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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马俊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00

摘　要：《易传》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但是对这句经文的探讨和重视是从宋明开始的，宋明儒者从内在的涵义和

为学路径都做了解释和探讨，《易传》的“敬、义”与《论语》的“直”、《中庸》的“中和”、《孟子》的“集义”等

都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就是通过对这些关联性的进一步诠释“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含义，然后再进一步的梳理宋明儒

者对内在的“敬”和外在的“义”的工夫路径探讨，来对宋明理学理学的思想体系达到更清晰的理解。

关键词：敬义；中和；集义

“敬”字，在先秦经典文献中虽然经常出现，但是把“敬”

作为一个心性工夫来加以探究是要到二程才出现。二程非常

重视“敬”的工夫，他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又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何谓敬？二程

认为“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由

此可以得出“敬”是内心的专一状态，当内心处在这种状态

中时，内心的杂念的纷扰自然就没了。

《易传》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二程和朱子都对此非常重视，

对“敬”和“直”的阐释也多围绕此句展开。

1.“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涵意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出自《易传》，关于此点的

讨论是从宋儒开始的，明道曾言：“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

之诚意，却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伊

川也强调“敬”和“直”对修身有着的重要意义。对此伊川云： 

“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敬以直内”，

有主于内则虚，自然无非僻之心。“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

关于“敬”和“义”的关系，在程颐看来两者是密不

可分的，但是“直内”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对此程颐的学生

曾说道“先生教人专以‘敬以直内’为本”、“先生教人，

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习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何谓“直内”？孔颖达注疏道：“君子用敬以直内，

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孔颖达认为“直内”就是“直

心”的意思。何谓“直心”呢？“直心”可以用“正心”来

解释。《大学》关于“正心”的部分，如是阐释道：“有所

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

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意为修身的意义在于使自己的

内心纯正，如果心中有怨恨，有恐惧，喜好玩乐，有忧患，

都不能使内心纯正。只有做到心中清明，专心致至，不看不

听与修身无关的事物，这才叫做使自己的内心纯正。

程颐对“直内”有更深入仔细的解释，《二程外书》记载：

“往年先生归自涪陵，日日见之。一日因读《易》至“敬以

直内”处，因问先生‘不习无不利时’，则更无睹当，更无

计较也耶？先生深以为然，且曰‘不易见得如此，且更涵养

不要轻说’”。门人问程颐“直内”是不是内心“无睹当”、

“无计较”，坦荡光明的样子？程颐对此深以为然。但是同时，

程颐也勉励他多加涵养体察此意，不要轻率多说。

程颐对“直内”又进一步解释道：“中心斯须不和不乐，

则鄙诈之心入之矣，此与‘敬以直内’同理，谓敬为和乐则

不可，然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这里程颐认为如果

内心“不和不乐”，则是有“鄙诈之心入之矣”。“敬”不

等同于“和乐”，当内心是“敬”的时候，人也是“和乐”

的，只是心无挂碍罢了。显然，这里的“心中没事”与《大

学》中“的无所著系之意基本一致。

朱子在程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敬以直内”工

夫的重要性。朱子认为他的讲学传道之所以不同于科举时文

在于，讲学传道需要切己地去做修养工夫，要去实践，而科

举时文只空口说，这是没有用的，对此他说“程子以为操之

之道，惟在‘敬以直内’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这一事

最紧要”，又说“若实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内，义以

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由此可见，“敬以直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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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紧切工夫”，认为“敬以直内，便能义以方外，非是

别有个义。敬譬如镜，义便是能照底”。又说“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义以方外”，“敬

以直内，义以方外”基本和朱子的修养方式相联系，朱子继

承二程的工夫体系，认为“主敬须涵养，进学在致知”。何

为“主敬”？《中庸》《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情未发时的状态视为“中”, 而“涵

养须用敬”就是要涵养这个“未发之中”。程颐认为，“未

发”应是无思无虑的状态，所以不能用“求”字说，因为一

旦求则是思，思就已经是已发。在已发处用格物穷理之功。

但是喜怒哀乐未发处，不是要“求”, 是要“涵养”。涵养

是有方法可循的，“涵养须用敬”一语便道出了涵养的核心

是“敬”。朱子虽未明说，但是结合上下文，便知“敬以直内”

和“涵养须用敬”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义以方外”，朱子更是直接点明：“格物致知是‘义

以方外’”何为格物？朱子在《大学补传》中对“格物”做

出了说明：“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

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

大用无不明矣。”

陈来老师在阐释朱子“格物”思想时，有三层解释：

一是“即物”, 也就是接触事物；二是“穷理”, 也就是研究

事物的道理；三是“至极”, 即把所研究的道理推至极处。

如果简单的说，格物就是穷理，但若全面的说，格物必须包

含以上三种含义。因此，格物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人通过对万

物的考究以把握义理。理在一切事物中普遍存在，天下事物

无论精粗莫不有理。

朱子对“敬以直内”和“义以方外”的看法与程颐基

本一直，关于“直内”的状态，朱子阐释道：“直者心无私

曲之谓，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则其心絜清而无物

欲之污，可以交于神明矣。“敬以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

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义以方外”是见得是处决

定是恁地，不是处决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盖‘敬

以直内’而喜怒哀乐无所偏，所以致夫中也；“义以方外”

而喜怒哀乐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

显然这里朱子所说的“无私曲”、“无私意”、“胸

中洞然”，与程颐所认为的“无睹当”、“无计较”，意思

基本一致。

2.“敬”和“义”的关系——敬义夹持

程朱也非常重视“义”。有学生问：“‘敬以直内’，

气便能充塞天地否？”程颐回答说：“气须是养集义所生。

积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气象。”这里说明养浩然之气单靠内

在的敬是不够的，还需要去“集义”。

对于“集义”和“养浩然之气”，最早出自于《公孙丑上》：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的“浩然之气”不是

物质性的“气”，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气概、一种风度、

一种高尚人格。

孟子对“浩然之气”具体解释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

则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

则馁也。”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状态是“至大至刚”的，

直着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无所不在；

浩然之气要和道义相配合，需要常做他所认为是应该做的事

( 行义 )，此可称为“集义”，不是靠偶然的行为就能获得的。

此外，孟子认为培养这种气要做到“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长也”。不能忘记，也不能拔苗助长。

关于“敬”和“义”的区别，程颐说“敬只是持己之

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

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这里程颐明显认为“敬”

和“义”二者不可偏颇，做修养工夫，既需要“守敬”，

也需要“集义”。

因此程颐认为“敬”和“义”需要互相夹持，他说：“敬

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敬义夹持”实际上就是把内

在的涵养工夫与外在的格物致知工夫统一起来，由此程颐的

工夫路径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这里的“涵

养”就是“主敬”的工夫，“致知”是“集义”的工夫。

朱子在继承程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说道：“方未

有事时，只得说‘敬以直内’。若事物之来，当辨别一个是非，

不成只管敬去。敬义不是两事” 朱子认为未有事时，可以“守

静”，但是事来的时候，就需要“义”去明辨是非。朱子又

说“有敬而无义不得，有义而无敬亦不得，只一件便不可行，

便是孤。”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子强调的“敬”并不是不能

应接事物的“死敬”，所谓“死敬”，就是只守个主一之敬，

碰到事不能“济之以义辨其是非”；所谓“活敬”，就是“敬

中有义，义中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

这样“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外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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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敬义夹持，明诚两进”

“敬义夹持，明诚两进”最早是由二程提出来的，但

是对于具体工夫路径的先后，即到底是“敬”先，还是“义”

先？二程却并未做进一步的准确阐发，这也为朱陆的分歧埋

下了伏笔。到了南宋时期，朱子和陆九渊把这个问题延申至

“尊德性”和“道问学”求学路径先后，主次的问题。黄梨

洲说道：“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

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加持，明诚两进，而后

为学问之全功。”

“道问学”与“尊德性”语出《中庸》:“君子尊德性

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陆九渊

认为以“尊德性”才是是存心、明心的根本途径，“道问学”

是次要的，所以“尊德性”在先，“道问学”在后。而在朱

子看来，应该先“道问学”再“尊德性”，遵循“下学而上

达”的路径，而且二者不可偏颇。一方面内在要主敬涵养，

为致知提供一个主体的条件；另一方面要对格物致知，积累

至豁然贯通。

对此他进一步说：“有一般人专要就‘寂然不动’上理会，

及其应事，却七颠八倒，到了又牵动他寂然底。又有人专要

理会事，却于根本上全无工夫。须是彻上彻下，表里洞彻。

如居仁便自能由义，由义便是居仁。敬以直内，便能义以方

外；能义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内。当然这里所说“有一般人”

暗含了对陆九渊的批评。朱子认为“‘敬以直内’是持守工

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工夫，并明确说“格物致知是‘义

以方外’”，这也是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意思。

这里的“持守工夫”可以理解成“尊德性”，“讲学工夫”

可以理解成“道问学”，朱子强调“道问学”和“尊德性”

都要有，两者不可或缺。朱子在《答项平父书》一书中说道：

“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 道问学两事为用

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

上多了。”这里朱子认为“尊德性”和“道问学”是子思以

来“教人”成为圣人的方法，但是朱子已感到本不可缺一的

两种方法到当下已开始分途而行。朱子为陆九渊似“禅学”，

恐有将圣学流于玄虚之弊端，这也是朱子晚年大力批驳陆学

的原因。

朱子在关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工夫先后问题

上强调应该先“敬以直内”后“义以方外”。景绍问“敬义”。

曰：“敬是立己之本，义是处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

夫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莫是合内外之道否？”

曰：“久之则内外自然合。”又问：“‘敬以直内’后，便

能‘义以方外’，还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虽是如此，

也须是先去‘敬以直内’，然后能‘义以方外’。”

4. 总结

从上面的论述和阐发可以看出，宋代儒者对“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的讨论更加详尽和精微。宋代的理学对先秦的经

典文献做出了创造性诠释和构建，《大学》《中庸》中的很

多重要词语如“格物、“中和”、等都成为后世儒学的重要

概念，理学家们对此做出了更精微的义理阐发。“主敬涵养”

和“格物致知”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

经典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敬”和“义”的记载，其中《易

传》中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最为重要，所以程朱的主

敬涵养和格物致知工夫多依此来展开论述。程朱理学也正是

在这些对经学的进一步诠释中，逐步构造了自己独特的思想

体系，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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