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

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

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

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

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

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

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

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

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

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

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