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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野下传统武术理想人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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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为理论依托，系统展开对传统武术理想人格的探讨。研究认为，受宋明理学道德修养

论影响，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的目标为君子（一种道德人格，既有外在言行举止的合宜得体，又有内在的知、仁、勇、

毅等品格特征）。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对传统武术君子人格的塑造主要产生了 4方面积极影响：1）“先立乎其大”，引

领习武者奠定君子之基；2）贯通事物之“理”，促进习武者成就君子之“知”；3）高扬德性主体，助推习武者成就君子之

“仁”；4）筑牢笃行之基，推动习武者成就君子之“勇”。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野下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的方法与

进路可细化为：由“懵懂”而“致知”的外在锤炼之道；由“为学”而“进德”的内在涵养之道；由“技”近乎“道”的内外合一

之道。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野下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以武“志”树立远大志向，磨练个人意

志，强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武“知”培植“浩然正气”，引导人们求真明善，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武“仁”强化

道德自律，稳固和谐群己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以武“勇”增强责任意识，促进道德认知与实践高度统一，

推进国家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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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围绕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

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的终极成果，是人格（余秋

雨，2014）3，成就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诉求。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最繁荣的时代，一个是先

秦哲学时代，另一个是宋明哲学时代（陈来，2008）。宋明

理学作为后者的主流思想，既承继传统，又合乎时代之创

新，及至今日，亦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是相对完备且影响

巨大的中国传统哲学代表性理论体系。宋明理学以理立

论，通过理、气、心、性等概念的表达，构建不同理论体系，

依现代学术界通常做法，将其分为本体论、工夫论、修养

论等若干理论体系，其中，修养论即为塑造理想人格的专

门论说，在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中发

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宋明理学修养论涉及众多范畴，

但其关键词是“道德”（以下称为“宋明理学道德修养

论”），而道德又是理想人格修养的核心内容，故如何通过

对“身”的调控与“心”的涵养使身心趋于一致，实现人之

所以为人的自我设定，完成人的自我实现（吴凡明，

2011），是其最关切的问题。就此展开的论说，不仅丰富

了传统道德修养论内容，也拓展了理想人格修养的道德

实践途径。

理想人格亦为传统武术的终极诉求，在宋明理学道德

修养论影响下，不仅表现出“拳以德立”“练拳炼人”的价

值取向，也充分体现出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核心特征，使

之发展出不同形式的特色理论，如“为天地之至人”（王宗

岳 等，1995）303、“复其本来之性体”（孙禄堂，2000）265 等。

但已有研究对此鲜有关注，更无深入探讨。基于此，本研

究以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为视角，深究其对传统武术理

想人格塑造的积极影响，阐释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的

方法与进路，并明晰其当代价值。

需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以宋明理学主流思想，即程

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理论支撑。另，传统武术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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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人格，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对其

负面影响，不符合理想人格的基调，若从正反两方面谈，

内容繁多，也非本研究所能容纳，故将消极部分剔除，以

积极部分为主要观点对传统武术理想人格展开研究。

1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儒家强调个体应当由自然的天性提升为人化的德性

（张岱年 等，2004）305，其中涉及修德问题。自先秦始，道

德修养始终是儒家着力解决的问题。孔子以“仁”为道德

核心，提倡“爱人”“以义为先”“克己复礼”等修养之法，并

指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2015）150。

孟子和荀子在继承孔子仁学基础上，对道德修养问题进

行阐述。孟子主张性善论，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反求

诸己”及“养浩然之气”等守善育德的思想及方法。荀子

主张性恶论，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在《荀子·正名》中

提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等

化性起伪的修养方法。

孟、荀二人的修养思想为后来儒者拓宽了思路，“他们无

不本着综合二者的目的，力图对伦理道德的可能性和必须性

做出完满回答”（王心竹，2010）。汉代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

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主张“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邓艳兰，2015），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

道德修养思想。唐代韩愈引入“情”的概念，提出性情三品

说，以是否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德作为判断性善恶的标准，主

张通过后天学习和教化达到上品之性善。唐代李翱在韩愈

观点基础上提出“灭情复性”说，在《复性书》中提出，“人之所

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主张灭情乃至

不生情，才能复性，完善己之德性。

宋明理学家承继先儒修养思想，融摄佛家“禅静”及

道家“致虚守静”的思辨方法，以“理”为本体，以《大学》提

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方法和

途径，对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展开深入阐释。总结各家修

养观点，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可主要提炼如下。

第一，为学立志。理学家非常注重“为学立志”，如周

敦颐强调“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

贤 ，不 及 则 亦 不 失 于 令 名 ”（黄 宗 羲 ，1986）487；朱 熹

（2002）3657 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回答学生

“为学工夫，何以为先”的问题；湛若水认为“夫学以立志

为先，以知本为要”（黄宗羲，2008）881，均视“立志”是为学

与修身的前提与方法。

第二，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源于《大学》，作为“穷

理”的认识论和修养论，被理学家们广为阐述（王月清 等，

1999）。如程颢等（2020）225 指出，“今人欲致知，须要格

物”，以及“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程

颢 等，2020）364；杨时认为“盖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

物格，则知之者至矣”（黄宗羲，1986）953，将“格物”作为

“穷理”“致知”的方法；王守仁（2015）121 以心为本，继承并

创新发展“格物致知”的思想，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

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理学家认为，致

知于道德修养不可或缺，故将认识论与修养论有机结合，

使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表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

第三，诚敬存养。“诚”“敬”在先秦儒家已被提及，至

宋明，被理学家视为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备受推崇。如

周敦颐发挥“诚”的思想，主张“无妄则诚矣”（黄宗羲，

1986）492；程颢等（2020）233提出“涵养须用敬”，拔高“敬”的

价值地位；胡居仁认为，“儒家则内存诚敬，外尽义理，而

心存”（黄宗羲，2008）41，均视“诚”“敬”为道德修养的不二

法门，表达出二者于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的不可替代性。

第四，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与诚敬存养密切相关，二

者相辅相成。理学家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变化气

质”“未发、已发”等思想均与省察克治有关，要求人们谨

言慎行，随时随处反求诸己，复尽天理。如张栻强调“己

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当审察其

私，事事克之”（黄宗羲，1986）1618；朱熹（2002）2041 主张“无

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王阳明（2015）42 认为“省察克治

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强调无时无刻省察克己的修养工

夫，以此察识天理，明德守善。

第五，知行合一。道德修养不能离开“知”，同样离不

开“行”。如朱熹（2002）386认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

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湛若水指出“明德新民，全在止

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黄

宗羲，2008）882。理学家强调“知”要落在“行”上，诚如王阳

明（2015）10所提出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

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行合一”，二者不可单独为事。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以“理”为最高追求，

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修身理论体系。在道德修养方法

上，均主张内外结合，涵养省察离不开实事践履（张家成

等，1997）这一基本观点，其修养论蕴含的优良思想，对传

统武术发展，尤其传统武术理想人格形成与发展，产生了

极大促进作用。

2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野下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的

目标

儒家以治国安民为最终目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

安百姓”是其实现途径，而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则是基础，

也是核心，故人格的完善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张岱年

等，2004）322。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与君子，“祖述

尧舜，宪章文武”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楼宇烈，2015），

即要德以配圣，人格至圣，只有内圣，才能外王。不难看

出，圣人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儒家对社会精英

的人格设定。至于民则显现出一种“教化”思想，君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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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想人格。宋明时期，理学家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基

础上，更为强调“内圣”的道德修养工夫。不同于此前儒

家思想，“其基本精神即突出世俗性、平民性、合理性”（陈

来，2001），使本用于治国安民的理念，因理学思想下移渗

入基层社会，成为学以至圣的“成人”思想，如周敦颐所

言：“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

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黄宗羲，

1986）489。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就是围绕“成人”问题而阐

述。宋以后，深植民间的传统武术，其理想人格必然会受

到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的渗透和影响。

与先秦儒家一般，宋明理学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也

是圣人。同样，与其说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不如说榜样

是圣人。程颐（2020）236 指出：“圣人之量，道也；常人之

量，天资也。天资有量须有限，大抵六尺之躯，力量只如

此，虽欲不满，不可得也。”与圣人相比，常人天资有限，不

可得也。就现实讲，圣人是理学家树立在世人心中的高

远目标，是为维护封建伦常、激励人们不断进取的道德榜

样，而真正能为圣人的寥寥无几。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君子人格才是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也深刻影响

了中国人的性格和思想，成为中国人理想的人格，中国人

最独特的文化标识（闫广芬，2017）。所以，宋明理学家与

传统儒家一样，以圣人为最高理想人格是为推动人们追

求更高道德境界，进而安人、安百姓。实际上，中国人践

行的一直是君子之道，君子才是中华民族向往的人格。

君子，最初是对统治者的泛称，后泛指有德行有修养

的人，具有道德隐喻性（张国龙 等，2019），正如《白虎通

义》中提到的“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换言之，君子

即是一种道德人格，既有外在言行举止的合宜、得体，又

包含内在的知、仁、勇等品格特征，涵盖了道德品质、生命

意义、社会理想等多方面内容。这不仅是君子人格的内

涵，更是众多有志之士毕生为之努力的高远目标。宋明

理学道德修养论要培育的即是能够践行道德理想的君

子，传统武术亦然，尤其在受到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影响

后，更为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就此而言，可以说传统武术与宋明理学在人格价值取

向上相通，均是为塑造身心完善、道德高尚的君子。如苌

家拳《初学条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

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苌乃周，2013）4；《武术汇

宗》强调“‘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语诚

习艺者之箴规”（万籁声，2006）52；《心意六合拳》指出“天

下人多君子少，山上石多金玉缺，世上师众明师希”（何欣

委，2018）21，均体现出传统武术对君子人格的向往。宋明

理学道德修养论以“理”为主线，围绕道德修养提出的为

学立志、格物致知、诚敬存养、省察克治及知行合一等君

子人格修养手段，逐渐内化为传统武术理想人格，即君子

的修养方式中，使习武者不断向内探求，省视身心关系，

从“ 武”的维度（李守培 等，2015）展现着宋明理学道德修

养论独具特色的君子人格修养思想，进一步指导传统武

术君子人格发展及完善。

3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对传统武术理想人格塑造的积极

影响

传统武术理想人格塑造受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的积

极影响，以君子之志为基，在格拳之理、修心养性、切实笃

行中推动习武者成君子之知、仁、勇。

3.1 “先立乎其大”，引领习武者奠定君子之基

君子当立志。“志”是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志”不

立，虽万事皆可行，但万事无可成，故谢良佐提出“人须先

立志，立志是根本”（黄宗羲，1986）923。理学家一致认为，

“立志”在道德修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教人要成为

君子，必须“先立乎其大”。如陆九渊认为“志小，不可语

大人事”（黄宗羲，1986）1894；朱熹（2002）281 强调“学者大要

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张载更是提出“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宗羲，

1986）769 的远大志向。可见，理学家均视立志为君子人格

修养的基础和前提。

武术谚语强调，“习武者当立志，人无志事不成”。立志

对于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尤为重要，受宋明理学道德修

养论立志思想的影响，习武者所“志”的君子人格不局限于

个体层次，而贯通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体现在

3 个层面：1）个人层面主张“修身”，如《永春白鹤拳》的“持

四善”，“善修其身，善正其心，善慎其行，善守其德”（洪正

福 等，1990）；2）社会层面强调“和谐”，如武术谚语“无恃

拳，多恭谦”“匡扶正义，扬善除恶”；3）国家层面追求“安

定”，如《武术汇宗·概言》指出，中国武术，可谓精神已极，小

之防身护己，强筋壮骨；大之捍御外侮，为国效命（万籁声，

2006）1。习武者一旦踏入武学之道，便要立下上述远大志

向，为之不懈奋斗，正所谓“学者，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苏

子不云乎哉！以予观之，为文如斯，习武亦然”（何欣委，

2018）188。可见，在“先立乎其大”的影响下，习武者以“志”

为引，身体力行，为成就君子人格奠定基础。

3.2 贯通事物之“理”，促进习武者成就君子之“知”

“知”是君子修养的关键，无“知”便没有基本道德认知。

理学家将“知”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乃

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黄宗羲，

1986）700，“德性之知”即天理之知。怎样致君子之“知”呢？

刘宗周提出“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诚正以修身

而已矣”（黄宗羲，2008）1590，指出格物穷理为致知的途径，同

时是君子修身入德之处。程朱理学主张由外在客观事物向

心灵内化，即“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

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程颢 等，2020）233，其中“脱然贯通”即是

“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相贯通，“打通”了人与人、人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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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物之间的隔阂（张耀南，2005）89，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

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2002）20。陆王

心学则主张在心上用力，视“格物”为“格心”，即“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王阳明，2015）68，将心中不正的东西

去掉以归于正，进而实现“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贯通，

“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王阳明，2015）16。总之，

理学家均是通过贯通事物之“理”将道德“所以然”与“所当

然”相统一，致君子之“知”。

传统武术之“知”是习武者经长期格拳之“理”逐渐实

现，故习武者习拳练拳，即是致君子之“知”。传统武术君

子人格修养融格物与格心于己身，充分吸收了宋明理学

道德修养论“格物致知”的养分，如形意拳名家李奎桓叙

述形意拳“十二形”练法，“此形之性能，格物通了，在格物

他形之性能，十二形之理亦然，以至于万形之理”（孙禄

堂，2016）172，只要“用功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

表里精粗之无不到，而吾拳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孙禄

堂，2016）174；《太极拳十大要论》“一理第一”指出“盖劲以

积日而有益，功以久练而后成。观圣门一贯之学，必俟多

闻强识，格物致知，方能有功”（王宗岳 等，1995）245；苌家

拳《初学条目》第三条要求“学拳宜明其理，传其神，顾其

名，思其形，方能精妙入细”（苌乃周，2013）3。在长久格拳

“理”的过程中，习武者不仅格万物之“理”、尽物之性，而

且求之本心、尽己之性，逐渐“打通”隔阂，贯通事物之

“理”，从而知“理”明心，完善人格。可见，“格物致知”的

道德修养思想对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产生了重要影

响，“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双重倡导，使习武者不再局

限于个人层面之“知”，而是“打通”内外隔阂，逐渐拓展到

天地万物之“知”，进而“知”理明理，致君子之“知”。

3.3 高扬德性主体，助推习武者成就君子之“仁”

“仁”是一种完美德性，理学家培养的君子即是以

“仁”为核心的道德人格。为突出人的德性主体，理学家

提出“诚敬存养”和“省察克治”的修养方法，强调片刻不

离道德修养，正如吴康斋所言：“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不

可须臾忽也”（黄宗羲，2008）20。无论体用、未发已发等，

均要以诚敬存之养之，培育主体道德自觉，如周敦颐提出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黄宗羲，1986）483；程颢等强

调（2020）233“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已发”应事

接物之时，要不间断察识天理、反求诸己，以“存天理、灭

人欲”，复明心性，如薛宣认为“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

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动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必使一念

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黄宗羲，2008）123。当然，

存养与省察不是断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诚如朱熹

（2002）378 所言：“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

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须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

外透彻”。理学家通过“存养察治”工夫，始终保持心中

“理”通明，使“德性”占据主导地位，成就君子之“仁”。

“仁”之于君子与之于习武者重要性完全相同，如《峨

眉枪法》之《戒谨篇》指出“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

谈元（玄）授道，贵乎择人”（吴殳，1985）9；苌家拳《初学条

目》第二十条规定“学拳宜作正大事情，不可恃艺为非，以

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苌乃周，2013）4，均能突显出传统

武术之“仁”，故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的影响在传统武术

君子之“仁”培养上极为明显。首先，体现在“ 存养”方面，

如《太极拳谱》杨谱指明，“精、气、神有一定之主宰者，意

诚也。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俱不外意念须臾之间”

（王宗岳 等，1995）132；形意拳名家宋世荣提出“练形意拳

者，是效法天地，化育万物之道。此理存之于内而为德，

用之于外而为道也”（孙禄堂，2016）158。其次，体现在“察

治”方面，如前贤论拳：“每临上场打拳，平心静气，毕恭毕

敬，能敬能静，自保虚灵，以虚灵之心，养刚中之气。当凭

得周身空灵，一缕中气随势扬”（马国兴，2004）148；孙禄堂

（2000）258 教习太极拳时言：“练拳时要从其规矩，顺其自

然，外不乖于形式，内不悖于神气；外面形式之顺，内中神

气之和；外面形式之争，即内中意气之中。故见其外，知

其内；诚于中，形于外。即内外合而为一”。传统武术融

摄“诚”“敬”道德修养手段，使习武者通过领悟拳理与技

法，存养心性、察识不足，进而深化“仁”的自觉，以得君子

之“仁”。可见，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对德性主体的深切

关注，使传统武术在君子人格修养中强调习武者对“仁”

的内在认同，进而形成“仁”的思想行为准则，复其本来之

心性，成就君子之“仁”。

3.4 筑牢笃行之基，推动习武者成就君子之“勇”

仁者必有勇。有“知”所以能知“仁”，有“勇”所以能

行“仁”，“勇”是君子修养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须明确

的是，“勇”固然包括外在勇气，但本文强调的是君子之

“勇”。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强调“知行合一”，而如何坚

定不移地贯彻“行”，便涉及“勇”。理学家虽在“知行先

后”上持有不同观点，但均是要勇于将内在道德认知与外

在道德实践相统一，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君子，如程颢等

（2020）208 认为，“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

者”；朱熹（2002）298 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

无目不见”；王阳明（2015）35 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

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因此，能将

“知行合一”贯穿于人伦日用之中，在个体欲望、现实利益

与社会秩序、道德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宁可克制自己的

欲望，也不放弃道德境界的追求（张岱年 等，2004）226，便

可使君子之“勇”化于己身，在君子之道上“勇”往直前。

传统武术历来重视“勇”，如武术谚语“怯敌非只拳艺

浅，多因缺胆少勇气”“胆大试艺走天下，胆小自练难出

院”等，均体现出“勇”的重要性。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

“知行合一”思想明确了传统武术“勇”的道德属性，促使

习武者要成为君子就要“勇”于做到所“知”之“仁”，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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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斋（2014）60 所言：“应以能知者即能行，能行者即能知，

始可谓知行一致，非由真知永无真行之一日，亦非由真

行，不克有真知之时也，诚以相需而相成，乃不二真理，学

术皆然，武道尤甚”。同时，行“仁”要以“义”为先，即事事

合宜，以免道德泛化。习武者以“义”为行为准则，勇于践

行“仁”，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梁启超（2015）概括

的“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

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之

义，均能体现习武者“勇”于做到“知行合一”的“仁义”之

举。可见，于习武者而言，只有将“仁”付诸实践，才能促

进“知”深化，从而使“勇”更加清楚明白。宋明理学道德

修养论“知行合一”思想，促使习武者“勇”于将道德认知

与道德实践高度统一，筑牢笃行之基，成就君子之“勇”。

4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野下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的方

法与进路

传统武术借鉴宋明理学“为学君子”的道德修养论，

探索出一条由“懵懂”而“致知”、由“为学”而“进德”、由

“技”近乎“道”的修养道路，内外共进，培育君子人格。

4.1 由“懵懂”而“致知”的外在锤炼之道

4.1.1 武以定心：心专身恒的君子坚韧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强调“立志”，但不意味着单纯树立

一个远大志向，更重要的是矢志不渝地追求。朱熹（2002）3657

提出，“既知这道理，辨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只患

立志不坚”，即人不仅要有“志”，而且“志”要坚才能进步，即

“定心”。“志”乃心之所向，定心，心才能专、身才能恒。受此

影响，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也须心专身恒，惟有“专心”才

能“致志”，“有恒”才能“出功”（李守培，2016）58，否则便会如

《少林内功秘传》所言：“若畏难而徘徊不进，或立志不坚，则

难关打破，永无成功之日”（薛颠，2011）。所以，苌家拳《初学

条目》要求“学拳宜专心致志，殚心竭虑，方能日进一日”（苌

乃周，2013）4；《武术须知》强调“吾辈研习武事，期在深造，必

须持以恒心，刻苦练习，勿躐以求速，勿半途辍业”（全国体育

院校教材委员会，1997），均能体现立志、定心在传统武术“成

人”之路上的重要性。

同时，习武要经历长期身心双重锤炼，诚如万籁声

（2006）142 所言：“是以武功一道，非有坚韧不拔之志者，难

得有大成功”，故习武者若要成就君子人格，坚韧心性必

不可少。总之，习武者在君子人格修养道路上，首要定

心，始终专心向学、恒以赴之、百般磨砺，将“求道”的行为

不仅转化为培养道德意志的途径，也形成一种自觉的道

德实践，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习武者独具的道德精神与

气象（李守培 等，2017）。只有这样，才算踏入君子之道。

4.1.2 武以“知”理：千锤百炼的君子工夫

及立志，需工夫，后渐至君子。首要知“理”，传统武术之

“理”体现于武术动作、拳理、用法等多方面。宋明理学道德

修养论主张“格物”而“致知”，传统武术受其影响，力图通过

学练“工夫”铸就理想人格。如石敬岩传授吴殳枪法，“先练

戳，戳不许多，四伐五伐，则喘息汗下，止而稍憩，又四伐五

伐，以力竭为度……以渐加之，必日五百戳，凡百日后戳址固

焉……戳之后乃教以革……练革无终期，十年二十年益善”

（吴殳，1985）110。习武者以精熟为明理之道，通过“格”传统

武术技理、技法的锤炼功夫，致君子之“知”。

此外，传统武术各种技术动作虽不尽相同，但确有共

通之“理”。受理学家“格物致知”修养方法启发，传统武

术认为，做足“积习”工夫后可“打通”内在隔阂，实现拳

理、拳技的一体贯通。如形意拳“至于开步练习，一形不

顺不能练他形，一月不顺，下月再练，半年不顺，一年练，

练至身体和顺，再练他形……一形通顺再练他形，自易通

顺，而其余各形皆可一气贯通。拳经云：‘一通无不通

也’”（孙禄堂，2016）177；太极拳“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机

趣横生，妙理悉现，万殊一本，豁然贯通焉”（王宗岳 等，

1995）303。可见，若要成就君子之“知”，千锤百炼的“格物

工夫”不可或缺。总之，习武者在习练传统武术时，要时

刻保持心专身恒，于千锤百炼之后，由“懵懂”走向“致

知”，踏出君子之道的第一步。

4.2 由“为学”而“进德”的内在养成之道

4.2.1 武以修德：体悟相协的君子涵养

“知”理是为了将“理”内化于心，实现内在德性不断

提升，故“向内用力”的涵养工夫是理学家极力推崇的道

德修养方法。“悟”是习武者练艺修身极为重要的手段，也

是成就传统武术君子人格的必须途径，受宋明理学道德

修养论影响至深。传统武术修习需以“体”为基础，在

“知”武理后，以“诚、敬”为手段进行一番苦“悟”，实现

“体”与“悟”相呼应，而“悟”即是习武者在“体”的基础上，

对传统武术技法的内在感悟，是揭去当前心中遮蔽的过

程，是对拳性和自我个性的不断回归（李守培，2016）60。

如太极拳“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

（王宗岳 等，1995）25；形意拳“法术规矩在假师传，道理巧

妙，须自己悟会……所以练拳术者，先要求明师得良友，

心思会悟，身体力行，日日练习，方能有得也”（孙禄堂，

2016）171。习武者之“体悟”不仅为了提高武术技艺，更为

了涵养心性、修养德性，如吴图南（1984）指出，武术“当以

修德养性为唯一之目的”。可见，传统武术“体悟相协”的

习练方式融合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的涵养功夫，使习武

者在长期修习中，不再单纯为了技击，而追求修君子之

德、养君子之性，以成就君子人格。

4.2.2 武以得“仁”：克己自讼的君子气节

君子之“仁”一方面是内在的“仁”刚健不息地显之于

外（如诲人不倦），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内在地深化“仁”

的自觉（如克己复礼）（李翔海，2017）。传统武术是主杀

伐的技击术，最终是武以得“仁”，还是武以得“暴”，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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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习武者道德品性。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强调，人们要

时刻做着省察克己的工夫，保持君子气节，这强化了习武

者的道德自律，使习武者时刻“克己自讼”。如《少林七十

二艺练法精选》要求“不显于人，不损于己，遇一切外魔挫

辱，淡然怡然，不介于意，任人之笑骂嘲激，而无动于心，

神专志一，以守吾真”（金警钟，1988）；《昆吾剑谱》“剑箴

十条”第十条规定“倘遇自鸣得意者，任其狂悖，不必与人

争辩。既得真传，又须涵养性情。倘无知之徒妄加讥贬，

只可任其迷糊，不必与之较量”（李凌霄，1988）。从中可

以看出习武者即使面对不善言论与行为，也要求克己自

讼、恪守心性，以存养仁德。可见，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

使习武者在修养君子人格的过程中，不断将“仁”内化于

心，存之养之、察之克之，由“为学”而“进德”，实现道德修

养不断提升，以得君子之“仁”。

4.3 由“技”近乎“道”的内外合和之道

4.3.1 武以显“勇”：敬义夹持的君子操守

自古以来，谈“武”必涉及“勇”。“仁勇兼备”“智勇双全”

等均是武术给予“勇”的定位，即“勇”与“仁”“知”分不开。换

言之，践行“仁”“知”需要“勇”，尤其是从“武”的维度出发。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强调“知行合一”，要求做到“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实现道德应然与实然相统一，这是成为君子的关

键。这种修养思想使传统武术君子之“勇”得以显现，即能够

在合“义”前提下，将“理”付诸实践，做到内外合一之“勇”。

于习武者，受到刺激后，没有道德的熏陶和法规的约束，简单

直接反映出的匹夫之勇（杨洋，2016）最为致命，如逞一时意

气的个人英雄主义，虽含勇的成分，但并非君子之“勇”。君

子之“勇”顺“理”而行，于仁义之举中显现，如“精武会训”要

求，“凡我会员必须以仁爱为怀，服务为旨，以我所有，助人所

无；牺牲个人力量，以求造福人群；忠信待人，廉政守己，见义

勇为，积功于天爵；重振风教，多行而寡言。凛遵斯旨，庶几

完人”（周伟良，2000）。这种对“仁”的深度认知及对仁义的

高度践行，彰显出习武者能够持守本性、躬身力行的君子操

守。因此，受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影响，传统武术理想人格

之“勇”得以显现的是一种君子“大勇”（张耀南，2005）159，是

习武者能够敬于“心”、顺于“义”的君子操守，是内外合一的

圆满。

4.3.2 武以立人：允执厥中的君子人格

“允执厥中”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凝结，君子即是

在这种智慧中孕育而成的完美人格。宋明理学道德修养

论关于“中”的问题集中在“未发已发”上，“未发已发”又

贯穿于道德修养整个过程。理学家认为真正的君子要做

到“未发之中”“已发之和”，即未发时“诚敬存养”以执中，

已发时“省察克治”而执和，当然已发时“中”亦不可或缺。

受其影响，习武者追求“允执厥中”的君子人格，而“中和”

则是传统武术的君子之道。习武者“通过遵循‘中和’理

念的道德感化和技术训练，使其道德达至中和之境”（郭

玉成 等，2013），于内表现为体之中，于外表现为用之和，

“诚于中而形于外”，即传统武术追求的“内外合和”之道。

在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影响下，“中”在传统武术君

子人格的修养过程中被无限放大，贯通于“武”之练用中，

如峨眉枪法，“凡扎之求中而中，未尽善者也。尽善者，不

求中而中”（吴殳，1985）98；孙禄堂（2000）377 亦言：“练到至

善处，以和为体，和之中智勇生焉……所以拳术一道，首

重中和。中和之外，无元妙也”，旨在从拳法规律中探寻

“人之为人”的“成人”路径，达到人格境界的提升（王岗

等，2019）。可见，传统武术虽是技击术，但追求超越“技”

的“道”，而此过程即是“立人”过程。宋明理学道德修养

论为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提供方法与进路，使习武者

在修习技术过程中融摄“知”“仁”“勇”三德，在长期研习

拳“理”的身心磨砺中明心见性，实现“道”的追求，培养允

执厥中的君子人格。

5 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野下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的当

代价值

在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影响下，习武者将自我修身与

社会、国家发展联系起来，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中，

实现自我价值。随时代变迁，尽管部分思想理论有其历

史局限性，但其中具有永久性、普遍性特点的内容，对于

当下社会仍具积极意义。

5.1 以武“志”树立远大志向，磨练个人意志，强化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

有志者事竟成。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立志”为君

子修养基本手段，提出“先立乎其大”，使习武者一入武

道，便立武“志”，为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指明方向。习

武者面对日复一日枯燥的修行及身心千锤百炼之痛苦，若

立志不坚不可能有所成就，诚如李存义所言：“练形意者，

勿求速效，勿生厌烦之心，务要有恒，作为自己一生始终修

身之功课，不管效验不效验，如此练去，功夫自然而有得

也”（徐皓峰，2009）。追逐武“志”的道路，即磨练人意志

的过程。以杨露禅、孙禄堂、董海川等为代表的武术名家，

为个人武学志向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习武轶事，正能体

现出习武者在追求武“志”道路上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课程》中引用朱熹的话，“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

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指出要引导学生立雄心

壮志，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

此，弘扬武“志”，于世人尤其青少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与价值。一方面，可以定人之心，引导人们在学习、工作、

生活中找到正确方向，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努力做一个有

价值的人。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人们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

上的矮子”，时刻以“心专身恒”严格要求自己，无论面对怎样

的挫折，均能矢志不渝地坚持到底。因此，在当下社会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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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志”，可树立人们远大志向，对磨练意志、强化自强不息的

民族精神有良好促进作用。

5.2 以武“知”培植“浩然正气”，引导人们求真明善，

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知”是一种理性品格，按儒家的看法，缺乏理性品

格，主体往往会受制于自发情感或盲目意志，从而很难达

到健全的境界（张岱年 等，2004）323。宋明理学道德修养

论认为，通过“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求真知、明是非，可

致君子之“知”，该思想对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修养产生了

显著影响。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强调“首要明理”，诚

如王芗斋所谓：“夫学术一道，首要明理，更须切实用功。

若不首先明理，不知用功切要之所在，易于走入歧途，功

夫愈深，残害愈烈”。“理”既是拳之技理，亦是避免走入歧

途之道理。在不断格拳“理”的过程中提升习武者的道德

认知，培植“浩然正气”。明“理”愈深，愈能“知”“切要之

所在”，才能在世俗妄语中保持对真理的追求和善的向

往，致君子之“知”，向世人彰显习武之人正义凛然的君子

品格。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力

促思政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德性之知”与“见

闻之知”齐头并进，但就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而言，“德性

之知”在育人中的作用尚待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并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中强调，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努力做到每一堂课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授

美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生根

发芽。在此背景下，倡导武“知”，一方面，“无德无拳”的

“知”理思想，可以促进人们在“见闻之知”的基础上，充分

融摄“德性之知”，重新唤醒人们做人重于做事的人生态

度（蔡剑桥，2019），培植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习武者千锤

百炼的工夫及追逐君子之“知”的态度，可以强化世人“为

己之学”的理念，减少功利性目的，引导其求真明善，养成

正确人生价值观。总之，倡导武“知”是为了致君子之

“知”，故在求“知”时，既要求真，更要明善，培植一身“浩

然正气”，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5.3 以武“仁”强化道德自律，稳固和谐群己关系，推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

“仁”是君子人格的内在本质。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

强化了德性主体在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中的主导作

用，深化了德艺双修的拳学理念，推动习武者追求以武

“仁”为核心的传统武术君子人格。习武者生活在以血缘

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决定其不能

独善其身。如王芗斋（2014）45 提出，拳学一道，不仅锻炼

肢体，尚有重要深意存焉。就传统而言，首重德性，其应

遵守之信条，如尊敬师长、重亲孝长，信义仁爱等，皆是

也。此外更需要侠骨佛心之热诚，舍己从人之蓄志，苟不

具备，则不得为拳家之上选。这不仅体现出传统武术对

习武者道德修养的重视，强调道德的自律性，更突显出习

武者以群体为本，注重稳固和谐群己关系的君子之“仁”。

在现代社会中对武“仁”展开探讨正当其时。习武者

练用武术和日常交际，均是涵养工夫，修德过程。推之于

人，其一，传统武术训练、技击及日常生活的相关道德规

范，有助于强化世人的道德意识，使道德规范内化于心，

事事反求诸己，做到以诚待人、以礼待人，弘扬仁爱精神；

其二，武“仁”突显的“德技兼修”“重义轻利”等武德理念

可启发职业道德建设，促进人们认识职业规范、明确职业

责任、内化职业道德，推动职业道德落实。从生活、工作

方面，整体强化人们的道德自律，做一个成人成己的君

子，进而稳固和谐的群己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展。

5.4 以武“勇”增强责任意识，促进道德认知与实践高度

统一，推进国家文明建设

“勇”与“知”“仁”同被视为君子必不可少的品质。宋

明理学道德修养论明确传统武术“勇”之道德属性，使习

武者能够勇于坚守和贯彻“知”与“仁”，做到“知行合一”，

并将个人理想融于社会、国家的发展目标中，成为有责任

担当的君子。君子因其责任担当而往往见义勇为，展现

出道德之“大勇”，即便用武，也体现出“仁义”思想，制人

而不伤人，如万籁声（2006）49 言：“吾等习武功，固以能终

身善保其技不与人较短长，自为得策。但有时出于无奈，

非以武力不能了者，则亦须视当时情形而与之抗衡。有

暗害者，有教艺者，有劫夺者，其对付手段，自有轻重。最

好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创惩戒之，勿遽下毒手，是为最

要。”就此而言，武“勇”是可贵的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而这便需人们“勇”于“知行合一”，提升整体道德修养

和文化素养。基于此，于当下大力弘扬武“勇”品质，一方

面，武“勇”之敬义操守，可使人们深度认知自我，勇于正

视缺点，促进人格完善；另一方面，习武者见义勇为、崇德

扬善等武“勇”行为，可强化人们的责任担当意识，使之勇

于承担责任，且可增强道德实践“勇”气，落实“德性之

知”，促进道德认知与实践高度统一，进而推动国家文明

建设。

6 结语

凡是道德，便应成风；凡是君子，便应成风（余秋雨，

2014）20。经过宋明先哲阐发而形成的宋明理学，达到了

极高理论建设高度，其将天理贯穿于人伦日用之中，空前

地突出了道德主体于人的重要性。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

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立场，强调对“理”（道德）的察

识和践履，助推人们修养君子人格。传统武术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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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承载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核心思想，使传统武术蕴

含的不只是技击之道，更是提升道德修养、完善人格的

“成人”之道，也即君子人格的修养之道。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论

古思今，传统武术理想人格修养理论于当代仍具极强现

实意义。因此，本研究从宋明理学道德修养论视角下对

传统武术理想人格展开系统探讨，不仅是对传统武术文

化的深入解读，更是对当代习武者，乃至道德观念、价值

追求、人生理想的深刻反思，展现出传统武术理想人格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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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 its forms and contents when requisitioning this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race held in Y Village; 2)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i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llusion between the nation and local society; 3)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effects: Implementing nation-state discipline, strengthening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improving
local governance, etc. Final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a comprehensive inheritance path of folk sports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logic
of folk sports as a technology of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modern sports, the great tradition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 and discusses the anthropological issues such as how the nation-state is internalized, constructed and imagined.
Keywords: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race; nationalization; folk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path; in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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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Wushu. Influenced by the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goal of ideal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in traditional Wushu is to be a gentleman. The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of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ad four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haping of the gentleman’s personality of traditional
Wushu: 1) “Setting high goals first” to lead the Wushu exercisers to lay a foundation of being a gentleman; 2)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of things thoroughly to promote the Wushu exercisers to achieve the “knowledge” of gentlemen; 3) highly advocating the
virtue subject to promote Wushu exercisers to achieve the “benevolence” of gentlemen; 4) buil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actice to
promote Wushu exercisers to achieve the “courage” of gentle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onfucianism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traditional Wushu gentleman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can be
detailed as follows: The way of external tempering from “ignorance” to “knowledge”; the way of inner self-cultivation from
“learning” to “morality”; the way of uniting inside and outside from “skill” to “Tao”.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ideal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onfucianism moral cultivation theor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is
mainly as follows: Setting up lofty aspirations with Wushu “ambition” to temper individual will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pirit of
constantly striving; cultivating “awe-inspiring righteousness” with Wushu “knowledge” to lead people to seek truth and goodness
and develop the right values in life; strengthening moral self-discipline with Wushu “benevolence” to maintain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nhanc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ith Wushu “courage” to promote a high unity between moral cognition and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wushu; ideal personality;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ory of mor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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