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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as
 

a
 

unique
 

tool
 

for
 

human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focus
 

on
 

shaping
 

human
 

nature
 

as
 

its
 

main
 

responsibility. Address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ctual
 

and
 

ideal
 

states
 

of
 

human
 

nature
 

is
 

a
 

pressing
 

issue
 

in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so-called
 

human
 

nature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human
 

nature
 

as
 

the
 

goal
 

of
 

education 
 

in
 

short 
 

teaching
 

how
 

to
 

be
 

a
 

person
 

and
 

what
 

kind
 

of
 

person
 

to
 

become. This
 

study
 

first
 

seeks
 

to
 

identify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as
 

espoused
 

by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Based
 

o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it
 

analyzes
 

the
 

human
 

qualities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possess. Meanwhile 
 

by
 

utilizing
 

the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mult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as
 

empirical
 

material 
 

it
 

thoroughly
 

examines
 

Wang
 

Yangmings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
 

study
 

proposes
 

rational
 

educational
 

strategies
 

center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nature 
 

for
 

use
 

in
 

multilingu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deal
 

social
 

members.  

Keywords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human
 

nature
 

education 
 

conscience 
 

communit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U
 

Xiangshu 
 

a
 

native
 

of
 

Helong 
 

Jilin
 

Province 
 

is
 

a
 

lecturer
 

in
 

the
 

Japanes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Shaoxi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

mail 
 

1335267183@ qq. com

151
WU

 

Xiangshu



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
在大學外語「人性教育」中的應用

吳香淑

紹興文理學院

摘　 要:教育作為人類特有的發展工具,始終應當把塑造人性作為其主要職責,而關於判明人性實然與應然問題,

則是大學教育中亟需關注的問題。 所謂的「人性教育」,就是把培養人性作為目標的教育,簡而言之,即關於「怎麼

做人以及做怎樣的人」的教育。 在本研究中,首要是尋找大學教育與陽明哲學所指向的人性共通點,以陽明哲學為

基礎,分析大學生理當具備的人性特徵;同時,將「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作為實證材料,充分考察王陽

明的教育思想,進而提出以「人性」培養為核心的合理化教育策略,供大學外語多語種教學使用,以此為培養新一代

「理想的社會成員」做出更多貢獻。

關鍵詞:陽明哲學;人性教育;良知;共同體

基金項目:本文系紹興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四五」規劃 2023 年度重點課題———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

庫建設及應用研究(145291);2023 年度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項目———基於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的

大學外語「人性教育」研究(Y202351452)階段性成果。

一、
 

緒論

凝聚陽明哲學之思想精髓的「心學寶典」《傳習錄》,是由王陽明的門人弟子對其語錄和信件進行整理編

撰而成的一部哲學著作。 筆者團隊選取了 1916 年美國哲學與心理學教授亨克翻譯出版的《王陽明哲學》,
1963 年美籍華人哲學史家陳榮捷翻譯出版的《傳習錄》,1961 年近藤康信翻譯出版的《傳習錄》,1974 年溝

口雄三翻譯出版的《世界的名著續 4》,2005 年金學主翻譯出版的《(新完譯)傳習錄:王陽明的思想和學問世

界》以及 2010 年金東輝翻譯出版的《傳習錄:朝鮮拒絕的良知學說》等作為主要語料資源,自建完成「王陽明

《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 ①。 語料總數達 25000 餘條,總計形符數 66 餘萬。 值得一提的是,該語料庫是截

至目前國內唯一的《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 該語料庫的建設完成,將有助於更高效、更深入地開展《傳習

錄》的跨語種翻譯比較研究,也可以為中華優秀典籍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教學提供理論支持和數據支撐。
《傳習錄》一書全面闡述了陽明心學所有重要觀點,展現了「致良知」「知行合一」 「心即理」 「格物致知」

等核心思想,其中「致良知」的工夫法正與學校「人性教育」所追求的目標相一致,都呈現的是追求人性的本

真狀態。 所謂的「人性教育」,就是把培養人性作為目標的教育,簡而言之,即關於「怎麼做人以及做怎樣的

人」的教育。 「人性皆善」「性無不善」,對於人們而言,是否擁有向善、行善、揚善的人性特質,這直接關乎其

價值取向、理想信念與生命走向。 所以,從此種意義層面來說,一切教育的初心與使命都應是培育至善的人

性,讓人性中的善點亮理想生活的光芒。 故本研究以自建「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為教學平臺,
在大學外語課堂中試行「人性教育」,實現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的創新,以此提升大學外語教學的實踐效果

與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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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陽明教育思想在人性教育中的應用

陽明哲學繼承孔孟的儒學傳統,把人的本性視為道德性———良知,認為需通過不斷努力以成為實現良

知的聖人,除此之外,陽明哲學還提出了一系列為達到理想型聖人的具體教育方案。 作為人性教育領域最

高權威之一的 Likona(1993)則認為,人性教育的目的是「擺脫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和過度的個人主義,相互

尊重並增強合作關係;培養道德意識、以道德視角去感受和行動的能力;形成基於公正、關懷和參與的道德

共同體。」 ②現代大學作為培養「理想的社會成員」的機構,實施人性教育以期望培養具備個人層面的道德性

和共生所需的關係性的人才,其中可將陽明哲學應用於人性教育。 所以本章節著力在陽明哲學的核心思想

中尋找適用大學人性教育的思路,並從中提煉出能夠應用於大學人性教育的思想要素。

(一)
 

以「知行合一」為目標的人性教育

在大學外語教育中,人性教育的實施需要有效的教學工具與方法,以促進學生對道德理念的深刻理解

與實踐能力的培養。 語料庫的介入,為這一目標提供了新的路徑。 通過語料庫的分析,學生能夠在多語言

環境中深入理解王陽明哲學的核心概念,特別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從而增強對道德教育的認知,並在實際

生活中加以踐行。 基於此,以下將探討如何以「知行合一」為目標,構建大學外語教學中的人性教育體系。
在傳統儒學中,往往將道德性視為人區別於動物的固有特性,因而學習儒學的目的是成為擁有內在道

德性的聖人;陽明哲學也繼承了這種觀念,認為人的本性便是道德性,也使這種道德覺悟有了付諸實踐的目

的性。 王陽明從內在道德性的堅定信仰出發,追求良知的自覺與行動融為一體的「知行合一」,而作為道德

主體的大學生,同樣以對自我的理解與正確的價值觀為基礎,通過在生活中實踐以樹立健全的道德觀,所以

王陽明的這種道德認知與實踐從根源上聯系在一起的「知行合一」,可以作為培養現代大學生的人性力量,
也是人性教育的核心目標。 因此,如果將大學生視為已經獨立的道德主體,並以此為起點,將陽明哲學的

「知行合一」運用到大學的人性教育中,就能夠培養出以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判斷力為基礎、真正完善的人

性力量。
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不僅是他德育體系的核心所在,同時也是完成人性教育的終極目標。 陽

明哲學主張的道德並不與道德知識或道德行為的主體建立任何聯繫,其追求的道德也絕不能成為道德知

識、道德行為的依據。 因此在王陽明德育體系中,「知行合一」就是對良知的堅持,具有超越現實的自發性與

目的性。 而從「知行」的關係看,王陽明又認為,真知的目的在於指導實踐,無實踐便不能稱為真知。 「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

知在。」 ③陽明哲學有意弱化「知行」在時間先後的糾葛,關注兩者在邏輯上的體用關係,強調主意與工夫、始
與成等在邏輯上本為一體,不能拆分時間的先後。 「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 又不是某鑿空杜

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

事? 只是閑說話。」 ③王陽明以此從理論層面理清了「知行」的整體性與統一性,至此「知行合一」思想最終落

地,為王陽明的德育模式夯實理論基礎。
由此可見,在開展德育教育實踐時,陽明哲學奉行「知行合一」的思想,認可「知」德與「行」德旗鼓並進

的思路。 王陽明深刻懂得「知」的關鍵性,他認為一旦沒有「知」便會陷入「懵懵懂懂」「冥行妄作」的困境,所
以對於那些盲「行」的學生,他始終強調「知」的引導作用;王陽明也十分重視「行」,不肯著實躬行,「知」便是

「茫茫蕩蕩」「懸空思索」。 面對當時知識份子都深入鑽研學問知識而不踐履所學的片面之法時,王陽明反駁

說道:「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 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 ③綜上,陽明哲學中教育的終極目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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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自主性認知與能動性參與,這不僅僅是努力地追求知識,而是通過實踐過程將知識真正得以落實,即
知行合一。 良知絕非是通過強制性地學習、脫離現實的修煉或形而上學的探索來實現的,而是以知行合

一———憑藉良知自覺地判斷與設定實踐方向來實現的。

(二)
 

以「真誠惻怛」為涵養的共同體意識

在大學外語教育的人性教育實踐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共同體意識,使其能夠在社會中與他人建立良好

關係、共同成長,是一個關鍵問題。 語料庫的介入,為這一探討提供了新的視角。 通過語料庫的分析,學生

可以多語言、多文化環境中深入理解王陽明哲學關於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思想,尤其是「真誠惻怛」的涵養方

式,從而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不僅提升個人道德修養,還能培養理解他人、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 基於此,
以下將探討如何以「真誠惻怛」為核心,在大學人性教育中探索共同體意識的培養路徑。

人類是無法獨自生活的社會動物,必須具備在社會裏共同生活的能力,因此在大學教育中,應該同時開

展個人層面與社會層面的人性教育。 如果大學教育完全脫離社會,而僅僅停留於個人意識,那麼這就註定

無法成為現代社會所真正需要的人性教育。 大學的人性教育需要具備確立內心的道德主體性、培養能夠實

踐的人性力量,以及培養大學生能夠理解他人想法、情感的共鳴能力和與他人建立並維持關係、解決矛盾的

溝通能力,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融入社會共同體。 在陽明哲學中,道德主體始終以良知為中心,通過與他

者、社會等建立共同體關係,達到「致良知」的目標,而之所以能夠實現這一目標,是因為真誠惻怛的涵養。
在具體化的教學過程中,真誠惻怛則主要滲透在教者、學者之間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的教學方法上。

因材施教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王陽明又加以繼承和發展,「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

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 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他形象地用醫生治病需要對症下藥來比喻

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教者需根據學者的個性和特徵來選擇不同的教授內容,以求消除他者之間的隔閡、產生

共鳴,從而有的放矢,構建起教者與學者的共同體關係。 「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 ③王

陽明提出了他關於因材施教最著名的論斷,狂、狷各成就其所長,這樣能使他們在曆練中能夠發揮自己的特

長而消解各自的矛盾,更有利於培養道德主體的共同體意識,這也是真誠惻怛之核心體現。 當然,教者與學

生還需堅持循序漸進的教學方法,「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 ③教者以學生為主體,
瞭解其道德層次水準,積極維持良好的關係,量力施教,使學生打好堅實的基礎。 王陽明認為「與人論學,亦
須隨人分限所及。」 ③所以在教導「致良知」時,要根據各自能力與理解來擴充良知,不可操之過急。 學者亦要

和教者積極配合、相互理解,不可盲目貪多求盛。 王陽明反對學生像「後世學者」那樣「博聞多識,留滯胸

中」 ③,對於教學內容他提倡「精熟」而非廣博,教者、學者在求同存異中呈現的便是以「真誠惻怛」為涵養的

共同體意識。
如此可知,人性教育不能僅僅滿足於個人道德的完善,而更應以擴充良知為目標,教育整個共同體的所

有成員們。 而真誠惻怛之良知可以在因材施教中消解人與人的隔閡、在循序漸進的教與學中維持良好的關

係,這有利於培養道德主體的共同體意識。 因此,如果把強調「真誠惻怛」的陽明哲學應用到現代大學的人

性教育中去,凝聚社會、促進團結的共同體意識也必將塑成。

(三)
 

以「自慊」為境界的自我主導力量

在大學外語教育中,人性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學生的自主性,使其能夠主動參與學習,並在學習過程中

獲得內在的滿足感。 而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不僅影響知識的獲取,也關涉到學生能否在道德成長中形成

自我主導力量。 語料庫的介入,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自主探索與深度學習的平臺,使其能夠通過多語言對比

理解王陽明哲學的核心理念,尤其是「自慊」所代表的自我主導力量。 借助語料庫,學生不僅能加深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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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的認知,還能在自主學習過程中踐行「知行合一」的理念。 基於此,以下將探討如何以「自慊」為境界,
構建有助於提升學生自主性的人性教育模式。

在實際教學中,當學生對所學內容感興趣而發覺有必要自主參與時,教育的效果就會大大增加。 相反,
如果只是從外部單方面灌輸學習內容,學生陷入被動學習而可能會面臨壓力。 所以學者的自主性是形成滿

意教育的重要因素,在大學的人性教育中,大學生學習的自主性比教師知識傳授更為重要。 因為在脫離自

主性、被動化的人性教育中,學習者的道德主體性很難確立,難以將道德知識轉化為實踐,更何況被動的人

性教育更難向學生保障學習的真正快樂和滿足感。
在陽明哲學中,判斷良知是否完整實現,並不在於是否得到他人的認可或符合外在規律,而關鍵是在於

自己。 在王陽明看來,實現良知的一系列過程並不是他者的要求或為追求其他目的,而是真正出於「自我滿

足」的樂趣;這種快樂並非專屬於聖人,許許多多普通人也都有同樣具備,可以說「自我滿足」是人們心靈的

本體,即良知。 因此,在陽明哲學中為了實現這一良知,保障了作為道德主體人們的「真樂境界」,而所謂的

「自慊」就是在自我擴充良知的過程中以達到心靈境界,所以自慊的過程也需要人們的自主性。
故而,人性教育須以參與學習者的自主性為前提,惟其如此,所做出的道德判斷、尋找到的行動動機、實

踐道德的過程才能順利地進展。 這樣,以「自慊」為境界、講究「知行合一」的人性教育,在給予學習主體的學

生帶來快樂和滿足感的時候才可以不斷維持。 因此,如果能通過良知的實現達到自慊境界的陽明哲學恰如

其分地應用到大學的人性教育中,這樣可為培養新一代「對自己有信心,主導自己生活」的大學生做出更多

貢獻。

三、
 

大學外語課堂「人性教育」實施方案

人性教育,並非是一個矯枉和教化的過程,而應轉換為對本性的自我反省,思索在共同體中認識完整自

我的方式;同樣,也不應只是理解為機械地創造某種形式主義,而應是尋根究底到本真善良、完整自我的思

維全過程。 比起傳統教育中發出「不要……」的負面命令,片面地思考「為什麼不能做……」,人性教育積極

傾聽自我感受,並充分表達「自我理解」,所以人性教育可以稱為最理想的教育。
在陽明哲學的思想世界裏,人們都具備內在的道德本性———良知,而為「真誠惻怛」涵養的共鳴能力,以

及在實現良知過程中到達「自慊」境界創造了更多可能性。 如果將這些曆久彌新的陽明哲學思想貫徹到大

學的人性教育中,便可為培養學生的人性力量、共同體意識、自我主導力量做出貢獻。 本章節從王陽明提出

的教育思想中尋找培養大學生人性教育的可行性方案,使大學生樹立道德志向,通過不斷地反省與糾正,以
克服妨礙共同體維持與存續的「私欲」。

(一)
 

基於王陽明教育思想的「人性教育」策略

王陽明認為「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 ③可見,立志是學問長進的關鍵,而對於現代的人性教育

來說,立志則是培養「理想社會成員」內在道德性與道德認同感的教育方法。 王陽明始終強調立志貴在於

「專一」,他說:「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故立志貴專一。」 ③而在人性

教育裏,「專一」則是堅定的內心意志,即一旦志向確立,就應以堅強的意志去貫徹執行。 因此,大學教育應

該將樹立道德志向作為人才培養的關鍵要素加以強調,而使作為培養人性力量的人性教育更有其運用價

值。 然而,在大學外語日常教學中,幫助學生樹立堅定的志向和內在道德認同感可能面臨一定的挑戰。 外

語學習的目標通常較為具體,如通過考試或提升職業競爭力,而道德教育的目標較為抽象,學生可能難以直

接感知其價值。 此外,外語學習的碎片化知識獲取方式,可能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難以保持長期的專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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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 因此,教師需要採取更具針對性的教學策略,如在課堂上融入與現實生活相關的案例分析,幫助學生

理解語言學習與個人成長、文化認同之間的聯繫,同時通過設定清晰的學習目標,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動力。
培養「理想社會成員」的大學人性教育中,同時更應當強調關愛他人、和諧相處的共同體意識;在陽明哲

學中挖掘出引起私欲的根源並加以清除的「拔本塞源」之法,同時也可對大學的人性教育發揮借鑒作用。 王

陽明提出的去除私欲、恢復良知的「拔本塞源」,便是一種培養道德性的學習方法,同時也是培養大學生共同

體意識的教育方法。 然而,在實際外語教學中,學生往往更關注個人成績,而較少關注語言學習中的人際互

動和文化理解。 因此,教師可以通過小組合作學習、角色扮演、跨文化交流活動等方式,促使學生在語言實

踐中體驗團隊協作與互助精神,從而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共同體意識。
若通過教育過程帶給學者在自我主導性方面的變化,其中產生的教學效果可能更為強大、更為持久。

陽明哲學中的「改過」是通過學者的自我主導性反省,引導其自主變化;與此同時,「責善」則強調在和諧的氛

圍中,通過與同伴之間的真心勸告,以實現自主變化。 因此,「改過」將成為從自我主導性反思來實現行為矯

正的教育方法,而「責善」則可以作為互助性變化的教育方法,「改過」與「責善」這兩種思路都將對培養當代

大學生的自我主導能力發揮良好的指導作用。 在大學外語教學中,學生在語言學習中難免會犯錯誤,若無

法及時反思並調整,可能會影響學習效果。 因此,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設立反思日誌、同伴互評等機制,鼓勵

學生主動審視自己的學習過程,並在同伴的回饋中獲得改進方向,從而提升自我主導能力。
綜上所述,將王陽明教育思想中的「人性教育」策略融入大學外語教學過程中,雖然可能面臨學生學習

目標功利化、共同體意識較弱以及自我反思能力不足等挑戰,但通過設定明確的學習目標、鼓勵團隊合作、
強化反思機制等方式,可以有效克服這些問題,從而推動學生在語言學習與道德成長的雙重維度上實現更

深層次的發展。

人性教育內容 陽明教育思想 教育方法 切入點 教學活動 語料庫關鍵字

道德性 知行合一 立志 開學第一課 畢業規劃
良知( 共 273 條),立志( 共 13
條),知行合一(共 10 條)

共同體意識 真誠惻怛 拔本塞源 課後小組作業 小組活動
私欲(共 26 條),真誠惻怛(共

7 條),拔本塞源(共 3 條)

自我主導力量 自慊 改過,責善 課堂討論 身心健康 自慊(共 5 條),至善(共 20 條)

表 1　 陽明教育思想下的人性教育一覽表

(二)
 

應用《傳習錄》語料庫的「人性教育」教學實踐

本研究中將「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作為實證材料,在充分考察王陽明教育思想的基礎上,
提出了以「人性」培養為核心的合理化教育策略,並在《大學日語 A1》課堂中開展了大學外語「人性教育」教

學實踐活動。
中國著名儒學研究者吳光曾嘗試定義「陽明學」,他認為跨越五個多世紀的陽明哲學核心是「良知學」。

依此思路,梳理《傳習錄》中「知」的相關術語辭彙,主要為「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故在課堂教學中,可
通過以下兩種教學模式,對「知」的相關術語開展課堂教學,鼓勵學生體悟「良知」之學,在思想上追求「致良

知」,行動上踐行「知行合一」,以此培養有「道德性」的優秀人才。
課後自主學習模式:學生根據教師發佈的任務清單,以《傳習錄》語料庫中的「良知」 (共 273 條)、「致良

知」(共 25 條)、「知行合一」(共 10 條)為關鍵字,學習其文化術語並理解術語相關的中外文句子。 以上借

助網路資源來完成學習任務,能有效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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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小組學習模式:以《傳習錄》語料庫中「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文化術語相關句子為研究對象,
分析《傳習錄》英譯、日譯、韓譯的語言特點,文學特色以及譯介風格,對《傳習錄》中的術語外譯開展橫向比

較研究,進一步探討陽明哲學的現代價值。 學生在掌握語言技能的同時,通過小組學習也能實現尊重、關
懷、協同、溝通等素質目標。

通過學生調研回饋得知:第一,通過課後模組的自主學習,學習者充分調動已有的經驗與知識嘗試解構

「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傳習錄》文化術語,學生表示能有效激發學習興趣,自然誘發對目標語言學

習的初步動機。 第二,通過課中模組團隊的深入學習,學習者通過與同伴之間的交流互動,對《傳習錄》中的

文化術語以及其中蘊含的王陽明教育思想有更為透徹的理解與思考。 第三,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逐漸把

學習的重點從對外語的結構、辭彙等語言本身,轉移到解決現實生活中可以接觸到的問題,從而真正領悟

「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的重要性。 由此可知,在課堂中有效結合「王陽明《傳習錄》多語平行語料庫」,將不僅

僅能提高學習者的外語能力,同時也能將課堂上所掌握的學習內容應用於現實生活當中,提升人性素質培

養,有效引導未來規劃設計。
因此,在大學「人性教育」的具體教學過程中,可以逐步提出與現實生活、人性等關聯度高的思考與任

務,通過循循善誘,使學習者在掌握目標語言的同時,通過主動參與實際問題的解決,以始終保持對教學活

動、現實生活的自主性和責任感,以此來培養同時具備個人層面道德性與共生所需關係性的「理想社會成

員」。

四、
 

結論

大學作為培養「理想社會成員」的機構,實施人性教育以期培養具有個人層面的道德性和共生所需的關

係性人才;而在陽明哲學中,往往把人的本性視為道德性———良知,其中通過不斷努力成為實現良知的聖

人,這也兼融於現代大學人才培養目標的指向。
在人性教育中,需要確立內在道德主體性、培養人性力量,同時養成理解他人情感和觀點的共鳴能力,

以及與他人建立和維持關係、解決衝突矛盾的溝通能力,從而更好地經營共同體生活。 王陽明提出的去除

私欲、恢復良知的「拔本塞源」,便是一種培養道德性的學習方法,同時也是培養大學生共同體意識的教育方

法。 陽明哲學的真誠惻怛之良知,則可以消除隔閡、產生共鳴,更有利於培養大學生共同體意識。 惟其對他

者的共鳴能力越強,相應的社會性也越強,方能更適應地步入社會。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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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6-11.

③
 

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版,頁 5+15+

36+50+105+106+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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