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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多年来由孔子奠定基础的儒家学派和学说，以及以儒学

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起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儒家思想和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

渗透进中国人的精神和血脉，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

和生活方式，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

极其重要的 影 响。然 而，正 如 本 书 著 者 所 指 出 的，现 在 的 儒 学 研

究，大多在概念上做文章，却往往忽略了儒学实践和儒学对当代生

活的承担。其实，以儒家的仁爱观、情感观、义利观来帮助现代人

排遣心灵焦虑，促进现代社会和家庭人际关系的改善，既顺应了信

仰缺失的大众的精神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经世致用”宗旨的重

要途径。如何让儒学真正变成有血有肉，可以被采用，可以发展出

一些与当代日常生活产生关系的东西呢？这既是儒学“以文化人”

的目标所在，也是以儒学理论建构中国社会思想与制度体系使之

趋向理想状态的关键所在。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的讲

话中，高度肯定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思想，对中华

文明产生了深 刻 影 响。他 勉 励 广 大 理 论 工 作 者：“要 坚 持 古 为 今

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

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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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可见，儒学

并不仅仅是传统的、政治的、学术的，它还具有与现实文化、现实生

活相结合的实践智慧。

在我看来，我们当下急需弘扬的正是儒家的实践智慧。儒家

自孔子以来，不断强调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其特点是：突出

人的实践智慧，而并不突出理论思辨的高深。而儒家的实践智慧

始终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从不脱离德性，

由内圣而外王；同时，儒家的实践智慧特别重视修身立德的修养向

度，亦即培植内在于心的道德自觉；最后，儒家的实践智慧强调以

知促行，以行促知，思想必须化为实践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浙江省儒学学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儒学的普及与

传播工作。王晓华女士是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并且是学会

会刊《儒学天地》的副主编。她不但积极参与了我会儒学普及工作

的策划与组织，而 且 始 终 积 极 参 与 学 会 的 弘 道 实 践 与 著 作 编 写。

我会于2009至2011年 策 划、编 撰、出 版 了《儒 学 普 及 小 丛 书》一

套，共10本，其 中 的《儒 学 箴 言 五 百 句》就 是 晓 华 老 师 编 著 的。

2014至2015年，我们又在浙江省委组织部的支持下，针对广大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儒学、修身立德、治国理政的需要，编写了

《干部儒学读本》，以通俗明白的语言解说、传播与弘扬儒学，晓华

老师撰写了其中的重要章节。现在，她经过数年努力，总结自己多

年的弘道实践，撰写了《儒是我闻：儒家实践智慧说》一书。本书立

足于儒学基本理论与核心价值观，以儒家的教育实践智慧、处世实

践智慧、管理实践智慧和生命实践智慧为切入口，选取多个有典型

意义的职场人处世困惑、青少年教育场景、现代人情感案例，以及

管理者治理方略，深入发掘儒学的实践智慧。著者娓娓道来，深入

浅出地解读了儒家给予现代人的智慧。古人有所谓“百姓日用而

不自知”的名言，而在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今天，让百姓认识

到日常行为所蕴含的儒家之道，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高境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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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当今社科理论工作者的使命。相信本书著者已经为完成这一

使命做出了一 份 贡 献。但 就 像 任 何 优 秀 著 作 都 不 免 存 在 瑕 疵 一

样，本书在一些理论概念的论述、表达方面，不免存在思虑不周之

处。读者见仁见智，尽可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著者精益求精，止

于至善。

是为序。

吴光①谨识，时丙申冬月于圣苑寓所

① 本序作者系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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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基于内圣外王的儒家实践智慧说

  “实践智慧”概念的提出源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

学，其本意是强调德性实践中理智考虑、理性慎思的作用，是应对

具体情境的理智能力。其实，中国哲学传统也非常重视实践智慧，

可以说，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所展开的

实践智慧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也就是说希腊的实践智慧重在

“成物”，而儒家的实践智慧重在“成人”。儒家自孔子以来，不断强

调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意义，其特点是：突出人的实践智慧，而不

突出思辨的理论智慧。儒家的实践智慧始终强调以道德为基础，

从不脱离德性，彰显的是行动主义的实践哲学：一方面，儒家的实

践智慧突出体现在重视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个人内心的全面自

我转化；另一方面，儒家强调实践智慧必须外化为实践行动，由自

我维度转向外在维度，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一、内圣外王：儒家实践智慧的核心价值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其理念是高度推崇道

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强调个体的君子道德人格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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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切社会价值的终极源泉，内圣外王的思想彰显的是心灵秩序

与社会秩序的统一，体现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

度融合。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首先表现在自尊自爱与敬人爱人

的统一，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

子·离娄下》）而敬人爱人又必须从自尊自爱做起，故荀子曰：“仁

者自爱。”（《荀子·子道》）同时还要达到自我满足与满足社会的统

一，所以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雍也》）己立、己达是起点，立人、达人是归宿，既满足自己又

满足他人，这才是仁者情怀。人的价值 与 社 会 的 价 值 在 本 质 上 是

统一的，人的个人价值只有转化为社 会 价 值 才 更 有 意 义，社 会 价

值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实践智慧层面，第一，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体现了成己成物

的价值取向，可以帮助现代人克服精神危机。在“工具理性”猖獗

的现代，人们价值失落，人际关系冷漠，利己心膨胀，社会风气每况

愈下，从而导致人们精神家园的丧失。针对这些弊端，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精髓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调整当今

人们的心态，中国传统哲学中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有助于克服现

代人的消极悲观情绪。第二，内圣外王人格体现了自我成长与社

会价值的一致。只有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能满足别人的需

要，才是仁者胸怀。把社会价值看成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可以矫

正现代人过于自私自利的心理，对于现代人由“精神空虚”“人生意

义失落”而引起的沮丧有很好的疗效，对于提高现代人的道德心理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三，内圣外王的思想

提倡忧患意识和献身精神，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顾炎

武《日知录·正始》）的强烈责任感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

的崇高品德，具 备 了 思 想 上 的 忧 患 意 识，表 现 在 行 动 上 就 是 奉 献

精神。

当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是以“内圣”为基点建构起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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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使其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上往往过分强调心性修养

和道德素质，而忽视人格中的科学文化修养和科技素质。但不容

否认，内圣外王在价值取向、思 维 方 式、伦 理 观 念、审 美 情 趣 等 精

神文化方面塑造了独特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主体精神。尤其是其中“自强不息、积极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

使命感和责任 感，“民 胞 物 与”的 仁 爱 精 神，“天 下 一 家”的 博 大 精

神，“知行合一”的人生理念更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从中焕发出来的“为己成人”的教育实践智慧，“推己及人”

的处世实践智慧，“立己达人”的治理实践智慧，“仁者爱人”的生命

实践智慧在今天也有非常高的社会意义与应用价值。

二、为己成人：儒家的教育实践智慧

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儒家这种基本的教育

理念，是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生目的的根本理解基础上的。所谓“古

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是根本之学、首要之学，这

也成了儒家教育哲学的要旨所在。在西方备受推崇的博雅教育起

源于古希腊，从教育目的而言，博雅教育是指培养通达智能的自由

公民教育。“博雅”教 育 思 想 并 非 一 个 全 新 的 西 方 概 念，“博”和

“雅”二维构成了君子人格的整体框架，“博雅”精神实际上就是儒

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涵所在。综观当今世界，自然界的种种问题

都与人有莫大的关系，更不用说人类世界本身。既然全球所有问

题都与人有关，那 么 反 求 诸 己，通 过 改 变 和 提 升 人 自 己 来 改 变 世

界，不就是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吗？因此孔子

儒家的为学思想不仅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是成己成物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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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 亲 仁。行 有

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要求弟子也就是他的学生

们首先要注重德行的修养：对父母要孝敬，对师长要尊重，言行要

谨慎而符合礼仪，要有一颗善良而包容的心，以感恩的心去爱你身

边的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仁德的人。所谓“本立而道生”（《论

语·述而》），儒家教育哲学阐明了良好道德的来源：良好的道德情

操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但道德教育不仅仅是通过知识的传授

来进行的，培养道德和传授知识是在同一教学过程中进行的，而道

德更为根本，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文行忠信”（《论 语·述 而》）：教 育 即 生 活。孔 子 认 为，一 个

人，应该加强自己的修养，博学多识，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多培养

自己各个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全面育人。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

于仁，游于艺”（《论 语·述 而》）。“艺”指 的 是“六 艺”：礼、乐、射、

御、书、数，是西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礼”指的是各

种礼仪；“乐”指的是音乐歌舞；“射”指的是射箭；“御”指的是驾驭

车驾、战车；书指的是语言文字；数指的是计算。简单来说，古代的

“六艺”就像我们今天所设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劳动等科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六艺”教育包含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它既重视

思想道德，也重视文化知识；既讲传统文化，也讲实用技能；既重视

文事，也 重 视 武 备；既 要 求 符 合 礼 仪 规 范，也 要 求 修 养 内 心 情 感。

孔子认为，教育就应该全面育人，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熏陶，所以

孔子以文、行、忠、信 四 项 内 容 传 授 学 生：“文”就 是 指 书 本 上 的 知

识，“行”就是指要善于躬耕和实践，“忠”就是指为人要忠诚老实、

尽心竭力，“信”就是指为人要讲究信用、言行一致，只有文行忠信

兼备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君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孔子要求学生不仅要讲个人的修养，而且要有全

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一个人具有专业的素养和学识固然重要，

但还应该具备一些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艺术修养，因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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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修养对人的创造性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里仁为 美”：生 活 即 教 育。现 代 教 育 倡 导 学 校 教 育、家 庭 教

育、社会教育三者的结合。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同样关注环

境对一个人学习和品德等方面的影响。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

仁，焉得知？”（《论 语·里 仁》）意 思 是 说：“和 有 仁 德 的 人 住 在 一

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

能说你明智呢？”所以选择有道德、有品行的邻居朋友才是明智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三字经》都说：“性相

近，习相远。”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习染不同才相互有了差别。

作为教育者，不可忽视环境对学生行为习惯、品格甚至对学习态度

的深刻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讲的就是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孟

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就是要让孟子不要受到坏的社会风气和行为

习惯的影响。

三、推己及人：儒家的处世实践智慧

儒家重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

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儒家的爱乃是一种由近及远，不断拓

展的爱。从爱亲人，继而到爱大家，爱百姓，继而拓展到爱自然和

宇宙万物。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

谓仁乎？”孔子这样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

可见，推己及人，博施济众正是孔子最终所追求的儒家理想境界。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里体现的乃是儒家追求美好社

会的理想。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富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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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的捐 赠 小 于15%，而 他 们 拥 有 的 社 会 财 富 却 在80%以

上。2003年 的100位 福 布 斯 中 国 富 豪，七 成 没 上2004年“慈 善

榜”。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富豪们怎么了？2008年1月1日，新

《劳动合同法》实施，作为资方的很多企业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应对

《劳动合同法》，如何更好地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如何对付为企

业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富人都是不讲仁

义没有爱心的，富人中也不乏慈善家，也有人说，为什么单单要求

富人献爱心，普通百姓就不应该讲求仁义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求仁讲义。但是，富人这一特殊群体，占有了

大量的社会资源，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大多处在社会

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没有哪一个能脱离社会单纯凭借自己

的双手而成为富人，在致富的过程中都要借助于社会的环境，更要

借助于他人的劳动。没有普通劳动者为少数富人提供剩余价值，

他们的财富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在成为富人以后，首先不能忘记

的一条，就是要回报社会，而不是把自己与社会割裂开来，穷奢极

欲，尽情享受，不顾他人的生活与幸福。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过多地把眼光放在一个利字上，而忘

了仁义根本，只 能 称 之 为 鼠 目 寸 光，其 财 富 也 是 不 能 长 久 的。须

知，和谐社会才是社会进步、财富增长的基础。是为富求仁，还是

为富不仁，这 就 要 看 富 人 们 是 否 胸 怀 一 颗 仁 爱 之 心 了。“仁 远 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

好。《论语·乡党》上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意思是有一次马棚着火被焚。孔夫子退朝后忙问伤人了没有，而

未问马如何。并非圣人不爱马，而是圣人以人为重，就怕伤了人，

所以第一时间来不及问马之事。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意思是，君子不是一件没

有思想的器具。儒家为人处世讲究原则和礼数，但也同样注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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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通，随机应变，而不是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比如，儒家的忠

恕之道、人和之道、孝悌之道、君臣之道不是一味地求宽容、求和、

求孝、求忠，而是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注重变通，否则就变成愚

忠、愚孝的老好人和东郭先生了。君子要有思想和立场，还要文武

兼备，洞明世事，做人通达，做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然就是一

件僵化的工具。君子在修炼自己个人品德的时候，不可像器物一

样只有某些特别的用途，而必须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培养多种技

能；在个人气度与为人方面，不应该像器物一样小肚鸡肠，须以宽

广的胸襟来看待世间万事万物；在待人接物具体细节上，既要讲原

则，又不应一成不变，须因时因地制宜。民间俗语所谓：待人要和

中有介，处事要方中有圆，行事要精中有果，认理要正中有通。明

事理并顺势而为之，多可事半功倍。要想处事练达，首先就要洞明

世事，知事明理，在生活实践中培养真正的自我。要明事理，就需

要有开放的心态，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从外界不断地吸取总结经

验教训，洞察万事万物内在的规律，这就是学问。儒家所谓的修身

养性需要通过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发生联系而完成自我认识和社会

认知。我们在担任父、母、夫、妻、子、女等家庭角色之外，也要在朋

友、同事、师生、施惠者与受益者等社会角色而非抽象概念中体现

自我，处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自我与他人的能动交往中获得真正自

我，本着“推己及人”的精神通过习“礼”才可成为一个社会人。

四、立己达人：儒家的治理实践智慧

“为仁由己”的道德实践既关切主体自身道德修养与精进，又

展现在践履笃实的为政与治事过程之中，这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

圆融的过程。儒家外王之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其治理思想和仁



儒
是
我
闻
：
儒
家
实
践
智
慧
说

008    

政学说。从这一点上来看，孔子儒家精神更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践

履与人生使命，天下为公，公而忘私，这乃是儒家为他人、为民族、

为社会、为国家的担当与责任意识。孟子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

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历史使命感，推行以仁

政为核心的外王治理之道。荀子更是从人性恶的角度，对王道政

治作了具体构想与治理设计，大大丰富了孔子的“外王”思想。荀

子更强调 他 律，主 张 隆 礼 重 法，也 就 是 要 重 视 礼 的 教 诲 和 法 的

惩罚。

仁德的人，自己想成功首先要使别人也能成功，自己想被人理

解，首先要理解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的一

个重要思想，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管

理策略的重要原则，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

感受，达到立己达人的目的。“己欲立而立人”和“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是儒家为人处世准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句是从“欲”的

角度来讲，后句是从“不欲”的角度来讲，这两个方面不存在感情色

彩，更不存在对立，两者有机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完整组成了儒

家的一条重要道德准则。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 而 已

矣。”（《论语·卫 灵 公》）孔 子 说：“顺 乎 自 然、不 人 为 干 涉 治 理 国

家，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自身恭敬谦逊，端正地坐在朝

廷上而已。”礼治和法治孰轻孰重，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显

然，法是简单粗暴，但是可以立竿见影；礼则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但需要路遥知马力，有时候可能还吃力不讨好。孔子儒家的思想

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并不否定使用刑罚的作用，他所担

心的是，民众畏惧刑罚的威力，不敢犯罪，但是从内心深处并未建

立正确的是非观，而是被动地屈服于国家刑罚，所谓口服心不服。

相比之下，礼治则可以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引导人民建立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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