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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华

“君子”是传统中国人的理想人
格诉求，君子观对中国人的价值观、
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都产生深远的
影响，成为自古及今仁人志士道德
践履的力量源泉。阳明被谪贵州龙
场期间，特别着意于对君子的论述，
先后写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

《君子亭记》《宾阳堂记》，被称为“龙
场四学记”。龙场之后，君子之称谓
也屡被王阳明提起。依据王阳明一
生所言所行，从立身、处事、为官、治
学等四个方面，可以窥见其君子人
格论述的基本内涵。

君子立身：以仁为本，仁
以爱人

儒家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
学说。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仁
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
也。”朱熹说：“盖仁之为道，乃天
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程朱都
把求仁看作君子道德修养和立身处
世的根本目标。与程朱一样，王阳
明也把求仁看作是孔孟之学的传
统 。 他 说 ：“ 孔 孟 之 学 ， 惟 务 求
仁，盖精一之传也。”在王阳明看
来，人性的本然，即 《中庸》 所谓
的中或道心，不是别的，而是仁。

王阳明认为，仁是人心，是人
之所以为人之所在，即君子立身之
本。他说：“仁，人心也；良知之
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
心，亦无良知可致矣。”在王阳明
看来，所谓人心、良知，说到底就
是仁。无仁就无人心、良知可言。
因此，仁就是体，是“经纶天下之大
经，立天下之大本者”，而经礼、曲礼
等不过是仁体的流行发用。

王阳明所谓的仁，其基本含义
是爱人。樊迟问孔子何为仁，孔子答
以“爱人”。爱人利人，这是仁的基本
精神。王阳明带兵，反复强调不以多
杀为功，只是以平叛为主。王阳明主

政，反复强调仁民爱物，视人溺有如
己溺，人饥有如己饥。王阳明讲学，
反复强调有教无类，来者不拒。这
些表现出他的仁心就是爱心。那
么，求仁要从何做起呢？王阳明把
仁看作是心的本体，强调一定要从
自己心上去求，而不是外于己心于
物上去求。王阳明批评了世儒心外
求仁的习气。他说：这一心上求仁
的至理，本是尧舜禹汤的一贯之
传，但在后世，却蔽而不讲。

君子处事：立诚去伪，谦
虚去傲

诚 是 儒 家 极 为 重 要 的 道 德 范
畴，《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
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什么呢？王阳
明解释：“夫诚者，无妄之谓。诚身之
诚，则欲其无妄之谓。”又说：“为学
功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意去好
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
意便是诚意。”王阳明对于诚的这些
解释，突出了无妄和着实用意。

进而，王阳明对诚做了心本体
的解释，认为诚实心之本体，有诚，
发于事亲则孝，事兄则悌，事君则
忠，交友则信。无诚，则忠孝信悌都
要流于虚伪。他说：“圣人之学，诚焉
已耳。是故以事其亲则诚孝尔矣；以
事其兄，则诚弟尔矣；以事其君，则
诚忠尔矣；以交其友，则诚信尔矣。
是故蕴之为德行矣，措之为事业矣，
发之为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
矣，行而民莫不悦矣，动而民莫不化
矣。”在王阳明看来，诚不仅是独立
的君子人格，还统帅其他诸德。

王阳明竭力反对骄傲 ，他说 ：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
皆从傲上来。”王阳明指出骄傲的种
种危害：骄傲会自高自大，不肯屈居
人下，所以为子而傲，就不能孝；为
臣而傲，就不能忠；为弟而傲，就不
能悌；交友而傲，就不能信。至于为
君而傲，亦不能仁；为父而傲，亦不
能慈；为兄而傲，亦不能友。大凡人

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傲慢胜心而
来。反对骄傲必然要提倡谦虚，因为

“傲之反谓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
王阳明认为，大凡古圣贤，没有不笃
于谦恭的。他还特别强调，谦虚并非
只是外貌卑逊礼人下己，重要的是
心中恭谦，常见己过，善见人长。

君子为官：为政以德，勤
政守职

为政以德，一方面，是把道德作
为政治的主要手段。王阳明认为：

“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而在宜于
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而要入
于善。”也就是说，立政治民，重要的
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而不在
于制定严密的法网。另一方面，也是
为官者对自身的道德要求。王阳明
在《龙场生问答》中说：“君子之仕也
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窃也。今吾
不得为行道矣。虽古之有禄仕，未尝
奸其职也。”意思是说，君子如已仕
不能“奸其职”，不能占着位置不做
事，而应该身其位而有其政；君子应
仕，也并非只为脱离贫穷，而应该有
更高的道德追求，即“为道”，这个
道，就是君子之道。

王阳明的为政以德，就其举措
而言，主要是兴教化，美风俗。王阳
明认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萎靡
而不觉，譬如潦水赴汤，浸淫泛滥，
开始的时候似无所害，及至后果，奔
驰溃决，为害非细。王阳明的为政以
德，还包括以佚道（安民之道）使民
的内容，也就是说，政策措施如果从
民众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在王阳
明看来，德与政是内外一致的关系，
有其德必有其善政。执政者要行德
治，首要在于修身。执政者唯有修德
才能善政，修德与善政是一体的，德
其内而政其外，德其体而政其用。

勤政守职，是古代思想家极为
关切的问题。孔子说：“谨权量，审法
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继承孔
子的这一思想，王阳明以农夫治田

比喻牧守治郡。他说：“牧守之治郡，
譬之农夫之治田。农夫上田，一岁不
治则半败，再岁不治则无食，三岁
不治则化为芜莽，而比于瓦砾。”
农夫治田，勤劳所在，下田可以变
为上田；偷懒所至，上田可以变成
瓦砾。同样，牧守治郡，勤劳有
加，施以教化，穷州可以变为富
郡；懈怠所至，惟以聚敛为务，富
庶之乡也可变为萧条之地。故政在
勤而事在为，富凭人而不凭天。

君子治学：学必立志，学
为圣人

王阳明非常重视立志，其 《示
弟立志说》 云：“夫学，莫先于立
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又
在 《教条示龙场诸生》 云：“志不
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
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王阳明强调立志，认为有其志
始有其方，无其志则无其事。王阳明
引用程子“有求而为圣人之志，然后
可与共学”后，发挥说：“人苟诚有求
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
圣人者安在？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
以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
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
则必求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

王 阳 明 强 调 为 学 立 志 的 重 要
性，他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
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
子之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事。
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
之，无他闻也。”王阳明强调为学
要守得住自己，不受旁物影响。他
说：“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
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
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王阳
明强调为学必先立志，又主张为学
立志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凭空悬象、
流于空言，不能好高骛远、奢谈立志
而不务其实。

（作者为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
副研究员）

王阳明君子人格论述的基本内涵

方黛春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
一直被视为社会个体的理想模范，
君子人格被视为为人的标准、行事
的范本。王阳明就是行君子之道的
典型人物，他谪居贵州龙场时作《教
条示龙场诸生》一文，提出以“立志、
勤学、改过、责善”的“四事相规”教
化当地百姓，即是其君子之道的深
刻总结，是阳明心学精华之所在。王
阳明君子人格论述，不仅在古代社
会有着重要价值，其精神内涵在当
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社会，我们应深入挖掘和传
承王阳明君子人格论述的丰富内
涵，将其融入个人修养、道德实践、
自我反省和社会贡献中，以实现个
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引导青年立志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志
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表明，只
要心中有坚定的志向，就能够克服一
切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王阳明认
为，立志应当高远，不应局限于一
己之私。首先，立志高远意味着青
年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在现代
社会，青年面临着诸多选择和诱
惑，容易迷失方向。王阳明提倡的
立志，要求青年有清晰的人生目标
和坚定的信念，不为眼前利益所动
摇，不为困难和挫折所屈服。其
次，立志高远也要求青年有广阔的
视野和胸怀。王阳明认为，君子应
当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大事，
关注社会问题。当代青年在立志
时，应超越个人的小圈子，将个人
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联系起

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再次，立志高远还要求青年
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王阳明
曾言：“君子之学，非以明道也，将
以行道也。”这表明，立志不仅是为
了明白道理，更是为了实践道理。
王阳明认为，君子应当在困难和逆
境中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当代青
年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难免会遇
到各种挑战和困难，只有坚持不
懈，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鼓励勤奋好学

王阳明早年就有立志成圣的理
想抱负，但一直苦于找不到满意的
路径。1489 年，18 岁的王阳明从江西
南昌返回浙江余姚途中经过上饶，
特地拜见大儒娄谅，求教成圣成贤
之道，后者谆谆告诫“圣人必可学而
至”，令他豁然开朗，从此潜心求学、
明心见性，终于悟道成圣。在王阳明
的哲学体系中，好学不仅是个人修
养的起点，也是实现“知行合一”的
关键。首先，王阳明强调了学习与思
考的结合，提倡“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在当代社会，这一教
导提醒我们，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
累，更是思维的锻炼。培养批判性思
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辨别真
伪、形成见解至关重要。其次，王阳
明提倡“为己之学”，在《传习录》中
推崇“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
学”。这表明学习应以个人修养和志
向为出发点。在当代，这意味着学习
不仅是为了职业技能或社会认可，
更是为了实现自我完善和内在价值
的提升。再者，王阳明认为学习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他提出“日新之谓盛
德”。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这种

持续学习的态度对于个人适应新环
境、掌握新技能至关重要，有助于保
持终身竞争力。同时，王阳明提倡以
谦虚的态度对待学习，强调“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当代
社会，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对于个
人不断吸收新知、拓宽视野具有重
要意义，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心态和
持续的学习动力。

敦促内省完善

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因反
对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的荒
僻之地。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
环境里，王阳明结合自己历年来的
遭遇，日夜反省，终于在一天半夜豁
然大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
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首先，
王阳明提倡通过反思来实现个人道
德自觉和自我完善，在《传习录》中
提到：“良知良能，不虑而知，不学而
能。”在当代社会，这意味着每个人
都拥有内在的道德指南和潜能。通
过内省，个人能够识别自己的行为
是否符合内心的道德标准，从而促
进自我完善和道德自律。其次，内省
也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关键。王阳
明 强 调 ：“ 知 者 行 之 始 ，行 者 知 之
成。”在当代，这一教导提醒我们，知
识不应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应通
过实践得到验证和深化。个人在工
作和生活中遇到的挑战，需要通过
反思来寻找解决方案，并将这些方
案转化为具体行动。再者，内省有助
于提升情感智慧和促进人际和谐。
王阳明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
之，不思则不得也。”在当代社会，这
一教导鼓励人们通过内省来理解和
管理自己的情感，以及更好地感知

和响应他人的情感需求。

指导世人敏行

王阳明在被贬至龙场期间，没
有沉溺于自怜，而是选择了积极行
动，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并在
实践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心学真
谛。正如他在《传习录》中所说：“知
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这不仅是
对知识与行动关系的理论阐述，更
是他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所以，君
子绝不是只知不行的，知和行是相
辅相成，统一起来的。君子不仅实践
所学，而且敏于实践所学。王阳明曾
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
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在当代社会，
这一教导鼓励我们在认识到事物的
真理后，要迅速采取行动，不拖延、
不犹豫。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中，敏行的能力有助于我们抓住
机遇，有效应对挑战。其次，敏行强
调了行动与思考的统一。王阳明提
倡“知行合一”，认为知识的真谛在
于实践中的应用。在当代，这一教导
意味着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理论的
学习，而应将所学知识和理念转化
为实际行动。通过敏行，我们可以在
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实现理论与
实践的有机结合。再者，敏行倡
导了对行动后果的深思熟虑。
王阳明认为行动不应盲目，而
应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这一教导提醒我
们在采取行动前要充分考虑和
规划，确保行动的方向和效果
与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相一
致，减少错误和风险。

（作者为宁波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

王阳明君子人格论述的当代价值

黄文杰

君子人格即君子之风，被视
为为人的标准、行事的范本。王
阳明为君子设立良知之学，其深
邃洞见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
心理念，体现着崇高生命境界的
实践智慧，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与现代意义。

人皆尧舜：君子人格
的实现在社会实践

宋明儒学从程朱理学发展到
阳明心学，是一次重要的哲学转
向，在理学内部呈现出了新特
征：“道”不在外，而在内、在
心，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贯
通。阳明心学旨在建立一个“虚
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的

“心”，透过心的发用，世界万物
与人产生了关系。阳明心学是即
工夫即本体、体用一源、知即
行、行即知的一体论述。王阳明
一生的志业就是读书学圣贤、实
现儒生的两大理想“内圣”与

“外王”，达到立德、立言、立功
“三不朽”的境界。

君子人格不仅在于用理想精
神照亮人们的心灵，更在于影响
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天
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
知 ， 虽 凡 夫 俗 子 ， 皆 可 为 圣
贤。”宁波商帮能够实现和平崛
起，四百多年长盛不衰，离不开
阳明心学的支持。以药业为例，
清初鸣鹤人乐氏与叶氏商量共开
药店，起名“同仁堂”，堂名两
家共用，意在同行仁义，显现出
宏大的中国情怀。同仁堂坚守祖
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
味 虽 贵 必 不 敢 减 物 力 ”， 力 行

“知行合一”，这是其基业长青的
秘诀，也最终促成宁波药行街的
形成与药业的繁荣。君子人格代
代相传，成为宁波充满感召力量
的人文风景。19 世纪后期，镇
海钟包村人叶澄衷诚信经营，成
为 一 代 “ 五 金 大 王 ”“ 火 油 大
王”。1902 年，他在家乡创办叶
氏义庄，培养出包玉刚、邵逸
夫、赵安中等名扬海内外的商帮
巨 子 ， 被 誉 为 “ 宁 波 帮 的 摇
篮”。而在新世纪，钟包村又走
出了芯片大王虞仁荣，他出资在
家乡创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
名）。对宁波人来说，成就君子
人格，无论工商业，还是其他广
阔的社会实践，其核心是躬行生
命正大光明之道，在参赞宇宙化
育的过程中开展和完成“成己成
物”的人生事业。

知难而进：君子人格
的养成需事上磨炼

王 阳 明 强 调 ：“ 君 子 之 正
气，其亦不幸而有所激也。夫君
子以正气自持，而顾肯以表表自
见哉？吾以表表自见，而天下已
有不可救之患。是故君子之不得
已也，其亦不幸而适遭其穷，则
必不忍泯然自晦，而正气之所
激，盖有抑之必伸，炼之必刚，
守之愈坚，作之愈高，而始有所

谓全大节，仗大义，落落奇伟，
以高出品汇俦伍之上矣。”越是
艰难处，越是修心时。王阳明的
一生多次遭遇生命危险，如为言
官请命遭贬、龙场的穷困潦倒、
宁王反叛的行军之险、开坛讲学
的饱受争议等，圣人之所以为
圣，在于自身坚定的意志、追求
理想的动力、成就人生价值的执
着。龙场绝境，反而使其实现了

“绝地重生”，成为他以“本心”
为核心理念的心学哲学体系建构
的起点。

君子之勇表现在识、行、力
上 。 王 阳 明 说 ：“ 独 立 乎 道 之
中，而力足以守之，非君子之勇
不能也。盖中固难于立，尤难乎
其守也。中立而有以守之，必其
识足以择理，而不惑于他歧；行
足以蹈道，而不陷于僻地；力足
以胜私，而不诱于外物。”只有
不畏艰险、不计利害、抛弃爵禄
而无悔者，乃至为气节舍弃生
命，才是君子气象。宁波向海而
立，漫长的海洋奋斗史，培养了
宁波人不畏险阻、自强不息、开
放包容、敢于创新、勇闯大业的
精神，阳明心学是与宁波文化土
壤密切相关的高度哲学概括。

胸怀天下：君子人格
的格局在身任天下

“身任天下”是儒家在公私
关系上对君子的要求，当天下、
国家需要担当和贡献的时候，君
子必须以天下为公。王阳明提
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者也，其视天下如一家，中国
犹一人焉”“宇宙内事，乃己分
内 事 ； 己 分 内 事 ， 乃 宇 宙 内
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古之人所
以能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见人之
不善则恻然若己推而纳诸沟中
者，亦仁而已矣。”天下为公、
天下大同、不为私欲所蔽的君子
人格，才能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广
阔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质。

胸怀生民、身任天下必须致
良知。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浙东
学术，激励着宁波人面向世界时
的全球视域、历史意识、兼济情
怀，展现着良知“生天生地”的
蓬勃力量。宁波人实践中不断扩
展自己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
价值世界。在近代，“宁波帮”
创造了一百多个“中国第一”，
积极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宁波
籍海外人士已拓展到工商、科
教、文化等各个领域，活跃在世
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为所在国
家和地区以及世界进步，也为当
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
献。当代宁波，从“一地一品”

“一村一品”的块状经济到产业
集群，背后是宁波民营经济“千
家万户办企业”的互帮互助。构
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格是基础
的基础。王阳明提出的“仁者要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贯穿着中
国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的传统，蕴含“人类共同价
值”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
想。万物一体所隐含的天下情
怀，同时又包含着对具有不同文
化背景或具有文化差异的个体之
尊重和宽容，肯定不同的价值
原则、社会理想、价值理想可
以相互并存而不彼此排斥。

（作者为宁波市文化旅游
研究院副院长）

王阳明
君子人格论述的当代传承

编者按
“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中国人评价人品的重

要尺度。君子人格，实则就是中国人立言立德立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基因。王阳明心学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君子人格。王阳明继承了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论述与规定，对君子人格的内容与特质作了发展和丰
富。王阳明关于君子人格的论述，体现在立身、处事、治学、为官等方
面。研究王阳明君子人格论述，对于当代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的思
想情怀、必备品格和健康心态，更好地承担起家庭、社会和国家责任，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传习录》（资料图）

王阳明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