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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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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

延续 ,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约结合起来 ,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

乡村社区共同体 ,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 ,因此 ,可以说他在乡村治理的思想及

实践方面也是一位集大成者。过对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的内容与实践进行初步探讨 ,结合

当今社会现实其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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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名守仁 ,字伯安 ,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

(1472年 ) ,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 ( 1528年 ) ,谥文成 ,自号阳明子 ,

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也是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倡导“知行合一 ”和“致良知 ”的

务实的政治家 ,他非常重视社会现实问题 ,其社会思想具有强烈的

忧国忧民意识。他企图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 ”,通过提高人们的

道德自律性和主体自觉性 ,以实现其个体的超越人格 ;希望统治阶

级能够做到“明明德”和“亲民”,希望百姓行“民德 ”,上下一心 ,共

同努力 ,从而实现他所憧憬的“百姓安 ”、“天下平 ”、“以天地万物

为一体”的理想社会。王阳明的“致良知 ”的社会思想理念 ,强调

“道德”和“自律”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把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

会秩序内化 ,从人们的心灵净化开始 ,通过自觉地指导、约束和检

点自己的行为 ,才能最长久、最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为此 ,他进

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尝试。

一、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

明朝中叶开始 ,统治阶级“占地土 ,敛财物 ,污妇女 ,稍与分辨 ,

辄被诬奏 ,官校执缚 ,举家惊惶 ,民心伤痛入骨 ”①农民生活贫苦不

堪 ,社会矛盾凸现。农民起义不断 ,明朝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尽

管明朝政府对起义屡加镇压 ,然而起义仍此起彼伏。王阳明在镇

压了几次农民起义之后 ,深刻地体会到 “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

难 ,区区剪除鼠窃 ,何足为异 ? 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 ,以收廓清平

定之功 ,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②的道理。“山中贼 ”指农民起义

军 ,“心中贼”指农民心中犯上作乱的思想与造反精神。在镇压农

民起义的过程中 ,王阳明深刻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镇压农民起

义 ,就必须从思想上根除这些不满的情绪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

须重视社会基层组织管理与社会道德教化的作用。于是他在巡抚

南赣汀漳等地的时候 ,倡导实行“十家牌法 ”,颁布《南赣乡约 》,设

立乡学 ,从组织体系上完善了保甲制度等等 ,展开了一系列的乡村

治理实践与探索。

(一 ) “十家牌法”的推行

正德十一年 (1516年 )九月 ,王阳明奉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 ,

为了“剪除盗贼 ,安养小民 ”,维护社会安定 ,采取恩威并重的政治

措施 ,于次年正月推行“十家牌法”。从而要实现他所向往的“父慈

子孝 ,兄爱弟敬 ,夫和妇随 ,长惠幼顺 ,小心以奉官法 ,勤谨以办国

课 ,恭俭以守家业 ,谦和以处乡里 ,心要评恕 ,毋得轻意忿争 ,事要

含忍 ,毋得辄兴词讼 ,见善互相劝勉 ,有恶互相惩戒 ,务兴礼让之

风 ,以成敦厚之俗”③的理想社会。

“十家牌法”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基层管理与灌输社会

道德观念于一体 ,内容丰富具体 ,对百姓严加管理 ,将每个人的经

历、职业、社会关系、身体特征等情况登记造册。其公文对当地居

民的户籍管理、人口流动及处罚方式都作了严格的规定 :“令所属

府县 ,在城居民 ,每家各置一牌 ;背写门户籍贯 ,及人丁多寡之数 ,

有无寄住暂住之人 ⋯⋯有面目生疏之人 ,踪迹可疑之事 ,即行报官

究理”④。如“某家今夜少某人 ,往某处 ,干某事 ,某日当回 ;某家今

夜多某人 ,是某姓名 ,从某处来 ,干某事 ;务要审问的确 ,乃通报各

家知会。若事有可疑 ,即行报官 ”⑤ , “如或隐蔽 ,事发 ,十家同

罪”。这种采取连坐进行惩罚的方式 ,企图使“庶居民不敢纵恶 ,而

奸伪无所潜行”⑥从而使社会太平。十家牌法还对控制盗贼作了

相关规定 :

由于有的地方没有严格的执行十家牌法 ,“及至盗贼充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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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其本”⑦。王阳明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根除盗贼 ,就必须严格的

执行十家牌法制度 ,他在公文中指出 :“自今务令各甲各自纠举 ,甲

内但有平日习为盗贼者 ,即行捕送官司 ,明正典刑 ;其或过恶未稔 ,

尚可教戒者 ,照依牌谕 ,报名在官 ,令其改化自新 ,官府时加点名省

谕 ,又逐日督令各家 ,输流沿门晓谕觉察 ”⑧。只有这样“奸伪无所

容 ,而盗贼自可息矣 ”⑨。此外 ,公文还对所属居民的技能和田产

买卖情况及所有情况的登记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 ,

王阳明“十家牌法”所实行的严格的半军事化管理 ,在当时对于防

止偷盗、加强乡村基层组织管理和维护社会秩序都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同时 ,为了配合“十家牌法”制度的执行 ,更有效的镇压农民

起义 ,扩大地方的控制能力 ,维护社会安定。王阳明还发挥了他卓

越的军事才能 ,在南赣汀漳等地组织地方武装力量 ,“挑选骁勇绝

群 ,胆力出众之士 ,每县多或十余人 ,少或八九辈 ,务实魁结异材 ,

缺则悬赏招募”⑩ ,“日逐操演 ,听候征调 ,各官常加考校 ”�λϖ 。这一

组织的建立不但可以有效地打击当地的农民起义 ,而且可以缓解

当时的社会矛盾 ,维护了当地的社会治安。

(二 )《南赣乡约》的颁布

在十家牌法之外 ,王阳明还提出了推行乡约的设想。他认为

以往农民之所以流亡在外、犯上作乱 ,农村之所以出现混乱的现

象 ,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的乡村治理中只有行政区域的划分和体

制设施的建设 ,缺乏乡村道德规范和乡村行政规范等具体的制度

要求。王阳明为了弥补乡村治理中的这种制度的缺失 ,他在江西

南部地区农村颁布了《南赣乡约 》,以教化“新民 ”。他企图通过乡

约以约法的形式 ,把人民组织起来 ,从根本上使农民自觉地提高他

们的道德意识 ,使“同约之民 ,皆宜孝尔父母 ,敬尔兄长 ,教训机子

孙 ,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 ,患难相恤 ,善相劝勉 ,恶相告诫 ,息讼

罢争 ,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 ,成仁厚之俗 �λω ”,促使农民弃恶扬

善 ,保证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 ,从而改善社会风气。

王阳明制定的《南赣乡约》,主要有十五条 ,其内容可归纳为以

下几个方面 :

其一、设置机构 ,制定规则。《南赣乡约》在第一条就规定每乡

“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者一人为约长 ,二人为约副 ,又推功之果断

者四人为约正 ,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 ,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 ,

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 ”�λξ 。约长负责掌管乡里彰善、纠过之事。

彰善 ,要态度宽和忠厚。纠过的 ,约长、约副 “须先期阴与之言 ”,

细心教诲。比如 ,有人不孝顺父母 ,不要直接批评他不孝顺 ,而要

告诉他在孝敬长辈的过程中 ,还有哪些不足 ,使当事人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所在 ,主动改正。“若不能改 ,然后纠而书之 ;又不能

改 ,然后白之官 ;又不能改 ,同约之人执送之官 ,明正其罪 ;势不能

执 ,戮力协某官府请兵灭之 ”�λψ。乡约还规定 ,每月中旬召开全约

大会 ,同约之人务必参加 ,“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要事先请假 ;

对于无故不与会者 ,“罚银一两公用 ”。同约之人每月要捐出三分

银两作为会议经费 ,用以“饮食”,但是切忌奢侈 ,以免饥渴为标准。

除此之外 ,乡约还对会场布置、会议议程、形式及各个部门所负责

的工作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分工。

其二、富显“和谐 ”,彰扬“亲民 ”。乡约重视和强调通约之人

要互相帮助 ,其规定 :“凡有危疑难处之事 ,皆须约长会同约人与之

裁处区画 ,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 ;不得坐视推托 ,陷入于恶 ,罪坐

约长约正诸人”�λζ 。对于乡民之间的纠纷 ,乡约规定要由约长出面

裁定是非 ,如有不服从裁决 ,仍然妄为的 ,交于官府处理。对于那

些新招抚的所谓“新民 ”,要求他们改过自新 ,退还其所占的田产 ,

“勤耕勤织 ,平买平卖 ,思同良民 ”,“毋得再怀前仇 ,致扰地方 ”。

如有不服从约长劝诫的 ,要交予官府惩治。

其三、抑制豪强 ,维护治安。乡约从百姓利益出发 ,规定 :对于

寄庄人户 ,要同当地人一样纳粮当差 ;对于“本地大户 ,异境客商 ,

放债收息 ,合依常例 ,毋得磊算 ;或有贫难不能偿者 ,亦宜以理量

宽 ;有等不仁之徒 ,辄便捉锁磊取 ,挟写田地 ,指令穷民无告 ,去而

为之盗”的现象 ,各约长要进行劝解 ,“取已过数者 ,力与追还 ;如或

恃强不听 ,率同约人鸣之官司 ”�λ{
;对于那些背地勾结 ,贩卖牛马 ,

获取一己之利 ,殃及百姓的同约成员 ,一经发现 ,“约长等率同约诸

人之事劝诫 ,不悛 ,呈官究治 ”;同时乡约还规定禁止吏书、里老等

地方官吏肆意勒索乡民 ,对“索求赉发者 ,约长率同呈官追究”。

其四、破除陋习 ,树立新风。王阳明认为移风易俗包括两个方

面 :一是改去积习 ,一是树立新风。在改去积习方面他提出“共兴

恭俭之风 ,以成淳厚之俗”�λ| 的主张。他在乡约对婚丧嫁娶风俗进

行改革 :男女长到一定年龄 ,宜及时嫁娶。不要同以往一样 ,因聘

礼或嫁妆的多少而推迟婚期 ,要依照自家条件 ,量力而行 ,随时婚

嫁。对于丧事 :子女承办父母的丧事 ,是为了尽诚孝 ,衣衾棺椁的

选择 ,要依各家情况而选择 ,不要过于强求。自乡约出台以后 ,如

“有仍蹈前非者 ,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λ} 。除了对婚丧嫁娶习

俗的规定之外 ,王阳明还极力反对乡村父老听信邪术 ,专事巫祷、

亲戚之间交往“徒事虚文 ,为送节等名目 ,奢靡向上”等积习。他认

为这些活动不仅铺张浪费 ,对身心也是无益的。因此规定“街市村

坊 ,不得迎神赛会”�λ∼
;对于官吏贪污和豪强弄权 ,他也极力反对 ,

认为“贪污者 ,乘肥衣轻 ,扬扬自以为得意 ,而愚民竞相歆羡 ,清谨

之士 ,至无以为生”�µυ 。在树新风方面 ,他认为“表扬忠孝 ,树之风

声 ,以兴民俗 ,此最为政之先务”,强调忠孝廉洁在乡村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

从王阳明所制定的乡约来看 ,乡约的约长、约正及其各负责

人 ,虽均无俸禄也不是基层官吏 ,他们所建的组织也不是基层行政

组织 ,但是在乡村治理当中 ,他们却极具权威 ;虽然他们对百姓以

教化、劝谕、管理、监督为主要手段 ,没有刚性的惩罚措施 ,但是这

些规定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保证社会和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取得了极其明显的效果。

(三 )教化手段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当中极其强调教育、教化和重视社会

道德的培养。他认为 :“教民成俗 ,莫先于学 ”�µϖ ,“设立学校 ,以移

风易俗 ,庶得久安长治之策 ”�µω。因此他主张在各地兴办社学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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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学校 ,指定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为教育内容 ,聘

任“学术明正 ,行为端方者 ”�µξ为教师 ,“相与讲肆游息 ,或兴起孝

弟 ,或倡行乡约”�µψ。各地政府要极力配合 ,登记教师的姓名 ,不仅

要给予物质上的补助 ,还要“不时权励敦勉 ,令各教读务尊本院原

定教条尽心训导⋯⋯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 ,尤在致力于德行

心术之本 ;务使礼让日新 ,风俗日美”�µζ 。

王阳明在办乡学的过程中 ,还发现各地“理学不明 ,人心陷溺 ,

是以士习日偷 ,风教不振 ”�µ{ 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 ,王阳明亲自到各地讲学 ,与“师生朝夕开道训告 ”,“阐明正学 ,

讲析义理”。并要求师生“务要专心致志 ,考德问业 ,毋得玩易怠

忽 ,徒应虚文”�µ|
,必须“各行立志敦本 ,求为身心之学 ”�µ} 。为了更

好地宣讲理学 ,王阳明还在南宁府的支持下在南宁创办敷文书院 ,

“每日拘集该县学诸生 ,为之勤勤开诲”,“兴起圣贤之学 ,一洗习染

之陋”�µ∼ 。可见王阳民对教育的重视。

从王阳明办乡学的实践来看 ,其办乡学的目的是通过礼仪道

德教化百姓 ,使他们懂得地主阶级的礼仪道德 ,从心里服从封建统

治。对百姓进行思想教育 ,从思想上解除老百姓的反抗意识 ,达到

“安上治民”的目的 ,从根本上“破心中之贼”,使社会长治久安。

二、现代启示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其实践在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

借鉴价值。尽管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

是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三农问题 ”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农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定 ,农村发展则整

个社会发展 ,农村和谐则整个社会和谐。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

及实践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予了重要的启示。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强调在伦理和道德领域的“知行合

一”,提倡、发展、创新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 ,重视“心”的作用 ,希望

将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要求内化为个体自觉性。他的乡村治理思

想的推行 ,对当时社会的治理和稳定 ,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 ,我们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将

“知行合一”结合于当今政治之中。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 ,提高

农民的法律意识 ,使农民不仅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 ,更能运用

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要重视教育机能的建设 ,不仅要

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更要提高农民道德水平。这一观点在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强调教化的作

用 ,突出理乡约和办社学的重要性 ,尽管它规定的乡约条款和教育

内容是封建的伦理道德 ,希望将人民教化成封建主义的顺民 ,规规

矩矩 ,按封建道德要求生活 ,老老实实地接受剥削和压迫。尽管这

一点在当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但是其通过教育的手段 ,提高百

姓的道德水平 ,以实现广大农村社会稳定的作法确实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我们今天的农村社会教育不仅要注重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

育和加快“乡村文明”新风尚的步伐。

此外 ,王阳明注重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移风易俗的思想以及宣

扬和谐的理念都极具现实意义。我们今天也大可以借鉴过来 ,在

乡村基层建立健全民间协会、红白理事会等多种措施和机制 ,把政

府疏于管理又管不好的事情交给民间组织管理。这样一方面可以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和组织先进、健康

有益活动 ,改造、抵制落后和腐朽的文化 ,倡导科学与文明。另一

方面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 ,倡导健

康文明的新风尚 ,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 ,陶冶农民的道德情

操 ,使他们自动摒弃一些不良习气和诸如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以

及聚众赌博、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俗。营造人人讲文明、

自觉树新风的浓厚氛围 ,促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 ,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结 语
作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王阳明 ,一生倡导“知行合

一”和“致良知”的思想 ,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抹光辉 ,也是中国

哲学史中知行观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政多年的王阳明深刻地认识

到要长久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就必须以封建纲常伦理为行为准

则来教育和要求人民。王阳明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 ,在乡村治理

的实践与探索之中 ,“为政以德 ,不事刑威 ”,采取政治控制与道德

培养、思想教化相结合方法 ,对老百姓加强思想教育 ,希望百姓能

够自觉地遵守和履行封建纲常。他采取的选民兵、十家牌法制度、

南赣乡约、办社学等一系列乡村治理模式 ,涉及社会治安、社会基

层组织建设及管理、社会监督、思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在当时

的社会当中极为先进 ,对净化社会风气、安定一方、稳定和发展社

会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大胆吸取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当中的精

华部分 ,小心论证 ,对当今社会现实认真分析 ,让这一思想为我们

现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发扬王阳明的务实精神 ,注重

实效 ,杜绝形式主义 ,扎扎实实的从基本做起 ,使我们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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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 ang Yangm ing’s Rura l M anagem en t Thoughts and Its

M ode rn En lightenm en t

ZHANG Yan
(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Zhongnan U niversity for N ationalities, Hubei W 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W ang Yangm ing’s ruralmanagement thoughts and its p ractical system are the continuation of rural

management thought since Q 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W ang Yangm ing integrated rural system with Bao - J ia

system and rural agreements to form a rural community with the functions of politics, m ilitary affairs and edu2
cation. He created a perfect rural grassroot management system. Thus, it is said that he is a great think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management thoughts and p ractice. D iscussion on the contents and p ractice of W ang

Yangm ing’s rural management thoughts based on reality is of certainly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socialism

village reconstruction.

Keywords:W ang Yangm ing; rural management; socialism villag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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