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宾简介

顾久，1951 年生。他当过知青、工人，1977 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读硕

士研究生。 后任过大学教授，曾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文联主

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关注于训诂、古汉语、文化史、贵州历史、语文

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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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堂文明论坛：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 之心学大师课，董平开讲———

龙场悟道与知行合一

“孔学堂文明论坛：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 之心学大师课，吴震开讲———

江户日本心学的“草根化” 运动

� � � � 11 月 11 日，著名贵州文化人顾久在

青岩古镇的“百无一用城市主题书房” 作

了名为“我心目中的黔学”主题讲座。

顾老师“心目中的黔学” ，以“人是

生物” 这一生物学共识作为出发点，并

以生物学视角推导出 “生物学观照世

界” 的方法论。

他说， 西方人看待世界有两大世界

观：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开端，形成了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世界观，到了牛

顿、 笛卡尔时期， 形成了几个数学物理

公式便可穿透整个宇宙的单线条世界

观；二是以达尔文、弗洛伊德为开端，发

现世界并非单线条演进，而是没有目的

的耦合状态，“我” 也分为自我、本我、

超我；到了量子力学阶段的“测不准” ，

发现世界带有极强的主观性。

在顾老师看来，人是生物，生物要

活下来需要生态。何为“生态” ？他以五

倍子的培育、茅台酒易地实验、人体肠

胃菌群为例，说明“生态” 是生命所需

要的、 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共同体，是

一套复杂分层的系统。 “生态” 可一分

为二，即“自然生态” 与“人文生态” 两

大系统，其中“自然生态” 由“地质地

貌、气候气象、土地土壤、物产资源” 四

个要素组成，“人文生态” 由“谋生方

式、组织秩序、习俗秩序、心态秩序” 四

个要素组成。

“两个生态、八个要素” 之间的交互

影响、 历史演变， 即是顾久老师审视世

界的 “生态学思维” ， 黔学即与贵州这

片天地独特生态相关联。

顾老师从贵州的地形地貌说起，10

亿年前罗迪尼亚超大陆时， 贵州所处

的扬子板块呈现出整个地球最好的古

生态，生活着更早的复杂生命；造山运

动中贵州地块多次褶皱升降， 成为全

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自然生态对于狩猎 - 采集人群来

说，的确还算是块福地；进入农耕时段，

则导致破碎的、山地的小农业，相对贫

瘠；进入工商社会，贵州不沿边不沿海，

在交通基础设施还薄弱时期，对经济发

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但也悖论性地保

存了许多农耕时代乃至更早的可贵传

统。 ” 顾老师介绍了生活在贵州这篇土

地上的人的“活法” ———

谋生方式上， 贵州早期先民维生以

狩猎为主，采集为辅；农耕时期，长时期

为游耕加狩猎采集； 明代建省后， 大量

汉族移民进入， 引入农作物新品种，定

耕农业更加广泛。 在此谋生环境及方式

下， 物产虽然有限， 但人们通过降低物

质欲望、 提升精神消费的方式， 形成了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的

经济态度和生活心态， 费孝通先生称之

为“消遣经济” 。

组织秩序上， 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组成的小社会。 这种自然的组织纽带充

满了真诚、互助、平等，至今仍然应该成

为建立和谐社群关系的典范。

习俗秩序上，以“万物有灵” 为依

规。 比如出远门， 在野外不能随便喝

水，若在野外的水井或小泉里饮水，则

要在水井或小泉里放一个草标， 表示

已经向井水的主人 “井神” 留下了买

水钱；在山林中，认为人类只是客人，山

神才是主人……这些延续至今的习俗，

是贵州人敬畏自然、 敬惜资源的可贵

品质。

心态秩序上，谋生秩序中的“消遣

经济” 产生出从容淡定的心理结构；组

织秩序中的“血缘关系” 产生出质朴真

挚、温馨互助的心理状态；习俗秩序中

的“万物有灵” 产生出敬畏自然、敬惜

资源的心理预期和行为习惯。

传统贵州人为适应自然生态而形成

的人文生态。 随着历史的演进， 贵州独

特的人文生态也面临冲击。 在顾久老师

看来， 明代贵州建省以来， 贵州传统的

“小社会” 逐渐步入“大社会” ；从西方

社会传入的工商文明， 在推进科技与物

质文明发展的同时， 也启动了人类无止

境的本能欲望，继而造成世界范围内人

类与人类之间、 人类与自然之间、 人文

与自然生态之间的撕裂。

顾老师阐释说，贵州民众所赖以生

存与发展的“消遣经济” ———降低消费

欲望， 增加社会交往与休闲娱乐，“血

缘情怀” ———真诚善良、互助互谅，“万

物有灵” ———敬畏自然、 敬惜资源，以

及与自然“天人合一” 、与他人“推己

及人” 、对自己“克己复礼” 的人文生

态，这些使得贵州生态具有“不求大富

大贵，只求从容淡定、稳步徐行、真诚互

助、和谐温馨、敬畏自然、拥有诗意和远

方” 的生态价值，是黔学的内在价值，

有着未来指向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11 月 12 日，“孔学堂文明

论坛：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

之心学大师课举行，浙江大学求

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

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阳明

学研究会会长董平开讲 “龙场

悟道与知行合一” 。

董平从中西方文化比较出

发， 着眼于王阳明一生 “做圣

人” 的生命历程，立足其“心即

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

物一体” 心学体系一一展开。

他认为， 中西方对世界的

认知有着多重差别。 表现在人

与世界的关系上， 西方的宗教

哲学语境中“神” 创造了世界，

人与世界是主观与客观的对立

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是

“天人合一” ，将天地人视为世

间的三种动能 ， 并称为 “三

才” ，“三才” 共同完成的动态

体系即世界， 人能介入天地之

间，“参天地、赞化育” ，由此产

生境界、改造世界，做到极致便

是圣人。 此外，中国文化赋予个

体的人最大的主体性， 向圣人

学习便可成为圣人， 而圣人不

创造世界，而是发现世界、教导

民众。

那么，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

在教导民众什么呢？董平教授归

结为一个根本点：做好人。 何为

“好” ？ 他提出两条准则： 一是

须合乎自身本初的生命目的，二

是须有利于人群。人是利己的存

在，亦是群体性存在，纯粹的个

体欲望会在“群” 与“分” 的关

系中得到抑制，并形成有效的机

制即“礼” 。 基于此，孟子的“性

善论” 和“性恶论” 在“礼” 字

上殊途同归、形成双补。

“做圣人” 在天与人的关系

层面展开；“做好人” 在性与礼

的关系层面展开。 董平教授认

为，王阳明即诞生在上述文化语

境中：自十二岁立志，一生的追

求即围绕“做圣人” 展开，为此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 贬谪龙场，身处逆

境，思考的问题是“圣人处此，

更有何道？ ” ，依然以圣人为模

范。 直至在 《瘗旅文》 感受到

“生死一念，尚觉未化” ，于是有

了“龙场悟道” 。

在董教授看来，“龙场悟

道” 悟的是“圣人之道，吾性自

足” ，所以“心即理” 。 “悟” 是

需要“证 ” 的 ，王阳明默诵五

经， 发现自己所领悟的与五经

之言毫无冲突， 且对五经之言

的理解无比通透，于是写下《五

经臆说》。 从此和朱熹学分道

扬镳。

为何王阳明在“龙场悟道”

悟的是“心即理” ，在贵阳讲学

论的是“知行合一” ？ 董平教授

的理解是：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心即理” 是对“圣人之道” 的

概述，“知行合一” 是达至“心

即理” 的现实手段，“心即理”

难以讲得明白，故以退为进。

接下来， 董 教授 分述 了

“行” 的三个面向、“知” 的四

重向度 。 “一念发动处即是

行” ，他认为“行” 的三个面向

即言语活动、意识活动、身体活

动。 “知” 的四重向度即知觉、

感知、 知识、 良知： 王阳明以

“知觉” 来讲“知行合一” ,强

调真实之“知觉 ” 必体现于外

在的身体之 “行” ，“知觉” 即

是心体自身存在的真实状态；

有“知觉 ” ,便必有“感知 ” ，

“感知” 则是“知觉” 的对外运

用， 是个体把自己之心身与外

在对象连通为整体的方式，是

为人实现其现实生存的基本方

式；在“知识” 的意义上，强调

了人的实践活动之于 “真知”

的相互促成关系：“真知 ” 需

在行为实践中验证自身， 而实

践在表达 “真知” 的同时，又

使 “真知” 得以进一步扩充；

“知行合一” 之“知 ” 的最后

内涵，则是“良知 ” 。 “良知 ”

即本心本能， 是全部生命活动

之所以可能的根据， 是一切知

识、 理性、 情感等方面的活动

之所以可能的根据 。 “致良

知” 就是要把自己的本有良知

通过眼耳鼻舌身的现实活动呈

现出来， 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全

部过程中去。

“‘知’ 和‘行’ 都是作为

人的本心本能而存在的。‘见好

色而知好色 ， 知好色而好好

色’ ，此即‘知行合一’ 。 ” 董教

授总结说，“致良知” 是“知行

合一” 被贯彻到底的终极境界，

“心即理” 得以完全展开；而

“心即理” 的实现，即是“万物

一体” 。

“阳明心学体系是王阳明

用自己的生命构建的，每一部分

都与自己的生命历程相印证。阳

明先生是自己学说最初的、也是

最完整的践行者。 ” 董平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 11 月 12 日，在“孔学堂文

明论坛： 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

神” 之心学大师课暨溪山岳麓·

大成心境名家讲坛第三场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开

讲“江户日本心学的‘草根化’

运动” 。

讲座从 “日本心学活动在

社会基层的展开”“心学讲学的

‘草根化’ 特色”“余论：‘津田

观点’ 再思” 三方面展开。 通过

对《心学入门手册》这部地方性

民间文书的考察，吴震教授总结

日本心学的主要特色可以用

“草根化” 一词来概括，日本心

学家致力于乡村民间的地方教

化，一方面推动了儒家知识的日

常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儒学日

本化的转向。

日本心学与阳明心学有什

么关系？ 他指出， 所谓日本心

学，具体是指 18 世纪兴起的石

门心学，与中国的阳明心学并无

直接的思想关联，只是日本心学

在乡村实施讲学活动之际，所宣

扬的大多是与儒学有关的世俗

伦理。日本心学诞生于日本江户

时代，是一门教化人们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人的学问，其核心概念

是心。此心和阳明心学的心作为

宇宙万物的本体不同，石门心学

中的心没有涉及宇宙本体的东

西，更加关注现实生活。

“我们知道，16 世纪明代阳

明学的士人群体非常热衷于讲

学活动，以此作为将儒家伦理落

实为社会事业、重整地方秩序的

一项运动。然而五百年以后的今

天，我们若欲知其详情却遇到一

个难以突破的‘瓶颈’ 。 ” 在引

言部分，吴震教授指出，一本意

外发现的日本民间文书 《心学

入门手册》 似乎可以解决这一

难题。

古人是如何在乡村讲学的？

通过中日心学思潮中讲学活动

的对比，吴震教授指出，中国晚

明时期王学主导之下的讲学风

潮， 虽然已经波及庶民阶层，然

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资料却

大多出自精英知识阶层的手笔。

相比之下，日本一直有保存地方

文化的传统，不少民间文书被重

新发现。其中，《心学入门手册》

就是德川日本后期的民间文书，

记录了在关东地区某个乡镇中

村家的心学讲学内容和形式，来

自于庶民文化的 “小传统” ，反

映了日本心学“草根化” 运动的

实情。

他表示，所谓“草根化” ，就

是通常所说的平民化、 世俗化。

通过对“草根化” 的日本民间文

书考察，可促使我们反思何以明

清中国的乡村教育及民间讲学

难以有持续性的发展，同时对于

我们思考当下如何推动民间讲

学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过对日本心学讲学活动

的研究，引发了对“津田观点”

的重新思考。 “津田观点” 是日

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日思

想关系所提出的一个代表性观

点，认为儒学思想从来没有进入

到日本人的“实际生活” ，儒学

似乎与日本乡村社会处在完全

绝缘的状态。 结合《心学入门手

册》 这一日本心学民间文书所

反映的“草根化” 运动，吴震教

授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

他认为， 津田左右吉之所

以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津田

左右吉对中国乃至日本的儒学

了解仅限于典籍知识， 没有机

缘接触到 《心学入门手册》之

类的民间文书。 因此，吴震教授

建议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要以田野调查研究的眼光 ，不

要局限在书本。

最后，吴震教授说起此次讲

座选题的原因：日本心学的“草

根化” 运动与孔学堂坚持传统

文化公益性讲座有异曲同工之

处。 同时，希望通过对日本思想

文化现象的研究，促进学者思考

今后该如何学好、研究好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 文 梁超 / 图

顾久老师与观众互动。

讲座中的董平教授。

讲座中的吴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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