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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实龙，浙江万里学

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浙江万里学院守仁学院执

行院长。主要研究中国文

化史与浙东心学，先后出

版《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

探析》《缙云河阳古村落研

究》《甬商、徽商、晋商文

化比较研究》《杨简研究》

《心学与政治：袁燮研究》

《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研

究》 等学术专著。发表

《文化生成意义上的文化生

成模式》《修德而后讲学

——论〈明儒学案〉的精

神》《杨慈湖的圣贤意识及

其现实意义》等40余篇学

术论文。

桑金伟 文/摄

儿时，老师常组织我们玩“丢手
帕”，这个传统民间儿童游戏简单有
趣、适用性广，因为那时每人都随带着
一条手帕。在游戏里，手帕被当作一种
道具，并没有真的将其丢掉，而现在的
人们却把它丢弃了。

手帕又叫“手绢”“绢头”，宁波也
称“绢爿”，它是极其普通的小用品。

1956 年，我上幼儿园了。记得那
时我穿的校服是后开襟的，淡淡的绿
色，右胸前绣着红红的“浒幼”两字。
每天上学时，妈妈总在我的左胸前用别
针佩上折成长条的手帕。其他小朋友也
是如此，这样手帕既能随手揩擦又不至

于乱丢。
母亲自己也随身捎手帕。旧时的妇

女穿“大襟布衫”，手帕就放在斜襟
上，一半插入襟缝内，一半飘在襟缝
外，使用和复位都很方便。插法有两
种，有的插在斜襟的转角下，有的插在
斜襟的下部。母亲喜欢插在斜襟的下
部，她的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其

实，这样的习惯过去不独我母亲有，本
地妇女都有。

好多年前，我去沂蒙山区采风，只
见一老媪的斜襟上挂着一条手帕：手帕
的一角有一根系带，系带挂在斜襟第二
个扣襻上，手帕的下对角一直拖至大襟
布衫下摆。这种挂法不多见。

旧时中国男人也随身带手帕，他们

大多塞入袖筒内，不外露。宁波人称袖
筒叫“袖子管”，古人在里面塞些随身
小件是常有的。有唐诗《书红绡帕》这样
描述：“囊裹真香谁见窃，鲛绡滴泪染成
红。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与情郎怀袖中。”

“绡”即生丝。其实何须用唐诗来作证，老
伯从“袖子管”掏出手帕的场景，我亦
撞见过，只不过很难抓拍这一瞬间。

顾 玮 吴央央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
场悟道的核心，也是打开王阳明
心学的一把钥匙。”到底什么是“知
行合一”？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
播学院教授张实龙说，目前网上大
致有四种解释，一是“说到做到”，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三是“知道
了就去做”，四是“知中有行、行中
有知”。张实龙教授认为，这四种解
释其实都不对。

譬如，父母教育孩子、老师
教育学生的时候，常常把“说到
做到”当作一件好事。而孔子和
孟子是怎么说的呢？《论语》 曰，

“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
哉。”说了就要做，做了就要有结
果 ， 是 个 固 执 的 小 人 。 孟 子 则
说，“夫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
必果，惟义所在。”可见孔子和孟
子并不鼓励说到做到。

张实龙教授举例说：“老家有
个老人，有一次喝酒喝高兴了，
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当时在场
的一个青年，而这个青年名声并

不好。回到家中，老人酒醒，后
悔了。但农村老人比较朴实，总
觉得在那么多人面前说出的话就
要 做 到 。 女 儿 和 那 个 青 年 结 婚
后，老是吵架，最后喝农药自杀
了 。 而 孔 子 和 孟 子 早 就 告 诉 我
们，我们说的话，也许当时是合
理的，但形势在不断变化，变了
以 后 ， 所 说 的 话 就 不 一 定 合 理
了 。 当 发 现 自 己 说 错 了 ， 就 要
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
第一种解释是不对的。

而“理论联系实际”“知道了
就去做”本身没错，但它们的意
思是先知道理论，然后联系到实
际，也就是“先知后行”。王阳明
提出“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反对
朱熹的“先知后行”，所以可以肯
定，第二、第三种解释也不对。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这
句话表面上看来没毛病，但到底怎
么做？人活在世上是要做事的，做
事的过程中，是边做边想、边知边
行，还是先想一会儿做一会儿，再

做一会儿想一会儿？如果是边做边
想的话，恰恰是和“知行合一”相抵
触的。

张实龙教授认为，这四种解
释错在把“知”和“行”当作两
件事，这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王阳明在 《传习录》 里说过这样
三句话：“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
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
知。”“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
可分作两事。”张实龙教授由此出
发来解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他举例说，看看王阳明是怎
么登山的。有一天王阳明带着几
个弟子去爬香炉峰，他提议，等
登顶以后，大家都来吟诵诗歌。
结 果 上 山 以 后 ， 弟 子 们 气 喘 吁
吁，有的只能吟一句，有的只能
吟一段。轮到王阳明，据史料记
载 ， 说 他 宛 若 平 常 ， 一 点 事 没
有。弟子不解，求问老师。王阳
明说，“我爬每一个台阶，只关注
眼前这一步。”

王 阳 明 爬 山 就 是 “ 知 行 合
一”的爬山，用脚在爬山，这是
他的“行”，心里只关注眼前这一
步，这是他的“知”。他的知和行
是合一的，是同时发生的，所以
不觉得累。弟子恍然大悟，难怪
一般人爬山会觉得累，因为人们
在 山 脚 的 时 候 心 早 就 飞 到 山 顶
了 ， 忙 于 想 象 山 顶 是 怎 样 的 美
景。从这里可以引申开来，为什
么很多人觉得生活很累。

颜 回 是 孔 子 最 得 意 的 弟 子 ，
王阳明对颜回也特别推崇。颜回
是怎么听课的？《论语》 里有记

载，“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
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
也不愚。”意思是说孔子和颜回谈
了一整天，颜回也不反驳，像个
傻子一样。但下课以后，考察颜
回私下里同别人讨论时，却能发
挥 孔 子 所 讲 ， 可 见 颜 回 并 不 愚
笨。孔子课讲到哪儿，颜回就明
白 到 哪 儿 。 孔 子 说 的 话 就 像 雪
花，颜回像一盆火，窗外飘入雪
花，落到颜回这个火盆里，雪全
部融化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颜回
是“知行合一”的，所以他的学
习效率高，“闻一知十”。

打开王阳明心学的一把钥匙

“知行合一”有哪些特征？张
实龙教授概括了几点。

只关注眼前事，凝聚整体生
命。人的一生要做很多事情，但
做事要一件一件地来，当你做这
件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把其他的
事抛开。王阳明讲过，种树时只
管 种 树 ， 不 要 考 虑 以 后 树 要 开
花、结了果要给哪些人吃。人与
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并不大，真正
有差别的是在凝聚整体生命这方
面。有的人能很快把注意力集中
到要做的事情上来，其他的事情
不予考虑，王阳明自己就是这样
的 。 结 婚 当 日 ， 他 想 出 去 转 一

下，碰到一个鹤发童颜的道士，
就 很 好 奇 地 聊 了 起 来 ， 讲 着 讲
着，一整夜过去了。要知道这一
天可是他结婚的大日子，这说明
王阳明做事非常痴迷。

把握相关一切，时刻保持清
醒。如果想做一件事，就要完整
把 握 和 它 相 关 的 一 切 。 就 像 开
车，要对交通规则、路况车况、
路上行人等都了然于胸，然后开
车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要时
时刻刻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一
种 警 惕 的 状 态 ， 古 人 讲 如 履 薄
冰、战战兢兢。

本体的知与行，无为而无不

为。当全身心投入某一件事情的
时候，肯定没有多余想法，有多余
想法就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了。如
运动员一场比赛完了后，电视台记
者去采访，问刚才比赛的时候心里
是怎么想的？记者这样的提问就没
有水平。没有多余的想法，才能无
不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顺应生命条理，发挥最大能
量。就像放到天空中的礼花一样，
自然而然就会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向
绽放开来，然后呈现出夺目的光彩。
生命本身也有这个特点，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天分，如果达到“知行合一”
的话，天分就自然而然呈现出来了。

顺应生命的条理，听从内心的召唤，
这样就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量。

“知行合一”有什么好处？
第 一 ， 可 以 提 高 知 行 的 效

率。最著名的就是王阳明练书法
的例子。一般人练书法是“先知
后行”，先看字帖怎么写，然后照
样写，尽量写得跟原帖一样。张
实龙教授说：“我有一个同事练书
法，练了十几年，就是临帖，结
果到现在，书法长进还是不大。”
王阳明则不同，练书法之前，他
根本不看字帖。譬如想写三个字，
先在心里把这三个字想一想，然后
拿起毛笔写。心里怎么想的，手上
就怎么写；手上所写，就是心里所
想，“知行合一”。如果一开始写出
来不好看，没关系，一次两次三次
多次写，总能把自己心中所想的
写出来。

第 二 ， 可 以 获 得 稳 当 的 快
乐。人总是追求稳当的，如果听
从生命的召唤，自然是稳的。而
且生命也有追求快乐的本能，这
个快乐不是吃一口好菜这种肤浅
的快乐。

第 三 ， 可 以 实 现 万 物 一 体 。
“知行合一”做事，是全身心地投
入，这实际上已做到了无私，已
经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

“希望大家有一种新的活法，
让我们提倡用‘知行合一’代替

‘先知后行’。”张实龙教授总结
说，用“知行合一”的方式，人
人可以做到把自己最大的天分发
挥出来。就像王阳明讲的，人人
可以成为圣贤。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此为线上讲
座。）

“知行合一”的特征和好处

王阳明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给你一种新活法给你一种新活法

中国男人的手帕完全是实用性的，
女子手帕却实用性与装饰性并重。而在
西方，男人西装左胸前开有一只用于插
手帕的小袋，插入的手帕是薄型的，折
叠后手帕尖露出口袋约一寸许。它与领
带或领结、手杖、怀表、烟盒等一样，
是身份的标志和修养的体现。不过，西
方男人的口袋里另外还装着一条用于揩
擦的手帕。前者完全是装饰性的，后者
是实用性的。显然，手帕是中西共享的
东西。

帕，本意是“空白的布巾”，也指
包头或擦手脸用的布或绸，多为方形。
后来才由方帕演变出手帕。

一般认为，手帕始于先秦，兴于汉
代。因为在 《孔雀东南飞》 中就有“阿
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的句子，其

“手巾”就是手帕。1990 年，我去北京
公干时忙中抽暇跑了崇文门外花市一带
的老胡同，其中就有手帕胡同。它因聚
有众多手帕作坊而得名，据悉早在明代
时就有这个称呼了。而北京城内以手帕
为名的老胡同不止这一条。

儿时，在手工劳动课上，我们常常
把手帕取下来，折成蛋、两头出梢的
花 、 四 条 腿 小 动 物 什 么 的 ； 捉 迷 藏
时，又用它来蒙眼睛；下雨时则将手
帕每一角打成小结，便成了帽子。在

玩具不多的童年，手帕给我带来很多
乐趣。

手帕还是某些剧种常用的道具，用
双手舞动手帕能增加戏剧效果，如“二
人转”等。过去在集市上常见“变戏
法”，魔术师一边手法娴熟，一边口中
念念有词：“大戏法离不开蒙布，小戏
法离不开手帕，今天拿个小戏法，给大
家看看！”手帕俨然是魔术师的“搭
档”，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将手帕用到极致的还是女人。
她们会在自己喜爱的手帕上绣花，

做新娘必定用绣花的粉红手帕，送给恋
人的往往是绣红描绿的白绢。

手帕拿在女人手中，还是一种良好
的掩饰物。一般来说，女人情感丰富，
爱笑也爱哭。笑了用手帕遮嘴，使大笑
若哂；哭了用手帕掩眼，不使泪洒满
面。在我看来，拿了绢帕的女人手足有
依靠、神情更安然、举止多文雅。

姑娘们使用手帕更是花样百出，有
时把手帕盘在头顶，有时用手帕系住脖
子后面的散发，有时又把手帕扎入辫子
的末梢，这就是“花枝招展”。

自从妇女衣服上有了口袋后，也有
人把手帕当钱包用。过去集市上总能看
到这样一幕：老婆婆抖抖索索打开手帕，
拿出钱来。钱对她来说，是多么珍贵。

当手帕成为女人的装饰品后，它自
然也演变为男女间的传情之物。将手帕
作为小礼物用以馈赠，这在古今中外都
有，绣上图案更能传达情意。男人送还
捡到的女人手帕，便可借故相见，进而
成为定情之物。

手帕能演化出如此多的情趣，餐巾
纸哪能企及。手帕的消失，是一种人文
精神和意趣的丢失；手帕的消失，实质
是一个物品的重复使用向一次性使用的
转型。吃一顿饭耗一堆纸，我看着心里
总不是滋味。好在我不是一个人，倡导

“少用纸巾，重拾手帕”的“帕客”正
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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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

⑤⑤
①苏南地区妇女系在头上的方帕 ②插在斜襟转角下的手帕 ③老婆婆打开手帕拿出钱来 ④为孙女绣红手帕 ⑤女人用手帕遮脸

王阳明像 （柯以 摄）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