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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和“行”的概念是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对于“知”和“行”的概念理

解一直在变化当中。郭店楚简《五行》篇开头便论述了“行”这一概念，区分了一般的“行”和特殊的

“德之行”，唯有通过“德之行”才能将仁义礼智圣五行和于内心当中，达到最高的合一境界。而“知”

则分为经验性的“仁知”和超验性“圣知”，由“仁知”最后通往“圣知”；文章末尾还提出了“四知

成圣”的观念，通过“目知”、“喻知”、“譬知”，最后达到“几知”，以此来完成最高的认识境界。

《五行》篇的“知”和“行”概念具有特殊的内涵，为我们理解儒家的修行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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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si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has been changing 
since the pre Qin peri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ve Elements of Guodian Chu Bamboo Slips, the 
concept of “line” was discussed, distinguished the general “action” and the special “De action”, only 
by “De action” can the five elements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s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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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heart, reach the highest level of unity. And “knowledge” is divided into 
empirical “Ren knowledge” and transcendental “Sheng knowledge”, from “Ren knowledge” to 
“Sheng knowledge”.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concept of “four knowledges become saints” is al-
so put forward, through “Mu knowledge”, “Yu knowledge” and “Pi knowledge”, we can finally reach 
“Ji knowledge”, to achieve the highest level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the Five Elements have special connotations, it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rout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fucia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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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知”与“行”作为一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上重要的概念，其总体的含义在现代的学者看来与实践认

知具有高度的关系。但是“知”与“行”的具体含义在历史上却是不断变化的，中国古代的不同时期中

对于“知”与“行”具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郭店楚简出土了《五行》篇，开篇便陈述了“行”的概念，

在该篇的末尾也阐释了“知”的问题。《五行》篇为先秦时期的“知”与“行”这对概念的具体内涵以

及其变化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也就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对“知”与“行”概念的

阐述与确立。 

2. 知行含义 

方立天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讨论了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知”的三种含义：知觉、知识、

道德意识。知觉即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知识则是对于事理法则的理解与掌握；道德意识即人对于是非

善恶的认识及标准。三者具有明确的差别。相对于“知”的概念，“行”的概念比较简单，“多指个人

的行为、活动，尤其是道德行为，个别的哲学家也用以指生产活动。‘行’也称‘为’‘习’‘实践’

等含义”。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知”与“行”的关系不外乎是认知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知”的

含义有知识、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意思，有时候和“言”、“学问”、“学习”等概念相提并用。“行”

的含义有道德实践、实际行动和所作所为。甚至近现代对于“知”与“行”的关系可以引入西方哲学与

自然科学的概念来理解。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对“知”、“行”概念的重新界

定。贺麟提出，“‘知’指一切意识的活动，‘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动”[1]。 
然而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知”与“行”的概念与近现代远远不同。早在《易传·序卦传》中便

有提到“行”这一概念：“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认为讲诚信的人，一定是说到就做到，

因此只会犯一些小过失过错。在《尚书·无逸》中有对“知”概念的陈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

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这是说君子不能贪图安逸享受，要先体验稼穑的艰辛困难，然后才能了

解百姓的痛苦烦恼。这里的“知”与“行”都是分开阐述的，而关于两者一起提及的文献要追溯到《左

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难在行之”[2]。《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有相关的记载：“非知之艰，

行之惟艰”[3]。这两个记载同时提到了“知”与“行”这对概念，提出认识事物、懂得道理并不难，难

的是把它付诸行动，使主观内在的知外化为客观可见的行。从而强调了行的重要和困难，反映了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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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脱节的可能，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以知易行难的形式表述了行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比知更重要的

意义。 

3. 《五行》篇中“行”的含义 

在《五行》篇中，开头便直接论述“行”这一概念。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

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4] 

这里把“行”分为两类，一般的“行”和特殊的“德之行”。何谓“行”？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古

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一书中对于行的论述文字全部如下：“与知相对待的是行，行指行为、活动。在

近古哲学中，行亦称为实践。王廷相《慎言》云：‘笃行实践，以守义理之中也’。所谓实践指道德的

行为”[5]。张岱年先生的意思是“行”是一种实践，但是很明显，在现代汉语中，“行”作为实践的意

思不是本义，而是一种引申义。按方克立先生的观点，“行”字在甲骨文中作名词用，本义是道路；后

引申为步趋、走路或走，再进一步引申为行、实际地做或实践的意思[6]。按照方克立先生的观点来看，

似乎对“行”的解释较为完整。此外在先秦的典籍《中庸》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墨

家有“名，实，合，为”，《经说上》曰：“志行，为也”。《经上》曰：“行，为也。”朱熹《四书

集注》中说：“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行”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有着比较丰富多样的涵义，所以要探究其在先秦时期特别《五行》篇所

处的相同时期的战国中期所代表的意义，还需要着重参考先秦古汉字的相关资料。《说文解字》：“行，

人之步趋也，从彳亍”[7]。“行”字左右拆开，由彳亍构成。《说文》：“彳，小步也；亍，步止也”

[8]。彳亍是徘徊、慢步走的意思，《文选·潘岳<射雉赋>》：“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张铣注：“彳

亍，行皃，中少留也。”在象形甲骨文中的“行”像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本义是道路。 
与“行”相关的概念是“道”。《说文》：“道，从辶从首，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9]。而郭店

楚简中的“道”却是 ，从行从人。所以结合郭店楚简中“行”与“道”二字，就可以形成一个人站

在十字路口中间的意象。严格来说，《说文》的“道”也是根据其引申义讲的，而“道”的真实本义非

在于道路，而在于走向路的意思。在十字路口当中的区域不能称之为路，因为中间的交叉口是能够走向

四面八方的路，也就是说十字路口中间的地方称为“道”。由“道”走向路，人居于一个可以通达路的

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道”。依据这个涵义，可以推导出“道”是路是上位概念。人在“道”中，方可

无所不往，那么“道”就是能够趋向四面八方的核心点。老子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人

只有处在一个绝对的“无”当中，才能够变化出万物的“有”。依据这个可以得出，“道”是存在的本

源，是绝对的空无。这样就蕴含了一种能够创造的动机、生机，人居于“道”中能够走向四面八方，“道”

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能动的、可以选择的意义。所以从引申义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道路，再引申义的

角度，从人走路这个角度再引申，可以用“行”这个字代表人的一切行为。“行”这个概念既包括人的

生命的本体存在，也包括人这个本体存在化为具体现象的第一刹那的动机，甚至包含了所有行为可能性

过程的，种种向度都在这里面。王阳明先生在《传习录》中提到的知行合一，推广到这个概念，知和行

合一的前提就是要在本体的空无当中才能合一。倘如人处在四面八方的路当中，没有十字路口中心的空

无，是无法达到合一。所以知行合一的前提是知与行要达到本体的空无，知的本体是空无，行的本体是

空无，知与行同刹那间同归到无，才能达到知行合一。《孟子·告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放是散乱的意思，走失了，这个心被散掉。用《五行》篇来解释就是心散在四面八方，求其

放心，就是求心的本位，回到这个“行”的中心。回归到一个无规定的，无方位的，无方所，没有上下

左右，超越上下左右，是上下左右的来源的中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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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依据“行”这一特殊的概念再来看《五行》篇的开头，便可明白“行”在整个《五行》篇中所

要表达的重要思想。《五行》篇开头说“仁义礼智圣”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这是把“行”做了分类，一类是形于内，这个叫“德之行”或者“德行”，一类是不形于内叫“行”。

要全面地理清这段话的意思还需要明白其余的概念。首先来看“形”，《五行》篇讲要“形于内”，也

就是“于内形”，于内要形成仁义礼智圣。“仁义礼智圣”是五个极为特殊的哲学概念，要将这五个概

念“形成”在内心当中，这是《五行》篇开头所要表达的意思。魏启鹏先生认为型借为形，二字皆为井

字声系，故得通假。形，谓形成。《刊谬补缺切韵·青韵》：“形，成也”[10]。《说文》曰：“型，铸

器之法也。从土，刑声”[11]。所以这个“形”不是简单的在内心形成“仁义礼智圣”五个概念即可，更

深层次的是要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像刻印模型一样呈现“仁义礼智圣”。再看“内”这个概念，也不仅仅

指内心的意思。魏启鹏先生同样在其书提到“内”：内心、心中。《礼记·礼器》：“无节于内者。”

孔颖达疏：“内，犹心也”[10]。所以形于“内”，内是指心，是指大体心，意思是在心中形成。不形于

内即在“外”，外是指小体，眼耳鼻舌手足。也就是说只要将“仁义礼智圣”这五个在心灵当中呈现出

来，才能称之为“德之行”。如果只是单纯地停留在表象或者概念判断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直接的直

观，那么只能称之为一般的“行”。 
所以，综上所述，“行”这一概念在《五行》篇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德之行”与“行”是两种不

同的境界，而“行”这个概念本身主要的意面是指向达到空无的境界。仅仅通过“行”这个字，就可以

窥探出《五行》篇的重要哲学思想。 

4. 《五行》篇“知”的含义 

《说文》：“知，从口从矢，词也”[12]。其本意是谈论和传授行猎、作战的经验。方克立先生说：

“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知’字，只有‘智’字”[13]。智，从省从白。《说文》：“智，识词也，从

白从亏从知”[14]。孔子认为“知者不惑”，孟子将道德知识和天文知识合称为智。墨家论“知”最详尽，

“知”被称作是“材”，是一种认识主体具备的认识才能；“知”也是“接”、“接触”，通过与事物

接触、了解并获得相应的知识；“知”还是一种“智”，能辨别事物的条理顺序，近似于今天的理性认

识；《墨子·经上》有“知、闻、说、亲；名实合为。”在《庄子·庚桑楚》中“知者接也，知者谟也，

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根据这些典籍可以得出，“知”这一概念与认知、认识具有紧密的关联[15]。 
《五行》篇中“知”的概念出现多次，但是主要集中在两处地方讨论。第一处是 15、16、17 和 18 段，

以 15 段“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为开头，到 18 段结尾“……和则同，同则善”[16]。《文子·道

原》中有提到相关的信息，曰：“圣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祸福所生。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福之门。闻未

生，圣也。先见成形，智也。无闻见者，愚迷”[17]。这部分文辞将“知”分为“见知”和“闻知”两种

方式，也就是视觉和听觉。通过“见知”和“闻知”又分别可以得到两种“知”，“智”和“圣”。那么

依据《五行》篇的前文可以推断，“智”和“圣”分别代表两个不同层面的“知”，一个是经验层面的“知”，

叫做“智”。从视觉性的“明”开始到“见知”到“智”，也就是“仁知”，而这个“仁知”即《五行》

篇开头所讲的“四行和”、“人道善”，因为它是处于经验范围内，故也可以称之为“四行知”。另外一

个是超越经验层面的超验“知”，这段文辞中将其称之为“圣”。这是由听觉性的方式来开始，由“聪”

到“闻知”，再到“圣”，也就是“圣知”，即《五行》篇开头所说的“五行和”、“天道德”。这处文

辞将“知”这个概念一分为二，将其划分为形下经验的一般“仁知”和形上超验的“圣知”。 
第二处是末尾处，即《五行》篇中的第 26 段。《五行》曰： 

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几而知之，天也。“上帝临汝，毋二尔心”，此

之谓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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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所要表达的哲学思想，顺真先生将其称之为“四知成圣”。子思认为，从一个具有自然

生命的人到成就最高人格的圣人，都是对生命的认知过程和体验的过程，由低到高分别是“目知”、

“喻知”、“譬知”、“几知”，终极目的是成就圣人，这就是子思“四知成圣”的实践法门。[19]
首先第一个“知”是“目而知之谓之进之”。魏启鹏先生其书《笺证》曰：“目之也者，比之也。目，

视也。比之，谓比其例，比其类”[20]。意思是依据眼耳鼻舌手足之“小体”与心之“大体”的不同，

而深切认知仁义之性最为尊贵，是为“目知”[19]；第二个“知”为“喻而知之谓之进之”。《笺证》

注：“喻，晓也，明也。殆为由小及大，由此及彼的观照方法”[20]。意即通过《诗经·关雎》的“色”

喻，而深切明白“食色性也”的男女冲动只是生命的“小好”，即使在色欲的强烈冲动中也要有所避

讳而守礼，是为“喻知”[19]；第三个“知”为“譬而知之谓之进之”。《笺证》曰：“譬丘之与山，

丘之所以不……譬此之而知吾所以不如舜，进耳”[21]。此即为由低丘而望高山，而深切认识到如低丘

之“我”不如那巍巍高山般的大舜，原因在于二者间积仁累义的不同，是为“譬知”。以上“三知”

都是有限度的，属于形下的“人道”境界，故须“进之”[19]。最后，乃是“几而知之，天也”，可称

为“几知”，即因“几”而知。《笺证》云：“几，细微之兆，萌兆之始。”这里的“几”与“幾”

互为通假。《说文》中又载道：“幾，微也，殆也”[22]。《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温柔敦厚，始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依据这个可以推出“几而知之”，就是依据“易”的道理

而知。那么所谓“几”的意思只能和《周易》结合起来理解，即是按照“易数”之理而进行内在的神

秘体验，首先要具备“天德”，之后在神秘的体验中证见上帝的临在即“上帝临汝”，而后证入形而

上的存在本体即证入自心无二无别的终极境界，是为“几知”，且惟有“几知”才是人类生命认识与

认知的终极完成，是为“天道”境界，圣境已然成就，故无需再“进之”[19]。这便是《五行》篇最后

要说明的重要哲学思想“四知成圣”的内涵。 
综上所述，“知”这一概念在《五行》篇中同样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仁知”与“圣知”分别对

应了经验与超验、一般与特殊，而篇章末尾所重点论述的“四知成圣”为我们展开了儒家别样的认知过

程和修行次第。 

5. 结语 

先秦时期虽有部分典籍讨论了“知”与“行”的关系，但是《五行》篇并没有特别重点论述“知”

与“行”的关系。《五行》篇中“知”与“行”的关系并不像同时期或者后代那样明确的概念分离，在

该篇中更多的是思想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五行》篇开头所说的“仁义礼智四行和”和“仁义礼智圣

五行和”便与“知”有关联。“仁义礼智”是包含“知”的，这个“四行和”，“和”便是一种“知”。

“仁义礼智圣五行和”，也是一种“知”。“人道善”是一种“知”，而“天道德”更是一种“知”。

所以“五行和天道德”可以达到“天”的境界，那么也只有在“天”的境界才有“圣知”、“几知”，

这是“知”与“行”最后共同的地方。简而言之，“行”的最高境界就是“知”的最高境界，反过来“知”

的最高境界也是“行”的最高境界。其实只不过是用两个不同的位面来看待同一件事情，即《五行》篇

中所说的“圣人”境界或者“天”的境界，这便是《五行》篇想要告诉我们的思想内核。而整个《五行》

篇中最能够表达其核心思想的概念便是“知”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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