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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及其对新实学研究的启示
胡海桃

（军事交通学院 政治部，天津 ３００１６１）

［摘　要］从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实学思想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实学”一词至少包含了崇实黜虚、
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阳明心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心

学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实学思想，知行合一、力行实践、辨明义利是阳明实学思想的三大特征。阳

明实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实学构建中具有启示意义：可借鉴其重视道德修养、知行合一的思

想，从“正人心”入手端正人们的道德认知，以克服当前的道德危机；可借鉴其辨明义利的思想，加

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引导，以改变当前社会的浮竞之习与见利忘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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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很少有
学者提及他的实学思想。学界普遍认为，王学（心

学）与实学是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王学非实学。

王夫之明确指出，王氏后学“废实学，崇空疏，蔑规

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

忌惮之域”。［１］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认为王学末流

将经世致用的儒学变成了空谈心性的腐儒，是导致

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他们对王学持彻底的批判态

度。但事实上，王学并不等于王阳明本人的思想，王

氏后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超出阳明心学的范畴。当今

学界将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者

并不多见，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葛荣晋［２］曾提出王

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蕴含着“实心实学”的思想，并认

为这种“实心实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理

论源头之一。而贾庆军［３］认为，王阳明的实学就是

辨义利之学。显然，学界对王阳明的实学思想还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从实学的含义出发来界

定王阳明思想中的实学意涵，在概括阳明实学思想

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清理近代实学思潮之流弊，并进

一步探讨阳明实学思想对构建新实学的启示与

意义。

　　一、实学的思想界定

在中国思想史上，实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

念。实学一词在经典文献中最早出现于东汉王充的

《论衡·非韩篇》：“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

贪官尊荣，故不足贵”。这是王充引用的韩非对俗

儒的批评之语，斥责俗儒们借实学之名以假乱真、贪

慕虚荣，背离了真正的儒者之道。这里的实学概念

以“伪说”为对，内设了一个“虚”的、“伪”的学问作

为参照系，这也是后来实学研究的共同取向。

至唐代，礼部侍郎杨绾针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种

种弊端，提出了以实学取士的主张。二十五史《旧

唐书》卷１１９《杨绾传》中记载：“取《左传》、《公羊》、
《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

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

……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

……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

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

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可见，杨绾的奏疏是针

对唐代科举制的浮竞之风而言的，所指的实学内容

大体包括通经、用世和修德三个方面，这些内容基本

构成了以后实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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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针对佛老空无

思想的“崇实黜虚”的文化思潮，实学开始有了较为

明确的范畴。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

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河南程氏

遗书》第４卷）“治经”须是“实学”，必须在“进德”
上下工夫，如果“治经”只是将“居常讲习”挂在嘴

上，则为“空言”而非“实学”。程颐所谓实学，是通

经与修德的统一。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说：“尝窃

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

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而常妄意天地万物

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测度，其心

悬然惟侥幸于一见此物，以为极致。”朱熹的所谓实

学也主要是针对佛老的空无之学而言的。

宋明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

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到了明代后期，理学逐渐变

为空疏无用之学。明朝中后期，在批判宋明理学的

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杰认为：“明清之际的经

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

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

张回归儒家原典。”［４］现在大多数研究者所用的实

学概念就是指这个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１９８０年代我国实学研究再度兴起以来，围绕
实学的各种问题争论不断。追源溯流，梳理实学发

展脉络可以发现，实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并未作为一

个独立的学派存在过。正如张学智所说：“实学实

际上是一个标志学术转型的价值性名称，不是一个

有确定内容并因之与他种思潮区别开来的学术概

念。”［５］可见，实学并不是与理学并列的学术流派，

只是一种学术取向，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实学思想。

进一步讲，“从反对佛老出世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角

度看，宋明理学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

都是实学”［６］。

从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实学思想的有关论述可以

看出，“实学”一词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崇

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在《王阳明全集》

中，“实学”一词共检索出１１处，从上述三个角度来
考量，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实学

思想。

　　二、阳明实学的特征

１．知行合一
阳明实学的思想基础是知行合一。知与行是中

国传统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涉

及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

从先秦到当代，学者们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

易等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孔子认为“君子讷于言

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之必可行”（《论

语·子路》），主张知行结合，学以致用。老子持“不

行而知”的观点，认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

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第

４７章》）。荀子认为行比知重要：“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

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篇第八》）朱熹主张

知先行后，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子语类》）。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

而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而王阳

明反对把知行分裂开来，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

有知在”（《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

上》）。而知行之所以能合一，是因为本体工夫合

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

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

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王阳明

全集·知行录之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这种知行合一的特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映就

是主张“心即理”：“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

教”，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显然，王阳明

秉承了儒家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其心学思想是一种

实心实学，与传统“崇实黜虚”的实学意涵基本

一致。

２．力行实践
王阳明认为，要将实学推行于日用之间，“未有

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全

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盖日用之间，见

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

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王阳明全集·知行录

之二·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在王阳明看来，

“良知”是道德的最高本体，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

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

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中。“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

中实现良知，达到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并不主张

离开具体的事物空谈心性修养。他驳斥佛家那种逃

避君臣、父子、夫妇的修养路径，认为“佛氏不著相，

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在《王阳明

全集·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中记载，有个官吏

经常听王阳明讲学，但认为王阳明的薄书讼狱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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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难，学了没用。王阳明听后就对他说：“我何尝教

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

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薄书讼狱之

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在《知

行录之六·公移三·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一文

中，王阳明提出“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这一经

世思想，赞扬揭阳县主簿季本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地

为民办事的精神，所以在他治下才能息盗安民，使他

治下之民归于厚道。王阳明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炼

做功夫，乃有益”（《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三·传

习录下·附朱子晚年定论》），所以学问要落实在

“钱谷兵甲，搬柴运水”、“应接俗事”、“民人社稷”

等政治、经济、社会实践中，走修齐治平之路，延续儒

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所以，王阳明力行实践的思想

正是对传统实学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意涵的继承与

发展。

３．辨明义利
王阳明认为，讲实学就要摒除功利之心。实学

是一种“崇实黜虚”的心性道德修养，如果怀着功利

之心，读圣贤之书却为求官进爵，道德仁义却只在嘴

上功夫，这些并非实学。如他在《静心录之一·文

录一·与陆原静》中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

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

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

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

文之类乎？”王阳明在《静心录之一·文录一·寄薛

尚谦》中说：“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义利。若于此

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

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在他看来，“义”就是良知，

就是天理，“利”就是人欲，而“天理人欲不并立”，所

以要正人心，就应灭人欲、存天理。从功夫上说本

体，“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王阳明全集·知

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如果动一分功利之心，有

意为善就不是真善了。可见，王阳明“致良知”的实

学也是辨义利之学，是对传统实学崇实黜虚、经世致

用思想的延续。

　　三、阳明实学思想对新实学研究的

启示

　　近代实学思潮是以强调“有无用处，是否能解
决社会问题”为切入点的经世致用学风，其特征是

功利性和实用性。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将学术视为

一种工具和手段，虽然对西学的引进有功绩，但是对

空谈心性之学却矫枉过正，过分追求所谓“有用”之

学，否认纯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

术思想上的混乱与肤浅，使学术难以独立。新中国

成立后，“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的否

定态度，并未认真反思近代实学思潮的流弊，致使传

统实学在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时束手无

策。在新形势下，中国能否重建一套能够反映时代

精神的新实学，完成实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中

国实学发展至关重要。葛荣晋认为：“‘新实学’主

要新在两点上：一是必须准确地全面地把握时代精

神，从哲学价值观高度，回答与解决时代提出的各种

新问题；二是必须超越‘旧实学’的理论架构，吸纳

人类各种新的哲学思维成果和新的研究范式，构建

中国的‘新实学’。”［７］

结合前文对传统实学意涵的梳理和对阳明实学

思想的探讨，笔者认为，阳明实学在处理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与新实学构建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浮竞之习

等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特别是

新实学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借鉴阳明实学在道德修养

与人心教化等方面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针对道德危机，阳明实学提出要重视道德修养，

知行合一。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但道德权威逐渐衰弱。习俗道德权

威的衰弱使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以及公共道德等失

去了应有的约束，政治腐败、商场失信、考场作弊、子

女弑亲、笑贫不笑娼等道德问题层出不穷，终于从昨

日的“道德滑坡”演变成今天的“道德危机”。王阳

明所处的时代同样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他深感当

时僵化和教条化的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无法应对危

机，提出要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把“正人心”当作

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主张从“格心”入手，延续孟

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的道德修养功

夫，首先端正心性，树立高尚的品德。儒家强调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

一个人从内在德智修养到外在社会价值实现的连贯

过程，今人却往往本末倒置，居其位而不具其德，修

养基础尚未扎实就已经亟不可待地投入功利实践，

这就是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要化解这种危

机，可以借鉴阳明实学思想，在知行合一、辨明义利

的基础上力行实践，从“正人心”的根本处着手，对

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核心道德观念进

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与发展。这些观念简

洁、贴近生活而不陌生，便于大多数人记忆、理解和

接受，且很多思想与“八荣八耻”的相关内容保持一

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端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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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道德认知，才能在经世致用中实现知行合一。

针对浮竞之习，阳明实学提出要辨别义利。王

阳明曾批判所处时代的浮竞之习，指出学子们“不

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

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

愈多而天理愈蔽”（《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

习录上》）。针对这种现象，他指点迷津：“吾辈用功

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

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王阳明全集·

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功利之心难除，缘于人欲

的阻碍，所以要去人欲，存天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

发展中，因为过分追求“利”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很多人把文凭当做升官、谋职、发财的敲门砖，

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或是积累了一定社会财富之后，

就将回报社会的理想和承诺抛之脑后，导致教育和

学问的虚伪化；不少人只讲赚钱不讲道德，只讲

“利”不讲“义”，在法制不完善和监管不严的情况下

投机钻营，于是出现了毒奶粉、毒胶囊等危害民众生

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这些唯利是图现象的普

遍发生根源于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蔓

延。要改变这种浮竞之习、见利忘义的状况必须诉

求于人心的教化和价值观的重塑。可当今社会已经

默许了逐利的正当性，反而认为不图名利甚为虚伪。

马克思主义认为，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需求的背

后就是私欲，就是利。阳明实学要求彻底摒弃功利

之心，但基于人性出发，太过理想化且缺乏人性关怀

的价值理念反而很难大众化。今人虽然不能做到彻

底去人欲、摒弃功利之心，但至少可以借鉴阳明辨明

义利的实学思想，在教育中加强“重义轻利”价值观

的正确引导，使人们不会因为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

的强烈冲突而彻底抛弃理想，甚至走上危害国家、危

害社会的道路。辨明义利，才能在经世致用的社会

实践中保持身心和谐，才能改善社会风气、重塑社会

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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