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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杨国荣同志的博士论文。
全书从考察王学的二重性入手，对它的内在结构及其在后学中的历史展开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由
对王学体系的内在矛盾的揭露，进而说明王门后学的分化，着重考察了志(意)知之辩的演进；作者比
较充分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参考了前人和时贤，包括海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加以评析、折衷，
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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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国荣，1957年生于上海，浙江诸暨人。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
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
学术委员、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编委。
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
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10部同时出版于海外；在《中国社会科学》、Philosophy：East-and West
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多种论著被译为英、德、韩等文在国外出版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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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学的兴起　　王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崛起于明代中叶。
它的产生，以明中期的社会历史状况与理学的逻辑演变为其双重前提。
　　第一节　王学形成的历史前提　　一　天理的困窘　　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明代社会开始由盛
向衰转化，明初潜伏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显露。
首先是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皇室、宦官与勋戚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大规模地侵占土地，是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的显著特点。
据《明史》卷七十七记载，弘治二年（1489），仅畿内五处皇庄所占土地，即达一万二千八百余顷。
1508年，明武宗继位后第一个月，即设皇庄七处，继而又增至三百余处。
明代皂庄之多，超过了以往历代。
皇室勋贵之外，官僚地主及地方豪族也相率掠夺民田。
以明代中叶的福州为例：&ldquo;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
&rdquo;（《明史》卷二○三）土地的高度集中，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地租、赋税也日见其重。
江南某些地区的租率，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繁重的土地赋役，使农民的生活日渐恶化，&ldquo;有今完租，而明乞贷者&rdquo;（《明史》卷七十
七《食货志》）。
面临土地日蹙、赋税日重的双重逼迫，大批农民被迫远离家园，或人野垦荒，或上山采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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