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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管子》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之一,“心”被多次提到,并贯穿于《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和《白心》四篇之

中。《管子》围绕心之重要、心之境界、治心方法等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心学体系。《管子》治心思想对于现

代德育的宗旨、理路、方法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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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由一些稷下士人托名管子著述而成,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法制、教育等多个

领域,素有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巨著的美誉。《管
子》是对齐国崛起称霸中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可谓

是一部“霸书”。其中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和
《白心》四篇,均以“心”为最核心的阐述对象,在思想

上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被当作独立整体对待,
被称为“《管子》四篇”。其中,“内业”为内心的修养,
“心术”指心的功能,“白心”则是洁白其心[1]。

《管子》虽是受老子道家哲学影响所催生出来的

黄老作品,但其对道的探索是围绕“心”展开的,且围

绕“心”形成了融会贯通的思想体系,因此《管子》道论

与传统道家思想有明显区别,对道家和儒家思想都产

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

地位。
一、心之重要

“心”的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意识、情志、欲望、
心灵等现代心理学和哲学所讲的所有精神心理现象

的总和[2]。《管子》从三方面阐述了心的重要性。第

一,从心与身的关系而言,《心术上》开篇即提出:“心
之在体,君之位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①,这与《黄
帝内经·素问》所讲“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一
脉相承。人心对于人体,就像国君对于国家那样重

要;心不乱,则人体的其他器官就会正常发挥各自功

能。《心术下》指出:“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能戴

大圆者体乎大方。”这里的“正静”,也是指人心而言

的,即内心安静,筋骨会坚韧而强健,进而能顶天立

地,目光如日月般敏锐。《内业》也提出:“定心在中,
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说明心对人的眼、
耳、鼻等器官的重大作用。第二,从心与道的关系看,
《内业》提出了“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

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等观点。《管子》认为,道
没有固定的住所,人们只有善于治心,才有可能把它

安顿下来;就像儒家主张的“道不远人”,大道就在每

个人的身边,只要静心修炼,心静气顺,道就会来到你

的身边;又像《道德经》讲的“致虚极,守静笃”。我们

的内心只有达到虚静无欲的空灵状态,才能真正体悟

到宇宙万物的规律,也就是自然之道、宇宙真理、人生

真谛。“修心静意,道乃可得”,说明了修心与得道之

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第三,从治心与治国的关系看,
《心术上》提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对

于国家的治理者而言,百姓的内心修养好了,国家的

大治就能实现了。《内业》又云:“我心治,官乃治,我
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认为治心

与治国具有一致的道论基础,将心治与官治、治心与

治国联系起来[3]。
二、内心修养的最高境界:静
《管子》从天地的自然之性推及人性,认为静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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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引文句均出自刘晓光校点的《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



自然对万物提出的要求,人心之静是顺应天地之性

的。《心术上》指出:“天曰虚,地曰静,乃不忒。”意思

是天是空旷缥缈的,地是安静厚重的,所以不会出差

错。《内业》指出:“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是故

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

定。”意为天重在端正,地重在平坦,人重在安静。圣

人要静待万物,心不随外物的改变而动摇。心只有平

静、端正了,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定。《管子》进而指出

心静对人的身体、道德素养等的影响。《内业》又指

出:“中不静,心不治”。《内业》多次阐述贵静思想,认
为修心只有达到静的至高境界,人们才能“观其复”,
才能悟得“道”的真谛。如:“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
心静意,道乃可得”“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
道将自定”。《心术上》从以阴制阳、以动制静的角度,
也阐述了“静乃自得”的思想。“人主者立于阴,阴者

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
故曰静乃自得。”《心术下》也多处强调“正静”的作用,
如人能正静者,筋骨强健;提出:“正静不失,日新其

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就是说,人如能达到静的理

想境界,将有助于德和才的增长。
清静、守静一直是道家的道德修养标准,《管子》

重静思想可能与其兼有道家思想有关。随着文化的

继承和交融,后世的儒家、理学家等也把静作为个人

内心修养的最高追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首倡“主
静”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准则,又以主静作为修养的

方法。直到明清,“主静”成为许多仁人志士修养身心

重要内容。明朝吕坤指出“人之生而静,天之性也。”
清朝曾国藩著有“五箴”,其中之一是“主静箴”。

三、静心的途径

《管子》四篇围绕“心”,论述了虚、欲、和、专、气、
敬等方面的内容,此六方面与内心修养以致达到“静”
的境界紧密相关,或者说,理清此六方面与静的关系,
就明确了静心的途径。

(一)虚
虚与静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即虚是本体,静

是具体运用;要达到内心静的境界,必须以虚为根本,
心中整天装满声色名利是达不到真正静的状态的。
《管子》反复强调:“天曰虚,地曰静;天之道虚,地之道

静”。《心术上》指出:“天之道,虚而无形”。按照老子

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人要效法地之静,最根本的

是效法天之虚。所以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这里

也把“虚”放在“静”的前面。“寂寞者静,旷然者虚”,
佛家讲“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内心虚空豁达,旷
然无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内心即容易做到

“寂然不动”。因此,《管子》把“虚”提升到“道”的
层次[4]。

(二)欲
欲即欲望、欲念,多欲是内心宁静的大敌,因此要

去欲。《心术上》指出:“虚其欲,神将入舍”“夫圣人无

求之也,故能虚。”只有淡泊欲念、无所追求、内心空

虚,人才能定心安神,从而达到内心平静的境界。去

除心中的欲念是修心达静的必要条件。《内业》提出:
“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不要让外物扰乱五官,不
让五官扰乱内心。正如《道德经》所说:“五色令人目

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

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心术上》还指出:“去欲

则宣,宣则静矣”,清除欲念,就会心意畅通,这样心情

就会平静下来;又指出:“洁其宫,开其门”,宫即人的

内心,“洁其宫”就是做好自我审视,清洁内心的欲念。
人们往往因为杂念过多,甚至“欲壑难填”,内心不能

空阔、自然;而欲念一除,心头敞亮,“人到无求品自

高”,内心会是一个清静的世界。
(三)和
《管子》讲的“和”,主要指人的内心和谐,情感适

度,心要平正。和与静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

系。和谐、平正利于静,内心不和则不静;和之极致,
也就是静了。《内业》指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
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平正擅

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
人的生命是天地和合的结果,天地不和即难有生命。
同样,人的内心亦需要和谐与平正,和谐平正还能促

进长寿。就要想法消除忿怒失度,节五官之欲,最后

达到心的平正与和谐。《内业》又说:“凡人之生也,必
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

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

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人有喜怒忧思

悲惊恐“七情”,七情适度,心方能和谐;七情失度,不
但心难静,还可能内伤致病。这里指出了用诗、乐、
礼、敬等办法来陶冶情操,节制情感,达致和谐。《心
术下》指出:“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干

戈。”《白心》指出:“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内业》指

56

汤诗华,等:《管子》治心思想的德育意蕴



出:“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

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这些都强调了“和”对于

内心修养的重要性。
(四)专
专即精神上的专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盛赞

道家的各种长处,首先就是“道家使人精神达到专

一”。《管子》“心术”“内业”阐述了使精神得以专一的

方法。《心术下》指出:“专于意,一于心”“能专乎? 能

一乎?”这里的“专”“一”即是精神专一。《内业》提出

了“一意抟心”,即指心意要专一。《心术下》提出:“一
物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内业》提出:“一物能

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内业》篇中的“执一”
“得一”,都是指精神专一。这些没有直接指出“专与

静”的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精神专一对心性清静是

有重要作用的。
(五)气
心的静与身体的健康、强壮关系极大,这是毋庸

置疑的。而气血是身体、生命的活水源头,气又是其

中的关键。《心术下》指出:“气者身之充也”“充不美

则心不得”。气是身体充实之源,体气不充,心意就难

达静的状态。《内业》指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万
物都有精气,赖此而获得生命,就是说,精气是万物的

源泉。“内业”又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
乃止”。还指出:“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
将自来”“严容威敬,精将自定”。这里清楚阐述了气

与静的关系:失去精气,人身心必乱;精气充盈,身心

就健康、和谐。反之,静心安神,“俨若思,毋不敬”,人
的精气必会安顿于体内,利于身体健康。《内业》还提

出“抟气”“云气”等关于气的思想,这些都与心性修养

有关[5]。
(六)敬
《管子》多处论述“敬”,特别《内业》篇多处论述了

敬与养心、敬与静的关系。《内业》主要论述人的精、
气、神对于人内心修养的关键作用,亦即对内心达到

宁静、能够发挥主宰作用的关键作用。《内业》指出:
“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对于身体的精气,要敬守而不

遗失;又指出:“敬除其舍,精将自来”“严容畏敬,精将

自定”。这两句讲人若有虔诚、敬畏之心,有益于精气

的产生和安顿,自然有益于心的宁静。又指出:“敬慎

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
谓内得。”前句讲谨敬于事、修养德性的作用;后句讲

敬守精气的作用。又指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

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

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直接指出了敬与静的

关系,特别指出了“内静外敬”“性将大定”,这是内心

修养的极高境界。
四、对新阶段德育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

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

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也可以为道德

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管子》(尤其是其中的“四
篇”)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具有丰富的德育意

蕴,值得深入挖掘。
(一)德育的宗旨与理路

《管子》四篇围绕“心”形成了一种融本体、工夫与

境界为一体的体验式形而上学思想体系[2]96,其有关

“心”“道”关系的论述,对于理解和规划德育宗旨和理

路,具有方法论高度的启示意义。《管子》尤其是其中

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高度重视

“心”的地位,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心的重要性,认为心

对于身、心对于道、治心对于治国都有决定性意义,
《心术上》曰:“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

处”“修心静意,道乃可得”,将“心”比作道的“精舍”,
“心能执静,道将自定”“敬除其舍,精将自来”,也就是

说,经常性的打扫客房(治心),道(德)这个客人就会

光临。因此,德育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一些方式将德吸

引或生发出来,并让其居留于心中,德育的基本理路

应该是通过治心的内在功夫,由内而外地将德引出

来。这提示德育应从心开始,认识并确立由内而外的

德育理路。换句话说,德育应始于对心的培育与守

护,外化于行的遵守和自觉。
(二)德育的方法

《管子》是通过论述治心思想来阐述德育思想的,
因此其提出的治心方法,均是德育工作可资借鉴的方

法。《内业》指出的“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

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

性,性将大定。”这句话清晰地阐述了止怒、去忧、节
乐、守礼、守敬的理想途径或手段,这里提到的诗、乐、
礼、敬、静等就可看作是德育的方法。《七法》又载:
“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其中

的“渐”“顺”“靡”“久”“服”“习”,也是德育的良好方

法。《内业》又云:“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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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

万物。”就是说外在形体、面貌不端正大方,就会影响

品德的提高,内心不平静的人,缺乏主导的价值取向,
犹疑不定又心猿意马,难以治理,也就没有达到治心

的目的,是以“正形”才能“摄德”。因此德育除了要讲

求内心的培育,也要有包括仪态仪表、举止行为等外

在行为的塑造。《管子》全篇尚有多处提到治心之法,
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完整的研究。

(三)德育效果的外部保障

《管子》对于人性是有预设的。“凡人之情,见利

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也就是说,人性都是趋利

避害的,有其自私的一面。因此,治心(德育)除了强

调虚、静、专、一、敬等内在功夫外,还强调要有赏罚等

外在的刺激和约束,正所谓“德法并重”“德刑相辅”。

实际上,作为一部成就齐国霸业的奇书,《管子》
贯彻了一种朴实的法治思想,对赏罚问题做了非常多

的论述,这些论述在德育工作中均具有迁移、借鉴价

值。《管子》指出:“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不厚,禁
不可不重”“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用赏者

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

见,莫不暗化矣”。《管子》提出的有关赏罚的思想,可
以为现代德育活动中的奖惩手段提供一个历史的注

脚或合理性佐证。提示在德育活动中,奖惩要与行为

的性质相称,必须要讲求诚信,即时兑现,使人对赏罚

的标准深信不疑,而不是赏罚因人而异,这样才能通

过扬善抑恶,不断彰显道德领域的善恶,规范受教育

者的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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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oralEducationImplicationoftheMind-cultivationTheoryofGuanZi
TANGShihua,LUOYunpeng

(ResearchOffice,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AsoneofthemostimportantconceptsofGuanZi,mindhasbeenmentionedmanytimesand

runsthroughthefourchaptersofGuanZiincludingNeiYe,XinShuShang,XinShuXia,andBaiXin.
GuanZihasformedarelativelycompletesystemofmindaroundtheimportanceofthemind,therealmof
themind,andthemethodoftreatingthemind.Themind-cultivationtheoryofGuanZiinspiresthemodern
moraleducationinmanyaspectssuchasthepurpose,rationalityand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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