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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
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
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人）、南中（
指江苏，《泰州学案》括入）、楚中、北方、粤闽。
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
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竞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
”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里面牵涉
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
泰州派的问题更大。
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
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
”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
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儒学案》的背景。
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人，评价不高。
王门在北方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乃可以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来看吴光教授策划与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
》，其内容包括专著十部，论文集一部。
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套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
专著十部，首先是董平著《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从对阳明生平的阐述中，展示阳明生活世界的变化
与思想世界的演进。
接着钱明著《浙中王学研究》，徐儒宗著《江右王学通论》，吴震著《泰州学派研究》，对王门的三
个重要流派作出了深入的省察。
然后是何俊、尹晓宁合著的《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由此可以看到梨洲虽对蕺山之学大行于世抱有很
高的期望，结果却事与愿违。
到了清初，发生典范的转移，梨洲成为心学的殿军，不期而然促成了“达情遂欲”、“力行实学”、
“文献考据”的转向。
吴光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探讨了梨洲的学术成就，从而肯定了他之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
想家的历史地位。
然而丛书并不局限于儒家的视域。
朱晓鹏著《王阳明与道家道教》，陈永革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爬梳了史料，揭示了阳明学与
道家道教以及晚明佛教（包括“狂禅”）的关系。
同时阳明学又不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现代意义。
刘宗贤、蔡德贵合著的《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具体探讨了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现代新儒学（
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思想特质及其与阳明学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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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阳明学综论》是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思想的论文集。
作者包括参与撰著“阳明学研究丛书”各部专著的作者、国内外在阳明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知名学
者，以及阳明学研究的后起之秀。
文章包括两类：一类是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王明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学说，评论其学说宗旨、思想性质
与历史影响的论文；另一类则主要是探讨阳明后学各家各派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丰富、修正、扬弃的
演变轨迹与思想特色。
这些思路开阔、观点新颖的学术论文，基本上代表了本课题组的阳明学研究水平，也在相当程度上代
表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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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光，1944年10月生于浙江淳安县。
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明
裕学人”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教授、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
职。
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
、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天下为主——黄宗羲传》、　《儒道论述》等专著文
集。
主持完成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　《刘宗周全集》等大型古籍的整理编校。
主编《阳明学研究》等专题论文集1 0多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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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王阳明哲学的理解与诠释本体与工夫：从王阳明到黄宗羲论王阳明思想的时代特
色儒学的转折：从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说起阳明学与民主政治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
的关系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大学问》的政治伦理思想释义王阳明思想的非宗教性论王阳明的致
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作为行动主体的良知——论阳明身心一体的良知学从贵阳到南昌：致良知
说的提出过程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与事功纪实罗近溪与晚明王学的发展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性善”作为信念——罗近溪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诠释江右王学的匡弊功绩王心斋“淮南格物”说新探
周海门学派归属辨从蕺山诸弟子的分歧看蕺山学派的分裂从阳明心学到“力行”实学——论黄宗羲对
王阳明刘宗周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遍求百家出入佛老——王阳明早年的精神漫游论晚明居士佛学的
思想特质及其效应——兼论晚明“狂禅”现象朝鲜李朝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当代韩国的阳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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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主体精神的发展看，本体可以理解为意识的综合统一体。
这种本体并不是独立于意识过程的超验实体，它即形成并体现于现实的意识活动过程，离开了现实的
意识活动过程来谈本体，便很难避免思辨的虚构。
在哲学史上，休谟曾对内在精神实体（自我）的存在提出质疑，尽管休谟由此而否定了意识的内在统
一性，不免表现出狭隘的经验论立场，但他对离开意识活动而设定超验精神实体的批评，却并非一无
所见。
当代哲学中赖尔、后期维特根斯坦等对内在精神实体的消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休谟工作的继续
，其中固然渗入了某种逻辑行为主义的褊狭眼界，但它对意识现象的形而上学独断规定，无疑亦有抑
制的意义。
　　在对精神本体的理解上，王阳明似乎表现出二重性，从严滩之辨中，已不难看到这一点。
从总的思维倾向看，王阳明始终没有放弃对本体的先验设定，所谓“本体上说工夫”，“有心俱是实
，无心俱是幻”，便可视为对先验本体的确认。
就此而言，王阳明显然并没有超出思辨哲学的视域。
然而，王阳明同时又肯定了本体与工夫关系中的另一面，即“工夫上说本体”，“无心俱是实，有心
俱是幻”。
如前所述，无心俱是实，意味着本体并不是一种既成的存在，由此进一步加以推论，便可能偏离对超
验本体的承诺。
事实上，当王阳明强调由工夫看本体则有心是幻时，便已表现出对超验本体的某种疏远。
从王阳明的以下论述中，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看到这一点：“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
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
为体。
”此所谓心无体，可以看作有心是幻、无心是实的一个注脚。
质言之，本体并非超然于意识的现实作用过程（感应之是非），离却工夫，亦无现实之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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