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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慎独”不仅是儒家工夫论和修养论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大重要概念。本文就“慎独”

文化内涵、发展演变脉络以及现实价值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了有关“慎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

方向。以期推动“慎独”理论优秀思想元素在实践中的落地，为构建风清气正的道德环境贡献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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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ndu” is not only the core content in Confucian cultivation and Gong-fu theory, but also an im-
portant concept in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ou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eaning in Chines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realis-
tic value of “Shendu”,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ellent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Shendu” in practice, 
and to contribut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upright mo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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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先秦到汉唐再至宋明，经过历代儒者的推崇和深刻诠释，儒学形成了一套意境深远的“慎独”之

学。作为儒家一个精致入微的重要思想符号，梁漱溟先生甚至断论：“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1]但
是，在历史的演变迭代过程中，历史情境和现实背景不断变化，“慎独”之学也相应展现出不同的解读

和诠释[2]。在此，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慎独”发展和沿袭的脉络进行梳理，理解不同历史语境下

慎独学说的思想意蕴和内涵，从而为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慎独文化内涵提供基础。 

2. 发展脉络与内涵演变 

2.1. 先秦儒家经典中之“慎其独” 

“慎独”作为儒家工夫论的核心问题[3]，可谓是先秦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先秦经典文献中最先

是以“慎其独”三字出现，其内容主要见于《礼记》《荀子》和《五行》等。 
《礼记·礼器》从“乐”着手，落脚于“德”，将礼只视为一种形式，相较于这些繁文缛节，礼之

根本要义始终在德。礼“多”意指“德”的广布与发扬，礼“少”则强调“德”萌生于纯粹和精微之处，

故而不可不慎，不可不加以区分[4]。由此可见，《礼记·乐器》处的“慎其独”实为“慎德”，将“独”

之虚归为“德”之实，强调自我意识的内外沟通与融合。具体来说，“慎其独”的君子应践礼履德，致

敬以至诚。 
《礼记》中的《大学》篇和《中庸》篇更是为后面理学和心学对“慎独”的解释贡献了极为重要的

理论基础，是历代儒学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中庸》有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见乎隐，莫

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将“独”解释为“道”，并具有“道”不可离、须时时刻刻持守的性质特

征，以及“隐”、“微”的特点[5]。而因“独”的存在，个体需时刻谨慎守道，赋予“慎”以戒慎恐惧

之义。总的来看，“慎其独”乃是君子追求“费而隐”的“道”的方法[6] [7]。 
《大学》中阐述“慎其独”是从“诚意”角度出发的，要求个体像“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样不

自欺，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好恶，保持一种真实无妄的内心状态，然后以此作为行动之准绳。个

体内在的想法始终会通过外在的表现所展露出来，伪装与隐瞒也只能起到暂时的效用，这就叫“诚于中，

形于外”，也正是因为这样，个体才更要慎其独、诚其意[8]。 
《荀子·不苟》篇认为“顺命”而后方能“慎其独”，可见《荀子》将君子至德视为顺应天命自然

的规律，而后开启“慎其独”的内在运行机制[4] [7]。与此同时，主张“不诚不独”，将“诚”视作“独”

的必要条件，强调精诚纯粹、澄明无二的内心状态，要求个体保持内心的专心致志，以真实不欺的自我

直面事物本身。如此以来，最终势必会做到“慎其独”，即达到“诚”的心理状态[9]。 
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与郭店竹简《五行》，推动了诸多学者反思传统理解下的“慎独”思想。所谓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此中所论之“一”可以理解为内外一如、言行合一[7]。进

而，此“一”即为“慎独”之“独”，故而才有了《五行》篇中“为一”而后“君子慎其独”这一主张

的盛行[10]。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慎其独”呢？“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此中所言之

“五”多被解读为“仁、义、礼、智、圣”五种道德品质，强调慎独是一种将外在的品德内化为内在的

意志或意念的心理活动[5] [9]。也有学者根据“舍体”的说法将其解释为五官，意为舍弃五官这一小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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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其心、从其大体，在这个意义上，慎其独则为顺其心[11]。 
不难看出，这五篇经典之中，《礼记·礼器》落脚于“礼”，《中庸》围绕“道”，《大学》着重

“诚意”，《荀子·不苟》用“德”释“慎独”，《五行》则是强调“为一”，可解为“心”或“德”

[7]，但它们所论“慎其独”都不同程度上关注内心的精微[12]。 

2.2. 汉唐经学家的“慎独”学说 

现有文献直接以“慎独”二字完整出现的始于东汉郑玄。郑玄在《礼记·中庸》篇注之曰：“慎独

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即个体闲居之时会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上保持戒慎恐惧，因为在这种无人在

场、无外部力量监督的状态下，远离群体的个体往往会倾向于“肆尽其情”，很难保持意识或行为的道

德性[13]。孔颖达在《礼记·中庸》篇疏曰：“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

由此观之，相较于郑玄的解释，孔颖达在“肆尽其情”的基础上添了一层“罪恶彰显”的行为后果。但

二人皆将“独”理解为物理空间角度的“独居、独处、闲居”，将“慎”释为“谨慎”，“慎独”则意

为“在独居时要谨慎守道”[3]。 
其实，郑玄和孔颖达在《礼记·礼器》篇中也有将“慎其独”解释为个体内在的一种专一状态，但

相较于他们的“独处”说法，这一解释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9]。反而是“独处”这一说法在中国思想史

上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当下我们在论及“慎独”时，“在闲居独处中谨慎不苟”(《辞源》)仍是普遍接

受的要义。 

2.3. 程朱理学中的“慎独”学说 

随着新儒学的发展，宋儒对“慎独”的内涵有了全新的解读。二程从“敬”的工夫意义来理解“慎

独”[3]。正所谓“君子慎独，敬以直内。”程颐认为“主一之谓敬”，而“无适谓之一”。“主一”除

了有专注于一事的内涵外，其更深刻的内涵是指向个体的内在层面，即不偏向任何一边(即“无适”)，或

不带任何偏见，并且排除任何放任欲望泛滥或武断意向产生的倾向[14]。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观点，分三个层面来解释“慎独”：其一，“独”源自个体的“人所不知

而己独知”之念。其二，“慎”兼具警戒和遏止之意[3]。其三，将“慎独”视为偏向工夫的谨慎，并进

一步区分为未发的戒惧工夫和已发的慎独工夫。但对于朱熹关于“慎独”的诠释是否突破郑玄、孔颖达

的“慎其闲居所为”的藩篱、摆脱了空间意义上“独居”的先入之见，学界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有学者认为朱熹对“独”的理解既包括己所独知的内心状态，也指向物理空间的独处，且主要是指

后者[15]。但是，更多学者认为朱子的释义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些空间上的意蕴，但已然脱离了郑玄、

孔颖达的慎独之说[5] [16] [17]。这也进一步表明对“慎独”的理解已开始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向[18]，不仅

看重个体外在的行为表现，更要紧的是对内在意识可能萌生的意念之实与不实、正与不正的观察与纠正。 

2.4. 阳明心学的“慎独”学说 

王阳明将“慎独”纳入其良知的工夫框架中，进而提出了异于朱熹的解释。朱熹将“独”视为一个

既可以是善念也可以是恶念的中性概念。而王阳明则认为“独”既是自我独知的念头，还囊括知此独知

之念的知。正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此独知之知就是知善恶、晓是非

的良知，凸显了良知切己的自知自觉和清明监察功能[19]。不同于朱熹所强调的将独知视作个体内心的心

理认知活动[20]，王阳明将独知直接根源于本体自身所具备的良知[21]。换言之，“独”即是“良知”，

由此开启了“独”本体化的转变，使之成为包含存养主体与对象的主、被动两层内容的集合[3]。 
随着“独”内涵的转化，“慎独”之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王阳明看来，工夫只有一个，即慎独

与戒惧都是致良知的工夫，唯有良知意义上的自知才是个体慎独工夫的真实主体[21] [22]，这有别于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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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与省察、致中与致合、诚与明、行与知两轮一体的工夫[20]。相较于朱熹将慎独指向“天理”，王阳

明则将其指向“本心”，即是“知”与“良知”，即是致良知，即是省察克制，即是戒惧[19]。总的来说，

王阳明以良知来解释独知，进而用独知来解释慎独。 

2.5. 刘宗周的“慎独”学说 

刘宗周被视为是“慎独”思想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23]，故而将其学说观点单独拿出来进行阐述。相

较于朱熹和王阳明都以“独知”解释慎独，刘宗周则基于“喜怒哀乐”提出一种全新的未发已发说[19]。
以“自好自恶”替代“独知”，用气之自然将人的视野从当下的居住时空放大到浩渺宇宙，以与人同源

的自然机制来贞定个体内心，注重人与自然间生机的贯通，从而让“慎独”思想的中心落脚于非人格的、

公正无私的天道，避免“情识”任意之流弊，使个体之心不会陷于私意[24] [25]。 
首先，刘宗周以自(气)解独，提出性为形而上、心为形而下的新观点，分别从“性体”和“心体”两

个角度来解“独”。从性体视角看，“独”是个体念虑未发时的内在意识，是不见不显的内在动机；从

心体的视角来看，“独”是个体念虑已发时喜怒哀乐情绪之流露[26]。其次，他将“慎”理解为动念审察、

葆仁存养和真实不欺三个层面的含义。“慎”既可以视“动念”为其念虑省察之对象，又可以将“独”

作为其葆仁存养之主体，本体和工夫由此实现统一，从而构建出完整的“慎独”工夫结构，让“慎”和

“独”成为两端互成的统一关系[3]。最后，刘宗周利用“对越”所具备的理论自觉，将“对越”的对象

由外在的“上帝”转移为内在之“独体”，并赋予“对越”以敬、察、诚、存等“慎”之工夫的全部内

容，让“对越”既统摄“慎”之内容，又能体现出“独”的超越性及其工夫历程[3]，从而促使个体表现

出摄性归心、省察克念的行为倾向。 

3. 伦理价值与现实运用 

3.1. “慎独”所蕴含的德性伦理 

德性伦理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难题就是如何区分某种品性、习惯特征是好的，属于美德，而另外一

些品性、习惯特征则是不好的，属于恶习[27]。“慎独”学说作为儒家工夫论的核心内涵，为破解德性伦

理学的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古代德性伦理具有重视制度礼俗秩序的规范论和关注道德动机的美德论两个方面，德性的最高境界

是至诚，至诚之德亦是礼治的最高境界[28]，礼治境界与德性境界在“慎独”学说里实现相互贯通。究其

原因，一方面，“慎独”中蕴含着“礼”的成分，而礼往往被看作恰当的行为规范和原则，能够抑制非

道德因素的衍生，是个体在成长为君子或圣人以前所必要的导引。相较于法律条规的约束，礼仪满足个

体成德的需要并促进德性的培育，使个体的行为变得更有规则性和责任性。 
另一方面，“慎独”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德性修养，注重对君子各种优良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的培养，

尤其强调一种尽心知性的内在反省，是儒家德性伦理重要的构成部分[29]。“慎独”学说还将内在的心性

诉求扩大至自然宇宙，使个体与宇宙共生相依，人性与天道贯通相容，存心养性而又通达世间，无不体

现了德性伦理的诉求。也正是“慎独”所具备的德性属性，赋予了其以伦理和现实价值。 

3.2. “慎独”对治理网络道德失范的启示 

“慎独”强调个体依靠内心自我省察而形成的道德自觉[30]，其要义在于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外部力

量，不以外部因素作为自己成德践履的依据，充分体现了道德反观的自我性特质，归根到底是具有自我

道德意识的人进行的自觉性道德实践[31]，这无疑可以给网络道德失范现象的治理以启示。为此，诸多学

者基于“慎独”思想来研究个体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30] [31]，其中，尤为关注大学生或青少年的网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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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32] [33] [34]。 
一方面，网络行为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独立性等特性与“慎独”精神的自觉性和真诚性等

高度契合[33] [35] [36]，使得“慎独”能够抵挡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34]。道德相对主义强调道德行为的

个别性和偶然性，否认其客观性。如果个体接受道德相对主义的理念，就容易在充斥着海量信息的网络

空间中怀疑甚至摒弃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标准，对道德失范行为或非伦理行为置之不理，任其蔓延。

另一方面，“慎独”能够提高个体约束自我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将“知善知恶”进一步转化为“行善去

恶”。“慎独”不仅有其德性伦理，还具备实践属性，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引导个体行善去恶，主动避免

在网络中实施肆意宣泄、恶意窥探等失范行为[32]。 
除开网络道德行为领域，“慎独”学说在医学、消费等领域也有一些研究[37] [38] [39]。 

4. 结语 

“慎独”学说作为儒家重要的道德工夫和修身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慎独”相关研究在理论内涵和实践运用方面还存在些许不足。 
其一，从理论内涵来看。各家学者观点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观念本身并无对错与优劣之分。“慎

独”的基本内涵也已从方法延伸为品德修养，最后成为一个集方法、内容、德行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7]。
但是，儒学家们都将“慎独”置于一个纷繁复杂的哲学体系中解释其内涵和外延，将其用于为自己的思

想体系和哲学理念服务，却少有学者给“慎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尤其是适用于当下社会情景的定义。 
其二，从实践运用来看。“慎独”所具备的德性伦理赋予了其以实践价值，使得“慎独”在日常生

活中，尤其是网络情境下，对失范的非伦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但是，对这一作用的讨论一直停

留在理论思辨层面，缺乏实证研究。换言之，“慎独”水平是否对非伦理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其具体作

用机制是怎样的，尚未有研究予以关注。将个体“慎独”水平予以测量，并进一步拓展至实证研究中，

将极大地深化“慎独”的实践内涵和现实价值。对任何一思想来说，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

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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