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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以及“仁”之方后，后世儒者对此多有探讨，王阳明便是承袭了朱熹对“克

己”意涵的诠释，训“克”为“胜”，解“己”为“身之私欲”，言“克己”为“克去己私”。但值得

注意的是，阳明讲“克己”时常言及“为己”与“成己”，阳明说须有为己之心，才能克己；能克己，

方能成己。“克己”是主体“为己之心”的自然涌动，而“成己”则是通过“克己”功夫对“真己”的
复归。“克己”克的是“私己”之己，“为己”“成己”之己则是“真己”，故此“克己”便是要在“为

己”的驱动之下，克除种种遮蔽“真己”之私欲，完成与万物一体的“真己”的回归。 
 
关键词 

王阳明，克己，为己，成己，真己 

 
 

Inspection of Wang Yangming’s Meaning of 
“Self-Denial” 

Xingyue Xu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Dec. 5th, 2022; accepted: Dec. 25th, 2022; published: Jan. 6th, 2023 

 
 

 
Abstract 
Since Confuciu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estraining oneself and returning to propriety is be-
nevolence” and the concept of “benevolence”, later generations of Confucian scholars have dis-
cussed this. Wang Yangming inherited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self-denial”, say-
ing that “self-denial” is “victory”, understanding “oneself” is “personal desire”, and saying “re-
straining oneself” is “eliminating one’s own selfishness”.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Yangm-
ing often talks about “self-denial” and “for oneself” and “to become oneself”. Yangming said that 
“one must have a heart of self-denial in order to be self-denial; one can become self-denial in order 
to be self-denial.” “Self-denial” is the natural surge of the subject’s “heart for oneself”, whil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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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lishment” is the return of “true self” through “self-denial”. “Self-denial” curbs the “self”, 
while “self-denial” and “self accomplishment” curbs the “true self”. Therefore, “self-denial” is dri-
ven by “self-denial” to eliminate all kinds of selfish desires that cover the “true self” and complete 
the return of “true self” that integrates with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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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克己”是王阳明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通过“克己”克去己私，使天理彰显，本心回归清明。

而对于王阳明“克己”意涵的研究，学界虽早有所关注，但多是将“克己”与“复礼”相连，将其置于

“克己复礼为仁”的语境中进行解读。马忠杰、张宏敏在《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句的一种解读

——以王阳明〈传习录〉为中心的考察》中认为，欲要“克己”必须先明了“真己”，而克己在实践修

行上便是做到“非礼勿视、听、言、动”，凡事皆以“事之理”作为准则[1]。王占彬则是从“为己–克

己–成己”的修养功夫论阐述了人们为了能够保全身心就能消除私欲进而成就身心，并通过此途径躯壳

和真己获得了现实的统一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克己”起到扫除身心之间的障碍从而达到身心合一的

作用[2]。邓彭晖亦认为，阳明的“克己”不仅仅是克除私己，而是要把握由“真己”出发的“为己”，

以此复万物同体之良知本体[3]。邱显智则在《“克己复礼”诠解之省察——以朱子、王阳明、罗近溪为

研究对象》中言明“致良知”是“克己”功夫的目的与效果所在[4]。陈来认为德行修养的根本是“克己”，

而“克己”的“己”为私己之我，在阳明那里“为己”与“克”紧密联系，“为己”必须“克己”，“克

己”才是“为己”[5]。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克己”意涵变迁的梳理和阳明所言“克己”之

实际意蕴入手，探讨“克己”之前提与“克己”之结果，即“为己”“克己”“成己”之关系，藉以凸

显阳明“克己”思想的特色与价值。 

2. “克去己私” 

《论语》中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对于这一儒家所强调推行的臻至“仁”境的方法途径，后世

儒者在构建其儒学体系或在力证其哲学路径时对其多有所引申和阐发，而在这其中，对“克己”一词的

训解可谓是此句解读之关键，故此后儒在阐释“克己”一词时也是各抒己见。如以马融为代表的汉儒训

“克”为“约”，训“己”为“身”，认为“克己”即是“约身”“约己”，刘炫、邢昺则认为“克训

胜也，已谓身也。”[6]“克己”便是能胜去身之嗜欲。而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以“胜”解“克”，

用“身之私欲”解释“己”，他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

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7]。程颐亦是说：“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

[8]也就是说“克己”在程朱那里被解释为战胜个体之私欲以成全仁德。而阳明对“克己”一词的解释则

承袭于朱熹，认为“克己”便是“克去己私”。紧接着到在阳明后学那里，“克己”一说又被赋予了新

的涵义，王龙溪等人将“克己”诠释为“修己”，认为“克”乃是“克治”，“己”为“由己之己”，

而罗近溪则训“克”为“能”，以“己”为仁爱精神的道德主体，在此基础上将“克己”理解为“能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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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明代中晚期时对于“克己”的诠释便呈现出了“修己”“能己”“克去己私”三种不同的解读，

这三种解读可以看作是对先贤“克己”训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而在此之后，明清学者直至当代学者对

“克己”的解读也是呈此三足鼎立的趋势，三种阐释也各有其支持和反对者。 
王阳明沿袭了朱子以“胜”训“克”，用“身之私欲”释“己”，将“克己”释为“克去己私”，

而阳明所言之“私”便是使得本心有所拟议加损的私意小智。在陆澄因其子病危而忧闷不堪时，阳明说：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9]即是说，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是天

然之理，然而若是超过了爱子这一天然自有的法则便成了私意私欲。同样的，阳明又说“喜怒哀乐，本

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9]如此，在阳明看来，无论是过或者是不及都

是私意，本心自有其天然自有之则，增减分毫不得，若是本心有所拟议加损，便是私意小智，此私意小

智便是要“克”去之私。而对于如何判断过或不及，阳明提出的标准是为心体“正”或“不正”，“正”

之心体便是“天理”所充，心体“不正”则是因私欲所扰。在此阳明一贯继承了朱子“天理”与“人欲”

之分，将理欲对立，认为“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9]“心即理也，无私心即

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9]也就是说，阳明以为，正是因为“人欲”“私意”的阻扰，致使“天理”

不得显现，若要明得“天理”便须“克去己私”，克去私意，本心流行才能无滞无碍。 
阳明主张“克去己私”便能体认“天理”，然“己私”难“克”，程颢便曾说：“克己最难。”[8]

萧惠亦言“己私难克，奈何？”[9]而对于如何“克己”，阳明自有其一套功夫理论。 
阳明认为“克己”须先省察克治，“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

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9]通过自身省察平

息思虑，在省察过程中找出自身横肆之私意，并将其一一拔出克去，这便是“克己”功夫。 
然而“克己”不是要人只知悬空静守形如槁木死灰，阳明更强调“克己”须在事上磨。当弟子有着

自觉省察克治之功只在静坐时有所效用而遇事时便不同的困惑时，阳明回答道：“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

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9]也就是说，

“克己”不仅仅只是禅定式的枯坐，不是仅在意识世界中与私欲相互斗争克去其私，若仅是如此便有若

纸上谈兵，光光只是理论上自觉克去了己私，但却经不起实际的检验，只有在红尘之中经世而练，在亲

历一次次诱惑、一次次考验中战胜自己的私欲，不为其动摇自己的本心，使得自己在行事处世间时时顺

本心本体而行，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方才是真正的“克己”。 
对于“克己”，阳明说其非是一时之功，而是要时时行之，无时可间。“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

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9]“克己”非是一时之功，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践行，

一念萌发便克一念，直至无私可克。阳明曾以路为喻，说“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

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9]“克己”也是如此，克一分私意，便离天

理更近一分，不断“克己”，最终方能体认天理。 
最后，阳明还强调“克己”的彻底性，他说“克己须要扫除廊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

恶相引而来。”[9]“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

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9]需如猫之捕鼠，时时警察，凡有一念私意生起，立即克制，不

让其来扰乱心体，遮蔽天理，但凡若有一丝私意，本心就不够清明，天理也就不能完全显现，故此，“克

己”必须彻底，不断“克去己私”直至私欲根除。 

3. “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 

阳明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9]也就是说，“为己”是“克己”之前提与依据，那么何

为“为己”呢？阳明以为，“为己”是为“真己”，而“真己”乃是“心体”。萧惠请问阳明，言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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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己之心却无法克己，不知其中缘由所在，阳明在回答其问时提出了“躯壳的己”与“真己”之分。

阳明认为若一心为耳目口鼻四肢所构成的“躯壳的己”，便会终日为名为利等私欲向外驰求，只知向外

寻求美色、美声、美味来满足耳目口鼻之欲非但不是“为己”，反而是“害己”。因此，阳明指出要找

到更深层次的“己”之所在，“躯壳的己”所表现“耳目口鼻四肢”发用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呈现，更为

本质的决定者乃是“心”，此“心”便是“真己”。阳明说：“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

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

[9]真正行使你主体意志行为的乃是“心”，是“心”的发用才有了视听言动的发用，耳目口鼻四肢不过

是传达视听言动的工具，亦或者说，由耳目口鼻四肢构成的“躯壳的己”不过是“本心”接触外界、行

使自我意志的中介或工具，“心”才是那更本质性的决定者，故此人真正所为的应该乃是“本心”这一

“真己”。 
然而阳明所说之“心”并不是指生理构成上的那一团血肉，而是具有知觉能力的“灵明”，是主宰

身的人之天性、天理。阳明说：“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

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

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9]也就是说，阳明所说之“心”是人本身固

有的至善天理或性。事实上王阳明并不反对追求人所生存所需的必备条件，正如孟子所说，“食色，性

也。”[10]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天性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天性，阳明认为这其中自有个天理存在，只须顺

其自然，顺本体而行便可。阳明所反对的是对性的刻意追求，正是因为对食色等天性的执着萌生了私欲，

从而导致“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

者，而一体之仁亡矣。”[9]最终使人陷入无休止地欲望追逐之中，导致本心不复清明。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虽然以“真己”为“躯壳的己”之主宰，但并没有否定“躯壳的己”的作用。

他认为“真己”虽是身之主宰和道德根源，但必须以“身”为发用之载体，才能落实为真正的道德实践，

也就是说“真己”与“躯壳的己”乃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存在。阳明说：“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

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

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9]“真己”

为“大体心”，“躯壳的己”是为“小体身”，阳明言身是心之形体运用，而心是身之灵明主宰，若无

“真己”，便无躯壳，“真己”的发用流行就无法显现，身心如何又分得开？再而言，躯壳本身只是心

之形体的运用，私意的产生在于本体的过或不及，并不是因躯壳本身，究其原因实为意念所发，故此也

不能因要克去私欲便要舍去躯壳，如若不然，“克尽己私”成就“真己”也就变成了完全否定“躯壳的

己”的存在，这显然不是阳明的用意。 
再回到阳明所说之“真己”上来，阳明既以“真己”为心之本体，而心体与万物神感神应，故“真

己”乃为与天地万物一体者。阳明又说，“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9]“无己”

“无我”便是指忘掉“小我”，来到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大我”，达到此境便再无人己之别、内外

之分。杨国荣以为“从为学的角度看，无我所重在于不执著一己之见，这一意义上的无我，近于孔子所

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就群己、人我关系而言，无我则既要求自我从封闭

走向开放，又含有以群体认同涵盖自我认同之意。”[11]也就是说“无我”打通了主体间关系，完成了从

主体到主体间的转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个体具体的存在，但同时“无我”状态下万物一体的状态也是

“真己”的显现。 
总而言之，阳明认为“克己”“克”的为“私己”之己，“为己”为的是“真己”之己，正是因为

要追求“真己”，故此需要克除“私己”。如此一来，阳明对“克己”意涵的诠释便由宋儒的“克除私

己”转变为了“消解私己”或“以真代私”，阳明的“克己”也不再是被动、消极的改造对象，而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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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能动、承载道德内涵的实践。 

4. “能克己，方能成己” 

“克己”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克之，而是通过“为己”确立目标，再以“克己”之手段最终达到“成

己”，使自我由迎合于外转向挺立自我。“成己”即是成就自我，使自我超越“小我”，达到“真己”

的“大我”境界。正如上文所述，“真己”乃为与天地万物一体者，故而“成己”便是达到万物同体的

理想境界。 
“真己”的本然状态便是与万物同体，其与万物之间的感通本就是顺应无滞的。阳明曾说：“大人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9]“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9]在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的仁者眼中，世间万物无一物非我，“我”与世间万物不再是相对立、相分离的异在者，而是

同为一体的共生者，如此就消除了自他对待、物我之隔。又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

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

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9]圣人以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视域看待世间万物，如此看

天下之人就没有了亲疏远近与内外之别。在阳明看来，天下人之本心都是一样的，世人本皆为圣人，因

此阳明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阳明以为无论是“大人”或是“小人”皆有一体之仁，故此即使是“小

人”在见到孺子入井时也会生起恻隐之心，见草木、鸟兽、瓦石同样会对其产生怜悯、顾惜或是不忍之

心。而这些同情共感之所以可能, 正是因为人的仁心与万物同为一体。此外，阳明也曾直接指出“成己”

便是“成仁”，他说：“成己，仁也；成物，知也。”[9]“成己”便是成就本心之仁，而仁者又与天地

万物为一体，故此“成己”依旧是在讲成“真己”，在此“成己 = 成真己 = 成仁”。 
然而世人又常为种种私欲所蔽障，因人我之别、物欲之蔽，不知“为己”为的是何己，终日为满足

“躯壳的己”而不断驰求，不得体认“真己”。阳明曾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

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9]
正是因着这有我之私、物欲之蔽，便有了自他对待、物我之隔，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纷扰苦痛。阳明又说：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9]因着这形体，世人便执着于耳目口鼻

四肢构成之“躯壳的己”，终日为满足此躯壳“小我”之私欲，为名为利，为情为欲，不断向外驰求，

终日操劳，致使一体之仁痿痹丧失，“真己”不得发见。另一方面，人的形体也是禀气不一，虽说人生

时的本然之状态便是“真己”，但由于后天的习染，常人之心易受私意习气缠蔽，故此对于那些失其本

体之人，需要通过“克己”克尽己私，从而使其复归“真己”。通过“克己”，使人于事上磨练，时时

刻刻存天理去人欲，除去心体之蔽障，超越“小我”的束缚，回到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万物同体之“大

我”境界，如此便可使人心复“真己”之本然。 
总而言之，“真己”乃是人人本有的一种先验必然，但由于人受形体躯壳所限，执着于“小我”之

私，加之习气所染，心体常被遮蔽，故“真己”不得发见，故此需要通过“克己”，克去蔽障“真己”

的种种私意小智，以回复“真己”之本然。换句话说，当世人秉持着“为己”之心克尽己私之后，便能

成就“真己”，回到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本然状态。 

5. 结语 

王阳明在诠释“克己”时援引了朱熹“天理人欲”一说，他将“己”视作“身之私欲”，认为“克

己”便是“克去己私”。但与朱子不同的是，阳明的“克己”并不仅仅只是私意小智、思虑杂念的克除，

而是赋予了“己身”以积极的道德内涵。阳明以为，“克己”是因为“为己”，为了人人生而有之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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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真己”，因此在克己工夫之先，需得知晓为的是什么“己”，所为之“己”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构成

的“躯壳的己”，而是与万物同体之“真己”。然而世人不识此中关节要点，常常因“躯壳的己”而奔

走于红尘俗世中，为名为利，为情为欲，致使“真己”蒙尘，“天理”不显。故此需要“克己”功夫，

克去蔽障“真己”的种种私欲，使人复归到本然之“真己”，回到与万物同体的一体之仁中。阳明将“克

己”作为“成己”功夫之入手处，而“克己”又是“为己”的必然展开，如此，“为己”“克己”“成

己”的道德修养体系也就被建立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阳明所引入的“真己”概念则是其说的特色所在，

因着“真己”，阳明的“克己”就不仅仅只是消极地克除自身之私欲，不是如同宋儒一般去对抗消除一

个依循外在的天理或者是自我建构出一个“己私”，而是要遵照自我本有之“真己”，私欲克去一分，

“真己”便显露一分，直至己私克尽，也就复归到了“真己”，而这也是阳明“克己”意涵与宋儒传统

之“克己”观念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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