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责任编辑 张雅光 余怡荻
责任校对 王 丹
装帧设计 原色太阳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渊宁波市甬江大道 1号宁波书城 8号楼 6楼 邮政编码 315040冤
网 址 http院//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17.25印张 3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 6月第 1版 2017年 6月第 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895-1
定 价 35.00元

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

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 /宁波中华文化学院编.—宁波：

宁波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526-2895-1

Ⅰ.①阳…Ⅱ.①宁…Ⅲ.①王守仁（1472-1528）—哲

学思想—研究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

式—研究Ⅳ.①B248.25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7）第 092158号

宁波中华文化学院 编



将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到坚守我国民族的“根”和“魂”的意义上来

认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2016年5月，他又明确指

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同时，他还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从严治党的

思想智慧，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②为了

深入理解习总书记这些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共宁波

市委党校与宁波市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儒学学会、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联合，

于2016年12月5日召开了“王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理论研讨会。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5篇。中国社科院、浙江和江苏社科院以及来自全

国各地党校、高校的相关7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交流。国内学术界在阳明学

研究上素有声望的吴光先生、龚鹏程先生、钱明先生等应邀参加研讨会并作主旨

演讲。会议以研讨阳明心学中的治国理政与正心修身的思想为重点，在阳明心学

的根本精神、阳明文化的现代价值、构建共产党人心学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看法、发

表了新观点。会议的主要学术收获如下：

弘扬阳明心学的思想精华
汲取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

要要要野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冶研讨会述评

淤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1月15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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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

一、在如何认识阳明心学及其根本精神等问题上取得新成果

在如何看待阳明心学的问题上，以往我国哲学界侧重于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

念出发，抓住王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作评说，从而将其定位于主观唯心主

义，因此，在我国当代主流哲学观念中阳明心学通常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在研讨会

上，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先生对于阳明心学的学

术思想作了新的定位：“所谓阳明心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

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心学。

这个良知心学，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心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

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同时，吴先生还依据黄

宗羲所谓“致良知”就是“行良知”的论说，认为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力行实

践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吴先生又进一步论断：“概言之，阳明学的真精神就是以

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包

容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的亲力实践精神。”从而在哲学的基本观念上，为阳明心学

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形象。吴先生此说，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与阳明心

学的学术壁垒，从而开拓我国学界对阳明学研究新境界。

北京大学文献研究中心龚鹏程先生以《论阳明学的百年浮沉》为题作了主旨

报告，就阳明学派、学术文化脉络和思想精华与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龚先生

从政治到学术，到社会，对近一百年间阳明学发展的三个脉络进行总结，其突出的

观点在于：其一、近代阳明学的勃兴有许多因素，不能立于“文化不容忍”的心态，

将阳明学说过分得高大化、正面化，而要将阳明学说放置于中国优秀文化的整体

背景中加以客观地看待。其二、当前阳明学说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倡行不能停留在

喊口号、贴标签的初级阶段，随着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阳明学说需要结

合社会主义优秀文化，实现其文化思想、精神内容的不断更新，使之体现出文化

的、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统一。

对于当下人们为什么比较看重从心学的意义上来讲思想道德建设的问题，研

讨会上有专家提出了自己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海晏先生认为：

“阳明学派的最大特色与贡献，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挺立与建构，这不仅与明清时

期社会转型的大时代正相契合，自觉开启了传统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化，也有助

于缓解当代社会诸如人类的物化、个体的同质化和主体的固化等异化现象。”浙江

省社会科学院的徐儒宗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阳明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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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都是以恢复吾心本体之明为先务，然后达之于经世致用的事业。”“王阳明的

心学，系以心物相融为本体，以中庸为方法而自成体系。它并非像某些学者所说的

那样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而完全是

从传统精华和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适应社会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经世致用之

学。”正如诸位学者所言，因为阳明的心学思想对于人们的道德实践具有如此的导

向功能，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习总书记为什么要将加强党性修养与修好“心

学”联系起来论说的道理了。同时，这样的认识，也为我们贴近人心、贴近生活，构

建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开辟了从阳明心学中汲取理论资源和学术智慧的思想

通道。

与会学者还从其他不同的学术角度阐述了自己在在阳明学研究中的新成果，

如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钱明先生就当代中国阳明学的研究流派

形成的可能性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从学者们研究的重心与学理承接的意义上来区

分，认为在阳明学研究的问题上，当代中国已经或正在形成不同流派的现象，比如

“阳明学分析学派”、“阳明学现象学派”、“阳明学社会学派”、“阳明学文献学派”、

“阳明学心理学派”、“阳明学文化学派”、“阳明学经济学派”等。钱先生申明这只是

一家之言，并且对此尚须继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二、在如何从阳明心学中汲取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等问题上提出新

观点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被人们称誉为“三不朽”的人物，在明代人们

就称颂他“在事业有佐命之功，在学问有革命之功。”①由此可见，纵观王阳明一生，

无论是为人、为学、为师、为政，之所以都能名垂青史，是与其投身治国理政（即所

谓“治国平天下”）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今天讲弘扬阳明思想，其中

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资源。对此，吴光先

生在会上提出四点看法：第一，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自觉，对于救

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非人性化弊端无疑是一剂对症良药，

也是当前开展干部廉政教育和全民道德教育的医病良方。第二，阳明学的亲民、爱

民的民本精神在当今社会尤其值得发扬。第三，阳明学折中朱陆、会通佛老的学术

特色，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会通、包容的文化精神，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

淤[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文渊阁四库全书/0457册。

弘扬阳明心学的思想精华 汲取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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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沟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四，阳明学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为坚持

不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

面提供了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

在研讨会上，如果说吴光先生等是从阳明理论学说中来阐发对于治国理政的

启示，那么有的专家学者则是从阳明事功的成功实践中来揭示这个启示的。例如

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发贵先生在研讨会的主旨发言中

指出：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王阳明不仅武功卓著，文治也非常突出，特别是他

曾下大力气研究乡村治理，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的“善政不如善教”的政治学说，

建构了“调摄为主，攻治为辅”的乡村治理理论。阳明在江西和广西任上在推行基

层治理措施时，常常是以喻之理、动之情的晓喻口吻，发布其乡村治理计划，而非

一味警告或恐吓，其显著特色是一种柔性的治理，是推崇仁爱为务的“德治”而不

是“寡恩薄情”的“法治”。尤其是在他的《南赣乡约》中，在根本的价值理念上继承

了传统的“善教”观，且以乡约的新形式，将之生活化和具体化。这既展现了中国古

代政治哲学的治理智慧，也为当今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宁波大学

副教授邹建锋先生递交的论文中也指出：王阳明有效地平定地方多处叛乱后，有

效推进江西、广西、福建与广东的地方秩序安定与社会经济发展，功勋卓著。王阳

明倡设的乡约、保甲制度因其体现的乡村整合意义在其后嘉靖年间得以推广，有

力地推进明末地方自治制度，并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起过重要的示范作

用，也启发了后来的公社运动、地方选举自治。在研讨中不少学者谈到，王阳明的

这种以“致良知”为宗旨来推进和实施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智慧，对当下中

国推进和加强基层民主自治曾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研讨会上有多篇涉及此题

材的论文，如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刘军峰先生的《王阳明思田地区少数民族

事务管理策略述评》、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周泽超先生的《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等。

还有宁波市委党校教授乐承耀先生着重就王阳明心学中的人才思想做了探

讨，认为这是王阳明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并将它概括为荐、用、考、育四个方

面，即荐举人才，尚贤任能；用人得当，不拘一格；重吏素质，考核其行；人才成长，

贵在教育。这也是对阳明心学中治国理政思想的新解读。

在研讨会上学者们注意到，在宋明理学中王学是作为朱学的批判者而在明代

后期风靡天下百余年的。那么，朱学与王学同样都是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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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讲人们“存天理、去人欲”，为什么作为官方哲学的朱学在当时反而失去了统

摄人心的活力，而王学却能焕发教化活力，这个问题也是研讨会的一话题。大家认

为，当前，我国的主流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存在着一个如何使人们

“真学、真信、真用”的紧迫课题，面对这个现实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王阳明是

如何以其“致良知”学说对程朱理学进行“学问革命”的，从中借鉴和汲取王阳明理

论创新的思想智慧，对于我们现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和推

进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此，宁波市委党校研究员潘起造在递交会议的论文中谈到：与西方民族信

神、印度民族信佛比较而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信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的

就是以理治国。而以理治国，关键在于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那套理论说教能不能

真正融入人心，或者说以理服人，也即使人们做到“心理合一”，这是在中国讲治国

理政的要害所在。正是由于在“心理合一”问题上的思想路线不同，在宋明理学中

有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对立；也正是由于王阳明在“心理合一”问题上，以“明

心以穷理”的路线取代了朱熹“穷理以明心”路线，成功地进行了“学问革命”①，从

而力纠当时人们对儒学道德观念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弊病。王

阳明的这个“明心以穷理”的学问革命对于我们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何重要启

示呢？潘起造的文章认为：一是对于如何“真学”的问题，要立足“心理合一”下功

夫，在理论武装思想中解决“穷理”与“明心”相统一的问题；二是对于如何“真用”

的问题，要立足“知善知恶”下功夫，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解决“求是”与“求

善”相统一的问题；三是对于如何“真信”的问题，要立足“致知格物”下功夫，在理

论联系实际中解决“从心认规矩”与“从事认规矩”相统一的问题。

对于如何从阳明心学中汲取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问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李海超博士则从思想改革需要旧典注出新学说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可以从阳明这里学到一个经验，即要想使传统只为今人所用而不成为今人

的负担，经典诠释一定要以新观念为导向。对新观念的表述虽然来自对经典的诠

释，但其真正源泉不是经典，而是我们‘活泼泼的心’，或者说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本

真感受。”“所以，最好的思想改革策略，就是从经典中诠释出新的学说。放弃诠释

经典，我们就会失去传统的庇护；但放弃感受当下，我们就无法与时俱进。”南京邮

电大学副教授徐椿梁先生递交的论文，还从王阳明治国理政中圣人之道的视角，

淤[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文渊阁四库全书/0457册。

弘扬阳明心学的思想精华 汲取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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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共产党人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的问题，他指出：王阳明说“志于道德者，

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

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

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将王阳明的这个思想落实到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中的

政绩观来看，“应当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出于公意。那种出于私利的，无论取得多好

的成绩，都是私意的、功利的，不足称道。”

三、在阳明学说的当代价值及共产党人的“心学”等问题上具有新

论述

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曾屡屡提到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他指出：“王阳明的心

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①。在本

次研讨会上有不少专家学者对阳明学说的当代价值问题，尤其是对从阳明心学中

汲取修好共产党人“心学”理论资源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钱明先生在会议的主旨演讲中讲到：这几年王阳明或阳明学之所以异常火爆，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府高层的推动，其实它是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

是因为阳明学比较适合于转型期的社会需要。他阐述指出：“阳明学为什么会比较

适合于转型期的社会需要？这个问题又与阳明心学的自身特性有密切关系。在我

看来，阳明心学主要有三大特质，即主体性、行动力和怀疑变革精神。阳明再传弟

子周汝登曾说过：‘文成倡道于晦翁之后，有揭掀旋转之功。’黄宗羲称阳明学具有

‘掀翻天地’的作用。所谓‘旋转之功’、‘掀翻天地’都是指的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

用和变革力量，而具有‘旋转之功’及‘掀翻天地’之作用的思想学说，显然最适合

于转型期的社会需要。”钱先生还认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传统的工

业时代正在崩解；整个社会也处于转型期，固有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日趋瓦解，

社会上下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恨。这种转型期的阵痛，甚至超过近现代的中国。

王阳明或阳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升温的。所以当下的阳明学热有个很重

要的特点，就是官方与民间、官学与私学的共同推动。”

张海晏先生则从阳明学派的主体性思想的意义上谈了他对阳明学对当代启

示的看法：“明清期间阳明学派对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虽各有侧重，但就其精神气

质而言，共同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呼唤与树立、主体精神的弘扬与普及、主体性的建

淤习近平同志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贵州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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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设计。然而，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与清朝的暴力统治与文化专制，使得明中叶

以降的思想的启蒙及主体的建构和呼唤被迫中断与沉寂。然而，到了中国近代，启

蒙的火种再燃，主体意识复兴，形成了波澜壮阔的近代启蒙思潮。就主体性的建构

而言，阳明学的主体性转向揭橥了新的精神方向，近代孙中山的‘心理建设’则是

在新的时代课题下对它的发扬光大，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可视为

‘心理建设’的现代版。主体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对它的特别强调更是

近（现）代化的成果与标志。”他还认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无序’，当下中国

人最缺的是‘魂’，人心失衡、行为失范、社会失序。”因此，“阳明的道德理想主义就

是一种安魂工程。它特别强调人的行为动机中道德的优越性和主导性，把人格之

尊严和德性之圆满作为人生意义的至高境界，无疑具有唤醒人文精神和点燃理想

之光的积极意义。”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彭彦华研究员则从传承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论述阳明心学在当代的价值：“心学一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理念，内涵着关于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体现着崇高生命境界的实践智慧，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可以说，这种优良传统如黄河长江一

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一种中国人的基因，一种促进民族生存图强的

内在力量。”

湖北省委党校讲师鲁长安先生、甘肃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的朱良钰先生、广东

省岭南心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研究员戢斗勇先生等递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研

讨了从阳明心学中汲取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思想智慧的问题，也成研讨会一个重

要话题。鲁长安先生在其《论共产党人的“心学”》一文中讲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向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推荐王阳明哲学思想，指出领导干部‘致良知’是社会努力

的方向，青年学生‘知行合一’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了八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更是弘扬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心学的精神。”“从‘党性教育是党校的必修课’到‘党性教育是共产党

人的“心学”’，把党性教育和传统文化中的心学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党性教育理

论的重大飞跃。”鲁长安还指出“与王阳明的心学不同，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进行党性教育，加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赋予了王阳

明的心学以新的时代内容。”他阐述道“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对王阳明心学

中的‘良知’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

的职业良知’这一重要论断。其实，在当代中国，让我们敬仰和敬畏的‘良知’，就是

弘扬阳明心学的思想精华 汲取治国理政的理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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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我们要敬仰和敬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

一‘良知’；在社会层面，我们要敬仰和敬畏‘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一‘良知’；

在个人层面，我们要敬仰和敬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良知’。”他认为“由

此，共产党人的‘心学’就实现了王阳明心学的当代转换与传承”。

潘起造 郭美星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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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思想与治国理政

王阳明良知心学的理论构成尧
根本精神与当代启示

因吴 光

一、习近平论王阳明

从党的十七大开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

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论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与事功，对王阳明

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作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多次引用并具体阐述了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思想。例如：

2011年5月9日，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到贵州调研，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研

究院师生座谈讲话中，就高度评价了王阳明，说王阳明“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思想家，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我们要敬重他，学习他”。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

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再次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

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勉励大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

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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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世致用、知行

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

要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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