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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生于浙江余姚。
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还到过北京。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
他发展了陆九洲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
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
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
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一生著作甚丰。
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
、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
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
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
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儒学正脉--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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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明，男，1956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
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师范学院和中国计量学院兼职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思想史、东亚思想文化比较史和浙江地方思想家的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有《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专著)、《徐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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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显赫世家　姚江王氏之由来　成长的家庭环境第二章　道教情怀　慕仙养生的早年生活　有
无相即的晚年趣旨第三章　文学志趣　溺于辞章　之习　交谊吴中文人第四章　艺术修养　爱好音乐
　传承书艺　擅长绘画第五章　思想创设　迁居山阴　王学发端第六章　学术嬗变　简易工夫　心之
本体第七章　自设门户　入门标准　弟子成分　早期弟子　弟子人数第八章　地域分布　黔中王门　
闽中王门　楚中王门　粤中王门第九章　播扬海外　交接日本　东传朝鲜　基本定位第十章　家族衰
微　萧墙之争与阳明家事　正亿、正宪与阳明门人　袭爵之争与阳明后裔王守仁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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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正德十年(1515)秋，王华应内戚陈氏之邀，游上虞东山。
途中当随行者酌酒为其祝寿时，针对众人“尊忘天下之达尊，而油油与士庶嬉饮赓歌于烟云泉石间，
历险夷，阅晦明，关顺逆，而乐不变，翁真超物外者耶”的赞美之辞，王华正言厉色道：“否!夫君子
之动也，以示法，故观以辅德，义以节欲，妨学则弗乐，丧志则弗玩，故日君子之游也。
然则古之表风教于东江而不可忘者，将独山川乎哉?将独山川乎哉!小子识之。
”②声称自己之游并不妨学，更不丧志，而是与“槁然独往于深山绝谷”的神仙之游截然不同的“君
子之游”。
故其游东江的真实目的，亦是为了弘扬古之教化。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积极处世的人生态度，王华才对当时的著名学者庄咏、陈献章作出了不同之评
价。
据王华留存于世的仅有文献之一《定山先生集序》载：华早年“已知定山(庄咏)之工于词翰”，后又
知“定山盖直节敢言之士”，于是“心益趋向之”。
然其“于定山虽甚爱慕，定山亦往往勤诗札之通，而竞莫得与之上下其论于一日”③。
究其原委，恐怕与庄咏、陈献章两人过于紧密的关系有关。
陈献章弟子湛若水说：“白沙先生之诗，有日千炼不如庄定山，盖尊庄公也。
⋯⋯故世之君子欲知定山先生者，观诸白沙先生之诗可也；欲知白沙先生之诗者，观诸定山先生之诗
可也。
”④视庄、陈如一人。
然在王华看来，“定山始与白沙陈公甫为友，齐名于时，人莫得而低昂之。
其后定山复起，而公甫老于白沙，世遂以是为优劣”①。
也就是说，定山和白沙这两位齐名于时的诗人，在世人包括王华眼里是有优劣之分的，而究竟孰优孰
劣，则要看两人的处世态度。
王华显然不喜欢白沙消极处世的人生态度。
而这一立场正好与黄宗羲所述的陈庄异同论相吻合：“又言庄定山为白沙友人，学亦相似。
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
其出处之际，白沙深责之，不可言其相似。
”②后来王华的这种思维定势又显然传给了阳明，致使其对白沙之学不屑一顾。
③明儒李材所谓“海翁最博古，阳明亦多闻”④，当属实情。
　　四是至孝之心。
据《海日先生行状》载：弘治改元(1488)，王华与修《宪庙实录》，充经筵官。
次年闻其父竹轩公疾，即移病不出。
当道使人来趣，亲友亦交相劝喻。
华日：“亲有疾，已不能匍匐归侍汤药，岂逐逐奔走为迁官之图?须家信至，幸而无恙，出岂晚乎?”
结果还是没有出山。
弘治六年(1493)，王华闻竹轩公死讯，号恸屡绝，即日南奔，筑庐墓旁。
“墓故虎穴，虎时时群至。
先生(王华)昼夜哭其傍，若无睹者。
久之益驯，或傍庐卧，人畜一不犯，人以为异”。
如果说，因父母亡故而辞官归乡，以尽孝道，乃是古人“送死胜于养生”的丁忧守制，不得有违，那
么王华对其母亲岑太夫人的孝心，则可谓出于“天性之爱”，致使百官望尘莫及矣。
武宗嗣位后，华便以母亲年事高，执意乞归便养。
比致仕，岑已年近百岁，华则寿逾七十，犹朝夕为童子嬉戏以悦之，“抚摩扶掖，未尝少离。
或时为亲朋山水之邀，乘舟暂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①。
岑氏卒，王华悲痛致疾，“竞以是不起”，一年多后亦亡。
在明代政治生活中，遵守儒家孝道虽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多数官场上的人只是摆摆样子、走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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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罢了。
然王华却把孝养置于首位，甚至不惜放弃高官厚禄。
为强调孝道，他还特地为上虞的曹娥祠撰写碑词，“咸极阐扬孝道，推引劝励，讽讽可读”②。
在孝道实践上，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还要求阳明身体力行。
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平宸濠之乱，凯旋而归，“适公(王华)诞辰，伯安(阳明)捧觞为寿。
公蹙然日：‘吾父子乃得复相见耶!贼濠之乱，皆以为汝死矣，而不死；以为事难猝平，而平之。
然此仗宗社神灵、朝廷威德，岂汝一书生所能办。
比谗构横行，祸机四发，赖武庙英明保全。
今国是既定，吾父子之荣极矣。
然福者祸之基，能无惧乎!⋯⋯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与犯盈满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耶?”
③王华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阳明功成而退，保身养家，以尽孝道。
这种言传身教，对阳明的鼓动力可想而知。
故在阳明几十年的仕途中，上疏省亲，乞归便养，乃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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