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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学界对晚明文学思潮产生与变动的持续性动因缺乏明确的认识，以致造成在解释相关现象
时的含糊不清与诸多失误，面研究上的薄弱也是与该段历史的特殊重要性不相称的。
本书通过详尽的资料占有与细致的学术梳理、揭示了它与百年来心学、进而是佛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由此而勾勒出其于思想汲用过程中不断递进的四个阶段，及存在于各种命题中的许多复杂脉络，从而
为认知晚明文学思潮的深层机制提供了一副有说服力的阐释框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本书注重历史考订与逻辑辨析的有机结合，试图突破一般思想史治理的旧有思路，对于新的学术途径
的控索，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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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教大致分理论与践行二种形态。
作为理论形态，如上所述，已成为晚明思想家与文论家建构新意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万历中以来涉佛的一大特征，就是包括对其实践形态的接受，这点也是入佛更深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践行范围很广，列举二种如下：1、习禅成了一种风习。
禅宗中，除洪州／临济一系轻视持行，一般都注重习禅，即需通过一定程序来悟晓谛义，获精神的解
脱。
尽管程序不是目的，却是必要的，这也是提倡恢复持行的宗密、延寿等僧者于万历时倍受佛界及居士
界举识的原因所在。
习禅的方式是多样的，当时文人居士较普遍地具有这方面经验，如习诵，袁宗道《看华严经》记其习
诵《华严》：“六时起坐疏抄里，剥喙由他不启扃。
”像袁宏道这样无所规矩者也在无锡期间对王樨登讲到：“唯有禅诵一事，近可以消遣时日，远可以
乞果来生，不肖所以自励励足下者，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
”(《王百谷》)再就是坐禅，其功效是通过镇定去念，于内心自返中观想空劫，窥见心体，如袁宗道
、王性海虞淳熙均曾对此热迷。
由坐禅又引出“参话头”的工夫，这种工夫在当时文人中也甚为流行，如陶望龄、袁宗道都属最有代
表性的“苦参”者。
2、禅悦之会。
参禅是一种个体性的心理历验，禅悦之会则是文人居士间或文人与僧人间以谈禅为主题的雅聚。
当然，也有严肃的禅会，但万历间的禅会则并不限于说禅，而是时时与出游观景，甚至诗酒宴飨打成
一片，带有一般文人赏乐的性质，也借此进行禅学上的相互交流，启悟。
该段文人甚为流行此类活动，或较松散到后期则具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
如萧云举、王图、袁宗道等馆阁中居士所举办的禅悦之会，定期举行，并摒去一切声色，目的比较集
中、单纯，而袁宗道在约陈正甫聚伙谈禅时则又将其看作“乐事”，并云；“所谓法喜掸悦之乐，非
人间乐，岂惟人间，即欲界诸天，亦不得忘此乐。
”(《答陈徽州正甫》)已非信仰性质，更多是知性与精神上的欣悦。
董其，昌更记有万历十七年新第进士以陶望龄为中心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禅习社交圈(《冯少墟集序》)
及万历二十二年，诸新派人物汇于京师时较大规模的禅聚(《别集·禅悦》)。
当然，最著名的，进入特定安排程序的，还是万历二十六年的京师蒲桃社禅会，以三袁兄弟为主角，
加盟者有潘之恒、瞿汝稷、谢肇湖、方文馔、黄辉、钟起凤，丘长孺、江盈科等一批文人居士。
这些活动之频繁，促进了学佛、近佛气氛的形成。
尽管文人居士的佛事活动远不局限于此，但仅由以上二例便可看到，它们构成了万历文界革新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背景。
离开这些考察，便难以估计佛教对文坛风气的影响，而它事实上也是前两阶段涉佛入佛的必然结果和
集中反映。
从佛教单方面的实践性意义看，学佛的目的是去念除欲，以求超经验的解脱，然而万历文人的习尚却
是明显偏于放纵的。
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如袁家三兄弟便均有纳妾行为，其中中道、宗道还常酗酒。
梅因桢“饮啖兼人，后房姬侍繁多”，“调笑青楼，酣歌酒肆”(《珂雪斋集·梅大中丞传》)，曹学
佺“家有石仓园，水木佳胜，宾友翕集，声伎杂进，享诗酒谈宴之乐，近世所罕有也”(《列朝诗集小
传》)。
董其昌虽佞佛甚深，也“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骨董琐记》)等等。
看似与近佛的原意彻底脱节，但若作仔细分析却并不矛盾。
首先，禅学的思辨结构是属于责疑性的，其彻底性包括对责疑形式的责疑，特别是大慧宗杲开创的参
话禅，将此特征作了集中阐扬。
虽然这种责疑性一开始就被带入到了晚明革新的思维形式之中，但至万历间则有了更明确意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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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即教人“参话头”，陶望龄、袁宗道等都是自觉的奉行者，如袁宗道《答汪提学静峰》云参禅曰
：“此时单单只有一个疑，如一人与万人敌相似。
”《读中庸》释此：“无所倚者，不倚心思知虑，不倚耳目闻见。
”以此便能破除一切传统所教予的，并为一切开放性思维提供了可能。
其次，对万历文人习佛的深层意图也应有个透彻理解。
心学最初援佛不是为佛学而佛学，而是借其消解性思维来取缔儒教名理的各种规范，求得精神上的解
放，禅宗的“随缘运任”、“立处成真”等主张不仅可以引出精神上解放的结论，也可引出感受上无
羁的观念，加上社会世俗潮流的助促，便很自然地使这种禅学成了文人居士走向自然与世俗人生的依
据。
这也证明了新思潮成员在考虑禅学的可资用性上，也不单单是出于单纯的信念，同时也取其人生解放
的一般意义，文学解放当然与此也是完全相通的。
再次，佛教将人的视线从外部攫取转移到对自我性命的关怀，个体生命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再从般若的立场看，外部意义(也包括经验自我)均体现为一种无常与空幻的形式，此学原意在窥破而
放弃，但从另一角度看，却又可能变成了及时追索的愿望。
如李贽对佛教的理解：“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学道，虽百般富贵，至于上登转轮圣王之位，终不足以易
其一盼者，以为此分段之身，祸患甚大，虽转轮圣王不能自解免也。
”结论便是：“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寄京友书》)袁宏道《兰亭记》等也包含了相同的思绪，又提升为“积快乐以死”(《小修》)的
认识。
再就是，从心理过程看，快乐的背后紧跟的便是幻灭，人生又总要遇上来自各方面的忧虑，这样，佛
教的超越理论就又成了消除种种焦虑的最佳依托。
仅从这些方面看，趋佛入禅不仅不与感觉主义矛盾，而是可于自心的调节中，获得最贴切的契合。
既然耳目只有征、证的作用，心源是自体具足一切资备的，同样引起的便是另一种思考，即“言说”(
口)又有什么意义?在这一方面，心学也是采用佛学的而非道家的思辨(尽管在此问题上，道家一直作为
孔儒的对立面，致力消解言说的意义，事实上是借此而取消儒家注入言说中的伦理权威)，除了启悟之
外，不存在教导的意义。
既然个个心中具足，而资质低下者又不能自我领喻，故启悟便使其最终能以心证心，而教导则是将外
部意义强加他人，事实上是一种权威施动方式。
阳明强调自我的“体认”即有尽量地回避教导的用意，以后李贽又公开否定儒者的教导方式，如《答
耿司寇》云：“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
”《寄答耿大中丞》云：“人其可欺乎?徒自欺耳。
毋他，扶世立教之念为之崇也。
”这与孔子及后儒以言说教人的传统是截然有背的，而阳明也不得不承认此来自佛家，《传习录》(
二)云：“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
⋯⋯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因而在言说之中，佛学与必学认为其只有“方便”之形式作用，本身并无意义；而如旧儒以致七子
的执于言说，实际上是以为其有实体的意义，言辞成了一种权威的象征，并以此掩盖了意义的本源性
。
为了回到这个心源，归有光有时便提出“默契”的主张，即所谓“无庸言矣”，也就是能以心证心，
以达自得之“本原洞然”(《山舍示学者》)。
他以这个标准去看待近世的朱学与心学之争，得出了争论无益的结论，因为两家之争只在“言语文字
间”，“根本节目则同”(《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而七子派的其中一弊也是“争附和之”，停留
于舞弄言说的层面，故称之为“妄庸”(《项思尧文集序》)。
就此意义言，唐、王二人均于后来对自己作了深刻的检讨(包括受七子派的影响)。
王慎中《与刘白川书》云：“悔不为以厚其养而潜其深，而习气未除，时复为人牵引，不得自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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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好在此，亦有不能自已者，良用自愧。
”尽管所谓“厚其养而潜其深”倘未得心学及佛学的透彻处，但已明确表示由原来的执着言说而向心
源深返的意识。
王慎中早期之提倡学古而自得，表面上是将自我与古代圣人放在一个平行的层次上，曰：“以意喻神
。
”但古人是得道者，自己是后来的宣道者，道这一外部权威依然在。
至晚期，由此深返本源的思想而使其“今当刳心离形，使智故尽去，能与鹿豕游而木石居，则可以自
验其德之进”(《与张考堂》)，“德”遂成了完全内在的意义了，并言不敢随意再言说其严道”。
这样，首先是终止耳目，其次是终止言说，进而以达以心证心，完全处于心源之中，便成了唐宋诸子
的基本心路历程，这也是受心学、进而是佛学影响的必然逻辑发展结果。
同时，也在根底里取消了七子学所推崇的价值。
唐顺之在心与耳目的关系上态度更为明确，不仅于儒教经籍，于开示见心的佛教经籍，他一样以为“
若谓从此悟入，则于对面孔窍尚隔一层，百过诵持，正落理障。
世间文字与出世间文字一有着处，其病同也。
不若并耳目口鼻作用顿然放下，便见真我”(《与李中溪知府》)。
“理障”是佛家的概念，是由心证心之间的屏障；而耳目所见的经典本文已非他人之心，特别已非自
我之心，故又称是“尚隔一层”。
这里唐顺之事实上已隐含着吾心自足这一层意思，如对莫子良谈到读何种书为有益时，接着思路一转
，以为：“若但可以资文词者，则其为说固已末矣。
况好文字与好诗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见者与人自别，正不资借此零星簿子也。
”(《与莫子良主事》)将自心看作是无所傍借的，从而反过来肯定了自心意义的唯一性。
但相比之下，唐顺之对此种关系的解说并不怎么十分关心，他更关心的是心与言说的关系，因为就文
本意义上说，耳目之弊是依据言说之弊而来的，对此，他是由对言说的责疑及自我的省察开始的(王慎
中实受唐顺之的影响)。
然而，也正是因为看到言语的间隔性，故其以为“所以发性真而示来学，固绝不在言词文字间”(《答
蔡可泉》)。
而凡以言说示人、导人，均属“先辈之所以误后学而昧其目者也”，也即言说具有的严重误导性，以
致“落于文义意见之间，而自己真精神不尽见有洒然透露处”(《与罗念庵修撰》)。
因此，他批评“后世儒者只是说话度日”，用的大致全是佛家的口吻，以此比较近来所见佛家于自心
上用力的嘿然静默之工夫，便“慨然有叹于吾道之哀”了。
这种思考的结果，也使其对自己作出刻励的反省，如《答王遵岩》曰；“不欲此生为言语文字人也。
”《寄黄士尚》则曰；“日课一诗，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
此之谓反身，而又奚取于枝叶无用之词耶?弟近来深觉往时意气用事，脚跟不实之病，方欲洗涤心源，
从独知处着工夫⋯⋯”又要求于他人：“且将向来言语意见，一切扫去，转益收拾精神向里，直从无
声无臭处自家讨个消息。
”对太多地浪费言语而欲以言说权威说服他人的心学学者季本，也戒其：“愿先生益深所养，使此心
虚壹而静，自所独然，不必尽是也。
”(《与季彭山)》这样，便将言说与心体完全对立了起来，目的，则是让人“返观自觉”，“坐断言
语意见路头”，以入心源。
唐顺之中期的这些思想基本上代表了王学右翼中主静派的意见，这派大致上是根据阳明前期的思想，
希望人于内返时“自悟体性”，而阳明在此又是取北宗禅以及默照禅的“静定”、“默观”的复性论
工夫说，这在阳明后来也是承认的，又以为只是对初学者而言的方便工夫。
守静的目的是多层次的，正如默照禅正觉禅师所云：“默默忘言，昭昭现前。
”(《默照铭》)这与唐顺之选择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第一步是废止言语，第二步是至达心体本真，
最终的推论依据当然是心性本足，故只需不断内返即可。
然而，对言说缺陷的认识却又并不限于它的间隔性上，更重要的是涉及人的某种心理动机，即“欲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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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念的考察，在整个自宋至明的新儒学论理系统中都是比“言说”的考察更为切要的，作为一个心学
学者，唐顺之自然会走到这一步，并由此获得更为深入的视野。
但欲念的考察又不是孤立的，首先需要加以认识清楚的还是心体性状的问题，即先是要设定心体性状
的性质，然后复审欲念在意识结构中的种种可能。
阳明最初对心体的看法仍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即将此作为先验道德本体，但在“天泉证道”及有关
的一系列阐述中，始以佛教“无善无恶”这种双遣式思维将其看作了先验存在本体，故其中也必然包
含有与佛教心性论基本一致的解说，如将心体看作是“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传习
录》一，“明镜”说见佛教《楞伽》、《起信》诸经论)。
又由此无着，将其视作是“着不得一念留滞”(《传习录》三)的自由本体，即所谓“明镜曾无留染，
所谓情顺万物而无情”(《答陆原静》，此推论可见正觉《宏智正觉禅师广录》)，而明净无染与自由
无滞是心体性状确认中同一意义的两个方面，故又可统摄于“太虚”这一概念中。
而得其性体本真的前提则是“复性”，即去除遮蔽于此心体上的染垢(“蔽去复其体矣”，《传习录》
三)，还其“太虚”无遮本状，总起来看，便是“去欲”，去除与欲望相伴随的意念。
阳明曾称：“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体。
”(《传习录》一)对欲念与心体的关系，阳明以为欲念并非是完全外在的，而“俱是人心合有的”(《
传习录》三)，即也是意识结构中本有的，此观念与理学始作俑者李翱是一致的。
李翱《复性书》云：“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但作为本体者是性，故又曰：
“情由性而生。
”而李翱之论证又出自佛氏《起信论》的“一心二门”之说，因此，阳明言性体与欲念又依佛说而比
作“明”与“昏”的关系。
同时，既然二者均处于同一意识结构之中，去欲或复性即是内在“自觉”的过程，非依于外力可得。
这样，阳明的论题便不仅与唐宋理学，也与佛教复性论的纵向体系沟通了，并为王畿等后学直接承续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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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尽管晚明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估认，但对其研究却处于明显薄
弱的阶段，以致甚至其基本轮廓直到今日仍是模糊不清的，更不用说是对其内在理的准确把握。
本书虽然不属整体研究，即只取其中一个侧面作为具体分析的对象，却试图由此而能提供一可细致认
知当时思想流变的学术性范本，以弥补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
至于所达到的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学界同仁的严格检审。
如果本书还有一些可称得上值得一提的研究方法的话，我觉得大致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历史分析”的模式，即一面有可靠的史料确证，使每一则史料都先期置于人物整个思想体系
中检验一番方可使用；另一方面是进而对史料作必要的逻辑分析，即将其推入研究的深层，也包括充
分注意到分析对象与不同空间分布的其他诸种观点间的逻辑关系，以便同时保证学术研究应具的客观
性与透入性相结合的品格。
其次，在思想溯源过程中也力求学理系脉上的可信。
不仅是儒学，也包括佛学等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均呈示为支脉歧出、走势纷杂的情状，其间差异之大
自不待言。
这就需要在考订如心学之出于佛学及文学思想之出于心学与佛学等时，依据种种不同程度上埋藏于历
史景深中的线索，预先为其来路作清晰的分辨(不一定出现于文中)，以免因笼统与附会而造致证引上
的差谬。
但毕竟有些命题是仍具相对普泛性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尽可能取其典范者。
总之，希望能按严格的学术规则对问题作出独立的研究。
本书成于1994年底，暇时又作过一些补订，幸蒙东方出版社的厚爱，才得以能顺利面世。
业师童庆炳教授在从确定提纲到定稿修改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给予了颇富睿智的指教，我们曾一起度
过的艰辛与欢畅的时光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张少康、杜书嬴、何西来、蔡钟翔、阎纯德、漆绪邦、刘垣、程正民、李壮鹰等教授也曾读过该书的
很大一部分章节，并提出了许多难能宝贵的意见或建议。
本书责编孙涵小姐在最后的定稿中则对文稿作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处理工作。
谨于此一并致以谢忱。
黄卓越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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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尽管晚明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估认，但对其研究却处于明
显薄弱的阶段，以致甚至其基本轮廓直到今日仍是模糊不清的，更不用说是对其内在理的准确把握。
本书虽然不属整体研究，即只取其中一个侧面作为具体分析的对象，却试图由此而能提供一可细致认
知当时思想流变的学术性范本，以弥补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
至于所达到的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学界同仁的严格检审。
    如果本书还有一些可称得上值得一提的研究方法的话，我觉得大致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历史分析”的模式，即一面有可靠的史料确证，使每一则史料都先期置于人物整个思想体系
中检验一番方可使用；另一方面是进而对史料作必要的逻辑分析，即将其推入研究的深层，也包括充
分注意到分析对象与不同空间分布的其他诸种观点间的逻辑关系，以便同时保证学术研究应具的客观
性与透入性相结合的品格。
其次，在思想溯源过程中也力求学理系脉上的可信。
不仅是儒学，也包括佛学等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均呈示为支脉歧出、走势纷杂的情状，其间差异之大
自不待言。
这就需要在考订如心学之出于佛学及文学思想之出于心学与佛学等时，依据种种不同程度上埋藏于历
史景深中的线索，预先为其来路作清晰的分辨(不一定出现于文中)，以免因笼统与附会而造致证引上
的差谬。
但毕竟有些命题是仍具相对普泛性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尽可能取其典范者。
总之，希望能按严格的学术规则对问题作出独立的研究。
    本书成于1994年底，暇时又作过一些补订，幸蒙东方出版社的厚爱，才得以能顺利面世。
业师童庆炳教授在从确定提纲到定稿修改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给予了颇富睿智的指教，我们曾一起度
过的艰辛与欢畅的时光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张少康、杜书嬴、何西来、蔡钟翔、阎纯德、漆绪邦、刘垣、程正民、李壮鹰等教授也曾读过该书的
很大一部分章节，并提出了许多难能宝贵的意见或建议。
本书责编孙涵小姐在最后的定稿中则对文稿作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处理工作。
谨于此一并致以谢忱。
        黄卓越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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