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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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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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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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还包括了韩国学者崔在穆著《东亚阳明学》的中译本，展示了一个跨国界的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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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宗旨，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浙江学术思想的形成土壤、发展源流以及浙中王门学
派形成、演变过程的考察，诠释其话语结构和致思趣向，并按照思想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展现明代心
学丰富多彩的思想资源与形成机制，如三教合流、讲会运动、平民教育、宗法社会等。
进而通过比较浙中王门各家之异同，揭示诸学者互为对象、互动共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长补
短、标新立异的思想特征，以多层次、多视角地展开对浙中王学重要传人的梳理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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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明，男，1956年11月生于浙江杭州，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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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当时的学术中心在浙东，所以常有浙西学者跨江来求学的，如董淫、董毂父子乃王阳明的浙
西高足，陈确、张履祥等为刘宗周的蕺山学派在浙西的主要传人。
因此，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但在学术传承上，却仍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
流。
仍以阳明学为例，除董淫父子外，尚有倾心阳明的许孚远、王宗沐以及为韩贞遗稿作序的余尚友等人
。
许孚远对浙西地区民风颓靡、学术潦倒的情形感触极深，而对好友绍兴人张元忭为中兴学术事业所做
的努力则赞许备至，声称：“昨秋领教后，悬念殊深。
吾乡习俗颓靡，朋友寥落，莫有甚于此时。
如吾兄挺然卓立，迥出尘表，真弟所敬服，弟所倚赖也。
”余尚友曾自称是阳明的“浙西后学”。
故陶望龄代左景贤写的《潜学编序》称：“夫文成之后，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
”又谓：“当正、嘉间⋯⋯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以西。
”此处所说的“大江”即钱塘江，然其谓“大江以西”乃取广义的“浙西”概念，包括安徽的宁国地
区。
而若就广义的“浙西”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也许并不亚于浙东。
即使就狭义的“浙西”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也有不少传播的机会和影响广泛的活动。
如王畿、罗汝芳等阳明以后的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浙西授业讲学，罗氏还著有《两浙游记》，其浙西弟
子朱廷益则为他撰写过祭文。
而据《阳明年谱》记载，嘉靖十六年，阳明后学沈谧曾在秀水（今嘉兴）文湖建书院，祀阳明，“同
志与祭天真者俱趋文湖，于今益盛”。
文中所说的“祭天真者”，即在杭州天真书院参与讲会活动的阳明学者。
如果把天真书院的讲会活动也算作浙西的话，那么甚至可以说，阳明去世后的浙江学术中心，不在浙
东，而在浙西，因为在嘉隆年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阳明弟子们在浙江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杭州的天
真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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