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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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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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泰州流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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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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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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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阳明心学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
它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宋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整体格局，不仅对明清以至当代中国思想的历史运动影
响深远，且远播域外，尤其对日本的思想界具有显著影响。
王阳明是一位世界性的哲学家。
本书着重阐述王阳明的生平行履，试图将其生活世界的开展与其思想世界的演进融为一体，借以反观
其思想与生活之统一的全人格。
本书不仅有利于阳明学说的整体理解与把握，也可对现有阳明思想的研究著作起到某种补充与匡正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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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平，男，1959年9月生于浙江衢县。
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院学术委员。
现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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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正德五年至正德十年的六年，是阳明一生中职事变化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然所居大抵为闲职，并
无繁忙的公务，因此它实际上便亦成为阳明较能集中精力讲学的一个时期。
从北京到南京，凡所之皆无非讲学之地，因此其门徒益众，而学术影响亦日增。
就阳明思想的发展而言，这六年是他将龙场之悟进一步扩充、完善，并使之体系化的重要时期，亦是
其学说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实际形成的重要时期。
他将关于心体的学说以及知行合一的学说贯穿于儒家原始经典的系统诠释之中，超越朱熹之学的固有
规模，而单独开辟了一片广袤的天空。
与徐成之论朱陆之学，实际上即已然公开表明其思想之逸出朱学藩篱；而在越中与徐爱论《大学》之
旨，其主要内容即今《传习录上》的前半部分，则是阳明对朱熹格物说进行比较系统的公开批评以及
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开始形成的基本标志。
其学说在当时学术界所产生的思想震动，从徐爱的记述则亦约略可见一斑：“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
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人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
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
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始而“骇愕不定”，终而笃信不疑。
徐爱的这种反应，在当时闻阳明之说的学者当中或许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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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阳明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所以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先生委托我撰写一
本关于王阳明的著作，作为由他所承担的国家课题“阳明学研究丛书”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考虑将
主要内容集中于阳明生平行历的叙述，这一想法得到了吴光先生的首肯。
学术界对阳明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他的哲学思想，严肃而又比较全面地叙述其生平行履的著作似乎还
不多见，而我觉得，了解阳明的生平事迹，会像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样，更有助于了解阳明的全部人
格。
从他生平所行之事当中，亦可以了解到通常读《传习录》及其论学书信之类的作品所不能发现的某些
思想，从而不仅有利于对阳明学说的整体理解，而且亦可以对现有关于阳明思想研究的著作起到某种
补充作用。
我相信像阳明先生那样的一位思想家，他的人格的光明峻伟是在他现实的生活经验之中不断完善并显
现出来的，他的胸怀的宏阔是在生活世界的开拓之中不断呈露并显现其博大的，他的思想世界的广远
深邃是在生活实践境域的拓展之中而不断深化并获得其整体显现的。
因此毫无疑问，对阳明生平事迹的叙述，就必然会涉及他的思想发展。
生活世界的开展与思想世界的演进在阳明那里原本不相分离，生命的历程即是其思想的历程。
虽然如此，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仍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生活事实的阐述，对其不同生活阶段所涉及
的思想学说，只根据自己的浅见稍加阐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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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阳明的生活世界》：阳明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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