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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 是 “ 行 ” 的 基 础 、 是 前 提 ， “ 行 ” 是 关 键 、 是

“知”的结果，必须做到以“知”促“行”、以“行”

促“知”，最终达到“知行合一”境界。

王阳明认为，“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

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

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

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7]即“知”要真切并笃实，

“行”要明觉并精察。“知”与“行”的关系有以下九

种情况：不知不行、不知谬行、不知真行；谬知不行、

谬 知 谬 行 、 谬 知 真 行 ； 真 知 不 行 、 真 知 谬 行 、 真 知 真

行。按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启示可知，以上九种

情况并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而是相互融合，辩证统一

的状态，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两

者相辅相成的状态。所以，真知不行与真知谬行的“真

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知”，不知真行与谬知真行

的“真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行”，且两者不能

分开二说。正如王阳明所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

以谓之知”的道理。因此，不知不行、不知谬行、不知真

行、谬知不行、谬知谬行、谬知真行、真知不行、真知谬

行，同属于“妄想”“冥行”“妄想冥行”范畴。只有

“真知真行”才是“行”与“知”二者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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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青年的主要群体，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

着国家发展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

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

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

分重要。这就像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

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8]大学生人生观的树立与践行，和价值观的取向密

不可分，树立和践行什么样的人生观就会拥有什么样的

价值取向。人生观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总开关，主要内

容由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价值三方面构成。人生

观决定着人生道路的方向，决定着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

取向和用什么的方式对待实际生活，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一）主体自觉是大学生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的

前提

王 阳 明 从 主 观 唯 心 主 义 角 度 探 讨 了 主 体 与 物 的 关

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他说：

“ 天 没 有 我 的 灵 明 ， 谁 去 仰 他 高 ？ 地 没 有 我 的 灵 明 ，

谁 去 俯 他 深 ？ 鬼 神 没 有 我 的 灵 明 ， 谁 去 辩 他 的 吉 凶 灾

祥？”[9]这里的“我的灵明”就是我心之灵明，就是“良

知”，“良知”的这种灵明成为我与万物沟通的桥梁，

即对事物的认识是由人心所发生的活动。王阳明充分抓

住了人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肯定了人的自觉意识。大学

生如果没有强烈的主体自觉性，就不会对自我有深刻的

认识，更谈不上树立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大学生主体

自觉意识，对于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来说，主要表现

为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同。

人生价值回答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人生价值包

含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

系是：（1）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

成人生价值的矛盾统一体；（2）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

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个体

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前提；（3）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个

体自我完善、全面发展的保障，没有社会价值，人生的

自我价值就无法存在。[10]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虽然人生价值不能脱离社会来

谈，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社会价值，但是个人的努力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其人生价值实现的程度。对于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区别与联系的正确认识，以及自

我人生价值的认同，都离不开强烈的主体自觉意识，这

是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的前提。另外，人生观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生观确立以后也要时常省察，正如

“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是人非”[3]

的道理。因此，今后我们大学生在树立与践行人生观的

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意识到自我

的价值所在，以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

（二）明辨笃行是大学生树立和践行正确人生观的

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文艺应该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12]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我

们一定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评地继承与发展，

进而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王伟光较为深刻地

指出了其缺陷，他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坚持

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目的是用道德信仰代替对客

观规律的认识。“知行合一”是以“知”代替“行”，

把行动当作效果，取消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6]同样，

今后我们在树立和践行人生观时，要做到明辨。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妄想”与“冥行”，做到科学看待在“真

知”的基础上实现“真行”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以及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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