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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孔子晚年间在《论语》中提出的经典表述，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后世学者

对此见解纷纭。王船山以孔子之语为核心展开了四个维度的诠释：其一，于感官欲望之层面，揭示耳目

感官的本然状态，详析遭受遮蔽之根源，并指明顺应调和之法，从而阐释个体在感官欲望与内心平衡方

面的问题；其二，详细阐述道德修养的进阶途径与各阶段的鲜明特征，清晰勾勒出个体在道德成长进程

中的发展脉络，以回应道德修养进阶层次的疑问；其三，凭借阴阳和谐观念及卦象变化启示，剖析道德

准则与实践中的灵活性问题，为道德实践提供动态视角；其四，深度剖析圣人境界的核心内涵、行为本

质以及与易理的融合机制，以此关照圣人境界追求在现实层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王船山对“从心所欲

不逾矩”的诠释全面深入，真正实现了对孔子此语彻上彻下的诠释，为后世理解这一理念提供了丰沛且

多元的思想资源，对推动儒家思想研究及个体道德修养实践等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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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g Xin Suo Yu Bu Yu Ju” is a classic statement proposed by Confucius in his later year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hich contain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and moral aspirations.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have diverse views on this. Chuanshan Wang provided a four-dimensional inter-
pretation of “Cong Xin Suo Yu Bu Yu Ju”. Firstly, he delves deeply into the level of sensory des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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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ing its natural state, the reasons for being obscured and the way to adapt, so as to explain the 
individual’s problems in sensory desire and inner balance. Secondly, Wang elaborated on the ad-
vanced ways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and clearly out-
lin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growth, so as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moral cultivation. Thirdly, by virtue of the yin-yang harmony con-
cept and the change of hexagrams, he deeply analyzed the flexibility of moral principles and prac-
tice, and provided a dynamic perspective for moral practice. Fourthly, he analyzed the core conno-
tation, the essence of behavior 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with Yi, so as to take care of the many 
problems faced by the pursuit of the sage realm in reality. Chuanshan Wang’s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Cong Xin Suo Yu Bu Yu Ju” truly realizes the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words, and provides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future genera-
tions to understand this idea, and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study of Confucian-
ism and the practice of individual mor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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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表述源自孔子晚年，此语蕴含深邃人生哲理与对道德境界的不懈追求，于

《论语》之中备受瞩目，后世学者围绕其展开了绵延不绝的思考与研讨。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家王船山，

凭借其渊深的哲学洞见和宏博的学术造诣，自独特视角切入，为这一经典命题灌注崭新活力。其诠释广

涉感官欲望、道德修养、易学视野以及圣人境界等四个维度，从多元角度映照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幽微深意。 
王船山对该命题的诠释遵循由浅入深之脉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道德修养论域与哲学思辨范畴提

供了新颖视角。船山有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主要汇聚于《读四书大全说》之论语说相关篇章，

而在《思问录》《张子正蒙注》《礼记章句》《尚书引义》《周易内传》《读通鉴论》等著作中亦有散见。

其诠释历时之久长，跨越维度之广泛，足以彰显船山对孔子此语的高度重视与深入探究。由是观之，王

船山的诠释不仅丰富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论内涵，且在儒家思想传承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

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后世儒学研究与道德实践的导向作用亦颇为深远。 

2. 感官欲望与内心平衡之维 

王船山从耳目感官欲望的表层现象出发，探讨了感官欲望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间的内在联系。

船山揭示出个体在追求内心欲望满足的过程中，如何对纷繁复杂的外界信息进行正确的感知与处理，以

及怎样在遵循社会规范的边界内，实现个人欲望的合理表达，为理解个体与社会、欲望与规范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2.1. 感官欲望的本然与被遮蔽 

在《读论语说》为政篇中船山首先解释了常人无法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原因。船山有谓“然

耳目者，固顺而无逆者也，非有蔽，而蔽之者欲也”([1], p. 602)。耳目作为人体感知外界的关键感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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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依据其生理构造与机能设定，天然具备与外界环境相契合的特质。假设耳目不存在被欲望遮蔽的

情况，那么按照其本然功能，个体将能够如实且全面地感知外界信息，形成客观的认知世界图景。但在

现实经验中，个体对外界信息的认知会产生偏差与扭曲现象。这是因为人的欲望纷繁复杂，涵盖物质

财富的贪婪索求以及情感满足的过度渴求等诸多方面。欲望悄然遮蔽了耳目原本纯净清澈的感知。当

欲望肆意膨胀时，个体看待事物的视角便会产生扭曲变形，致使其无法公正对待所接收信息，陷入主

观认知困境。 
船山进一步阐述：“尽耳之性，而闻皆顺心，能用受蔽之官，而未能用夫蔽耳目之欲也。‘从心所

欲，不逾矩’，则蔽耳目者亦从之而即于顺矣。耳虽在我，而顺者天下之言；欲丽于物，而发之自己”

([1], pp. 602-603)。这意味着，若要实现对耳目感官的有效运用，关键在于能够驾驭遮蔽耳目感官本然状

态的耳目之欲，使欲望在遵循社会规范与内心平衡的框架内得以合理安放。若无法控制欲望，任由其肆

意扩张，个体将陷入对外界信息的错误解读与认知困境之中，难以达成与外界的和谐互动以及内心的宁

静平衡。 

2.2. 感官欲望之顺应 

2.2.1. “耳顺”为于土皆安 
上文中船山解释了感官的本然与被遮蔽的情况，紧接着船山提出了解决办法。船山说：“故愚以‘耳

顺’为于土皆安，‘从欲不逾’为于我皆真也”([1], p. 602)。船山将 “耳顺”理解为“于土皆安”，其

核心在于“心明”。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不断遭受外界纷繁复杂的声音与信息的冲击。这些信息来源广

泛，包含着不同的观点、意见以及价值判断。然而，在“耳顺”之境中，个体凭借理性与包容的心态，能

够欣然接纳并深入理解这些外界信息，而不被个人主观欲望所干扰与左右。所谓践耳之形，尽耳之性，

而闻皆顺心([1], p. 603)，即意味着要充分发挥耳朵的生理机能，使其感知声音的本性得以全然展现。这并

非是一种消极的听之任之，而是积极主动地运用理性思维去辨析，以包容胸怀去容纳。 
此时，耳朵能够如实且精准地接收外界信息，避免主观欲望的歪曲干扰，进而达到一种“于土皆安”

的中和从容状态，即能够坦然面对世间形形色色的言论，不会因与自身欲望或固有观念相悖而产生抵触

情绪。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状态有助于个体在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保持清醒，不被群体的盲目欲望

和偏见所左右，实现个体与社会环境的良好互动，于复杂社会生态中坚守自我认知与道德立场。 

2.2.2. “从心不逾”为于我皆真 
孔子所描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船山的阐释体系中，体现了欲望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精妙平衡。

欲望作为个体内心对外界事物的倾向性反应，在未经过修养与规范时，往往会蒙蔽耳目，使个体偏离正

常的感知与行为轨道。但当个体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时，原本可能导致混乱与无序的欲望变

得顺遂合理。 
从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体现了感官欲望满足与内心道德自律的平衡。具体表现为欲望的表达与满足

既真实地反映个体内心需求，又符合道德准则。在此状态下，个体能够在遵循道德规范的前提下，真切

地展现自我，实现感官欲望与外在行为准则在内心平衡机制作用下的高度统一。“从心所欲不逾矩”正

是个体的欲望满足在遵循这种普遍性道德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个体道德修养在实践中的体现。 
从理论逻辑上看，感官欲望的本然状态为正常感知外界提供了生理基础，但欲望的干扰使其偏离正

轨。而“耳顺”之境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态则是在认识到欲望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的修养和对

道德规范的遵循，使感官欲望回归到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从而实现个体内心与外界的和谐共处。这

一维度的诠释为后续理解个体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行为和境界奠定了基础，为我们理解人类在道德与欲

望交织的复杂情境中如何实现自我成长和社会和谐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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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修养进阶之维 

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2]。王船山对其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道德修养至高境界有着独特见解。船山认为

道德修养是一个不断进阶的漫长过程，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维度。他从道德修养途径与阶段特征这两个关

键方面，在道德修养进阶维度上展开了精妙的诠释。船山回归到传统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中，试

图从中挖掘出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内涵，以此对这一道德理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诠释，从而揭示道德修养

的进阶之维。 

3.1. 道德修养途径 

王船山在道德修养层面对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首先着眼于表面对于耳目口体之欲的

节制。船山认为“耳目口体各止其所，节自具焉，不随习以迁”([3], p. 418)，此观点强调个体应使耳目口

体等感官维持在适宜的限度内，如此节制的品质便会自然生成。在社会中个体极易受到不良习俗的裹挟，

而船山倡导个体应坚守自身的主体性，明晰自身欲望的边界，秉持“欲其所欲，为其所为”的原则，即在

理性的框架内满足欲望，并专注于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实践。在行为实践进程中，个体若能保持对自身

行为的审慎反思，及时觉察过错，便能逐步培育并彰显节制的美德，进而推动自身向“耳顺”“从欲不逾

矩”的道德境界迈进。在此，“心”作为个体内心的道德意志，而“矩”则指代社会规范与道德法则。通

过这种界定，船山揭示了个体在追求感官满足时，如何在遵循社会规范的框架内实现个人欲望的合理

表达。 
其次，船山高度重视“志与仁义”在道德修养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正志者，正大经也。万

变而反于大经，非贤者以下所知，惟天屈伸聚散，运行于太极之中，具此理尔。义日精，仁日熟，则从心

不逾，困之所得者深矣”([3], p. 235)。在此，船山分析想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修养途径主要

涵盖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将“正志”视为根本，如同确立了道德修养道路上的核心准则与方向。有了正

确且端正的志向，才能在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世事中，拥有可以参照、回溯的根本所在，避免迷失在

各种诱惑和变化里，这是开启道德修养提升的基础性。其二，要不断深化对“义”的理解，让自身对义理

的认知愈发精细、准确，清楚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同时要在日常实践中让“仁”的德性越来越娴熟，

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将仁爱之心融入生活点滴。通过对“义”与“仁”持续的精研与践行，使二者相互促

进、相辅相成，从内在品德修养层面不断完善自我。逐步趋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道德境界。 

3.2. 道德修养的阶段特征 

在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过程中，船山明确指出不同阶段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船山有谓：

“然‘不惑’则纯乎理而无间，‘知天命’则理无不穷而性无不尽，‘耳顺’则闻言无违逆，而于土皆

安，‘从欲不逾矩’则于我皆真而知化不贰。故‘不惑’‘耳顺’，皆顺乎彼之词，而‘知命’‘从欲’，

皆达乎此之意”([1], p. 600)。 
在“不惑”阶段，个体通过持续的道德修养与实践，形成了对道德义理的清晰认知，并发展出明辨

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一阶段是个体道德成长的必经之路，为其后续达到“耳顺”与“知天命”等更高层次

的道德境界奠定了基础。“耳顺”阶段则表现为在道德实践中能够顺遂应对各种复杂情况，不违背人情

世故；“知天命”阶段意味着个体深刻领悟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使自身道德行为与天地之道相契合。王

船山进一步阐释了“心”与“矩”的合一，即孔子经过一生的道德修养，晚年心之所欲都是在社会规矩所

允许的范围内，再也不会生发超过“矩”的欲念了。因此，孔子所生发之欲念是不会与社会礼法相冲突

的，因而也就有自由自在的感觉了。这些阶段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个体道德成长的清晰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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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最终达到“心”与“矩”合一的境界，这不仅是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也是个体在道德实践中的最高

成就。 

4. 易学视角融合之维 

王船山对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不仅在道德哲学的研究中，还在易学视角提供了独特的阐

释维度。其不仅蕴含着深刻的阴阳和谐观念，更涉及到卦象变化的启示。这一视角下的道德思考与社会

伦理和实践紧密相连。其一，阴阳和谐在道德准则层面有着特殊意义，它关联着社会的理想秩序与天理

人欲的平衡。其二，卦象变化指导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灵活的道德践行。 

4.1. 阴阳和谐与道德准则 

在易学观念中，“乾”“坤”是最基本的两个卦象，代表天地、阴阳等诸多相对的概念。船山以阴阳

关系为切入点，将“乾坤”模式投射至社会人事。在《张子正蒙注》中船山说：“阳遍体众阴，众阴共事

一阳，理也。体者，为之干而达其情以治之也。顺事，而承之也。此因时之变而言之，《震》《巽》《坎》

《离》《艮》《兑》，皆《乾》《坤》之变也。若《易》之全体，《乾》《坤》合德，君子小人同归于道，

天理人欲，从心不逾，则为理之大宗，无所容其亢抑矣”([4], p. 278)。 
船山以易学为切入，从阴阳关系角度看，“阳遍体众阴，众阴共事一阳”体现了一种秩序和协作。从

卦象特质看，“乾”的积极、主导、刚健特性，在社会层面类比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力量，是社会进步动力

源泉，如太阳般。“坤”的顺从、辅助、包容品质不可或缺，是滋养和承载万物的力量，如大地。“乾坤

合德”象征社会伦理理想格局。 
“从心所欲不逾矩”揭示了在易的世界里，即使个体有着自己的欲望(类似于阳的主动性)，但也要在

整体的秩序(类似于众阴所构成的规范环境)中活动，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易理中的一种整体秩序)。深

入到天理人欲关系，“从心所欲不逾矩”体现了天理与人欲的平衡。“心所欲”可以看作是人的自然欲

望，包括情感、需求等方面，而“矩”则是天理、道德准则等规范。在易的观念里，人要像乾坤合德一

样，将自己的欲望和道德规范相结合。 
这种平衡不是压抑人的欲望，也不是放纵欲望而忽视道德，而是在遵循易所蕴含的天地自然之理的

基础上，达到一种“从心”的自然状态。 

4.2. 卦象变化与道德实践的灵活性 

“震、巽、坎、离、艮、兑”等卦象作为“乾坤”二卦的变化形式，深刻地启示我们在道德实践领域

应当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基于易学中卦象变化与时势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衍生出来的道德哲学思考。 
就像卦象随着时势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一样，人们在践行道德、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崇

高境界的漫长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动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这种变化并非是随意为之，

而是始终围绕着“乾”“坤”所代表的根本道德原则(如中正、和谐等)有序展开的，这类似于在不同卦象

变化中保持阴阳关系的本质平衡。 
当面临“坎”卦象征的困难时，道德实践需更坚韧、内敛地坚守底线。艰难环境易使人受干扰和诱

惑，若不坚守，易陷入道德滑坡。坚韧的道德意志指引道德方向，内敛可自我保护、约束，免受负面因素

侵蚀。处于“离”卦象征的顺境时，要以积极光明的态度传播道德。此时个体道德行为影响力更大，积极

态度能激发他人道德情感，光明行为成为榜样，利于形成良好道德传播氛围，推动社会朝和谐、美好方

向发展。这种依情境调整道德实践方式的理念，体现王船山对道德实践灵活性的理解和对孔子观点的易

学诠释。这种依据不同情境灵活调整道德实践方式的理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王船山对道德实践灵活性

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他在易学视角下对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观点的精妙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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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人境界追求之维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行为与天理的完美融合，是圣人境界的核心内涵。圣人之所以能够，是因为

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天理的自然表达，也是对道德规范的必然遵循。此境界超越了个体的主观意愿，达

到了与宇宙秩序和谐共生的层面。 

5.1. 圣人境界的核心内涵与行为本质 

圣人之德乃“浑然天理，真实无妄”([4], p. 1288)，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内在根基。船山认为，

圣人的这种德行特质并非后天刻意雕琢而成，而是天然地与天理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践行着中道。如

孔子在七十岁时达到的境界，其行为完全顺应天理，毫无勉强与做作。这种境界体现了圣人对天理的深

刻领悟和精准把握，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让行为与天理的规范丝丝入扣。 
圣人的行为不离日常事务，却又超脱于平凡。他们在处理世间万物时，不是凭借随意的主观意愿，

而是基于对天理的深刻洞察。每一个行为都如同在天理的轨道上运行，既展现出自然流畅，又遵循着严

格的道德规范。这表明圣人境界中，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已不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而是高度统一的

整体。从心所欲成为了遵循天理的自然表达，不逾矩则是从心所欲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共同塑造了圣人的完美行为模式。 

5.2. 易理与圣人境界的融合机制 

王船山以易理为基石，深入阐释圣人境界。圣人之行看似无心，实则是由于圣人已达到肖太和之本

体的境界[5]。这种“无心”并非毫无意识的懵懂，而是超越了凡人的刻意和执着，达到了一种与天地造

化相呼应的高深境界。船山在《周易内传》中有言：“而《咸》之无心，一动而即应，此浅人情伪相感之

情，君子之所弗取也。然而天地有偶然之施生，圣人有泛应之功化，道大而无忧，则几甫动而无择于时

位，故阴阳一相接而万物怒生，无所待也”([6], p. 277)。 
圣人的行为如同“咸”卦所象征的天地交感一般，在与万物接触的刹那间，便能以一种本能的、自

然的方式做出恰当回应。这是因为圣人的内心与外在行为高度统一，其欲望(从心所欲)与道德规范(不逾

矩)在易理的统摄下，实现了深度融合。他们的一举一动皆与天地之道完美契合，就像万物生长严格遵循

自然规律一样，这种契合源于易理中阴阳和谐、乾坤合德的宇宙秩序。 
圣人的“泛应之功化”展现出其道德影响力的广泛与适应特性。无论是对精研道德之士，还是对道

德理解尚浅之人，圣人皆能施加相应影响，使其感知到圣人的道德力量。这表明圣人在“从心所欲不逾

矩”境界中，其道德行为不仅为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一种可广泛惠及他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其

行为准则和道德境界成为众人之标准与楷模，引领不同层次之人趋近道德完备，有力推动社会迈向和谐

有序，极大深化了该理念于社会层面的意义。 
同时，圣人“几甫动而无择于时位”，意味着其达到此境界时，道德行为与影响力超脱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这与常人在道德实践受具体情境和自身条件束缚形成鲜明对照。圣人于任何时刻、任何情形下

皆能依循内心道德准则做出正确抉择，其道德境界超越世俗局限，圣人之纯也只不过是如同天之不已，

如同乾道积众阳而劲健不息[7]。这正是“从其所欲，终不逾矩，天下乃以不疑圣人之难从，而和平旋效，

则在天地圣人无心以感而自正”([6], p. 277)。此超越时空特性使“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圣人维度具有超越

性与普遍性价值，成为永恒的道德理想与追求目标。 

6. 王船山对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多维诠释的现代启示 

王船山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多维诠释，于时空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现代社会的多元层面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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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邃且积极的启示价值，彰显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紧密交织，亦为儒家思想于当代的传承与演进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在个人成长与自我管理方面，船山有关感官欲望的深刻洞察具有强烈的警示与启迪意义。在现代消

费社会物欲横流、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众多个体深陷物欲泥沼。在此情境下，汲取儒家经典智

慧，学会驾驭欲望摆脱其奴役尤为重要。其“耳顺”境界启示以包容理性心态面对多元观念，超脱偏见

情绪，保持内心独立安宁，促进自我成长与内心秩序和谐，奠定个体精神独立和自我实现的基础。 
于道德教育与人格塑造领域，船山的道德修养进阶理论意义重大。教育者要引导青少年节制欲望、

树立正志，伴随成长通过实践深化对道德义理的领悟，使仁义德性成熟。认识到道德成长的阶段性，激

励个体提升境界，塑造健全人格，为社会培育有道德担当的公民，推动社会道德风尚改善与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伦理与和谐构建视角看，易学阴阳和谐观念及卦象变化影响深刻。现代社会如易理中的阴阳

关系，群体间需协同合作、和谐共生，以保障社会稳定运行。人际交往中，个体依实际情境灵活运用道

德准则，确保道德实践有效施行，为社会和谐提供伦理与行为规范支撑，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与凝聚力提升。 
在追求卓越与精神境界升华层面，圣人境界虽难达，却激励人们追求与天理契合的行为思想境界。

在现代科研、艺术创作、公共服务等领域，人们可借鉴圣人模式，处理事务时追求卓越，融合个人与道

德理想追求，突破自我局限，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统一，营造积极精神文化氛围，推动人类精神文明进步。 
王船山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有力地强调了哲学研究对现实问题予以深切关注的必要性，

倡导将哲学思考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实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其广阔视野提醒当代

人借鉴其他优秀文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为人

类文明发展贡献智慧。让哲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舞台上持续绽放光芒，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

提供精神指引，助力构建更加和谐、进步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精神文明的持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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