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王阳明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军事家、政治家。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
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他成己成物的基本指
南。针对知与行分离，以知代行的习见，王
阳明倡言知行合一，对知的内涵与性质重新
给予界定，使之与行相贯通并互涵合一，既
为阳明心学的存在论哲学构筑了具体路径，
又使阳明心学充满了鲜明的实践本位特征。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主
办，山东省图书馆承办的尼山书院阳明学公
开课，日前举办第四讲，杭州师范大学教
授、国学院院长何俊应邀以《知行合一的内
涵与意义》为题，与听众分享王阳明心学核
心思想之一“知行合一”的内涵与意义。何
俊说：“通过学阳明学，最重要的还是要觉
醒自己，要让自己的心得到醒悟，用我们现
在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要不忘初心。”他表
示，今天学阳明学，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建
立人的主体性，建立人的内心世界的那种坚
强、自觉、认知，然后用这样的力量去行善
事、致良知，做一个对自己、对社会、对世
界有益的人。

知行合一的生命本体

何俊说，“知”与“行”的问题，在儒
家思想中受到特别重视。

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强调人的主体性
时，儒家使用的概念是强调“心”，孟子有
句很有名的话叫作“心之官则思”，意思是
心这个器官是用来思考的。“我们可以这么
说，孟子的这个思想开辟了中国思想、中国
文化当中注重精神层面的一个传统。”

王阳明的思想是跟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的。王阳明是明代中叶人，他的思想在历史
上被称之为“心学”，这也能够显示出，王
阳明思想与孟子思想的联系。何俊认为，王
阳明的思想正是承接孟子思想展开的。

王阳明思想的整个系统是由心外无物、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个部分构成。何俊认为，
王阳明所强调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就是讲
的心本体。“在这个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知
行合一的思想，完全纠正了之前把知与行分
割、区别的做法，提出了知行本为一体，相互
融摄、包含、连贯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把知
与行由简单的人的行为的两个部分合一以
后，还将它上升到一个本体的概念。这是阳明
思想非常重要的贡献，使得儒家的生命哲学
在心的层面上有了展开。”当然，王阳明晚年，
又进一步把思想凝聚在“致良知”中，使得知
行合一的生命本体理论又有了新内容。

王阳明思想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影
响，不仅在士大夫、官员阶层，在社会中下层
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何俊评价说：“王阳明的
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对于整个明代思想的
建设，对社会的民智开发，对于后来中国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晚清开始逐渐走
上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是以反传统作
为它的一个前提的，“因为有一种认知，认
为我们的传统是中国未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
原因。”这种认识显然有误区和偏颇。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全球文明的发展提供
自己的思考，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一过程
中，怎样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汲取智慧和营
养，是非常重要的。阳明心学作为中国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很多内容值得研究、学
习、借鉴，价值弥足珍贵。”

阳明思想是“因病下药”

何俊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
对文化与社会弊端的“因病下药”。

所谓知易行难，知与行的问题，自古以来
就被进行着多方面的探讨。二者的关系，从根
本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

又可以非常清楚地体会到。何俊说：“有时
候，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感觉很明白，实际
上却又不一定能做到，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知与行，回溯起来，很早就有丰富
论述。在孔子思想中，“知”已经被放到很高的
位置。孔子的哲学以仁学为标志，在对仁的品
格完整表述中，“知”是第一位的，知才能够
仁，有了知和仁才能够谈上勇。不过，孔子又
同时强调了行的重要性，“行有余力，则以学
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谈知与
行，似各有侧重，但并不矛盾，这需要从谈话
的不同语境去具体理解。

宋代大儒朱熹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以来
的儒家文化，强调格物穷理，格物致知，把
知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从而在中国文化重
视人文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起理性传
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朱熹的思想获得
更大范围的传播。何俊认为，中国文化经过
朱熹创造性的转换，开出了一个大的局面，
“相当于黄河水经过了河套以后就走向了一
个比较宽阔的一个河面，然后奔流向海。”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强调读书和做学
问，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训练、培养、确
立理性的精神，希望通过理性的支配，人能
成长为优秀的人，就是圣贤。但是，这种思
想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天下的读书人，却
是拿读书、做学问当成了名利的敲门砖，去
用来猎取功名利禄，去追求荣华富贵。

何俊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
这样的世弊，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
“所以他是因病下药。王阳明的思想针对的
是朱子学的弊端，这个弊端并不是朱子学本
身的弊端，而是朱子学的社会化运用当中所
带来的问题。”

何俊说，这也给当前带来了很多有益的
启示。如今，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背景下，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打着弘扬传
统文化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甚至有些是有悖
时代的东西，解决之道中也需要“知行合
一”的智慧。

知行要有生命的感受

何俊解释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
本内涵，首先是知行一体，第二是要真知真
行，第三是知行在功夫层面上，要有生命的
践行，也就是要落实在功夫上的，而非只是
流于语言上的，流于表达上的。

知行一体，通俗而言，就是知中有行，
行中有知。何俊举例说，一个人在自己熟悉
的环境中不会紧张，但一旦到了不熟悉的环
境中就会有紧张感，如果是一个完全陌生又
沟通困难的地方，就会更加紧张。事实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会提前通过各
种渠道了解熟悉情况，“这种行动中就包含
着自己的‘知’，形成‘知’的过程，也是
一个了解情况的‘行’的过程。”

对于阳明真知真行以及知行在功夫层面
上的内涵，何俊解释说，我们从外部获得的知
识，非常零散，是碎片化的，需要经过整合，把
这些知识、个人的理解、个人的实践结合起
来，形成自己的认知，即内化为自己的思想，
才能真正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他举例，电视
上的综艺节目，参赛选手上台展示唱歌的才
艺，经常听到专家点评，嗓子很好，声音很好，
演唱技巧没问题，但是歌曲的精神内涵表达
不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感情没投入，
缺乏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何俊认为，王阳明除了重新阐释了
“知”和“行”的内涵外，还把知行上升为
人的生命本体地位，并赋予其“致良知”的
内容，同时重新构筑确立了儒家修身传统中
的“力行”传统。“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
一思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
无论从他个人思想角度，还是从更广阔的范
围看，都具有重要意义。”

何俊说：“今天，学习阳明学，重要的
是醒悟自心，不忘初心，由此凝聚精神，确
立思想，行善事，致良知，做一个对自己、
对社会、对世界都有益的人。”

国学专家尼山书院畅谈“知行合一”

学“阳明学”感悟不忘初心

□ 陶迁

路也，本名路冬梅。毕业于山东大学，
现执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已经出版的主要
著作有：诗集《风生来就没有家》《心是一
架风车》《我的子虚之镇乌有之乡》《地球
的芳心》，散文随笔集《我的城堡》，中短

篇小说集《我是你的芳邻》，长篇小说《幸
福是有的》《别哭》《冰樱桃》《亲爱的茑
萝》《下午五点钟》等。

今年三月下旬，我回南方参加两场教师
招聘考试，空带一身疲倦回济南。路也老师
在微信里安慰我：“你要相信，上帝为你安
排了更好的去处”。果然之后不久，我就循
着路老师最爱的诗人李白之名句“烟花三月
下扬州”，来到扬州并确定了工作，我把这
视作诗的验证。

我认识路也老师正是因为诗。大二上学
期，我把自己的一些诗歌习作经由别的老师
转交给路也老师。那时路老师于我而言还是
传说中人。之后不久她的长诗《心脏内科》获

“人民文学奖”的消息就出来了。大概一个多
月后，我收到了路老师的邮件。这封邮件写
了足有千字，仔仔细细提出了十几条意见和
建议，包括诗歌应“具体细微”“亲近大自
然”等，路老师不愧是诗的行家，这些意见
和建议影响我至今并会持续影响下去。

之后，我从《心脏内科》出发，广泛阅
读路也的诗。路老师是抒写个人经验的能手，
她的诗尽管也会披着叙事的外衣，但本体是
抒情。《心脏内科》的开篇首段，我视为神来之
笔，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情感的隐忍克制
与语气的轻快活泼居然同生共荣，附着在从
容不迫的语速上，语感如涓涓细流，流过处十
分清爽。路老师的诗有一种远道而来的嚼劲，
根源于其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血肉亲情。路老
师的《木梳》，那可是学校朗诵会（比赛）上的
经典篇目，一句“我是你云鬓轻挽的娘子/你
是我那断了仕途的官人”，在学生圈中人气极
高，广为流传。我个人还很喜欢《瘦西湖》中的
这一句“水边的美人靠，倚着我的中年/我因

长相平淡而从无迟暮之感”，不为别的，就为
路老师在自我调侃中，从容不迫建构起来的
那种人到中年的书生气。

路老师绝对是脱俗的，但她脱俗而不离
尘。就好像烟花开于半空，但不放弃对地心
引力的依赖。路老师不愿意俗事缠身，所以
藏在自己的城堡里靠读书来“息事宁人”，
以前是读纸质书，现在也常读电子书。路老
师有两个kindle阅读器，她不无自豪地对我
说里面有上千本书，每天就抱着啃。路老师
喜欢旅行——— 不是旅游——— 而且一个人出远
门，对话大山大河，访问花鸟鱼虫，在人群
中流动，在墓碑前沉默。今年春天，我对路
老师有个访谈，是在路老师来回敦煌的路上
校对完成的。有评论者认为路老师的诗有人
间烟火气，实际上这种烟火，在情感和想象
的双重风力作用下，没有落入田间野地，而
是上升、飞腾，成为烟花烂漫。

路老师有个性有脾气，是一个非常真实
的人。作为我的本科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大四
下学期她来电话同我约定面谈论文事宜，我表
示无法抽身，原因是我要帮未来的研究生导师
做事情，路老师当时就火了，质问我为何还未
离校就不管自己的论文，就变成其他学校的人
了，我无力反驳，因为路老师句句在理。路老
师的大脾气，往往就是这种得理不饶人。但跟
路老师熟悉以后，会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相处的
人，沟通起来自由敞快，当然，唯有互相坦
诚，才能有交流的自在随和。路老师的诗非常
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真诚，显然根源于她本
人的真实。路老师不是一个囿于固有经验的诗
人，她不到三十年的诗歌创作，可以说一直处
在探索突破中，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的那些长
诗写作，明显可以看出路老师从才女转变为知
识分子的努力与能力。才女时期的路老师，

其作品如“江心洲”系列组诗，那种对隐秘
情感的真诚表达令人心动，而努力成为知识
分子以来的路老师，其作品如长诗《老赋
城》《城南哀歌》《随园》等，那种对宏大事
物的触碰以及对复杂思想的探究发人深思。

我以为路老师应该更喜欢知识分子这个
称呼（身份）。的确，知识分子，听起来就
很有质感，比文人更成熟，比学者更有趣，
这符合路老师对自己的定位与期许。路老师
是大学教师，除了创作，必然还得教课和搞
科研。我虽没有系统地跟班上过路老师的
课，但我听过路老师讲课，路老师给学生讲
课时天马行空，我喜欢，我一直认为文科教
师就应该那样讲课，那是对知识的自信和尊
重，对学生的引导和激发。路老师的科研成
果，我阅读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她给诗人
徐俊国写的诗评，我很佩服这篇诗评，路老
师阅读广泛，对诗歌有一种清醒的格局意
识，从这篇诗评中能读出诗人对诗人特别的
同情，诗人对诗歌特别的理解。不过，据路
老师自己讲，她的论文经常由于语言比较个
人化，被有些编辑或者同行视为不严谨。

路老师对诗的理解，在我看来可用两个
词概括：朴素、深刻。曾有一次我和路老师在
食堂吃饭，路老师给我讲诗，说：“一种人吃苹
果，从果皮开始吃，从果皮到果肉到果核，还
有一种人吃苹果，先将苹果切开，去掉果核，
从果肉吃到果皮，我就是第一种人，你也是，
我们都是从外往内写诗的人，另一种人喜欢
由内而外地写诗。”这句话我清楚地记着。两
年后在路老师的一次讲座上，我向路老师重
述了这段话，路老师却已经忘记自己曾说过
这样的话了。这就是路老师的才情——— 它是
满溢着的，那溢出来的，不能浪费啊，跳着溅
着也会成为一现之水花。

我所知道的路也

诗人路也。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6月9日，位于无棣县城吴式芬故居

的陶家书屋线装书博物馆，市民正在查阅资
料。这是我省首家线装书博物馆，该博物馆
收藏线装书2000余册，涵盖国学、人文、书
画、历史、四书五经、滨州文献集成等方面
内容。下一步，该博物馆将通过互联网技
术，实现线装书籍网上查阅。

□尚现军 许宇 樱凡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走了，走了，看戏

去！”日前，沂源县中庄镇社庄村，石沟村
里的老少爷们天不黑就吃罢晚饭，早早地来
到村里的文化活动广场。当晚，由魅力果乡
艺术团演出的“庄户大戏”火热开演，快板
剧《父母为师》、配乐朗诵《家风颂》、舞
蹈《火火的中国》等节目受到群众好评。

“勤俭治家、和顺齐家、谨慎保家、诗
书起家、忠孝传家……”村民刘艳梅掰着手
指头细数听戏后学的“新词儿”，乐得笑呵
呵。

沂源县通过推行专职与兼职结合，传统
与现代结合的方式，利用文艺搭台、宣讲唱
戏的方式组织骨干民间剧团开展文艺宣讲活
动，今年以来，共开展此类活动300余场
次，足迹遍布全县400多个行政村，听众达
50000余人次。

庄户大戏传播新风尚

□ 赵峰

5月25日晚，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乱沟村文化广场
上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乱沟舞蹈队
的队员们在村文化广场上尽情地跳着拿手舞蹈《红红的中
国》，赢得了群众的阵阵掌声。

峄城区把推广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作为精神扶贫的
有力抓手，让更多的贫困群众唱起来、跳起来、舞起来、
乐起来，为精准扶贫凝心聚力。目前，该区已成立广场舞
队伍370余支，吸纳队员5000余人。

今年以来，峄城区文广新局又专门为40个省定扶贫工
作重点村“开了小灶”，邀请4位专业舞蹈老师深入到村
传授舞蹈技巧，提升广场舞队员水平，现已辅导150余
次，并为每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免费发放了一套广场舞音响
设备。

不只如此。庄户剧团也成为传播扶贫好政策的生力
军。截至目前，全区已成立庄户剧团68家，吸纳民间艺人
近2000人，累计开展扶贫专场演出300余场次。

峄城区还特别重视通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增强贫困人群的致富本领。今年以来，全区新建贫困村农
家书屋49家，总数已达247家。

峄城区：为文化精准扶贫

凝心聚力

□李伟伟 万 军 报道
6月3日，山东省第二届广场健身舞大赛东营海选赛在

利津县举行，来自东营市各个县区的32支代表队现场竞
技，藏族舞、健身秧歌等舞种轮番上阵“切磋”，吸引了
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赢来他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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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美术馆承办的

“艺彩新锋——— 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2017)”，2017年4月
10日至2018年1月1日在山东美术馆举办。目前，两位新人
汪雷、片兆勇的作品正在展出中，展览将于6月19日结
束。

汪雷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姚朋魁评价说，汪雷的山水、花鸟、
人物、书法全面发展，山水画用笔干净利落，花鸟画画面
讲究兼工带写，笔下的佛道人物可谓“禅机一片”,而他
的书法尤精楷隶，气息清雅秀逸。

片兆勇现为山东油画学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毛岱宗认为，在青年画家中，片
兆勇有“敏于观察，果敢行动”的特点，所以能够勇于
为先，走到了同龄人的前头。“近期这批画又有新的突
破，不仅表现内容与过去不同，而且表现语言上也敢于
作新的尝试，出现了新气象。画面更加宏阔、庄严、简
约、理性。这种勇于突破的探索精神值得称赞。”

对于这两位新人的新作，山东美术馆馆长、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主席张望评价，汪雷的山水作品濡染于传统
的同时，又有时代新貌。“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发
展最为成熟的题材，在此基础上求变求新颇有难度。汪
雷不仅懂得师法古人的重要性，同时也在当下的文化语
境中寻求自我突破。他尝试将图式化和符号性融入部分
作品中，在对山石、树木的表现中找寻着多样的可
能。”

张望认为，从片兆勇的画面中可以看出，这是一
位有独立思考意识的画家，他将对客体的表现与主观
传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示出颇具哲理性的画面意
味。”

“艺彩新锋”

展出汪雷片兆勇作品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3日晚，一曲“快慢快”风格的

《阿法玛序曲》拉开了山东艺术学院2017首届毕业展演季
“闳美山艺”系列活动之交响管乐团专场音乐会的大幕。

此次专场音乐会演奏了《阿法玛序曲》《摇滚卡农》
等4首现代曲和《再见我的爱人》《天空之城》配乐等5首
流行音乐，获得了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记者了解到，山东艺术学院2017首届毕业展演季“闳
美山艺”系列活动已于5月底开始，将持续近一个月的时
间。展演活动包括三个板块：造型艺术展包括美术、设
计、服装、化妆；表演类演出包括音乐、戏剧、戏曲、舞
蹈；新媒体作品展示包括影像、动画展。共有3场展览和
13场演出。毕业季展演活动将以教学为中心，搭建艺术实
践与创作展示平台。在展示学生艺术成果的同时，树立山
东艺术学院的品牌。

山艺毕业展演季开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泰山讯 6月10日，由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

会与山东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大型文化项目《中华泰山
文库》在泰山签约。

据悉，《中华泰山文库》丛书预计出版120卷至160
卷，在3到5年内完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泰山
文库》古籍书系（发掘、整理）；第二部分是《泰山文
库》著述书系（传承、发展）；第三部分是《泰山文库》
口述影像书系（记忆、形象）；第四部分是《泰山文库》
外文书系（影响、反馈）。

大型文化出版项目

《中华泰山文库》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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