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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对大学生
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的启示

 陈世江　谢宝利

人生观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

生人生观教育，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是其心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蕴涵丰富的哲理意蕴，在对其哲理意蕴探析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性阐述，进而对大学生人生观三方面内容，包括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的正

确树立和践行提出方法与策略。大学生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拥有主体自觉意识是前

提，做到明辨笃行是核心，做到惟精惟一是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

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善于把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

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他还强调：“素

质 教 育 是 教 育 的 核 心 ， 教 育 要 注 重 以 人 为 本 、 因 材 施

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2]因此，笔者试图对王

阳明心学理论体系中“知行合一”思想内涵进行探究，

进而对新时代大学生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提出一些建

议，期望能对新时代大学生在树立人生目的、培养人生

态度、实现人生价值时提供思考。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内涵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

畴，“知行观”的起源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王

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在他“龙场悟道”的次年，

于 1 5 0 9 年 受 邀 在 贵 阳 书 院 讲 学 时 提 出 的 。 每 一 种 思 想

的来源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同

样，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他在批判继承前人学

说的基础之上，在当时社会背景的催化下，融合其本人

学识修养、人生经历而发展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

（一）“知”与“行”的界定

王 阳 明 指 出 ： “ 知 之 真 切 笃 实 处 ， 即 是 行 ； 行 之

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3]“知是理之灵处”。 [3]对于王

阳明“知行合一”中“知”与“行”的内涵，有不同学

者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赵潜等人认为，“知”是良知，

本体的道德，也是指知识，对事物全方位的了解，包括

事 物 的 来 龙 去 脉 、 因 素 构 成 等 ， 即 把 握 事 情 的 本 质 。

“行”，便是将“知”了解透彻后，付诸于行动，并在

践行中检验“知”，升华对“知”的理解。 [4]周海春等

人认为，“知”是指良知，包括知识、意念、知觉或感

觉；“行”是指对“良知”的行动、实施。 [5]而王伟光

则认为，“知”并不是指认识，“行”并不是指实践；

“知”是先天存在的“良知”，“行”只不过是去实现

“致良知”的一种道德行为。 [6]虽然不同学者对于王阳

明“知行合一”理论中，“知”与“行”的内涵看法不

一 。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 知 行 合 一 ” 中 的 “ 知 ” ， 即

“良知”，这是无争议的。而王阳明认为，“良知”是

“天理”、是“道”、是“心之本体”。王阳明说道：

“ 良 知 即 是 天 理 ” “ 心 之 本 体 即 天 理 ” “ 道 即 良 知 ”

“ 一 念 发 动 处 ， 便 是 行 了 ； 发 动 处 有 不 善 ， 就 将 这 个

不善的念克倒了……” [3]由此可知，“知行合一”中的

“ 知 ” 就 是 指 发 源 于 内 心 的 道 德 意 识 、 思 想 观 念 ， 而

“行”是对这种道德意识、思想观念的真切笃实，且带

有强烈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二）“知”与“行”的关系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即“知行

合一”。王阳明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

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3]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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