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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真能救世吗?

许全兴* ①

【摘 要】王阳明及其心学走红当代中国。有人认为阳明心学是 “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思想之大成”，“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21 世纪一定是

王阳明世纪”。其实将王阳明心学视为救世良方不过是对以往某些人观

点的翻新而已。有人臆造材料，强拉毛泽东为 “王阳明热”抬轿更不可

取。对王阳明及其心学应取具体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态度。将王阳明心学

视为救世良方，主观愿望虽好，但完全不符合当代实际。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具体历史分析

一

王阳明心学走红当代中国已有数年，但国内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一些人认为“从民间到官方，现在有一股王阳明热”，但也有人对此观点持有

异议。2016 年 10 月，一位名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我没有感觉到王阳明热。他希

望通过学术论坛，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为树立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做出努力。他认

为，当今世界，风险和危机无处不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不平等加剧，加上不

时爆发的冲突、战争和恐怖活动、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人类怎么了? 人类的命

运命悬一线”。许多国家的智者不断发出人类正面临自我毁灭的警示。在我们国家，

社会道德的滑坡，信仰的缺失，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同样存在。怎么办? “这 30
年逼得我不得不去关注社会，关注国际。一观察，我找到了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人

心。”他认为，回看历史，中国的历代大儒其实一直在寻求人心灵问题的解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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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学的作用，就在于它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这位知名人士认为，

王阳明的学说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所以一定要将其纳入义务教育，

但不能操之过急。和孔孟学说相比，王阳明的学说并不是很热，还是很冷清的。最

后，他说，阳明思想不仅应该进学校，更急迫的，应该首先进党校①。两个月之后，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宁波市政府合办的、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的以 “阳明

思想与世界文明建设”为主题的讨论会上，还是这位知名人士在致开幕式的贺信中

说: “‘阳明心学’是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审美观的超越，为如何拯救人类的灾难

指出了一条路径。”② 很明显，在这位知名人士看来，王阳明的学说是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是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也为如何拯救人类的灾难

指出了一条路径。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知道这位知名人士、学者、教

授，曾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颇能影响一些人啊!

2017 年，某位走红的名人出版了 《五百年来王阳明》一书，为王阳明热又一

次加温。为推介该书做的封面套上醒目标着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增

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值得当代中国人用心阅读的生命教科书等语。有的报

刊发书评大力推介该书。看来今日王阳明的心学热绝不是一般的文化现象。有位著

名的现代新儒学家说: “21 世纪一定是王阳明的世纪。”此话为《五百年来王阳明》
一书第 1 章 ( 类似一般著作的序) 结束时所引用③，也被有的推介该书的书评所

引用。④

对王阳明及其心学的评价历来都有争论，可谓争鸣不止，这是正常的历史现

象。王阳明心学在反对僵化的程朱理学，重视主观能动性，重视个人自主性，提出

知行合一，重视教育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发明清之际启蒙思想之先声。因此说王阳

明心学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华，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完全可以的。简单

全盘否定王阳明及其心学，则是片面的、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王阳明从自己为

政的经历中得出: “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为此，他在镇压农民起义

( 即所谓的“破山中之贼”， 《明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 《中国通史》的 “王守仁

传”对传主“俘斩”“杀害”“镇压”农民起义的史实均有具体记载和揭露) 和平

息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同时，大力兴建书院，不遗余力讲学，宣扬 “去人欲、存天

理”、致良知，以“破心中之贼” ( 即人民心中的造反思想) 。王阳明以武力镇压和

思想奴化两手竭诚为明王朝尽忠效力，企图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正因为如此，

王阳明身前虽因统治阶级内部争斗而命运坎坷，但身后还是得到统治者的大力褒

扬: 追封为新建候，谥文成，祀文庙。尽管如此，明王朝终究还是在农民大起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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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灭亡。在晚明时期曾流行一时的王阳明心学也很快就走向衰落。
若说整个王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或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

大成，这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不符合

王阳明心学有因受时代局限而有糟粕的一面的历史实际。王阳明哲学也仅仅只是集

中华传统文化中唯心主义心学之大成，绝不是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更不是

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很快就受到唯物主义哲学家罗

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人的批评。明清之际的进步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颜

元等均对王阳明心学多有尖锐批评。王夫之指出，王阳明 “知行合一”说的 “一

念发动处即是行”是“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知” ( 《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
顾炎武甚至认为，明朝之所以亡是由于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的缘故 ( 《日知录》卷七“夫子言性与天道”)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那时代进步的

思想家、哲学家代之以实学思潮的兴起。
在 20 世纪前半个世纪，虽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学者推崇王阳明心学，

甚至提出“新心学”，但未成气候。“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遂为数百年之思想界

所忽视。”这是牟宗三等在 1958 年元旦发表的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以下简称《宣言》) 发出的哀叹。《宣言》以悲凉的心境呼吁西方学术界要以平等

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重视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东西文化精华，

以共同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开出新路。《宣言》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

代化进程中仍有其意义，就此而言， 《宣言》是有价值的。客观地讲，1958 年的

《宣言》，并无今天某些人鼓吹的王阳明心学是医治现代社会病的一剂良药的奢望。

二

应指出，将王阳明心学视为救世良方也不是什么新见，只不过是对陈货的翻新

而已。
王阳明哲学传到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后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

明治维新时期曾影响了一批 “维新志士”，这是历史事实。但有人认为，日本明治

维新的成功、日本整个近代的崛起是 “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关键只在实行了

‘知行合一’四个字”，是阳明心学 “在别的国度的开花结果”。① 这种观点显然是

极度夸大了阳明心学在日本影响的作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起初亦有上述

类似观点，但在撰著 《孙文学说》时改变了上述看法，认为日本维新之业 “乃全

得师夷之功”，“与阳明 ‘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② 其实，王阳明哲

学对日本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负面作用是成为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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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王阳明学者的思想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驱使许多日本无辜的

人民走向死亡。①

在 20 世纪，我国竭力推崇、提倡王阳明哲学的最力者要数蒋介石。他在青年

时代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

在诸多讲话和文章中反复申说: 日本之所以强大，称霸东亚，就是因为武士道精

神。而武士道精神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中国的哲学，特别是王阳明的 “知行合

一”、致良知。他们得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做他们的立国精神，拿着这个

哲学来侵略别的国家，打我们中国，而我们中国人却不能保存、不能应用、不能发

扬固有民族精神，不能实行知行合一、致良知，结果导致当时的弱势。他认为，要

救党国，没有旁的，就是重新拿起王阳明哲学，把自己的良知发现出来，恢复固有

的民族精神。他把王阳明心学演化为愚民的力行哲学，鼓吹良知源于本心，不必外

求，只需要跟着他去力行就行了，不成功，便成仁，让部下盲从为他卖命②。蒋介

石到台湾后，继续推崇王阳明，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并作为寓居之地。蒋

介石推崇王阳明，王阳明心学确实成为力行哲学的精神来源，这是历史事实。其效

果如何，人所共知，无须在此赘言。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有的宣扬以阳明心学救世

的观点不过是在重复蒋介石的思想。不了解这一历史的朋友，不妨去看看蒋介石的

著作。看来毛泽东劝同志们读一读蒋介石的书是有道理的。③

三

有人在报刊发的推介《五百年来王阳明》的书评中说，“毛泽东曾经潜心研读

王阳明著作”④。有人在网上说，“毛泽东是王阳明的忠实拥趸”。有人说得更具体:

“少年毛泽东曾服膺王阳明，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字逐句做批注。”又有

人神乎其神说: 毛泽东早年在逐字逐句批完 《王阳明全集》叹服之余写道: “名世

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笔者学习、研究毛泽东近半个世纪，却从未听说

过以上史料。请问: 有何证据证明毛泽东早年曾潜心读过 《王阳明全集》 《传习

录》? 这“逐字逐句做批注”的书在何时、何地、为何人所发现? 今天该批注的书

又在何处收藏? 笔者深信，上述“潜心研读王阳明著作” “逐字逐句做批注” “诸

公碌碌皆余子”云云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毫无事实根据。
有位大家为了替“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论证，大段引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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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写的《心之力》一文中的话①。其实，此文不过是几年前，有人编造的在

网上流传的伪作，其用心是以此来抬高王阳明心学。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同美国

记者谈话中说，在杨昌济老师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的书 ( 德国伦理

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 ，“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 《心之力》
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

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② 《心之力》的文章并没保存下来，这是研究

毛泽东的学者皆知的事实。凡是对毛泽东早期著作稍有研究的学者，一眼就能看出

网上流传的有数千字之多的 《心之力》一文是今人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文字拼编的

伪作。事实上，网上也早有人揭穿了这一点。如毛泽东自己所讲，《心之力》一文

是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启发写成的，他的 《〈伦理学原理〉批

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王阳明关系不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上述回

忆，只是在真实叙说自己的学生时代的生活经历，表达对老师的敬佩之情。他说

“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老师则是从 “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

那篇文章”。显然此回忆绝不是在肯定早年的唯心主义观点，肯定 《心之力》，相

反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对我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研究把握。1936 年斯诺在采访

毛后便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③。毛泽东

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其中无疑包含对王阳明心学的积

极的、合理的因素的汲取与发挥。从思想上讲，传统心学对毛泽东确实有影响，这

是应承认的。他在抗大讲哲学时曾用 “‘知行合一’论”来表达能动的辩证唯物论

的认识论④。他在批评以非历史主义观点看剥削阶级思想时指出: “王阳明也有一

些真理。”⑤ 但前面所引的诸多臆造之言，则毫无根据地夸大王阳明心学对毛泽东

的影响，这极不可取。
王阳明走红当代中国，亦引起境外媒体关注。有文章写道: “在今天的中国，

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

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

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

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扰乱人们的心。”⑥ 说

中国“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的话过于绝对了，不能苟同，但他提出的问题不

能不引起我国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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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阳明心学中某些内容经批判改造后可为今天所用，古为今用，这是肯定的。
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修身，强调治学是 “为己” ( 即提高自身修养、素质) ，而非

“为人” ( 即装饰自己，给他人看而已) 。王阳明发挥了儒学的这一优点。他强调知

行合一，意在矫正当时知行分离、言行不一的社会病。从修身上讲这是有意义的。
我们党批判地继承吸取传统的修养论，形成了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的 “修养论”。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现实意义恐怕主要在于有益治疗当今社会上，尤其是党内存在

的某些不注重人身修养和言行不一、知行分离、伪言伪行的痼疾顽症。当然，如李

大钊所指出的: “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而是使人牺牲他的个

性。”① 因此，我们强调修身时要注意把修身与完善个性统一起来、把党性与个性

统一起来。
若说 500 年前没有能挽救明朝灭亡的王阳明心学却在 21 世纪能治疗中国和世

界的“社会癌症”，能为“拯救人类的灾难指出了一条路径”，这恐怕只是某些人

的自我梦想。笔者丝毫不怀疑持此论者的主观愿望是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正

因为如此，必须指出，这类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主观愿望是脱离实际的、有害

无益的空想。为什么? 道理十分明显。第一，“开药方”者对中国与整个人类现状

的“把脉”不准: 把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 “一切的根本

原因在人心”。这显然是极其片面的观点。其实当今人类的 “社会癌症”、精神性

“疾病”、种种危机等均是“表”，而“本”则在于今天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及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把脉”不准，开的任何 “药方”都无用。第

二，王阳明心学的 “药方”本身就有问题。王阳明心学认为: “良知”源于本心，

不必外求。良知即天理。何谓天理? 说穿了、说白了就是封建的纲常名教，伦理道

德。怎样才能明天理、致良知、做圣人? 王阳明的 “处方”是: 只须 “去人欲、
存天理”而已。在这一点上，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 ( “灭人欲、存天理”) 并无本

质区别，均是“以理杀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此类中世纪的 “药方”能治疗 21
世纪的“现代病”吗? 答案无须在此多言。笔者以为最好先治疗某些人的 “复古

病”。
2018 年是马克思诞生 200 周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伟大的日

子。在纪念这伟大日子的时候，每一个关注 21 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人，每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对近年来“21 世纪一定是王阳明的世纪”“阳明心学是治

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 “要进教材、进党校”一类舆论难道不应当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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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大钊: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 1920 年 1 月 1 日)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2013，第 186 页。



对王阳明心学热难道不应当关注吗?

习近平同志指出: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

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① 但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受到时

代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存在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对传统文化不能一

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
有扬弃地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任务。我们要完整准

确地理解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有关对待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

思想和方针，反对虚无主义、复古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防止片面性和极

端化。

Ca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ical System
Ｒeally Save the World

XU Quanxing

Abstract: Wang Yangming and his theory of mind are popular in contemporary Chi-
na. Some people think that Yangming’ s theory of mind is“the great concentrating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s”， “good medicine for cancer in today’ s
society”，and “the 21st century Leading theory”. To regard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as a good way to save the world is merely a refurbishment of some people’ s
views in the past. Some people fabricate materials，even force Mao Zedong to lift a sedan
chair for “Wang Yangming Fever” . These actions are undesirable. Wang Yangming and
his theory of mind should be analyzed scientifically w ith a specific historical atti-
tude. Although the subjective desire that regard Wang Yangming’ s theory of mind as a
good way to save the world is good，it is totally inconsistent w ith contemporary reality.

Keywords: Wang Yangming，theory of mind，histo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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