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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蒙》作为张载晚年的集大成之作，蕴涵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在《正蒙》之中，张载更加深入、全面

地阐释了“横渠四句”的道德观，并提出了“立人”“求贤”与“化圣”的三维道德目标，符合道德教

育的普遍性与崇高性相统一的要求。同时，张载还提出“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的修养道德的方法，

二者相辅相成，贯穿于道德修养的整个过程之中。《正蒙》中的德育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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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Zhangzai in his later years, Is Covered contains abundant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In Is Covered, Zhangzai further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ained the moral concept of 
“Hengqu Four Sentences” and put forward the three-dimensional moral goals of “cultivating 
people”, “seeking talents” and “turning saints”, which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nity of un-
iversality and nobl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Zhangzai also put forward the me-
thods of moral cultivation of “knowing rites and becoming natural” and “changing temperament”,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moral cultivation.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in Is Covered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complete in system, which are the 
esse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stil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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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张载作为宋代儒学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更是在德育观念的塑造与传承上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横渠四句为准

则，阐释了他对于道德标准、道德方向和道德追求的深刻理解。《正蒙》作为张载晚年的定论之作，集

中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德育理念。在这部书不仅诠释了他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还着重探讨了

人的心性和道德修养的问题。在《正蒙》中，张载提出了许多关于道德修养、人性本质以及社会伦理等

方面的观点，对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对道德教育的理论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重要意义。 

2. 《正蒙》中的德育观 

2.1. 建立道德标准——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是建立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道德。“人为天地之心”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论断之一，

《礼记·礼运》篇曾言：“人者，天地之心也[2]。”既然人为天地之心，张载为何不说为人立心，却说

为天地立心？《正蒙·诚明篇》言，“诚明所知，乃天地良知”，又言“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

人异知，不足以尽明”[1]。在张载看来，“立人心又必须依据天地之心而立，其价值依据来自天”[3]。
清代学者认为，“天地无心，人者天地之心也”[4]。“为天地立心”中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是人，人

是天地的生生之物，是天地的衍生之物，人源于天地。虽然天地本身不能为自己树立本心，但是天地衍

生出的人可以为树立人的本心，人树立起人的本心，也就是树立了天地的本心。因此“为天地立心”即

是“为人树立本心”，“为人树立本心”即是“为天地树立本心”。什么是心？《正蒙·太和》篇说道，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1]。心是性与知觉的集合，而性包括两方面，“性其总，合两也”[1]，合性

即是合天地之性与和气质之性。“在张载的构想中，天地之性是全然至善的，是人之为人的本性，而气

质之性相对来说包含的内容相对复杂，首先它是人性中‘恶’的来源；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个性差异的

原因”[5]。知觉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自己的行为，过滤“气质之性”中

恶的成分，使气质之性合乎天地之性，达到至高的道德，这就是心。“‘天地之性’的至善性和至高性，

‘气质之性’的可移性和变化的可能性，为他最终变化气质的论断做铺垫，是人一切变化和礼化活动的

立足点和根据”[6]。“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1]。心可以使道德得到充分的弘扬和发展，立心不

仅仅是顺应天地，立心更为重要的是修养道德。张载对于心的定义侧重了心的道德属性，“为天地立心”

的命题体现了“天人合一”和“修养道德”的有机结合。道德教育应当以客观规律为依据，注重道德价

值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才能顺应天地。同时，道德教育还必须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受

教育者主动思考和探究道德问题，树立起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 

2.2. 把握道德方向——为生民立命 

“为生民立命”是明确和把握人的命运中的道德方向。立命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议题之一。人一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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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旦夕祸福，前途命运都是难以推测和意料的。在难以预料世事之中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方向是极为重

要的。《正蒙·诚明篇》言，“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1]。张载认为，人有两种

前途命运，“气命”和“德命”。一种前途命运是道德没有战胜“气质之性”，也就是人没有去除“气

质之性”中不符合道德的成分，这种人的命运就是气质之命。另一种命运是道德战胜了“气质之性”，

也就是人的言行符合道德要求。张载认为，“德命”是人可以通过修养自身的道德实现“德命”，显然

张载认为“德命”是人应该追求的。如何实现“德命”？张载在《正蒙·诚明篇》言，“故思知人不可

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又言“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1]。人充分发挥人和物的性可

以达到天命，这是因为性与命之间是相互贯通的关系，同时人还必须穷理才能尽其性，穷理不仅仅要穷

事物之理，亦要穷人伦之理。人是世界上万事万物中的一类，穷事物之理可以使人正确的认识到天性，

也就是认识到客观世界的规律。人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人，又常常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容易违背“天

地之性”，学习人伦道德，使人固有的“天地之性”得到彰显，使“气质之性”得以修正，就可以达到

“尽性至命”的境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的目标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的

价值引领导向，发挥道德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做到尽学生之性，使学生能够自觉形成

正确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追求。 

2.3. 提出道德追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继承圣学，启发民智，实现社会的繁荣稳定。宋朝初期，

儒学衰微，佛道思想盛行以至于人伦失序，空谈流行，民生艰难。张载清晰地认识到佛道思想无法承担

起改善社会民生，振奋百姓精神的责任。张载认为，儒学作为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包含了丰富的人文

精神和社会伦理，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伦关系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继承和弘扬儒学，才能够重新

建立起社会的人伦秩序，带领民众走向繁荣和稳定。“为万世开太平”则表达了张载对于未来社会的期

许和追求。他认为，只有通过继承往圣绝学，才能够实现社会的长久太平与繁荣。这种太平不仅仅是指

社会的安定，更是指人民在道德水平上的进步和社会风气的改善。张载强调了继往圣绝学与开太平之间

的内在联系，指出了儒家传统对于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作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辩

证统一的。“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复兴和发展儒家道统，重新构建起社会人伦秩序。“为万世

开太平”就是要开创万代盛世，体现了张载以及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价值追求。“继往圣之绝学”是实

现“万世太平”的前提和基础，“开万世太平”是“继往圣绝学”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只有继承往圣绝

学才能够实现万世太平，只有以开万世太平为价值导向，才能够真正继承往圣绝学。“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成分，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往圣绝学之精华，实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和应用。同时，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要以“为万世开太平”崇高的理想

信念为价值引领，主动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3. 道德教育的三维目标——“立人”“求贤”“化圣” 

张载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德育的最终目的是“成圣”。《张载传》记载，

他“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7]”。 “成圣”是张载一生的追求，

也是张载德育思想的最终目标。根据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张载将人划分为四个层次：凡人、贤人、大

人和圣人。因此道德教育的目标可以分为“立人”“求贤”“大人”“化圣”四个阶段的目标。 

3.1. 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立人之性 

第一层次为“立人之性”，这是道德教育的最基础的目标，即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人的独特之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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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有与众不同的德性，这是区别于其他万物的根本特质。“学者当须立

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辩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1]。人既是天地产物，具有万物共有的物

质性，与飞禽走兽无异，但是人同时还是社会产物，具有为人所特有的属性——“德性”。“德性”是

使人与其余万物有所区别的根本特质，认识到人的“德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立人之性”

就是使人认识到之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以人的标准要求自我的言行合乎“仁”，这是张载道德教育

的最低要求。张载认为“立人之性”不仅仅是静态的认识，而且需要不断学习和修养。“知礼成性”是

张载的一个重要德育思想。“知礼”是“成性”的重要方法，张载认为，“学者阶段是‘性未成善恶混’

的状态，通过学礼可以有所操守”[8]。学者通过知“礼”可以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德性，在实践中规范自

我的言行并不断加深对于德性的理解。张载提出，学者应该始终保持对德性的关注和涵养，而这种关注

和涵养必须建立在对于德性的深刻理解之上。《正蒙·天道篇》言，“学者常存德性”[1]。张载认为学

者要涵养、保存德性。涵养、保存德性必须首先认识德性。人通过对于“礼”的学习才能够达到对于“性”

的认识，但仅仅认识到“性”是不够的，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维持和加深对于“德性”的理解，只有在

不断的涵养过程之中才能够达到下一个道德阶段，即“求贤”。 

3.2. 道德教育的阶段目标——求为贤人 

在“立人之性”的基本道德目标的基础上，张载又提出了“求为贤人”这一更高层次的道德教育目

标，这是张载道德教育的阶段性目标，属于一般学者能够达到的阶段。贤人的标准是什么？张载认为，

“克己行法为贤。”处在贤人阶段的人可以自觉的克制自身的不当欲望，做到与礼法相一致。贤人在立

人之德性的基础上进行德性的修养，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这种“无我”境界是区分学者和贤人的

重要标志。“学者行德是‘有我’的境界，贤人行德是‘无我’的境界”[9]。也就是说，贤人和学者的

不同之处在于，学者已经将礼法与自身的行为自觉地融为一体，不需要刻意要求自我行为符合礼法，而

学者需时时自我提醒，将自己的言行与礼法进行对照。贤人在自我道德修养具有“勉勉以成性”的特征，

《正蒙·中正篇》所说的“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1]，指的就是贤人的修养方

法与修养特征。学者阶段虽然同样具备了德性修养，仍需要持之以恒，不断地涵养德性，这样才能够实

现“勉勉以成性”。尽管学者和贤人都停留在“成人不成物”的阶段，但是贤人在“成人”这一方面的

修养已经完成，贤人的行为举止已经和圣人相近，但二者的内心境界存在差距。正如张载所言，“克己

行法为贤，乐己可法为圣，圣与贤，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1]。贤人要做到“能尽其道”成为圣人，

就必须进一步扩展延伸到“成人”及“成物”的阶段，从而进入“成不独成”圣人的阶段。 

3.3.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大而化圣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圣人，即“化圣”。贤人在进一步学习和涵养的基础性，从行为上已经

和圣人完全一致，但是还不能称之为圣人。“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

成不独成”[1]。处于“大人”阶段的人能够推己及人，推己及物，超越了“独成”的狭隘界限。同时，

大人的外在行为举止已经和圣人已经完全相同，外人难以分辨。如张载所言，“大与圣难于分别”[1]。
大人和圣人的主要区分在于“心化”。“实现‘化’的境界，需要达到极致的德盛仁熟，这并非是通过

聪明才智就能够实现的”[10]。“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皋陶辈犹未必能知。然须当皆谓之圣人，盖为

所以接人者与圣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为圣”[1]。张载认为，大人是否称得上圣人，只有处于大

人阶段的人自己知道。《正蒙·作者篇》言，“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

兴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1]。张载认为，从大人阶段实现向圣人阶段的飞跃，不在于外在功业的累

积，如同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他们建立功业的目的并非述于人，而在于内心的“仁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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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又言“故尝谓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盖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则不可加功，加

功则是助长也，要在乎仁熟而已”[1]。与大人相比，圣人已经达到了与天道和人道融通的境界。“圣人

之动，无非至德”[1]。圣人是至德之人，能尽天地之性，明察万物而无所偏私，教化百姓于潜移默化之

中，开创万世伟业，实现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化圣”不仅仅体现了张载德育的最终目的，而且体现了

张载德育思想中积极入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崇高历史使命感与价值追求。 

4. 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 

4.1. 知礼成性 

张载的道德教育最基本的两种途径就是“知礼成性”与“变化气质”，这两种道德修养的方法始终

贯穿于道德教育的始终。张载认为，“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1]。人身上虽然都有“天地之性”，但常常会被各种欲望和恶习所蒙蔽。“‘气质之性’

遮蔽并影响了‘天地之性’的体现和发挥，而‘天地之性’又必须通过‘气质之性’来落到实处，故而

张载提出了以‘知礼成性’为特点的修养工夫论”[11]。“知礼”的追求是成“天地之性”，“变化气质”

同样是为了改变“气质之性”达到“天地之性”，“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这两种修养方法是内在

统一的。 
知礼为何能够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礼’与‘性’都是天之固有。在人身上表现为性，在社

会上表现为礼义秩序”[12]。礼与性二者之间存在共通性，二者都是天在不同主体上的表现，所以知“礼”

可以成“性”。“知礼成性”中“知”是指通过认知学习获得智慧，儒家学者通过深刻领悟宇宙和人生

的根本问题，获得了这种大智慧。在张载看来，认知的内容主要涉及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知

识，“知”的层次则不仅包括了对道德信条的认知性学习，还包括了对道德信条的超越性体悟而得的道

德敏锐感。“知礼成性”中的“礼”指的是古代的礼仪文明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蕴含的核心精神。据

张载的观点，学者通过遵循礼仪来引导行为，是实现修养进阶的一种快速途径。遵守礼仪的规定，追求

善良并摒弃恶行，去除个体的人气质之性中“善恶混杂”的状态向纯善的“天地之性”转变，具有重要

的帮助作用。 

4.2. 变化气质 

“变化气质”基于张载的二重人性论。“变化气质”的学说，可以和恶的来源问题联系起来，虽然

气质不全是恶的，气质也有清的一面、粹美的一面，这是不需要变化的，但大多教情况下，几乎每个人

在气质方面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人的气质有刚强柔弱、急躁缓慢、灵巧笨拙、聪明愚蠢的分别。人

常常被种种不同气质所框定”[13]，所以通过修养改变气质中的缺陷就显得十分必要。改变气质同样与“礼”

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变化气质必须不断地学习“礼”。首先要有学“礼”之志，张载言，“有志于学者，

却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1]。变化气质还要保持虚心的

态度，张载认为，“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1]，所谓“虚心”就是“忘成心”。何为“成心”？《正

蒙·大心》篇中说：“成心者，私意也”[1]。“张载认为有了私意，就无法‘虚心’，‘恶己之异，便

是固、必、意、我，无由得虚’”[14]。私心的存在会妨碍个体的虚心态度，因为私心使个体固执于自我

意志，无法真正达到“虚心”的境界。 
尽管这两种方法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内在上是统一的。知礼成性强调外在行为的规范和礼

仪，而变化气质则更注重内在的修炼和心态的调整。然而，两者都可以相辅相成，人通过学习礼仪和规

范来塑造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可以影响内在的气质；反之亦然，通过内在修炼改变气质，也会体现在外

在行为上。因此，这两种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实践中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帮助个人达到更高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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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5. 《正蒙》中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必须坚持党

的教育方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多元文化的碰

撞，青年学生更容易受到各种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

一项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

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同时指出“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

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5]。这一重要论

述指出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方向。张载的德育思想与立德树人

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张载在《正蒙·中正篇》同样说道，“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

[1]。只有德性高尚的人才能够保持学问的正确方向，并将学问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思想政治

教育也需要秉持德育为先的理念，培养青年一代正确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张载的德育目标的设置层次鲜明，既有普遍适用的基础道德标准，也有较高水平的道德追求，同时

也树立了最高道德标准的榜样。张载对于德育目标的设置体现了广泛性和先进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的设置同样需要兼顾这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目标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政治

意识和道德品质，使其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公民，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促成学生不断

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水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历史责任感。 
张载的德育方法包括“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两种基本方法。“知礼成性”通过强调通过学习

和遵循传统礼仪来培养品德和修养，在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需要强调尊重传统文化、礼仪规范，

培养学生的文明素养和道德品质。变化气质则注重个体气质的改变和提升，通过志向、虚心等方法涵养

德性。在现代教育中，也需要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积极向

上的心态和品格。“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的德育方法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同样具有十分

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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