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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实践观哲学的独特形态

王鹤雄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实践观哲学是种哲学观，是以实践的角度总的看待整个世界的一种哲学观。马

克思曾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实这就告诉了我们实践对于社会生活、社

会存在的内在根本性。在实践观哲学的视域里，就全部的社会生活而言，实践其实就一种客

观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中国哲学始终以实践观的态度看待全

部社会生活，通过沟通人道和天道，以天道论证和服务人道，并以天人合一为根据，不断

谋求改变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形态表现出来。

关键词：实践观哲学  视域    存在方式  伦理实践

中图分类号：B016.8

西方社会发源于海洋、渔猎和商业文明，因此西方哲学缘起于对自然、智慧、代表永恒

原则的绝对真理的追求。中国哲学起源于相对封闭的农业文明，处处体现出了人们改变生活

现状、生存方式的强烈要求。因此，重实用的实践观视角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特征。这些特征从

中国哲学的缘起之时就非常明显。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以一贯之着两个重要的概

念，即“天道”和“人道”的概念。人道包含王霸之道、圣人之道和平常人的生存之道，是

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概括和总结。天道则是适应人道而探求的最高根据。在中国哲学那里，天

道是折射人道的一面镜子，它的实践观特征体现在对人道，即现实生活的适应性、实用性上。

天道的不断变化除了对自然、社会认识变化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为适应人道变化而变化的，

最终目的是通过合理的伦理实践改变或维持人的社会存在方式。

中国哲学的实践观源头

一般都认为先秦诸子学说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当然，就哲学的理论形态来讲，这

样说是对的。但任何思想都有一个缘起和传承的过程，哲学归根结底都是生活和生产实践的

概括和总结。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以天上的自然现象来为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寻求根据，

以印正自己生产实践和生存方式。例如：太阳中有黑子，就有日中金鸟三足，日载金鸟的传

说、月亮中有阴影，就有玉兔、蟾蜍和桂树的传说、有沧海桑田的变化就有精卫填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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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射日为民除、神农尝百草中毒而不死等等。这些传说其实都是人们对生活实践依据的追

寻。其朴素原型仍然是现实的生活和生产现象的折射，只是当时特定生产力状况使得其中融

合了朴素的崇拜、信仰与美好的愿望。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有巢氏发明筑木为巢、伏羲氏发

明渔猎技术、陶唐氏发明制陶技术、神农氏发现种植谷物技术、轩辕氏发明槽车技术以及后来

治水平土的思想等等。这每一种传说故事都直接来源与生活和生产实践。虽然上古时期生产

力的极端低下，实践活动具有狭隘性，先民们不得不借助于想象、信仰和图腾崇拜的眼光去

看世界。但是中国哲学最深刻根源和萌芽依然是原始农耕文明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是在对与

农业文明紧密联系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的不断总、升华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比古希腊

哲学的爱智慧，尚思辨、求知识、求真理的理性智慧而言，中国哲学的起源更具实践智慧的

特点。

先秦两汉哲学的实践哲观态度

在儒家那里，天道是指一种冥冥中的必然性的安排，天命具有它的超越性与绝对性。

儒家认为“天生德于予”。就是说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天的赋予。于是人道从天道哪儿找

到了根据，人道与天道自然的联系起来。这样，人间的伦理实践也就在天那儿找到了合理的

根据。由于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调整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被儒家认为是完善的上古之礼

受到破坏而瓦解的时期，而上古之礼其实是围绕着伦理秩序具体化而展开的道德实践，是

维护奴隶制下稳定的农耕社会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既然德受命于天，那么就要修德以配天，

于是儒家要求人按照天意修身，修身的标准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从而达到内圣的目的

来以配天德。而”仁”并不能自然而然恢复礼，仍然要通过实践才能恢复以“礼”为核心的

社会秩序。于是就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实现“死而后已”的存在

价值。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志在以天道之礼为根据，以仁为主要的手段，以兼济天下，改变礼

崩乐坏的现实存在方式为目的，建立一种儒家认为符合天道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存在方式的

一种道德实践。

道家虽然表面倡导无为，实际仍然有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所随追求的社会存在方式，只

不过是想在另一种境界中、想通过另一种途径来实现而已，即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 说:

 “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 名之朴。

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 。在道家那里，天道就是自然。以无为特

点的天道自然是一种本真的状态，即是道。道作为最高的原则是客观的，是清楚的，但是要

能说清楚就失去了道的本真。因此道就是无为。只有无为而为，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实践中要

遵循道的最高原则，就是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样人和道就联系起来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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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道的本真是无，那么道家就主张一种一切以“无”为依据和原则，以无而为、无为而治、

没有任何礼约束的、属于人和自然一体的、本真的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即无的最终境界。这种

人和自然、社会和谐的存在方式才是道家所追求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出道家的无为其实并不

是不做不为，而是想通过一种顺其自然的社会实践方式，最终建立一种返璞归真的理想社

会，建立一种道家认为天、地、人、道和社会和谐，天人合一的社会存在方式。

两汉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要求，出现了董仲舒的天道思想。在董仲舒那里，天是最

高的绝对范畴，是宇宙的最高权威。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他说“百神之君，王者之尊也”。唯天子受命于天，而天下受命于天子。这样，董仲舒就沟

通了天道，君王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天道不变，王道就不变，王道不变人道也就不变。要

想做到天人合一，就要受命于天和天子。在日常伦的实践中，天道的具体化就是人间三纲五

常，按照封建的纲常行事，就是依天道行事，就具有最高的合法性。通过这样的论说，董仲

舒想建立一种适应大一统的，应天、忠君、合礼的一种社会生活存在方式。

魏晋玄学的实践观态度

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看起来是对哲学本体的怀疑与追问，其实是因为两汉以来的人道

的衰败，政权交替频繁，世事变化无常，个人生死难测，社会秩序崩溃瓦解，有识之士期

望重新恢复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的一种反思。为此人们试图寻求新的天道根据，以恢复稳定

的社会秩序。由于当时人们的生存方式变化不定，玄学家们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惹来杀

身之祸，因此它们常感到人生无常、生命的脆弱，对纷乱无规则的社会生活方式无所适从，

对现存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对生存与死亡的困惑中，大多数的玄学家就选择了以“无”

为本的潇洒境界。他们在老子、庄子的思想典籍中找到了自认为合理的思想渊源，于是产生

了对有无的追问和争辩以及独化之说。这些都是玄学家们对人的存在方式和黑暗社会现实的

一种反思，其根本目的是要透过纷乱的世俗，试图重新建立明教与自然天道的关系，在实

践中为人道的重构寻求必须遵循的最高根据，改变纷乱的社会存在方式，以建立相对稳定、

和谐的社会存生方式。竹林玄学家们认为应越明教而任自然，主张回归老庄的无为境界，超

越儒家的伦理实践。而正始玄学家们兼通儒道，认为明教出于自然，主张回归纲常道德伦理

实践。只是迫于当时的混乱局面，玄学家们的思想并没有得以实践，但中国哲学的实践观特

征并没改变。无论是有无之争还是独化之说，并没有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实践提出根本的质疑。

仍然是为其更加合理的在实践中推行寻求依据。目的还是从根本上为伦理道德实践服务。尊

崇独化论的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则无异于山林之间”。可见，玄学并不是

一味的追求玄远和出俗，只是迫于黑暗无序的社会现实，企图以另一种态度改变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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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其寻找合理的天道思想渊源，并以此为根据，谋求实现他们认为符合天道的一种

稳定有序的社会存在方式。

宋明理学的实践观态度

宋明理学一改玄学的风格，重新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在理学哪里，天道思想逐步

演化成了永恒的天理和人心两个基本范畴。理是是宋明理学的最高根据，并建立了以理为基

础的庞大体系，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改变人现实的存在方式。根据天理学说，万事万物虽

然变化不居，但每个事物都是理的一种表现的形式。人的实践不过是在探索体现天道的天理。

人的实践行为实质是在穷理，方法是通过格物。这样人通过格物就沟通了天道与人道。不过

天理终究是为公的，而人的行为终究不能穷尽天理，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有限的。因此要做

到天人合一，就要存天之理而灭人之欲，通过封建伦理道德实践，最终建立一个天人合一

的社会。

在心学那里，天道便是人心，人心是最高的原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样很自然

的沟通了天道与人道的联系，达到了天人的统一。人心的最高实践准则是良知。既然心外无

理，那么人心便是符合天道的最高原则，是人实践的依据，可是人心除了具有与天道合一

的良知外，还有私欲。私欲遮蔽了良知使得良知不能显现出来，因此人要做到天人合一，就

要去寻求肇始于人心的实践原则，就要求理于人心，挖掘心中已有的良知。良知是人人心中

都有的，并且生而有之。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指导自己实践的内心的最高原则。只要向内心求

索，通过格物以致良知的方法就能激发它，然后按照内心的良知，也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

去进行社会实践，实现人的价值。

由此可以看出，宋明理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它们的根本的作用都是

一样的，都是通过沟通天道与人道，使天人统一，为人道寻求合理依据，建立一种符合天

道的社会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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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hilosophy - the philosophy of a unique 

concept in practice patterns

Wang Hexio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

Abstract ： Carrying  out  Taoist  temple  philosophy  is  that  philosophy 

watches kind , one kind of philosophy being that the angle with practice is 

general treat the all the world watches. That Max once said "all social lives 

is practice's at heart" , this moves towards the inherent ultimacy having told 

our practice to the social life , the social being in fact. In ken observing 

philosophy in practice, as far as all social lives be concerned, practice there 

exists way in one kind of society of objective people in fact right away, in 

other words , being one kind of social being way. And the attitude that Chinese 

philosophy observes all the time with practice treats all social lives, by 

linking humanity and the natural law up, the natural law to expound and prove 

and serve humanity, take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as 

basis, the form seeking the social being way changing person unceasingly show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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