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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就“本心”自身既作为存在本原又作为价值本原的绝对性来说的。它本身即是“原点”，所以它在经验上才可以施行“是非”、“善恶”

的判断。合乎原点本身的即是是、即是善，一切偏离皆非是、非善。正因本心或良知能施行是非善恶的判断，所以称之为至善。至善是心之本体。所谓“向善”，按王阳明

的说法，只不过是本心自身的开显而已，至于“向恶”，则一定是本心的“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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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发表于 2011-12-25 23:09

董老师，你说无善无恶，是至高的善。那无善无恶，不也可以成为至高的恶？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是判断善，恶的原点。那么，偏离原点，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恶。

向善可为至善，向恶可为至恶？

引用:田丰

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发表于 2011-11-17 10:28

[第01讲]  
导论——王阳明与阳明

心学  

[第02讲]  
“心即理”——阳明心

学的逻辑起点  

[第03讲]  
“知行合一”——阳明

心学的实践品格  

[第04讲]  
“格物致知”——知识

论域的实践转向  

[第05讲]  
“良知”说——本体与

主体性的自我建立  

[第06讲]  
“致良知说”——本体

的自我开显与自我表达  

[第07讲]  
心外无物——生命境界

的无限圆融  

[第08讲]  
天泉证道——四句教与

阳明学的分化  

[第09讲]  
此心光明——心体的自

我澄明与价值实现表达  



十分感谢王义国先生的问题！讲到本心啊，良知啊，心即理啊这些问题，今天似乎特别难讲清楚，好象是因为我们今天科学昌明，大家都十分习惯于把事物的存在以及

事物的知识当作是客观的，所以不容易明了“心即理”的说法。王阳明讲良知，我个人的意见是：良知是人人相同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天理”，而是个人的“意

见”了。真致良知，实现天理，就是“物各付物”，也就是使事物还原其存在的真实的状况。所以格物的意思，并不完全只是就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讲，它应当也包括如

你所说“科学实验”，但在王阳明那里，似乎更多地强调作为美德的知识，也即是良知在人的生活实践过程的开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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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何英忠 

王阳明曾经说过：所为行，只是着实地去做那件事。只要着实去做一件事，即使是学问思辨，也是行。我理解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强调知本身就是一种活动，知如果

离开了活动，是不可能获得的；而既已获得的知，同样也只有通过行才能真实地表达。不论从知作为一种活动来说，还是就行作为知识的表达来说，都是必定体现为一

个过程的，这一过程就是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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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王强 

知在行先，自然是常识；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不是常识，所以在当时就引起许多讨论，自然也有反对的。不过有一点大概是可以清楚的，就是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是希

望大家能够随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他是把现实的生活世界当作是知识获得其价值的基本境域的。他的意思，我觉得还在强调一点，那就是一个完整的“行为”，

是要包括它的主观形式（意识流动）以及外在行动的，这才是一个行为的完整过程。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很富有启发性的，至少他坚持了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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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何英忠 

何英忠先生：谢谢你的问题。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你在听的时候，你的意识一定在流动，意识的流动也是“行”的一种，所以在这个意思上，同样是知

行合一。但问题是，“知”的形成，在你只是一种主观的形式，你如果要把你的“知”表现出来让其他人了解，你就需要诉诸行动（不论是说，写，做，都是行），行

动的过程就是知识的表达过程，所以也同样是知行合一。  

顶（24） 回复  

 

本来有3个线路的，换成只有一个之后，播放不流畅了许多。 请求改进。 这里，是一个弘扬思想的场所，为此多付出少许，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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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知识渊博，太崇拜你了董老师。  

顶（8） 回复  

 

董老师辛苦了，能把心学讲的这样精采，真是高手！浙大的珍宝呀。  

顶（7） 回复  

 

董老师您好，今日有幸听闻您的讲座，很受启发，谢谢。在第五讲末尾，一位同学提问关于人最初的不善从何而来？我对此早有疑问，佛教说是一念无明所致；基督教说夏

娃吃了智慧果而有了原罪，而您的回答更近似老子的“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这样，请问董老师，我们为何有此形而下的身？  

顶（6） 回复  

 

刚看第一节就很有感触，也许自己之所以不能有所成就是因为不能“沉溺”其中。应该确立一个目标，然后所有的行动都服务于这个目标，每天都有所进步，总会成功，即

使不成功，这种为梦想而奋斗的人生本身就增加了一些色彩。哈哈，接着听~相信能学到更多！  

顶（5） 回复  

 

老师讲的深入浅出，认真领悟。。。  

顶（0） 回复  

 

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发表于 2011-11-14 20:35

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发表于 2011-11-14 20:30

董平董平董平董平 发表于 2011-11-11 22:50

孙刚孙刚孙刚孙刚 发表于 2011-11-29 21:00

翁金玉翁金玉翁金玉翁金玉 发表于 2011-12-03 09:50

高振高振高振高振飞飞飞飞 发表于 2011-11-30 06:48

袁征袁征袁征袁征 发表于 2012-02-05 17:07

明明明明颖颖颖颖 发表于 2011-11-27 11:51

任凡任凡任凡任凡 发表于 2012-03-29 10:37

马马马马淑淑淑淑伟伟伟伟 发表于 2012-03-09 10:53
引用:董平

董老师，你说无善无恶，是至高的善。那无善无恶，不也可以成为至高的恶？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是判断善，恶的原点。那么，偏离原点，可以向善，也可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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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善恶不是一个相对存在的东西，恶本身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对善不存在时的一种表达，也就是您所说的本心的“蒙蔽”。而善这个东西就是

本心的表达或者说是一种显示。因为不存在善了，因为本心没有显现，所以就是恶了。所谓无善无恶是不是应该理解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人们的感觉中它们

存在。  

顶（0） 回复  

 

长见识了！董老师讲课风格，说理非常清晰独特，能听董老师讲课是一种荣幸，一定好好收听，认真参悟！感谢  

顶（1） 回复  

 

董老师，你好。第三讲最后那位女同学的问题，我想再追问一句。既然所有的知都要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像你说的，科学的到科学领域实践，生活的到生活领域实践，然后

才能得到是否正确的结论。那么孔子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怎么实现呢？他怎么认为自己能够所想所做不超乎天理？你说王阳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心如镜子一般，可是所有

知识在没还原，实践检验以前，怎么能能说自己的心事镜子，是还原事物本来的面貌？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最高境界根本不可能发生呢？不知道我的意思表达清楚没有。谢

谢！  

顶（0） 回复  

 

董老师，谢谢你的解答。但你不说，我好象还明白点，你一说，我反而更糊涂了。可能我天生愚笨吧。王阳明说的很明白，那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心本无善无恶，心

之善，恶的判断，皆源于本心的成长。就象大地在亿万年前，什么也没有，是大自然的变化，产生了花，草，树，产生了动物，人类。从无到有嘛。我想善，恶也是如此。

人之初，心本无善，恶。但也孕育着善，恶的种子。善，恶随着人的成长而成长，这就是“有善有恶心之动。”动既成长的过程。按你的解释，本心既为善，人应按本心去

做事。但善，恶各人理解并不一样。本心当然是追求舒适，享受，可历史告诉我们，追求舒适，享受的结果，其实是在追求自我灭亡。而限制本心的欲望，反而达到和谐。  

顶（1）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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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就“本心”自身既作为存在本原又作为价值本原的绝对性来说的。它本身即是“原点”，所以它在经验上才可以施行“是非”、“善

恶”的判断。合乎原点本身的即是是、即是善，一切偏离皆非是、非善。正因本心或良知能施行是非善恶的判断，所以称之为至善。至善是心之本体。所谓“向善”，

按王阳明的说法，只不过是本心自身的开显而已，至于“向恶”，则一定是本心的“蒙蔽”。 

恶。向善可为至善，向恶可为至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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