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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年才俊，但仕途受挫，便一心向往成圣成贤。
曾在佛道之间徘徊，终在儒学中顿悟。
虽蒙受陷害，被贬龙场，但意志不消沉，仓协书院，收徒讲学。
得朝廷委任，平定叛乱，显示了军事与组织才能。
王阳明，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实践者。
他的心性之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聪明伶俐的少年、满怀抱负的青年、坎坷不平的中年、老当益壮的晚年，他的一生凝聚了一个大儒的
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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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与思想演化二、心与物三、致良知四、德性与良知五、万物_二体六、知行合一七、良知与
名言八、心学与晚明思想九、明清之际的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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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祖籍浙江余姚，自其父亲这一代开始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市)。
曾修学讲论于越城附近的阳明洞，由此获阳明之号。
哲学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
尽管他们的思想可以“极高明”，并产生震撼人的力量，但其哲学的沉思却常常伴随着宁静单一的书
斋生活。
相对于这一类的学院哲学家，王阳明的一生显得颇不平凡。
作为哲学家，他固然有过龙场悟道之类的哲学沉思，但这种沉思并非完成于宁静安逸的书斋，更多地
是以种种的人生磨难为背景。
从早年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到晚岁的哲学总结，王阳明的哲学历程与其曲折的人生旅程处处融合在
一起。
王阳明的祖先常被追溯到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
这种谱系是否可靠，现在已不易考定。
王阳明的六世祖为王纲。
王纲(1302～1372)在明代初年曾由刘伯温推荐，出任兵部郎中，后升为广东参议，1372年因苗民起事死
于增城，明廷特建祠加以表彰。
这位先祖无疑让其后代引以自豪，其忠烈节义对后代们产生了绵绵不断的影响。
一百多年后，王阳明受命安抚广西，在归途中特意绕道增城，拜谒了其先祖的祠庙。
历史仿佛有意安排王阳明去继续其先祖的未竟之业，而二者的归宿似乎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时光虽然逝去了一个多世纪，但先祖的精神感召却依然存在。
相对于六世祖，祖父王伦对王阳明的影响无疑更为切近。
王伦早年便熟读经史，对《仪礼》《左传》《史记》等研习尤深。
其学识德行在浙东、浙西十分有名，人们往往争聘他教授自己的子弟。
王伦为人淡泊名利，旷达洒落，常吟诗于清风朗月之下，时人将其比做陶渊明。
他平生爱竹，庭院四周环种青竹，由此得竹轩先生之号。
王阳明少时常跟随其祖父王伦，祖父的经史修养及旷达磊落的胸襟，无疑对王阳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
影响。
王伦虽有名士风度，但并不显达。
到了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王门的家境开始改观。
王华(1446～1522)，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
自幼好学。
三十四岁中举，翌年以状元及第，并授官翰林院编修。
后又任东宫辅导，为太子讲读。
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讲学谨守圣门，为人坦诚醇厚，事母至孝。
父亲的这种品格和气质，对王阳明早期精神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
王阳明生于成化八年(1472)。
据年谱记载，王阳明出生前一天，其祖母岑氏见天神抱一婴儿，乘云而来。
王伦得知此梦，觉得非同寻常，于是以“云”作为王阳明之名，而乡里也盛传此梦，并将王阳明出生
之楼称为瑞云楼。
这种逸闻不免有其玄秘之处，但在天神送儿的神秘传闻中，却无疑寄寓着王门对这位后代的厚望。
然而，尽管其诞生经过了种种渲染，但直到五岁，王阳明仍不能开口讲话。
据说，五岁这一年的某日，一位僧人途经王阳明的住地，见了他便不由感叹：“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
”以“云”为名，既象征着云中送儿，又意味着彰显了此事。
祖父王伦由僧人之言而悟，于是改“云”为“守仁”，王阳明随即便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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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仁”源出于儒家经典《论语》。
僧人的传闻当然未必可信，但改名一事则自有其寓意。
如果说，以“云”为名表现王伦对天神云中送儿这种玄秘之梦的回应，那么，改名“守仁”则隐隐寄
托着认同儒学正道的期望。
尔后阳明所接受的教育，也确实主要以儒学为中心。
王阳明开口虽晚，但悟性甚高，曾背诵祖父王伦所读之书。
王伦颇为惊讶，询问后方知其孙乃是在听自己平日诵读时默记的。
到京师的第二年，王阳明正式人塾学，接受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
相对于其他学童，王阳明似乎显得有些早熟，常面对书册，静坐凝思，其所思所想的，又往往是一些
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
十二岁时，王阳明就提出，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等事)也就是读书学圣贤，亦即成圣。
当然，在少年王阳明那里，如何成圣的哲学问题还具有自发的特点，对“第一等事”的追问，乃是随
着其思想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取得自觉的形式。
成圣内在地包含着对天下之事的关心。
十五岁时，王阳明便留心边疆事务。
此时的王阳明对汉代名将马援甚为推崇，曾梦谒伏波将军庙。
四十多年后，王阳明出征广西，归来的途中，虽已重病在身，但仍特意拜谒马援庙，并作诗一首。
尽管这时王阳明已年近六十，然而少年时代的梦与诗却依然记忆真切。
在重录数十年前旧作的同时，王阳明又深有感慨地赋新诗二首，其中一首的开头为：“四十年前梦里
诗，此行天定岂人为！
”四十年前的梦境与四十年后的实境之间的近似，似乎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多少表现了早年追求
与晚岁境界的某种一致。
自南昌返回余姚后，王阳明开始了对“第一等事”多方面的沉思。
这一时期，阳明极为勤勉，日间与诸生相与论析经义并准备举业(科举考试)，夜晚则广读经史子集，
常持续到深夜。
苦读如此，当然绝非仅仅为了科举的成功。
事实上，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王阳明的真正兴趣所在乃是“第一等事”(成圣)。
王阳明曾对朱熹的理学产生过兴趣，并对其思想颇下了一番工夫。
朱熹以为一草一木，兼含天理，格物即推究事物的道理，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
根据朱熹的格物之说，王阳明曾与一位钱姓的朋友一起面对亭前之竹，以格(推究)其中之理。
钱氏早晚默坐，竭其心思，到第三天，便劳神成疾。
王阳明开始还以他这位朋友精力不足，但自己坚持了七天后，也终于因耗神过度而病倒了。
对朱熹格物方法的身体力行，不仅没有使王阳明得到任何收获，反而以致疾而告终，这种结果不能不
使他对朱熹哲学产生某种怀疑。
从理论上看，青年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如上理解是否准确，固然颇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
种理解中，已蕴含着尔后他与朱熹分歧的契机。
格亭前之竹的失败，固然使王阳明对朱熹哲学有所怀疑，但当时的他并未就此与朱学分道扬镳。
在一定程度上，王阳明还将格竹毫无成效归之于自身天赋有限，认为自己涉猎虽广，但未能循序以进
，故所得甚少。
于是，他又按朱熹的方法，循序而进，苦读深思。
然而，这种方法虽使王阳明在义理的理解上有所长进，但却未能使其理解理与心的统一问题，这一问
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
如此反复潜心苦思，使得王阳明又一次沉郁成疾。
循沿朱学所导致的这种结果，无疑加深了王阳明对朱熹哲学的怀疑，并促使他寻找不同的探索方向。
进士及第后，王阳明来到了文化中心——京师。
当时的文化界，正是明前七子活跃之时。
前七子的领衔人物是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等，他们以复古为旗帜，倡言“文必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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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必盛唐”，一反明初台阁体，在文坛颇开风气。
也许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王阳明此时也十分倾心于诗文创作，并与李、何等“以才名争驰骋”。
李、何辈在当时已是文学界名流，王阳明能与之驰骋争先，足见其文学造诣已达到相当境界。
不过，尽管王阳明已可与李、何等辈在文坛上一较高下，但彼此的旨趣却并不完全相同。
如前所述，王阳明虽泛滥于辞章，但并不自限于此，诗文创作与审美活动在王阳明那里总是关联着求
道的过程。
王阳明一生留下为数可观的诗与文，它们记录下了他探索“第一等事”的心路历程，也映现了他内在
的情感世界。
尽管后来王阳明不再唱和于文坛，但他始终没有忽略艺术对德性的陶冶作用。
直到晚年，王阳明仍然认为，志于道与游于艺并非不相容，道如住宅，艺则是对住宅的文饰和美化，
一旦志于道，则游于艺便有助于德性的培养。
根据《年谱》记载，王阳明疏离辞章之学后，曾于1502年告病回越，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
导引在当时主要属道教一系的修行方法，阳明潜心于此，显然表现了对道教的某种认同。
事实上，早在1488年，王阳明就开始对道教产生了兴趣。
这一年，王阳明到南昌完婚，举行婚礼这一天，他信步走人一个名为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静坐榻
上，便向其请教有关养生之论。
听了道士的解说后，阳明若有所得，于是与道士相对而坐，直至破晓。
铁柱宫的这一番经历，也许是王阳明接触道教的开始，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阳明不时对道
教心向往之。
在阳明日后的教法中，我们似乎仍可隐隐地看到道教对他的影响。
1498年，王阳明依朱熹之教循序读书，不仅所得甚微，而且郁思致疾，苦闷彷徨之余，又与道士谈养
生。
此时，距铁柱宫之行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王阳明的思想较十年前无疑更为成熟，因而这种举动显然
不同于少年时代的偶然冲动。
三年后，王阳明奉命至江北审查案件，事毕，便前往九华山观景览胜，沿路止宿于无相寺、化城寺等
处。
当时，山中有一位道士叫蔡蓬头，善谈仙道，阳明慕名前去拜访。
然而，尽管王阳明礼节周到，但蔡蓬头却似乎不愿与阳明深谈，只是一再含糊其辞地说“尚未”。
在王阳明的一再恳请下，蔡蓬头才说：“你终不忘官相。
”结果二人相视一笑，就此道别。
蔡蓬头的评语颇有意味，官相似乎象征着儒家的圣王境界，“不忘官相”背后所隐含的是未能忘怀儒
家的圣王之境。
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心态确实较为复杂。
宋儒的理论进路固然扦格不通，但成圣的志向却又难以放弃；遗世人山诚然有其吸引力，但归隐山林
又与平治天下相冲突。
蔡蓬头的那一番话，有意无意地触及了阳明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矛盾。
然而，对王阳明来说，道教对他来说毕竟非“正道”，因而难以满足他对“第一等事”(成圣)的追求
。
相反，极具人伦关怀的他即使在出世意向萌发之时，仍无法忘却对父辈与祖辈的责任。
在儒与道的这种冲突中，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
不难看出，王阳明对“第一等事”的追寻，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儒家的人伦原则，而对他来
说，这种原则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
与出入道教几乎同时，王阳明亦常常游心于佛家。
1501年，在审案完毕游九华山期间，他不仅接触了不少道教中的人物，而且与佛家禅师也有交往。
他有时甚至留宿寺院，在清风朗月下与猿鹤同听和尚唱偈念佛。
此情此景，本身便颇有点禅的意境。
遇到熟悉佛教历史的老僧，则与之共话禅家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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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归越养病期间，王阳明亦常往来于佛寺，有时甚至借居禅房。
这里无疑隐含着某种超越的追寻，不过，相对于理论上的契合，诗境与禅意的呼应在此处显然占了更
多的比重。
如同对待道教一样，王阳明似乎并未完全在“道”的层面上达到与佛家的认同。
王阳明与佛家的如上关系，使他很难自限于佛家的境界。
随着与道教的疏离，他对佛家的怀疑也逐渐增长。
1503年，王阳明在杭城养病期间，曾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刹，其中一寺中有位和尚，坐禅三年，既不
开口说话，也不睁眼视物。
一次，王阳明对这位禅僧大声喝道：“你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僧人为之一惊，于是睁开双眼，并开口说话。
阳明问他家庭状况。
回答是：“有母在。
”曰：“思念否？
”对曰：“不能不思念。
”王阳明由此以爱父母的天性开导他，“僧涕泣谢”。
第二天，这位坐禅三年的和尚便离开了寺院。
这似乎是一场儒佛之间的交锋。
王阳明以儒家的人伦原则克服了道教的“离世远去”，也以同样的原则唤醒了沉沦于禅境的佛界中人
。
尽管他对禅僧的开悟运用了近乎机锋的方式，但它真正的象征意义却在于告别佛家。
在对“第一等事”十余年的探讨思考中，王阳明广涉宋学、兵家、辞章、佛老，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出
发点：“第一等事”依然被归结为如何成圣。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返归。
较之十二岁时“学以成圣贤”的自发意向，王阳明经过多向度探索之后的立志成圣之学无疑具有更深
刻与丰富的内涵，而如何成圣作为“第一等事”则相应地获得了更自觉的定位。
在出入于各家诸派的过程中，王阳明固然力求博采众说而超越之，但这一时期的多方面涉猎，仍不同
程度地制约着其以后的思考。
1505年，王阳明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
这一年，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登基。
当时，武宗年仅十五岁，朝政控制在内官刘瑾手中。
内官专权导致了朝政的昏暗，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于是刘健等联名上疏，要求罢免刘瑾
。
但结果是刘瑾地位安然未动，刘健却被革职。
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等上疏力主重新起用刘健，亦以“忤旨”的罪名被解京下狱。
王阳明时为兵部主事，深知当时内臣弄权的政治形势，也十分清楚一旦触犯刘瑾辈将会导致何种结果
，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抗疏直谏，要求对言官加以宽容。
尽管此疏在内容上只涉及戴铣等人之狱，但其锋芒却同时针对制造冤狱的权臣，因而自然难为刘瑾所
容。
疏一递人，即被刘瑾矫诏廷杖四十，随即下狱，不久又被发配到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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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王阳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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