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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内涵及当代价值体现
李雪琴　张凯利

（新疆工程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23）

摘要：“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我国传统哲学中儒学的精神实

质和内核，讲究的是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属

于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新时期，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基于此，本文在阐述“内圣外王之道”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就其

当代价值体现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能够借此思想为社会发展提

供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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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儒学思想自孔子创始以来，便一直是我国封建社

会的意识形态主导。直到今天，儒家思想依然在对我国社会发展

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新儒学将围绕儒学思想提出了“内圣外王

之道”这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命题，并将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去正确看待“内圣外王之道”所具备的思想

内涵，科学挖掘其当代价值体现，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

和探讨的问题。

一、“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内涵

“内圣外王之道”最早出于《庄子·天下》当中，书中云：“是

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

以自为方。”强调了“修身为政”的思想理念。虽然，它是由庄

子提出，但这也丝毫不影响儒家学派对它的深入诠释和高度发扬。

在“内圣外王之道”当中，“内圣”指的是圣贤品格。“圣”

字则属于一种道德品质方面的人格典范，是个体在自我修养方面

的最高标准。

换句话来说，“内圣”指的是一种道德化的修养境界和人格

典范。“外王”则指的是一种“王道”形式的政治人格，即将“圣

人王道”体现出来的一种社会或政治活动，为的是造福百姓和天

下太平。

在儒学思想当中，“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政治观念的体现，

与我们所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义相通。自儒家

学派成立以后，“内圣外王之道”便由一种单纯的学派伦理观念

一跃成为了一种哲学政治思想。其中，“内圣”属于该思想的根

本所在，讲的是人要具备圣贤一般的品质，但它最终需要通过“外

王”来进行价值体现。

如果我们将“内圣”看作是一种儒家学者在生活行为方面的

准则或者一种生命理想的话，那么“外王”则体现了他们对于世

间万物的密切关注以及奔忙。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不但表现了儒学思想和政治事业、

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等方面的融合，而且也将儒学思想当中“仁民

爱物”以及“成圣成仁”的思想深刻体现了出来，是一种自我价

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的表现，它对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理论发展以及实践推进有着良好的启示价值。

二、“内圣外王之道”的当代价值

（一）“内圣外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启示

从本质上来看，“内圣外王”是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思想当中

人们追求的最高人格。所以，在历史上，儒道释等诸多传统学派

对于这一思想都是极为肯定并大力推崇的。

在《论语· 宪问》当中孔子曾经提出“修己”以敬、以安人

和以安百姓的观点，它认为一个人若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话，就必

须要注重自我修养境界的提升。同时，他强调这种提升应当是自

发性和自觉性的提升。所以，他在《论语· 述而》中又提出“为

仁由己”等观点。

对此，新时期的国人有必要围绕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内化于心

和外化于行，将其渗入到自身人生信条以及精神追求当中，不断

督促自己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让自我价值实现目标

能够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融合、统一。

与此同时，要积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融入到社会大家庭当

中。对于“内圣外王之道”而言，其中的“内圣”和“外王”之

间存在互相补充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压舱石，后

者是前者的动力器。

“内圣外王”思想作为新时期我国政治实践的一种体现，能

够表现为“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

现需要从个人、社会以及国家这三个层次而展开，其中几种明确

了价值准则、价值观导向以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等内容，属于中

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内核。

可以说，新时期中国梦的实现，体现在了人民幸福、民族振

兴以及国家富强等方面，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定向与价值

诉求。所以，有必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将其

贯穿到人民生活、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以此来助

力中国梦的实现。

（二）“内圣外王”在和谐社会构建方面的启示

“内圣外王之道”可以概括为德行兼备、厚德载物、敬畏自然、

遵守道德等多个道德价值标准，这其中，“内圣”重在“成己”，

而“外王”在于“成物”。

因此，在该思想下，对于个人来说，不但要重视自我道德修

养的提升，而且也要发挥好模范表率作用，以此来成己利人，为

和谐社会建设工作铺路搭桥。孔子曾经提出了“正名”这一思想

观念，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

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

也形象地概括了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他强调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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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职、各安其位以及各尽其分，为的是让人们遵守道德以及安

分守己，从而打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大同社会。

总体上来看，不管是个体道德的提升，还是社会秩序的规范，

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大同。而这一思想正

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本质追求，是包括儒家学派在内每一个人

都想实现的理想社会建设目标。所以，“内圣外王之道”对于我

国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也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三）“内圣外王”在党员为民情怀方面的启示

“内圣外王”蕴含着诸多基本要求，如修身养性、格物致知、

修身齐家以及治国平天下等等。这其中，修身养性以及格物致知

属于对为官者的一种修养要求，强调为官者应当深入钻研学问，

遵循事物规律，在处理政务事项过程中要做到为官清廉、鞠躬尽

瘁，而这和我党对于党员的标准要求有着一定的统一性。对于广

大党员来说，要紧密依照党章要求，严以修身，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不但要注重博学致用，而且也要修身明德，要处理好“修身养性”

和“格物致知”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不可偏袒一方。

同时，齐家、平天下等基本要求属于为官者在实践工作中的

基本准则，它强调了为官人员应当以造福一方为重任，不但要做

好自我和家人方面的约束，谨防出现堕落或腐化现象，而且也要

有救济苍生的信念与本领，这与新时期党的“为人民谋幸福”的

执政理念可谓是不谋而合。

众所周知，为人们谋幸福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永恒追求，这

种深入骨子里的“为民情怀”也是改善我国民生情况的具体要求。

此外，在“内圣外王”思想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那种“但愿苍

生俱饱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的精神，这也启示着广大共产党员

要“心系苍生”，时刻以“为人民保和平”以及“为人民谋幸福”

为己任，不断精进自我，保证党的先进性。

（四）“内圣外王”在个体生命终极关怀方面的启示

客观地说，“内圣外王”在个体生命终极关怀方面的表现主

要围绕“个人信仰”而展开。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能够让个

体产生一种忠诚感并将其奉为自身的最高追求，是一种个人崇拜

和个人信念的高度统一。

我们都知道，文化传统和个体信仰之间是密不可分、息息相

关的，信仰作为人们世代传承与实践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一种文

化根基和重要意识形态。

在新时期，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建立传统社会当作是自

身的信仰，而是要对人民信仰加以重建。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信仰体系。而这种体系的建立应

当是建立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马克思

主义当中所提到的全面发展目标，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进行不

断优化，找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终极关怀”方面的

相似之处，探寻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终极关怀的实践路径，进而为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工作奠定文化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内圣外王”以及儒家思想当中，

终极关怀的对象始终是“人”，这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当中所强

调的对“实践的人”终极关怀的目标，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以

人为本”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当中的终极关怀理念，是在吸收黑格尔以及费尔

巴哈等人关怀思想基础上，所创新出来的一种思想，它关注的是

对现实人类的关怀，是一种在现实条件下，而非虚幻条件下的一

种关怀思维和实践，强调了要把全部精力放在自身之上。这种终

极关怀理念以现实人类为对象，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们信仰以及

追求的目标，旨在构建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形式的社会，

属于人类社会建设的理想境界。

而在“内圣外王”当中，虽然终极关怀的对象“人”并不是

宽泛上的人类，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即指的是那些与自己拥

有一定依赖关系的人，但是这一思想始终以个体人类的关怀为终

极目标，以实现人们美好生活为出发点以及落脚点，这种观点与

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终极关怀是相通的。

“内圣外王之道”是当前我国社会“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

要历史文化根源，这一根源的当代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层面：

第一，能够帮助我们明确自身在生存环境中的具体角色和地

位，克服“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错误思想，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处理自身和大自然的关系，构建更为科学化的发展观。

第二，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准以及深刻地把握“以人为本”

发展观的内涵精髓。

第三，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换取发展的错

误观念，实现协同化发展。

第四，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更好地发挥自身角色作用，强化他

们以民为本的工作理念，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第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好以及维护好个体的根本利益。

第六，能够为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人民生命终极关怀等事业的

推进提供思想指引。

三、结语

总之，“内圣外王之道”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精

神价值，能够以一种超越的高度来引领当代个体以及社会的和谐

化发展，不管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还是对于中华民族复

兴梦的实现来说，都有着良好的促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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