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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刊（第三辑）》

内容概要

《阳明学刊(第3辑)》主要内容：良知与致良知说是阳明“教之三变”的最后教法，也是他心学思想发
展的高峰。良知与致良知说不仅将本体与工夫、未发与已发、心与物、内（主）与外（客）、静与动
、知与行整合为一体，圆融而无碍，使他的形上心学更具有精微和开放的特点，而且也简易化、实践
化了学习对人的修养工夫，容易唤醒实存主体的自我心性豁悟，使每一个体在超越与实践两个层面同
时展现成德的自由，获得精神生命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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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刊（第三辑）》

书籍目录

阳明学研究　儒家圣人思想境域的正法眼藏——王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学说及其现代意义　关于王阳
明谱牒搜考的几个问题　从王阳明之“诗”看王阳明之“悟”　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　泰州学派研
究的回顾与前瞻儒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儒家学统体用辨　孝惠帝、孝文帝与汉初“以孝治天下”考论
　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　《梅氏书平》与茶山《尚书》学方法论　明代贵州的儒学教育
与地方性经学的形成　时间体验中的天道观儒家思想研究　清儒朱书研究十二论　“命”与“知天命
”　论孟子“四端说”对孔子“忠恕观”的发展佛学研究　佛教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禅宗的
心性论主张与传统思想背景学人演讲录　中国传统文化与为人之道——2007年4月在上海文化界座谈会
上的演讲　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3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传统美
学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音乐“以和为美”的哲学思考　自我的转化与审美主体的生成——张载美学思
想研究理论探索　文化正典意义生成的符意学考察近现代人物与文化研究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与阳明
心学　从《苌楚斋随笔》五种看刘声木的“文化遗民”情结　改造民众：抗战时期贵阳民众教育的必
要性与目的性探析编后记

Page 3



《阳明学刊（第三辑）》

章节摘录

　　儒学研究　　以乐化性　成就人格 ——孔子乐教思想探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孔子的学说涵盖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保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代表。孔子的教育思想将形上理想与形下履践结合为一体，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又有鲜活的人本精
神，显示出永久的生命力。孔子非常推崇音乐教育，他的乐教思想根源于他的人生哲学理念，他提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乐教宗旨。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
育知”，育人的依据在于合乎“仁”与“礼”，而最高的境界乃为“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极为强
健的竟乐教化精神，对今天重建音乐的人文精神，找回音乐育人的价值取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乐教的根本在于育人　　孔子的教育体系中，音乐教化占有中心位置，他一方面继承古代“以乐
德教国子”（《周礼·春官·宗伯》）的音乐教化传统；一方面在“礼崩乐坏”的残酷现实中，积极
履践，开出了“礼乐”的新精神。孔子音乐教育的对象是人，音乐教育的目的也是人，音乐教育的根
本在于育人，而非单一的音乐技能传授。孔子曾认真学乐，在学习的过程中探求并关注“成于乐”的
人格主体。《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学乐的情况：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
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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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刊（第三辑）》

精彩短评

1、不知学者们能不能使我明白什么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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