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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为期9天的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8
月2日落下帷幕。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
届电影节首次通过影院、露天及线上等多种形式举
办展映活动，惠及观众超过16万人次，其中影院观
影人次超过14 . 75万。

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
节。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相关规定，本届电影
节全部采取网上售票。按规定，每场电影上座率不
超过30%，观众入场时需要测量体温、出示“健康
码”、登记个人信息，并全程佩戴口罩，这些举措
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理解支持。

电影节期间，上海的29家指定影院展映了320
多部中外影片。统计显示，影院展映累计达1146
场，观众超过14 . 75万人次。购票人群中，“90
后”观众占比56 . 8%，成为观影主力。

电影节的露天放映活动覆盖上海7个商圈和30
多个社区。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主办方鼓励市民
走出家门享受“仲夏电影之夜”，部分“一带一
路”国家新片也参与了露天放映。据统计，露天放
映影片共50部，累计放映147场，观影人次超过1 . 35
万。

大型舞剧《千古马颂》

久别重逢
据新华社，静谧的舞台，音乐骤然响起，一道

星火从遥远的天际闪过，白色的神马一声嘶鸣由天
而降，随后又腾空跃起。大型舞剧《千古马颂》8
月1日在呼和浩特进行了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首
场演出。

该剧以民族马术、马背杂技、舞马表演、蒙古
族歌舞乐等艺术元素为主要表现形式，融合声光
电、裸眼3D等技术，再现了蒙古民族守望相助、
砥砺奋进、追求文明进步的历程，展示了人与马、
人与草原和谐共处、诗意栖息的大美境界。

该剧参演马匹60%是蒙古马，蒙古马是世界四
大古老马种之一，虽然体型较小，但体质强壮，抗
病耐劳，不畏寒冷，善于长途奔跑，生命力极强。
此外，还有产自土库曼斯坦的汗血宝马、荷兰的弗
里斯兰马、葡萄牙的卢西塔诺马、西班牙的安达卢
西亚马，以及我国广西的德保矮马和部分改良马。

短短一个小时里，舞台上载歌载舞、长调悠
扬，沙场里骏马驰骋、呼麦荡漾。既有金戈铁马的
雄奇，又有一人一马的温情；既有忠肝义胆的赤
诚，也有盛装舞步的优雅。

该剧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打造出品，2014年
在锡林浩特首演，2017年落地呼和浩特，已累计演
出350多场。往年5月1日之后每天上演，今年因受
疫情影响，剧组暂定8月每周末上演两场。

山西省图书馆

邀请视障读者“看”电影
据新华社，为帮助视障读者更好地认知世界，

山西省图书馆日前举办“晋图聆影 声阅人生”无
障碍口述电影活动，这是山西省图书馆今年为视障
读者开展的首场线下活动。

山西省图书馆共邀请30名视障读者及其家属来
“看”电影《无问西东》。在影片播放过程中，视
障阅览室工作人员增补大量配音解说，帮助视障读
者进一步了解整部电影的内容，不仅让他们感受到
了时下流行电影的魅力，也帮他们打开了更多认识
世界的窗口。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山西省图书馆对视障
读者及陪同人员实行体温监测、“绿色健康码”查
验准入制，在观影过程中所有在场人员全程佩戴口
罩，隔位而坐。

全国京剧院团

线上抗疫展演月

即将上线
据新华社，国家京剧院与湖北省京剧院联合全

国兄弟院团将举办“京剧的夏天——— 全国京剧院团
线上抗疫展演月”。

8月8日至9月4日每晚7点30分，26部优秀剧目、
两场名家名段演唱会将陆续在学习强国平台、快手
平台上线。

据相关单位介绍，此次展演集结了全国16家院
团、众多京剧艺术家，旨在以京剧艺术作品向奋战在
一线的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及无数默默坚守在
本职岗位的平凡英雄表示崇高敬意。26部剧目中，既
有《党的女儿》《在路上》《赵一曼》《杨靖宇》《华子良》

《闻一多》《布依女人》等现代京剧，又有《龙凤呈祥》
《穆桂英挂帅》《九江口》《秦香莲》等优秀传统剧，以
及《廉吏于成龙》《大漠苏武》《成败萧何》等新编历史
剧。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行当齐全，流派纷呈。

8月8日和9月4日的两场名家名段演唱会上，尚
长荣、刘长瑜、叶少兰、朱世慧、赵葆秀、谭孝曾、邓沐
玮、王平、于魁智、李胜素、张建国、孟广禄、王蓉蓉、
袁慧琴、迟小秋、杨赤、王珮瑜等老中青三代京剧名
家将组成强大阵容，为观众献上国粹盛宴。

本次展演通过线下录制、线上播出的形式开
展，观众全程免费观演。每台演出播出前，还会邀
请院团长、知名艺术家讲解剧目精彩看点、分享排
演心得，对剧目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导赏。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

惠及观众超过16万人次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他的思想在历
史上被称为心学，核心之一是强调“知行合
一”，要求将“知”与“行”融通，由此实
现“致良知”，做一个道德完善、对社会有
用的人。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阳明学公开课”
上，曾先后执教于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
学，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何俊以《知行合一
的内涵与意义》为题，对阳明先生“知行合
一”的思想渊源、内涵、意义进行了阐释。

何俊介绍，阳明的思想跟孟子的思想是
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儒家的思想脉络中，强
调人的主体性，用儒家自己的概念来说，强
调“心”的地位，肇始于孟子。孟子有句名
言“心之官则思”，意思是说“心”是用来
思考的，古人所言之“心”，并非如今天所
指心脏，而是一个类似于大脑的概念。从这
个角度来分析，孟子是确立了“心”的主体
地位，由此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注重精神层
面的传统。阳明心学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
承。何俊说：“阳明先生的思想不仅在传统
的精英阶层影响深远，在社会中下层也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阳明思想的传播，对于明代
思想建设、民智开发，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向
现代转型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成人成物的基本指南

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是“知行合一”，
大致由三部分构成。

首先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物，心外无
事，就是强调“心”的本体地位。阳明先生
被贬谪到偏远的贵州龙场做驿丞，在这个艰
苦的环境中，他日夜反省深思，终于认识到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
误也”，这也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吾性自足”的认识，“心外无物”的提
出，在哲学层面上讲是本体论思想，阳明先
生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

接着强调“知行合一”。确立“心外无
物”的世界观之后，阳明先生依此建立起自
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即转向实践、行动，
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从而纠
正了此前中国古代思想者们把知与行分割、
区别的做法。阳明先生认为，知、行本为一
体，相互融摄、包含、连贯。更重要的是，
他把知与行由简单的人的行为的两个部分合
一以后，上升为本体的概念，从此，知行合
一的本体不再是一个手段性的东西，而是作
为人生命存在的本来的样态和它应然的样
态，从而使儒家的生命哲学在“心”的层面
上获得展开。

最后强调“致良知”。阳明先生晚年，
进一步把思想凝聚在致良知上，使知行合一

的生命本体又确立了内容、内涵与方向。知
行合一，尚只是强调知行是生命的本体，但
是并没有说清楚，或者并没有去强调，知行
的本体究竟是知什么、行什么的问题。所谓
“致良知”，意味着知是知这个良知，行就
是行这个良知，从而为知行的生命本体确定
了方向性并注入明确的内涵。

显然，王阳明的思想由心外无物、知行
合一和致良知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知行合
一是核心思想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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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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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真知真行

何俊认为，阳明的心学主要是对着朱子
的理学思想提出来的，正是针对朱子理学的
社会化运用产生的“世弊”，阳明先生提出
了“知行合一”。

那么“知行合一”内涵有哪些呢？何俊
分析，主要体现在知行一体、真知真行、知
行功夫、知行本体的论述上。

首先，知行一体。阳明之前，学者们是
把知和行分开的，知是知，行是行。阳明先
生认为，知行是合在一起的，知中有行，行
中有知。比如，现实生活中，人们关注某个
东西，往往是跟个人的喜好等关联着，由此
又会进一步引导自己的认知，这就是知行的
融合。再比如，工作中，越是熟悉的工作，
就越喜欢去做，越不熟悉的工作，就不愿意
甚至害怕去做，也是反映了同样的道理。

真知真行。阳明先生认为，就知行二者
关系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从这个层面来看，阳明先生的阐释跟前人没
有太大的差距。关键还有第二个层面的含

义，所谓知与行，还存在一个真知假知、真
行与假行。阳明先生对于知行一体，特别强
调真知真行。比如说，要孝敬父母，有些人
可能会说，什么时候要让父母暖和一点，什
么时候要凉快一点，这些都是孝敬的内容，
但这都是知识，需要专门去学习。阳明先生
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是真的孝敬父
母，这些事情平时做的时候就体悟到了，在
实践过程中就学会了，哪里还用专门去学
习？所以，必须要强调真知真行。

知行功夫。要做到知行合一，是要有生
命践行和真实体验的，要落实在功夫上，而
不是流于语言形式，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真
实的生命感受。我们从外界获得的知识，是
非常零散的、碎片化的，可是最后落实到自
己生活和生命中的东西，其实都是很多内容
整合为一体的。很多人都有切身的体会，跟
老师学一样东西，有时候感觉好像是学会
了，道理也都明白了，可是真要自己去做，
怎么也做不好，原因就是没能把学来的知识
转化为自己的本领。之所以转化不了，主要
还是因为缺乏自身的体验和心得，即缺乏知
行的功夫。比如说，看一档歌手选秀的电视
节目，有的歌手声音、技巧都很出色，但最
后还是没有胜出，因为担任裁判的专家们认
为，缺乏真实的情感投入，没有挖掘和表现
出歌曲的精神和内涵来。说到底，还是缺乏
知行的功夫。知行的功夫，是在生命体验
中，经过整体性的熔铸后的真实表达。

知行本体。阳明心学通过知行合一，把
知行变成生命的本体。这个本体就是生命的
存在，存在的基础当中又包含了理性的部
分、情感的部分、实践的部分，事实上，这
些内容融通为一体，以“心”表达出来。俗
话说，感动人的不是行动，而是心，一个人
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心到不到是关键。还有
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看精
神的点有没有到那个位置上，这其实就是上
升到本体地位了。阳明先生说，“圣贤教人

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这里的本体，就
是指“心”本体，精神的本体，这个精神是
统摄人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言的。阳明
把知行合一上升到本体地位，实际上是对生
命的高度礼赞，赋予人的生命以主体性。

把人的潜力发挥出来

何俊认为，概括阳明“知行合一”的思
想意义，首先在于重新阐明了“知”与
“行”的内涵。第二，为“致良知”提供了
切实的路径。阳明先生把知行变成生命本
体，并赋予其内容，即致良知。人与动物的
区别在哪里？在于人有良知。朱子之后强调
天理，提倡有理走遍天下，同时中国人又奉
行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正是阳明先生，
进一步突出和强调良心。直至今天，在国人
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做人做事，还一直秉承
着以天理良心为标准。第三，重新构筑确立
了儒家修身的传统。儒家是非常强调力行
的，反对坐而空谈。阳明先生的“知行合
一”，既有理论创造，又有实践的指引，鲜
明体现了“力行”的特征。

何俊说，阳明先生的思想当然也有其局
限性，其局限就是过分地把良知和一般的知
识作了区分，或者说作了混淆，因此使良知
代替了普通知识。大家知道，欧洲理性主义
的传统大概从17世纪开始走向现代化，朱子
的思想要早大约五百年。而阳明的时代，正
是大航海时代的前夜。可是，在那个时代
里，阳明的学说，没有目光向外，反而把人
们的视野从科学的向外的拓展趋势，又拉回
到了关注人的生命方面来。从本质上来说，
这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为无论科学如何昌
明，最后都应该以人的发展和完善为最终目
标，但是，这个终极目标，在历史的发展过
程中，又是通过具体的目标来实现的，所
以，在那个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中，西方
走向了科学昌明的时代，而我们没有走出
去。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因于阳明先生思想
学说的影响，但从阳明思想本身来讲，客观
上会形成这样的遮蔽。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阳明先生的
“知行合一”呢？何俊表示，学习和理解阳
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最重要的还是要觉
醒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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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
说的初心，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事儿，主
要还是指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做事，用心
去对待一切事情。我们处在一个纷乱忙碌的
世界当中，阳明心学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的
精神凝聚起来，然后通过自己的思想形成感
受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以免浑浑噩噩，
随波逐流。”

何俊说，其实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出生命
的力量，会发现人的潜能是巨大的，“我认
为今天学阳明学，更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
确立和建立人的主体性，建立人的内心世界
的坚强、自觉、认知，然后用这样的力量去
做善的事情，致良知，做一个对社会、对世
界有益的人。”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呢？复旦大学教授何俊表示，最重要的还是要

觉醒自己，确立和建立人的主体性，做一个有益的人———

“知行合一”，要不忘“初心”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俊介绍，知
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王阳
明倡言知行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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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希
望用以革除以“知”求名利的弊端，解决朱子
学的社会化的运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知道的事情，不一定能做到

何俊说，知与行的问题，是一个自古以来
一直在探讨的话题，也是一个哲学命题。比
如，经过验证，叩齿是一个很有效的健身养生
方法，做法也很简单，早晨醒来或者晚上睡觉
之前，每次叩齿几百下，坚持一段时间，非常
有益于身体健康。这个道理都懂，并不意味着
就能做到。很多人想做，也许只坚持了三天，
第四天就忘掉了。“这就是知易行难。”

知易行难，是不是知就很容易呢？也不见
得。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能听
懂的没几个人。弗洛伊德写成《梦的解析》，在
柏林大学讲课，也只有两个人听。所以，知也
很难。尤其是，人很容易被既有的知识束缚
住，又增其难。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从孔子开始，
“知”就已经获得高度重视。孔子的哲学以仁
学为标志。对于仁，孔子有不同层面的回答，
其中一个层面，就是仁要建立在知的基础上，

“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开篇就提到
“学而时习之”，就包含了知与行两方面内容，
其中，学是知的过程，习是行的过程。孔子还
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显然，知
包括学与思，学而不思，就会产生迷茫。思而
不学，同样很危险。这些话都表明孔子对“知”

有了深刻的认识。
到宋代，朱子对知行也有新的解读和阐

释。朱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注重行，而不强
调知，那么，行的方法是什么？如何知道要去
行？又如何知道怎么行？于是，朱子从理学的
角度，又对此作了独特的说明。

心学思想，

对着理学思想提出来

何俊说，在孔子之后，阳明之前，儒家关
于知行的论述仍然在进一步展开。在这方面，
重点观察两位有“集大成”之誉的学者荀子和
朱子。

荀子非常强调知与行的问题，而且强调
行比知更加重要，“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
见之，见之不若知之”，把“知”区分成闻、见、
知三个层面。《论语》谈到的是学与思，荀子把

“学”的过程又细化，分成了“见闻之知”和在
见闻之上的把握，即一个是感性认识，一个是
理性认识。

宋代伟大的儒者朱熹，在中国思想和文
化史上的地位，可以跟孔子相媲美。汉代以
后，佛教传入中国，在佛教的刺激之下，中国
文化又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调整和整合。文
明在发展，民族也发生了融合。匈奴、鲜卑、
羯、氐、羌五个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国的社会同时发生着很大变化，此前，
中国社会是大户人家来主持的，平民依附于
大户人家。唐代以后，大户人家慢慢解体，小
户人家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大户人家能够做
的事，小户人家就不能做了。比方说祭祖，大
户人家祭祖需要有一个大的地方，建起宗族
祠堂，排场也比较大。小户人家就难以做到
了。

总之，无论是思想文化、种族血统，还是
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汉代以后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到了宋代，人们迫切需要为这样一个多
样性的世界建立一种有序性。朱子在创造性
地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文化，并经过创造
性的转换，开创文化新格局，就如同黄河水奔
流向海。朱子的思想，强调格物穷理、格物致
知，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有理走遍天下。所
以说，朱子思想最革命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
的文化注入了理性主义的光辉。

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宗教的气息、信仰
的气息占了很大的部分，神话、传说、迷信
混杂在一起。孔子完成了文化世俗性的转
换，使得上古这种充满想象的虚妄的历史观
念，转化为世俗的人文的观念。朱子就是在
这个人文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理性
的传统。

理性是分阶段的。孔子的时候也有理性，
但到了朱子那里理性色彩更加浓郁，思辨力
量更加强化。晚清以后，形形色色的思想一拥
而入，可是为什么中国只欢迎德先生与赛先
生，就是因为德先生、赛先生和中华民族自身
的精神底色是吻合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
就包含着科学与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朱子
也是提供了思想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阳明的心学思想，正是对着朱子的理学
思想提出来的。

过分强调理性，有时很伤感情

何俊表示，就知与行而言，朱子一直强调
的是知行相须、知先行重，认为“论先后，知为
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强调读书，强调做
学问，是希望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训练、培
养、确立起理性精神，通过理性帮助个人成长
为一个优秀的人。社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

以此作为一个标准。然而，这又带来了一些负
面效应，天下读书人以此作为“敲门砖”，挖空
心思地拿读书做学问去猎取功名利禄，去追
求荣华富贵，去追求势利，这就走偏了。

正是针对这样的世弊，阳明先生提出知
行合一，强调知最后要落实到实践中，这个

“知”不是为了猎取功名，而是使自己能够达
到“仁”的境界，成为圣贤之人。阳明的思想是
针对朱子学弊端的，当然，这个弊端并不是朱
子学本身的弊端，而是朱子学的社会化的运
用所带来的问题。

提出知行合一，阳明先生自然有其思想
的内在的理路。这个理路就是他在“龙场悟
道”提出的“心外无物”，这同样也是针对朱子
来讲的。在阳明先生看来，如果培养理性是通
过知识的探求、学问的追求去获得，人的精神
就可能慢慢被引向外在的世界中去，从而使
自我的主体性慢慢丧失。提出“心外无物”，就
是说明人始终是理性的主体，这也是阳明核
心观点之一。

从根本上来分析，阳明哲学的意义，是在
理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确立起人的主体性，
但是，理性很可能被淹没在对外在事物的认
知上面。当理性过于强大的时候，又可能对精
神上另外层面的内容产生遮蔽和扼杀。因为
人毕竟不完全是理性的，除了理性以外，日常
的表现其实更是感性的。因此，希望实现理性
对情感的驾驭，就需要另外一种精神力量即
意志的支持。

何俊介绍，阳明先生赋予了人一个丰满
的主体——— 精神主体，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
步地明确了知行合一。阳明先生说，“某今说
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
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由此看来，知行合一
的提出，正是阳明先生思想的一个自然的延
伸。

用“知行合一”革除“世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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