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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王阳明传习录中语录的解读，试图简要说明王阳明心学在形而上学

构建方面的独特之处及其时代价值，以期在此细节上对王阳明心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王阳明心学的形

而上学构建，并非依托一个已有的或传承的形而上学架构，而是依托在自己本心之上，通过主动的构建

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其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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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ttempts to briefly explain the unique 
aspect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t-
aphysics by interpreting the sayings in his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It aim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in this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phys-
ics i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does not rely on an existing or inherited metaphysical 
framework, but is formed through active construction based on one’s own original mind, thus pos-
sessing its uniq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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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学界对于王阳明心学的研究无疑是珠玉在前，近年来对心学研究的时代价值的肯定也逐渐呈现出来，

有对于阳明心学思想的独特修养价值的肯定，也有通过以外释中的方式来凸显阳明心学的形而上意涵，

或是通过对阳明心学进行现代性的改造，都丰富了王阳明心学的内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本文无意

对于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某种展开或重新建构，只是通过对于王阳明《传习录》中语录的解读，以

文献解读的方式，展现王阳明在心学的形而上学建构方面的独特之处。 

2. 形而上学建构——从传统到现代 

“形而上学”一词本身出自《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

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但“形而上学”一词也作为亚里士多德“metaphysics”
的翻译，而实际使用过程中，形而上学一词又有不同意涵，其中细节繁多，本文无法详细阐述，为避免

产生歧义，本文所用“形而上学”一词，主要指代西方近代哲学所属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而上学在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哲学虽然对形而上学进行

了深刻彻底地批判，但形而上学也并未消泯，此外，如何对待形而上学，也成为了我们对前现代思想内

容进行解读和继承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传统哲学往往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其哲学建构中有其特定的形而上学预设，对此需要指出的

是，这种形而上学预设往往是隐含在其哲学体系之中，是哲学体系中的“前提性”内容。而构建此形而

上学体系的哲学家，自然往往对此是无意识的，或是默认其无须解释的，是自然而然的。 
现代的形而上学则与此不同，在意识到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或是意识到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预设)

之后，认为人类有必要构建某种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人类需要某种形而上学，从而在现代的历史条件和

文化氛围下，树立人类的精神价值。就此意义而言，近代至今许多中国哲学家在此方面进行研究，作出

了非常卓越的贡献，例如，在现代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杨立华致力于复现“理一元论”，是宋明道

学之理学的形而上学重构与接续，陈来的“仁学本体论”和丁耘的“道体学”则都试图统合宋明道学之

气学、理学和心学的本体学说而成一家之言。他们相信，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所具有

的特殊性，使它不仅能够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且可以纠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某

些偏失，回应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追求，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重建传统形而上学，

是现代新儒家的理论重心所在[1]。但这并非本文所述重点，笔者也无能力对近现代诸多学者进行评价，

因此不做过多陈述。  
由上所述，便可以看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现代形而上学之间诸多区别中的一个方面，即是否主

动地构建自身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说是否意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的“前提性”内容)，笔者认

为二者的这种分别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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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构建的独特性 

王阳明心学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心学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无论

是对于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性改造，还是通过以外释中的方式进行重新诠释，都可以看出王阳明心学的研

究价值及其影响力。 
本文则侧重于对于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性这一角度进行陈述。在区分传统与现代时，王阳

明心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往往会被认为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但笔者认为，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

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接近现代的形而上学，即自觉其形而上学性，并对其进行主动构建，这一点是非常独

特也非常具有价值的。 
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的这种特点在他语录或是信件中有多处展现，例如：《传习录》上卷中薛侃

录第二十一：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

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

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

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2]” 

这里是王阳明在教导弟子修养的功夫，在此处可以看出，王阳明称自己的道德修养功夫是“无中生

有”的功夫，而非是对人性中本有的道德内涵进行阐发或是修养，在这里王阳明心学展开了他心学的形

而上学的独特性，认为儒家道德修养的功夫是“无中生有”的功夫，学者“种下”的“一念为善之志”，

是“树之种”，由此可以得知，王阳明心学中的道德心性修养的种子，即人的为善之志，是要每个人自己

种下的，而非本来就存于人心之本体中的，因此可以看出，此处王阳明在这里很明显有一种主动的自觉

的形而上学的构建意识，即呼吁学生为自己种下一念为善之种，从而在做学问以及生活中对其进行修养

培育，从而使学者通过心性道德修养的功夫成圣成贤，这也就构成了他的以心为本体的形而上学，我们

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构建及其理论预设的，但他主动的

构建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希望弟子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功夫达成圣人的道德境界[3]。 
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传习录中有多处王阳明与弟子关于四书原文内容的讨论，比如传习录开

篇他与徐爱关于大学古本“亲民”还是朱熹修改的“新民”之间的讨论，王阳明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应当

遵从古本，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阳明是非常重视儒家典籍的，但可以通过这一点说明他的心学在形而上

学构建上是基本遵从古籍的，在思想上没有突破的吗？ 
其一，必须说明的是，从古至今，中国的哲学家在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有很多并非通过

直接撰写自己的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是通过对于古籍经典的注释或是解读来阐发自己的

观点，从而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都隐含在对于古籍的解读之中，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魏晋时期，如王

弼对老子的解读以及郭象对庄子的解读，也体现在宋明时期，如朱熹注四书等，甚至在现代，诸多学者

也会通过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表达自己独特的哲学观点，与西方哲学史中递进式的哲学进步过程相比

(但也能看到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有一定阶段性的回溯现象)，这是中国哲学发展中相对独特之处。因

此，王阳明在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承接儒家经典的体系(兼有对道、佛思想

内涵的吸收)，并对其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4]。 
其二，笔者认为王阳明对于古籍的重视以及认可，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可古籍经典中的思想，或者

说，他认为古籍经典中的思想观点，很好地符合了他的思想体系，因此他高度重视古籍经典，并对其进

行阐发从而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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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在《传习录》中他对罗钦顺的回信中看到这一点，在《传习录》中的答罗整庵少宰书中：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

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

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

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在这一部分中，他与罗钦顺讨论了关于删去朱子所分章节的原因，他首先解释自己并非是要故意否

定朱熹，而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

孔子者乎？”，也就是说，他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用自己的心去衡量，如果自己心中认为不对，那

么即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敢认为他是对的，何况还不如孔子的人呢？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他那

里，求之于心才是根本的评价标准。因此，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构建，是非常具有其独特性以及主动

性的。 
由上所述，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构建，并非依托一个已有的或传承的形而上学架构(虽说在理论架

构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而是依托在自己本心之上，通过主动地构建(即一念为善之志的立下)而形成的，

这也是笔者认为王阳明心学的形而上学的独特之处。 
王阳明这种自觉的主动的形而上学构建在他的语录及回信中多有体现，但篇幅所限，因此本文仅引

用部分内容进行阐述，但足以看出，他对于自己的形而上学的构建，是清晰地自觉其形而上性的，但仍

然对其进行了主动的构建并进行了相对充分地展开和说明。 

4. 心学建构的主动性及其时代价值 

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无论是在王阳明的时代，还是在当代，乃至于在东亚，对于王阳

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扬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在本文中，则更侧重于讨论这种主动的形而上学建构的

价值。 
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形而上学往往被形容为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亟待被揭开的，掩盖在“事

实”之上的一层幕布，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揭开这层幕布，渴望找到真正的真实，但当我们揭开意识形

态的幕布之后，却发现后面什么都没有，而事实上，一旦揭开幕布，接触到陌生的真实以后，我们却未

必做好了应当如何自处的准备。正如尼采所说，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

兽好不了多少。所以，或许问题的关键不是通过各种手段揭开这样一块幻象之幕，而是如何进行选择与

利用，这或许是现阶段更加值得重视的方面。 
正如巫鸿在《武梁祠》所说，这些学者们在揭示了传统历史的虚构性及说教作用之后就止步了……

对于两千年前的史家来说，只有通过再造或创造历史人物，把人们认作是人类生产和制度等各种形式的

创造者，历史家才能重构遥远的过去[5]。汉代人眼中的古代历史是一部“人格化”的历史，其中虚构的

历史人物表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人物一方面象征以往的历史运动，一方面也被有意识地塑造成体

现某些特定社会品质的榜样，他们因此对理解过去和认识现在都具有根本的意义。通过这种历史表现，

超历史的道德尺度被融入到对历史的重建之中，“过去”变得既富于启发性又具有指导性。 

5. 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展现王阳明在心学的形而上学建构方面的独特之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

构建或重构某种心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在王阳明心学形而上学建构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一方面进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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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以求在此细节上加深对王阳明心学的理解。本文在论述上也确实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本文的叙

述有可能断章取义的可能，这一点就引出了如何对先贤的经典文献进行解读的问题，是应当尽可能还原

其著作原意，还是应当更加注重对其进行现更具代性的阐发？此外，本文同样未能作出解答的是，我们

应当如何看待在现代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这些问题是本人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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