
成长。四句教法在《传习录》中有提及，包括

“心无善恶者也”“至善为心之本体”“知善知
恶是良知”和“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体
现了王阳明关于心性、道德认知以及格物致
知的基本哲学立场。

阳明思想历久弥新，它既是绍兴的，也
是中国的、世界的。我们期待阳明心学从时
间长河中归来，从五湖四海归来，沸腾于绍
兴新时代新征程的火热实践中；又从书斋文
献中走出去，从本乡本土走出去，通过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焕发时代生机，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世外无心 王阳明的晚年思想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名誉院长 陈来

世外无心 王阳明的晚年思想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名誉院长 陈来

主旨演讲

从文明互鉴的视野回望 15—16 世纪的世界史，我们可以
看到与王阳明同一时间维度的世界文明坐标上的其他耀眼明
星。从这样的共时比较中，大家可以体认阳明心学在人类文
明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理解阳明心学作为中华文明代表与
世界文明的共性与特殊性。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北京大学
儒学研究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
会长 干春松

稽山论道

文明既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文化创造
成果的总和，不仅有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多重体现，而且有传
统的观念性的内容。

文明具有包容性，它不仅涵盖了传统价值体系，也包括了
近现代的价值体系；文明肯定每个人的价值，文明彰显人文主
义精神，承认文明可以确认每个个体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
等地位，于横向（对外）、纵向（对内）上皆展现出强大的包容
性，从而利于构建和谐共生的世界。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
学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
长，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 杨国荣

文明的本质是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体现，需要通过相互
鉴别、吸收和融合来推动其发展。

贺麟是文明互鉴的典范。他是“新心学”的创建者，是当
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吸收西方哲学为中国哲学
引入新视角和方法，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发展。

此外，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性在于掌握诸子学，要理解心学
与诸子学之间的互动和相互诠释，以及王阳明如何在其军事
行动和理论著作中应用心学思想。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北京大
学国学研究院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
长 张学智

文明或文化传统需要在保持多元性和生命力的同时，不
断地创新和发展。这种发展既源自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碰
撞，也源自于内部思想的切磋与碰撞。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应
保持谨慎，既要保持自身文明的先进性，避免盲目接受外来文
明，同时要批判性地思考，区分先进与落后的思想。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传统应保持其内在的讨论和自
我反省的能力，展开与其他文明交流学习，同时不丧失自我。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
创系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前
任会长 李晨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
创系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前
任会长 李晨阳

王阳明的思想超越了简单的同理心概念，触及了更深层
次的道德与哲学层面。心学思想不仅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具有
指导意义，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
了深刻的启示。万物一体是王阳明的核心思想之一，传承这
一观念，也是现代人在面对复杂社会关系和全球性挑战时，寻
求共同解决方案的一种有效回应。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宾
州库兹敦大学终身教授、北美中国哲学
家协会主席 黄勇

（（本版图片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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