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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文明的兴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问题；二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问题；
三是人类的不平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而且关系到人类的自由、价值、尊严乃至人类的生存、命运和前途
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
这些根本性问题都不是单纯地靠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经济、技术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哲学家重
新认识人类，重新认识人类的价值理念，重新认识人类的实践原则，重新认识人类与社会、世界、宇
宙的关系，并根据这种总体性和根本性的哲学思考和探索加以研究解决的。
哲学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其使命就是要告诉人类如何有智慧地生存。
当代各种全球性人类问题的突出，迫切需要哲学家们以自己的智慧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为这些问题
的解决提供根本理念和一般原则。
这既是对哲学的严峻挑战，也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机遇。
今天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少数哲学家的思维艺术品，而已经成为事关人类能否走出目前困境、获得普遍
幸福的价值导向者。
哲学家肩负着巨大的职业责任和历史责任。
我们每一位哲学家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热情关注和积极探索各种重大的人类问题，为人类走向
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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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阳明心学自产生以来，便备受当时学者们的关注，王学的信奉者、追随者较多。
不过，王学又是一种较易引起争议的学说。
在明中叶至清初时期，对王学的理论缺失进行反思、批驳、补救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此类学者可称为
王学修正派。
王学修正派相互之间未必有师承关系，各自的学说也不尽相同，可是，他们在对待王学的问题上却声
气相通，遥相呼应。
王学修正派对王阳明心学及其部分后学的学说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反思，对它们暴露出来的诸种弊病加
以修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王学由“虚”扭转为“实”，进而重建了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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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一 研究对象与基本思路二 王阳明的学术贡献与理论罅漏（一）王阳明的学术贡献（二）王阳明
心学的理论罅漏三 “左派王学”的思想倾向及其利弊得失（一）关于“左派王学”（二）思想倾向及
其利弊得失（三）“左派王学”与晚明学风四 王学修正运动的兴起及主要类型（一）王学修正运动的
兴起（二）王学修正运动的主要类型五 王学修正运动的核心问题意识（一）批驳、修正王阳明的“心
即理”说（二）批驳、修正王阳明的良知说及“左派王学”的“现成良知”论（三）格物之辩（四）
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五）重新梳理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六）佛禅习气之批判第一
章 罗钦顺一 驳“心即理”说（一）“心即理”说有“求内遗外”之弊（二）“心即理”说有“师心
自用”之嫌（三）“心即理”说易与禅学混淆二 驳良知说三 阳明格物论质疑四 驳《朱子晚年定论》
第二章 湛若水一 心物之辩二 格物之辩三 良知之辩四 “勿忘勿助”之辩五 “随处体认天理”六 理气
心性合一论七 修养工夫论第三章 李材一 “舍至善之外无别有体”二 “止”、“修”并举三 修身方法
论第四章 许孚远一 “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一）对于善、恶内涵理解上的差异（二）“无善无恶”
与“为善去恶”之间的矛盾（三）“两种法门”之争二 “心即性”质疑三 “以克己为要”第五章 顾
宪成一 “只提出性字作主，这心便有管束”二 “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三 “语工夫，只是小心
二字”四 重视研习儒家经典五 彰显救世情怀第六章 高攀龙一 “知性善而后可言学”二 “学必由格物
而人”三 “不敢纵口说一句大胆话”四 驳“三教合一”论五 “扶持程朱之学”第七章 刘宗周一 开掘
“独体”凸显性体（一）“独”与“慎独”（二）凸显性体二 倚重工夫三 汲取气学思想四 严辨“意
”、“念”之异（一）“自其主宰而言谓之意”（二）“意”、“念”之辨五 驳斥“致良知”六 “
四句教”之争第八章 黄宗羲一 评王门良知说二 评王门“四句教”三 理气心性思想四 “一本万殊”五 
政治哲学第九章 顾炎武一 “今之清谈谈孔孟”（一）心性之学茫昧不可解（二）空谈心性有害于治
世（三）“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四）王学末流流弊之批判二 “明道救世”（一）“博学于文”
（二）“行已有耻”（三）“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第十章 颜元一 反对程朱、陆王的学术立场（
一）程朱、陆王学说之“空疏无用”（二）程朱、陆王学说均有佛禅化与支离的弊端（三）二元人性
论之“悖谬”二 倡导经世实学三 正视利益问题四 重视“习行”五 复古倾向与寡头的实用主义（一）
复古倾向（二）寡头的实用主义结语一 王学修正派的主要功绩与缺陷（一）主要功绩（二）主要缺陷
二 个性解放与道德理性精神三 知识与道德四 心性之学与事功之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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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王阳明也讲良知即天理，湛若水所谓师心自用的担忧是否显得多余？
从湛若水的立场来看，此种担忧并非多余之举。
他认为，王阳明讲良知即天理，天理乃是虚指，良知才具有实义，可是，徒致良知是远远不够的，它
难以做到“天地位，万物育”，所以必须还要“随处体认天理”，如此才是彻上彻下、贯通内外之功
，才可避免仅仅局限于一腔之内来立论。
然而，依王阳明，天下之理是不必尽知的，关键在于良知能否自作主宰，人能致良知，推致良知于事
事物物，成己以成物，则人、物都有合适的安顿，从这个角度讲，“致良知”亦含摄“随处体认天理
”之义。
湛若水强调学问思辨行的工夫，平心而论，王阳明亦未尝忽略工夫，他的“致良知”说同样倡导本体
与工夫的统一。
王阳明虽有从积极的功能说良知的话头，但却不以之立教，在阳明看来，就一般人而言，其良知既有
晦蔽之时，但也有呈现之时，而要保此“时有发现”的良知不失，就必须有“致”的工夫。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过是要求学者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之准则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意念，看它是否
符合于天理本体，这里实际上体现了良知在王阳明工夫理论中的每一种审查、批判的消极功能，与其
说它要求积极地去成就善，毋宁说它更强调消极地去抑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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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的第一本书《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一一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200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之
后，我便开始构思本书的写作。
这几年来，我搜集、阅读了不少明清哲学原著及近现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论著，在教学之余，我将大部
分时间都投入到书稿的写作之中，内心所念兹在兹者即为此书。
本书不像以往多数研究者那样从正面直接评论、阐释王学，而是专门探讨了明中叶至清初的王学修正
派对王学的批驳、修正，并反思了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相关的各种问题。
本书分论部分选取了王学修正派的十位代表人物进行研究。
本书既重视对明中叶至清初声名显赫、且备受当代学术界关注的哲学家及其学说的重新阐释，也重视
对那些声名暗淡、但在王学修正运动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及其学说的探讨（如许孚远、李材，等等）
。
当然，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还有一些王学修正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王夫之、李颐、孙奇逢等人）
，本书只在总论部分提及，而未列专章进行研究，不免为憾。
本书以后若有修订、再版的机会，将会补充以上章节。
对于已选取的十位代表人物的文集，我往往是通读并作详细摘录之后，再动笔来写。
这也是本书篇幅不算太大，但写作却耗时达四五年之久的原因。
我的导师郭齐勇教授、田文军教授在我毕业之后，仍十分关注我的学术成长。
本书的写作就得到了郭老师、田老师的多次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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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明中叶至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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