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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如何达于至善ꎬ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ꎮ 王阳明认为ꎬ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ꎬ并认为

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ꎻ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ꎬ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

乐的至善境界ꎮ 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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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一派思想家从孔子到王阳明ꎬ其核心话题

在于人之仁善品格如何养成ꎮ 孔子提出“为仁由

己” [１]ꎮ 孟子主张从人先验的善根中开发出人之善

性ꎬ并强调人内心自我反省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ꎮ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ꎮ 反身而诚ꎬ乐莫大焉ꎮ
强恕而行ꎬ求仁莫近焉ꎮ” [２] 董仲舒将天人感应理念

揉入孔子思想体系ꎬ强调人要服从天神安排的秩序

做人ꎬ在一定意义上ꎬ使人沦为天神的附庸ꎮ 朱熹主

张“格物穷理”ꎬ强调人要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仔细研

读、受圣人思想启发而修养成至善品格ꎮ 而王阳明

更重视自我内在良心的约束作用ꎮ 其心学修养理论

将人从神的束缚和经典(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ꎬ主
张人之道德修养是通过自我 “内外合一”(即“知行

合一”)之修炼、养成至善的过程ꎮ 正如钱穆先生指

出:“其(阳明)最大的贡献ꎬ在拈出良知二字ꎮ 
阳明用孟子良知二字直指为心体ꎬ则人心本体ꎬ各自

能知能识ꎬ不烦再安一识字ꎮ 工夫本体朗然具在ꎮ
故黄宗羲«明儒学案»谓‘求本心于良知ꎬ指点更为

亲切ꎬ合致知于格物ꎬ 工夫确有循持’ 也ꎮ ( 师

说)” [３]故阳明道德修养理论实际是关于道德修养

如何由内到外、进而内外合一ꎬ经历两次飞跃而止于

至善之自我修养不断提升的修养过程理论ꎮ

一　 王阳明道德修养提升理论

(一)从本心“无善无恶”之内在境界到“为善去

恶”之外在境界的过程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人性本善思想ꎬ认为人生而

具有良知(善性)ꎬ并认为只有以此为基础ꎬ道德修

养由自我内心发挥作用才有可能ꎮ 故阳明关于“心
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本体论就成为其道德

修养向内用功主张的理论基石ꎮ 而阳明与孟子观点

不同在于:孟子提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善

端ꎬ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人对这四善端是否自觉ꎻ
而阳明认为ꎬ人虽生而具有良知(善性)ꎬ但内心并

无自觉这种良知是善的还是恶的ꎬ生而具有的良知

只是人之自然本能ꎬ所以才说它是“无善无恶心之

体”ꎮ 阳明论证道:人顺由良知天性引领去行为、自
我内心没有善恶判断(没有善恶计较)ꎬ这种善就不

是刻意做出来(不是在内心中经过一番计较后才做

出来)的伪善ꎬ故是纯善的ꎮ “知是心之本体ꎬ心自

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ꎬ见兄自然知弟ꎬ见孺子入井

自然知恻隐ꎬ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ꎮ 若良知之发ꎬ更
无私意障碍ꎬ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ꎬ而仁不可胜用

矣’” [４]１６ꎮ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ꎬ而无一毫人欲之

私ꎬ此作圣之功也ꎮ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ꎬ而无一毫人

欲之私ꎬ 非防于未萌之先ꎬ 而克于方萌之际不

能也ꎮ” [５]１７８￣１７９

王阳明认为ꎬ虽然人本心是纯洁的、无善无恶的ꎬ
但只有上根之人才能保持纯洁本心、而不受外在污浊

环境的影响ꎬ中根以下的人(包括颜子、明道在内的绝

大多数人)总不免受外在物欲的诱惑ꎬ而不免有内心

的利益计算ꎬ故要经历在“为善去恶”(做实事)过程ꎬ
在充满物欲的环境中ꎬ用内心良知去战胜外在物欲诱



惑、保持良知本体明净ꎬ此即所谓“致良知”ꎮ 阳明

“天泉证道”时ꎬ对其学生说:“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

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ꎬ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

滞的ꎬ原是个未发之中ꎮ 利根之人一悟本体ꎬ即是工

夫ꎬ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ꎮ 其次不免有习心在ꎬ本体

受蔽ꎬ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ꎬ功夫熟后ꎬ渣滓

去得尽时ꎬ本体亦明尽了ꎮ 人有习心ꎬ不教他在

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ꎬ只去悬空想个本体ꎬ一切

事为俱不着实ꎬ不过养成一个虚寂ꎮ” [６]３１２

王阳明认为“为善去恶”过程ꎬ就是“格物致知”
过程ꎬ就是实实在在实施日常道德行为的过程ꎮ 和

朱熹一样ꎬ阳明也重视格物ꎻ而朱熹所提“格物”往

往与“穷理”相联ꎬ主要指通过日积月累研读经典的

活动而获得如何达至善之道理ꎻ阳明所谓“格物”则
就是做实事“致良知”的活动ꎬ主要指实实在在地按

良知做日常事务的过程ꎮ 阳明曾对他学生说:“性
无不善ꎬ故知无不良ꎬ良知即是未发之中ꎬ即是廓然

大公ꎬ寂然不动之本体ꎬ人人之所同具者也ꎮ 但不能

不昏蔽于物欲ꎬ故须学以去其昏ꎮ” [５]１７１ “先儒

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ꎬ天下之物如何格得? 且谓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ꎬ今如何去格? 纵格得草木来ꎬ如何

反来诚得自家意? 我解‘格’作‘正’字义ꎬ‘物’作

‘事’字义ꎮ 故致知者ꎬ意诚之本也ꎮ 然亦不是

悬空的致知ꎬ致知在实事上格ꎮ 如意在于为善ꎬ便就

这件事上去为ꎻ意在于去恶ꎬ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ꎮ
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ꎬ为善则不善正了ꎬ亦是格

不正以归于正也ꎮ 如此ꎬ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ꎬ得
以致其极ꎬ而意之所发ꎬ好善去恶ꎬ无有不诚矣ꎮ 诚

意工夫实下手处ꎬ在格物也ꎮ 若如此格物ꎬ人人便做

得ꎬ‘人皆可以为尧舜’ꎬ正在此也ꎮ” [６] ３１８￣３１９

从阳明关于“格物致知即致良知”的诸多解释

中ꎬ我们不难发现:王阳明之所以强调良知人人生而

具有、本性自足ꎬ很大程度上要人从自我内心出发寻

求做实际善事(格物)之力量和根据ꎬ从而强调个人

无需依赖外在力量支持ꎬ主动而非被迫地做善事ꎬ即
他关于“人人本心纯善”之主张只是其“人人皆可以

从自我内心出发为善成圣”观点的理论基石ꎬ并非

主张人无须做任何事ꎬ就可以直接为善成圣ꎻ相反ꎬ
他特别强调大多数人(“中根以下的人”)内心受蔽

于外在物欲ꎬ要经历由内向外(致良知)的“实事磨

练”———由本心“无善无恶”之内在境界发展到“为
善去恶”之外在境界的修养提升过程ꎮ 故在某种意

义上ꎬ在阳明关于由内向外、致良知的修养理论中ꎬ
良知人人俱足理念虽然重要ꎬ但更重要的是致良知

之修养理论ꎮ 可以说ꎬ对“致良知”一语ꎬ阳明强调

的不仅是“良知”这一名词ꎬ更强调“致”这一动词ꎬ
即他更强调把内在良知发挥到克制物欲过程中、发
挥到在点点滴滴日常道德生活中的实践过程ꎮ “人
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ꎬ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

日ꎬ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ꎮ 若不用克己工夫ꎬ终日

只是说话而已ꎬ天理终不自现ꎬ私欲亦终不自现ꎮ 如

人走路一般ꎬ走得一段ꎬ方认得一段ꎻ走到歧路处ꎬ有
疑便问ꎬ问了又走ꎬ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ꎮ” [４]５８对此

黄宗羲评述说:“先生之格物ꎬ谓‘致吾心良知之天

理于事事物物ꎬ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ꎮ 以圣人教人

只是一个行ꎬ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ꎮ 笃

行之者ꎬ行此数者不己是也’ꎮ 先生致之于事物ꎬ致
字即是行字ꎬ以救空空穷理ꎮ 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

非ꎬ乃后之学者测度想像ꎮ 求见本体ꎬ只在知识上立

家当ꎬ以为良知ꎬ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ꎬ先知

后行ꎬ而必欲自为一说耶?” [７]

我们从阳明与其学生的大量关于“知行合一”、
“致良知”的对话中ꎬ可以明显看到:阳明关于在“知
行合一”中致良知的修养过程ꎬ不只是指外在的道

德实践过程(知合于行的过程)ꎬ还包括内在的自我

反省过程(行合于知的过程)ꎬ即当“良知蔽于物欲”
时ꎬ用良知将恶欲克制住的过程ꎮ 在这里ꎬ王阳明已

认识到:人之任何行为都是由其内在思想动机所引

起的心理现象ꎬ而主张人要防止自己有不善行为出

现(不顺应自我良知做事)ꎬ要在不善动机萌发时就

用良知将其克制掉ꎮ 所谓:“今人学问ꎬ只因知行分

作两件ꎬ故有一念发动ꎬ虽是不善ꎬ然却未曾行ꎬ便不

去禁止ꎮ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ꎬ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

处便即是行了ꎮ 发动处有不善ꎬ就将这不善的念克

倒了ꎮ 须要彻根彻底ꎬ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ꎮ
此是我立言宗旨ꎮ” [６]２５８￣２５９梁启超认为ꎬ阳明提“行
合于知”时ꎬ只在强调道德动机之纯洁性ꎬ是为了在

“意念隐微处(即动机上)痛切下工夫”ꎻ而阳明提

“知合于行”之实践法门ꎬ才是 “阳明学的全体大

用” [８]１１ꎬ２６ꎮ
由此可见ꎬ阳明学说提倡“格物致知”修养工夫

分内在工夫和外在工夫: 内在工夫为 “格物正

心”———将不正之心归正回良知本心、外在工夫为

“格物致良知”———将内在良知向外发挥在日常生

活之事事物物中ꎮ 而他又认为内外工夫又是统一

的ꎬ因为当人将内在良知向外发挥到日常生活中ꎬ经
长期实事之磨练ꎬ就会修养至“内外俱透”、“物来顺

应”之自由、快乐境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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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为善去恶”之外在境界到“内外俱透”
之自由境界的过程

王阳明认为ꎬ人虽皆具良知本心ꎬ但又生活在现

实环境中ꎬ故大多数人不免受外在物欲的浸染ꎬ需经

历“为善去恶”、“格物致知”的过程ꎬ这是一个在日

常生活实事中克服内心恶念、回归善良本心的修养

过程ꎬ经过天长日久在实事上磨练的结果ꎬ人们最终

能达到自由快乐的修养境界———不觉得自己在做善

事而时时处处自然而然做善事之轻松自在、浑然天

成人生境界ꎮ 故王阳明主张人经过天长日久在实事

上磨练后ꎬ会由“为善去恶” 之外在境界进入到“内
外俱透”、“物来顺应”之自由、至善境界ꎬ即人长期

自觉“为善去恶”做实事成习惯、就由“知善知恶”状
态又回到“无善无恶”状态———快乐、自在的日常生

活状态(将善行融于无形日常生活中的状态)ꎮ 阳

明曾对其学生说:“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ꎬ戒慎恐

惧是致良知的工夫ꎮ 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ꎬ
常闻其所不闻ꎬ工夫方有个实落处ꎮ 久久成熟后ꎬ则
不须著力ꎬ不待防检ꎬ而真性自不息矣ꎬ岂以在外者

之闻见为累哉!” [６]３２８￣３２９ 阳明向学生描述此快乐自

在修养境界道:“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ꎬ方才活

泼泼地ꎬ方才与他川水一般ꎮ 若须臾间断ꎬ便与天地

不相似ꎮ 此是学问极至处ꎬ圣人也只如此ꎮ” [６]２７５

从以上对话ꎬ我们可见:王阳明认为人能修养成

快乐自在之至善人生境界ꎬ虽源于人生而具有至善

良知ꎬ但又并非完全天然形成ꎬ而是经历长期“戒慎

恐惧”日常道德生活实践的结果ꎬ即所谓“久久成熟

后”ꎬ才能“不须著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ꎮ
并且阳明认为ꎬ人原本就是能够做到快乐自在追求

善的人ꎬ因为每个人本心就是纯善的ꎬ自在快乐地追

求善只是人回归其不计较得失的本真状态(纯善状

态)而已ꎮ 王阳明对学生说:“毕竟从好色、好利、好
名等根上起ꎬ自寻其根便见ꎮ 如汝心中ꎬ决知是无有

做劫盗的思虑ꎬ何也? 以汝元无是心也ꎮ 汝若于货

色名利等心ꎬ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ꎬ都消灭

了ꎬ光光只是心之本体ꎬ看有甚闲思虑? 此便是寂然

不动ꎬ便是未发之中ꎬ便是廓然大公! 自然感而遂

通ꎬ自然发而中节ꎬ自然物来顺应ꎮ” [６]６２“问:‘近来

功夫虽若稍知头脑ꎬ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ꎮ’先

生曰:‘尔那一点良知ꎬ是尔自家的准则ꎮ 尔意念着

处ꎬ他是便知是ꎬ非便知非ꎬ更瞒他一些不得ꎮ 尔只

不要欺他ꎬ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ꎬ善便存ꎬ恶便去ꎬ他
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此便是格物的真诀ꎬ致知的实

功ꎮ 若不靠着这些真机ꎬ如何去格物?” [６]２４６￣２４７

王阳明关于至高道德修养境界乃化有形于无形

之境界思想ꎬ明显借鉴并发展了庄子为代表的道家

关于“不刻意而隐”之逍遥自在思想和佛教关于“来
去自由、不沾不染” (心不着相、色空俱灭)之思想ꎮ
阳明自己也不讳言其思想这方面的来源ꎬ虽然他在

讨论佛、道二家此种思想时ꎬ常用批判和不屑的口

吻ꎬ而他的批判恰恰直指此二家之追求还不够自由

和洒脱之极致ꎮ “仙、佛到极处ꎬ与儒者略同ꎬ但有

了上一截ꎬ遗了下一截ꎬ终不似圣人之全ꎻ然其上一

截同者ꎬ不可诬也ꎮ 后世儒者ꎬ又只得圣人下一截ꎬ
分裂失真ꎬ流而为记诵词章ꎬ功利训诂ꎬ亦卒不免为

异端ꎮ” [４]５２阳明先生认为ꎬ道家和佛家刻意离开日

常生活去追求自由而陷入虚幻、空寂ꎬ就只剩悬空的

精神自由(上一截的自由)ꎬ而遗失了在现实日常生

活中的自由(下一截的自由)ꎻ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

们又将自己困身于记诵词章和功利训诂的活动中ꎬ
而失落了精神上的超脱和自由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结论:阳明既批判佛、道ꎬ又批判朱熹ꎬ认为前者流于

内而疏于外、后者流于外而疏于内ꎬ最佳的修养状态

应是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的自由自在状态ꎬ而自由自

在的至善修养状态就是日常道德行为已养成为习惯

而浑然不知计较善恶的生活状态ꎮ
对此牟宗三先生认为ꎬ阳明关于“致良知中之

知行合一”理论是“直而无曲、圆而无缺、盈而无虚

之教”ꎬ突破了朱熹的修养境界理论ꎬ另辟一境界

(更高境界)ꎮ 他说:“惟致良知中之知行合一ꎬ始真

可以扭转朱子而大不同于朱子ꎬ而亦另开辟一境界

矣ꎮ 盖此知为良知之知ꎬ为良知之知而且决定指导

吾人知为之是非善恶之当然之理ꎬ故良知之知之而

决定之也ꎬ行亦随之ꎬ行即含其中矣ꎮ 此知行本不能

分说ꎮ 此境界为朱子所不具备者ꎮ 此而详辨ꎬ
则依阳明ꎬ知之致、意之诚、物之格、心之正ꎬ皆有俟

夫行以彻之ꎮ 行以彻之ꎬ然后良知之天理穷尽而无

遗ꎮ 此即致良知中之知行合一ꎮ 故穷即致ꎬ行
必在其中矣ꎮ 故知行合一者ꎬ心之灵觉天理与

身之行为历程圆融而无间以成斯全体透明而无隐曲

之天理流行也ꎮ 此直而无曲、圆而无缺、盈而无虚之

教也ꎮ” [９]３１￣３２钱明甚至评述阳明学说乃内外合一、情
理交融之修养理论ꎬ并将其提升到追求全面、完整的

人之高度———不再局限于教人成为追求普遍天理之

死气沉沉的人、而教人更要成为快乐自在的性情中

人ꎮ 他说:“情感化与个性化是王阳明良知学说的

主要特征之一ꎮ 用良知取代天理ꎬ除了普遍道德意

义上的共同性之外ꎬ还应看到良知的情感化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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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表达出来的变异性ꎮ” [１０] 陈来把王阳明追求的

“有无合一之境界”评述为“儒学从孔子到王阳明的

终极境界” [１１]ꎮ 而王阳明关于道德境界如何不断提

升理论对今天我们如何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ꎮ

二　 王阳明修养过程理论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一)“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思想对现代道德

建设要更重视自律作用的启发

王阳明认为ꎬ人人皆具良知本心ꎬ故道德修养工

夫简单易捷———直接按自我内心准则生活就行了ꎮ
阳明对学生说:“良知之在人心ꎬ无间于圣愚ꎬ天下

古今之所同也ꎮ” [５]２１４ “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ꎬ只
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ꎬ即人人自有ꎬ个个圆成ꎬ便能

大以成大ꎬ小以成小ꎬ不假外慕ꎬ无不具足ꎮ” [４]８７“尔
那一点良知ꎬ是尔自家准则ꎮ” [６]２４６对此ꎬ牟宗三评述

道:阳时倡“致良知”ꎬ强调“一切工夫都在自觉ꎮ 本

心之明是觉ꎬ工夫是自觉ꎮ 岂有工夫而不通过觉的ꎮ
自觉是觉那个本心之灵明ꎬ是反之也ꎮ 朱子于此便

不显豁ꎮ” [９]５８

«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道德是依靠社会舆

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并以善恶评价的方式

来调整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

系的准则和规范的总和ꎬ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和

活动ꎮ” [１２]在社会生活中ꎬ人们依靠法律和道德两种

规范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法律是借助国家力

量ꎬ强制人们遵循的社会规范ꎻ而道德是通过社会舆

论、传统习惯和自我良心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社会规

范ꎮ 而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往往内化为人们的自我良

心ꎬ发挥自觉规范自我言行的作用ꎮ 即自律原则是社

会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则ꎬ故道德起作用的地方往往就

在人们主动、自觉用内心道德准则约束自我行为的地

方ꎮ 对此ꎬ康德指出:“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

相符合的义务的惟一原则ꎻ反之ꎬ任意的一切他律不

仅根本不建立任何责任ꎬ而且反倒与责任原则和意志

的德性相对立的ꎮ 所以道德律仅仅表达了纯粹

实践理性的自律ꎬ亦即自由的自律ꎬ而这种自律本身

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ꎬ只有在这条件之下一切准则

才能与最高的实践法则相一致ꎮ” [１３]

在现代道德建设过程中ꎬ从事思想道德研究、教
育和宣传工作者们借助各种宣传、教育手段ꎬ形成良

好社会舆论引导人们的言行ꎻ宣传良好的传统和现

代风俗习惯影响人们的言行ꎬ当然重要ꎬ但更重要的

是这些好的道德规范要内化为每一位公民的内心信

念和自我良心ꎬ因为每个人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还得

依靠自我内心道德准则自律地生活、自觉处理好人

际关系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引导人们自

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ꎬ营造劳动光

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ꎬ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

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ꎮ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ꎬ
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ꎮ”团中央从 １９９３ 年底开始组织实施中国青年志

愿者行动ꎬ搭起了一个“青年志愿者服务”的平台ꎬ
青年人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奉献个人力量ꎬ自觉、自愿

地参与社会道德生活、参与社会实践ꎬ并从中锻炼个

人综合品质和道德品格ꎮ 这已经成为一个较成功的

推动社会道德建设发展之范例ꎮ
(二)“须在事中磨练”思想对现代道德建设要

推行实行为重主张的启发

王阳明认为ꎬ人人内心虽然皆具良知ꎬ但大多数

人要通过在长期的实事上磨练ꎬ才能领悟良知ꎮ “人
有习心ꎬ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ꎬ只去悬

空想个本性ꎬ一切为俱不着实ꎬ不过养成一个虚

寂ꎮ” [６]３１３“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ꎬ行是知的功夫ꎻ知是

行之始ꎬ行是知之成ꎮ 若会得时ꎬ只说一个知已自有

行在ꎬ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ꎮ” [４]１１￣１２人具良知只是

人能做行善实事的前提和基础ꎬ而人提升自我修养、
达于至善(成圣)的根本途径却是实事上“磨练”的过

程(通过做大量实际善事寻求良知的过程)ꎮ 对此ꎬ
梁启超评述道:“即专以求知的工夫而论ꎬ我们也断不

能把天下一切节目事变都讲求明白才发手去做ꎮ 只

有先打定主意诚诚恳恳去做这件事ꎬ自然着手之前逼

着做预备知识工夫ꎮ 着手之后ꎬ一步一步的磨练出知

识来ꎮ 正所谓‘知是行之始ꎬ行是知之成’也ꎮ” [８]１３￣１４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ꎮ” [１４]人们的道德生活也是一种实践活动ꎬ是一种

交往实践活动———人们按照自己内心道德规范指引

与他人、与社会群体发生相互交往的实践活动ꎮ 如

果人只有丰富的道德知识ꎬ但并未在自己生活中用

此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处理人与

人关系ꎻ人内心拥有这些道德知识和观念ꎬ也没有任

何意义ꎮ 反之ꎬ当一个人正按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严

格约束自己言行而实际生活着ꎬ这个人的外在言行

表现已经说明道德在其心中ꎮ 这就是王阳明“知行

合一”思想告诉我们之既简单又深刻的道理ꎮ 青少

年是推动我国道德建设发展的主力军和未来我国社

会道德环境越来越好的希望ꎬ我们在对青少年的宣

传、教育影响过程中(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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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改变过去以知识传授为主的途径和方法ꎬ而
应鼓励、带动、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道德、在
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提升道德品质ꎬ我国道德

建设发展才不会流于形式而落到实处ꎬ才会有希望ꎮ
(三) “物来顺应”自由境界思想对现代道德建

设要促进人生境界提升的启发

王阳明道德修养理论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长期的

日常道德实践追求自由逍遥人生境界的思想ꎮ 他认

为ꎬ人们道德修养提升至“物来顺应”、“自在快乐”
的自由境界ꎬ就不需要刻意做“为善去恶”ꎬ只需要

按照自然本性快乐自在地生活ꎬ就已经是纯善、无恶

的生活了ꎮ 一个人如能达到如此境界ꎬ其生活看上

去随心所欲、自由快乐ꎬ而其言行举止也不会逾越社

会规范ꎮ 且阳明特别强调ꎬ自在快乐道德生活既不

是为所欲为的生活、也不是枯槁静坐不作为的生活ꎬ
而是时时处处都在快乐自在地做善事的生活ꎻ是正

在做善事、但不以为自己在做善事的生活(把做善

事当作普通、日常事务来做的生活)ꎬ所谓“化刻意

为无意、化有形于无形”的道德生活ꎮ “问: ‘逝者

如斯ꎬ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先生曰:‘然ꎮ 须

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ꎬ方才活泼泼地ꎬ方才与他川

水一般ꎮ 若须臾间断ꎬ便与天地不相似ꎮ 此是学问

极至处ꎬ圣人也只如此ꎮ’” [６]２７５

最高的修养境界是在日常生活中快乐自在做好

事、做好人ꎬ而不认为自己在做好事、做好人的境界ꎮ
如“洋雷峰”卢安克的修养境界可谓几近此境界ꎮ
“卢安克:‘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我不想感动中

国ꎬ只能是中国感动我ꎮ’ ‘我很普通ꎬ不想做偶

像ꎮ’” [１５]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ꎬ在其现实性上ꎬ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ꎮ” [１４]

今天的人们毕竟生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ꎬ
在做好人好事时ꎬ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完全不计较个人

利害、得失ꎮ 为推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顺利发展和

全社会的和谐进步ꎬ我们适当使用竞争激励机制ꎬ让
为善去恶之人得到褒赏ꎬ成为众人的典范和榜样ꎻ让
不违法、但有违伦理规范的人受到唾弃、甚至惩罚ꎮ
从这一意义上看ꎬ我们对“陈光标高调做慈善”事件

应抱有正面和肯定的态度ꎬ他行善的境界只是尚未达

到至高道德修养境界而已ꎮ “陈光标做慈善的规矩是

要‘秀’ꎮ 他做善事总要喊上媒体和当地政府ꎬ拍照、
录像、捐赠证书一个不能少ꎮ 陈光标从不讳言慈

善带给他的实利———捐得越多、得到的越多ꎮ 他说慈

善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意ꎮ” [１６]

在现实社会中ꎬ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也不可能

要求每个人用毫不计较之心做好人好事ꎬ否则又会

陷入“人人伪善”的社会状况ꎮ 当我们还达不到“无
己、坐忘”理想境界时ꎬ我们至少在用实际的行动为

善去恶的修养提升过程中ꎬ即走向内外通透之自由

境界过程中ꎮ 与其空想向圣人看齐ꎬ不如用实际的

行动追求知行合一ꎬ这应该是王阳明修养理论给我

们最重要的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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