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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6世纪中叶以降，阳明心学之发展大有超过朱熹理学的势头，逐渐演变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思潮。
罗汝芳正是这股思想潮流之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作为泰州王学的传人，他的心学思想也有其独特之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求仁”
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万物一体为最终归趋的儒家伦理思想；二、以“天心”观为基
础，以敬畏天命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学说；三、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以宣讲“圣谕六言
”、制定“乡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
在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近溪思想无疑是判断阳明心学以及泰州王学之走向的一个重要参
照系。
近溪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凸
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性、宗教性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并强调了只有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家庭的
伦理观念、道德实践，良知伦理学的普世意义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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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匡亚明，1906年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
事教育和党的理论、新闻、宣传工作。
历任《日日新报》主笔，《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华东政治研究院院长、中共华世局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吉林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校长。
现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吉林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名
誉主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
曾著《社会之解剖》、《血祭》、《农村工作论文集》、《学习列宁的风格》、《孔子评传》等专著
以及大量学术性或政治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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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必须指出，《泰山丈人》和《全集》所录，或云“恍见”或云“恍若”，则所谓“泰
山丈人”是否真有其人，还是近溪练功时出现的一种光景形象？
值得怀疑。
不管怎么说，这一事件本身及其内含的思想涵义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近溪弟子曾凤仪在该条上端有一批语：“此是先生生平学案，由矜持而浑化，即勉强而自然。
”②参之近溪自述“执念潜消，血脉循轨”，当为可信。
究其意旨，盖谓近溪至此身心内外俱已达到“浑化自然”的境界。
可见，在近溪门下，颇为看重这次实践经验。
而近溪本人又亲自执笔撰述，记录下这次体验，亦可证明此一事件非同一般。
 从其内容来看，可以确认这是道教修炼术的一种功法，所谓“神界”、“鬼界”，所谓“天日相交”
、“阴灵存想”，均属道教内部的某种特殊术语。
与13年前，近溪与山农接谈之际，两人所讨论的问题相比，既有实质上的相似性，又有很大程度上的
不同。
实质上的相似性在于，两次体验都涉及到了如何从根本上解除“心病”的问题，当然这一相似性决非
偶然巧合；程度之不同在于：此次对谈显得更为专业和深入，因而更具“神秘”气氛。
不过，总的来说，两次对话以及体验，彼此之间有着某种承接关系。
从泰山丈人指出近溪的“心病”尚有四种症状：即“遇触”、“当倦”、“扰攘”、“梦寐”来看，
近溪自以为这是自己多年来的“心得”，显然是指从山农那里获得的心灵体会。
而泰山丈人则尖锐指出，此是“天体渐失”之症，不惟心病，且“身亦不能久延矣”，至此，近溪才
如梦初醒。
再者，山农与近溪之间，有一场“制欲体仁”之辩，山农告之以“放心体仁”，其中多少含有以儒学
框架来引导解释的意向，然而此次对话有所不同，泰山丈人以“水鉴相涵”、“阴灵存想”、“脉络
纠缠”、“内外胶泥”、“阴阳莫辨”、“境界妄縻”等一系列专业术语，指证了近溪“病”的症结
所在，不得不令近溪伏地叩谢，汗如雨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客观的现象描述，也有理由推测近溪对上述这些术语的涵义是心领神会的，但几乎
看不到对这次经验试图作道德解释的迹象。
 如果我们仅仅把这次对话和体验作为现象描述来看待，指陈这是一种神秘主义或冥契主义的宗教经验
而已，而认为不存在遮蔽在背后的思想义涵，那么就无法揭示近溪的这场体验与其思想的关联，同样
也无法确认这次体验在近溪的思想历程中有何地位和意义。
事实也许并不尽然。
现在另有一条有力的资料，似乎（虽不完全确定）可以证明这次“来自外道”的神秘体验是近溪对心
性问题最终有所了悟的一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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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罗汝芳评传》编辑推荐：近溪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
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凸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性、宗教性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
意义，并强调了只有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家庭的伦理观念、道德实践，良知伦理学的普世意义才能最
终实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罗汝芳评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