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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 1

在宋明理学中，知与行是相对的，王阳明对宋明理

学“先知后行”观点无法苟同，感觉其分离了知识道德

和实践活动这本该一体的关系，并认为对社会发展会产

生不利影响，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提出“知行合一”

的理论。

（一）“知行合一”内容解析

1. 知识本体和行为本体的合一

要理解“知行合一”就要明白“知行本体”，了解知

行本体的本源状态或本体本身的意义，王阳明的“知行

本体”是指知识与行动的原始关系或本来意义。就是要

认识到知识的本源以及“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如果知识

与实践相互孤立，互不关心，它们就不是知识与实践的

本体。也就是说从知识和行动本身的角度来看，它们不

是没有知识的行动，而必须是有知识的行动。如果“知

而不行”，只能说是“未知”，同理，如果“行而不知”

就是“未行”，可以看出知行本体是知识本体和行为本体

的合一。①

2. 知识和行为逻辑的统一

从静态的角度看，知识是行动的指挥者，行动是知

识实现的方式和手段。比如说，人必须有学习的心，对

于学习来说，学习的心就是责任和信念，也就是说学习

这种行为的理念来自于知识，知识是支持这种行为的理

念。在这里，认知是实现行为的目的，现在通常被称为

目的意义，而行为是认知的实践，具有手段意义。我们

都知道，目的离不开手段，同样的知识离不开行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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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行动的知识没有归属感，离开知识的手段是一种鲁莽

行为，而不是科学的行为。②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知识是行为的开端，行为是知

识的结果，行动是动态知识增长的开始，知识是行动后

的再一次的总结。就时间而言，没有先后秩序。例如，

如果我们计划在工作中做一项活动，我们可以说知识是

行为的指南。如果我们在一段时间后开始准备并采取行

动，我们可以说行为就是知识的实践。从人类动态行为

的角度来看，意识只是开始，它在人类行为中处于开始

阶段，但随着动态实践的发展，它是整个行为过程的一

部分。从行为是认识的表达，实践是概念的完成这一事

实来看，行动是一个终结者，是整个认知活动的最后一

部分，肩负着最终的使命，但从这一点来说，它是知识

在世界中的体现。

3. 知识和行为相互约束相互促进

从知识和行动本身的意义上看，它们是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无论从范围或对象上讲，知识与行动相互

促进和制约，离开了知识，行为无法持久，比如一个人

没有知识，遇到十字路口时他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去

哪里。知识他就需要获得知识，当他问别人时，他获得

新的知识有了一个方向并继续前进。因此知识促进行为

的进步，而是行为和做意味着前进。知识与行为的实践

性是指，道德认知与实践活动的相互影响和促进，如果

没有行动的检验，无法单纯凭借逻辑辩论获得真知，这

使我们认识到在生活和工作中应该实现“知行合一”，从

更高的层面来看，“知行合一”为促进知识和行为的发展

提供了一种方法。③

（二）“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主旨，是其哲学核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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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十分强调良知，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良知，

《大学》有“格物致知”，孟子有“四端之说”，对致良

知来说，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人可以在心里

分辨良心的好坏，遵循良心的指引是“知识与实践的统

一”。致良知是一个从良心认知到良心应用的过程，或

者是一个带着内心压抑的欲望回到自己良心的过程，“致

良知”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因此致

良知与知行本体论是合一的，“致”是指对事物的反复观

察，更多地体现在实践活动中。也就是说，在良知面前

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原始本性的过程，即“知行合一”，前

者是指人作为客观实践的主体，后者是人的实践的结果。

例如当一个孩子掉进水里时，良心的第一反应就是拯救

他人，如果不救他就无法做到致良知，前者是“知行合

一”，而后者则是丧失良知，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良

知，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它们都意味着在实践活动中

体现相应的道德思想。

（三）“知行合一”的宗旨－“德行配位”

“知行合一”的宗旨是让知识和行动统一，因为儒家

重视伦理道德，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部分，两者

结合，知行合一的最终的目的是“德行配位”。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道德知识和实践行动是一致的，它

们不是独立，我们不能只谈论其中一个，道德认知的作

用是提升人们的思想素养，使人有高尚的境界，在道德

实践过程中，克服不良思想是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为的

重要环节，但有时候我们很了解道德知识，却不诚实地

去做，明知敲诈是错的还去敲诈，如果有道德认知却不

去实践，就会导致道德认知与实际行为分裂，这时就割

裂了知行合一，我们称之为“无知”“无德”“无行”。其

次，意识和行为不能独立存在，道德知识离不开实践行

为，两者都是不可分割的，人们的行为受到道德约束，

要实现“有德行”，需要做到“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最

终目的是主体的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实践，知识道德转

化为具体行为的过程。一方面加强道德修养，注重内在

精神，另一方面，在实践活动中，要注意自己的道德行

为，做到言行一致，反省自己在实践活动中内外是否一

致，这样才能做到“德行配位”。④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有利于加强公民道德修养

程朱理学深得皇朝青睐，原因之一便是理学制定

了稳定的君臣框架，之于皇帝治理天下而言是高效的实

用主义体系，但这对于时代进步也有巨大弊端：随波逐

流，抹杀个人反思。王阳明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

体的自觉行动，有利于深化公民个人道德修养的思考，

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道德修养和

道德实践的意识。在知识与行动的关系中，道德知识是

行为实践的前提，“致良知”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

如果我们在实践活动中遵循道德的要求，我们就会满足

良心的要求。在从事实践活动时，脑中形成的道德意识

是活动的开始，所实施的行为是道德标准所允许的，这

就是良心的实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虚拟社

会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拜金主义”、“冷

漠主义”和“网络暴力”的出现反映了公民对道德意识

的忽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良知统一”思想告诉我

们，要增强公民对道德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提高公民

的道德意识是关键，告诫我们每个人加强自身的道德建

设，以正能量传播思想，增强社会、职业、家庭的道德

意识。

（二）有利于提高公民行动实践

理论总是少于实践，只有思想而没有实践，即使我

们有很多理论，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依然没有实际意义。

“知行合一”告诫我们要加强实践，在实践中反思，也

就是说要内化自己的所学，应该用思维将表面学习内化，

人们在学习中难免会产生怀疑，如果不思考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当疑虑一个接一个地积累起来时，就很难继续

学习。君子不仅要博学，还要通过实践不断地内化知识，

丰富自己。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在实践中，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不仅可以判断知识的可行性，还可以深入体

验和探索事物的真实性，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三）有利于全面建设共产主义

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

同努力，三者密不可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具有指导作用，在“知行

合一”中，一方面“认知是实践的起点”，在践行核心价

值观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应该对核心价值观有更深的理

解，要认识到“敬业”“诚信”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

要在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下，积极投身社会道德实践，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换句话说，主流价值观

是社会发展的良知，是人们道德行为的指南，学习“知

行合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自由”、“敬业”、

“诚信”、“爱国”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活动中体现核

心价值观，乐于助人，有责任有担当，甘于奉献，全面

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对指导今天的公民，

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具有重要启发作用，面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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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先哲的教育思想，我们要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高

度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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