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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阳明从小就有志于做圣贤，他一生思想的发展，最能表征一个人的人格学问成长的过程。
他少年时期的执着认真与跃动狂放，正显示他性情的真挚与生命的不羁。
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三十七岁龙场悟道。
他成学前的三变，是真变异质的转变；悟道后的三变，则是同质的发展，是同一系统的圆熟完成。
我们可以这样说，前三变，是他“自我发现”的过程；而后三变，则是他“自我完成”的过程。
本书第一章所提供的，便是了解阳明思想由发展到完成的一条线索。
    阳明讲学的宗旨是“致良知”。
但致良知不是一句言谈，亦不是一种论说，而是真切的道德实践工夫。
而道德实践的目的是“立己立人”“成己成物”，所以阳明的良知之学是成德之教，是圣贤学问。
这套学问源远流长，而包涵的义理亦极为渊深宏博，发展到阳明的良知之学，更达于精微透彻的境地
。
明代中叶以后，王学风行天下，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
但王门泰州派下转出了所谓“狂禅”，接着明代又亡于异族，于是从顾炎武起，便对王学有了误解与
攻讦，清代的御用学者更视王学为异端。
但历史总是公正的，王学的光彩毕竟掩盖不住。
如今，无论东西方的学者，对于阳明学的卓越性，都愈来愈加重视了。
    不过，要真正了解阳明学(实则程朱陆王皆然)而作相应的表述，亦不是很容易的事。
以西方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学问，尤其难以相应。
中国先哲讲学，自有宗趣，自有义法，与西方学问的轨辙不尽相同。
因此，本书不取时下流行的，将某家某人的思想学说，分列为什么论什么说的讲法。
那种讲法，大体是以西方哲学的模式，来排比肢解中国的学问，是出主入奴的做法，而日本人似乎是
始作俑者。
中国人起而效之，无异西施效东施，是很不智的。
论学当然贵会通。
但必须彼此以学问的真本性真面貌站出来，以相磨相荡、相融相即，而后可。
我们如果对中国学问不能有相应的了解与中肯的表述，如何能透显它的真本性真面貌、    以与西方哲
学相会通？
“道并行而不相悖”，但如对于中国学问的轨辙脉络都弄不清楚，则我们将以什么“道”来与别人“
并行”？
因此之故，我认为诚实负责地做了解的工作，仍然是当前学术界最为切要的事。
先了解自己之何所是，再了解他人之何所是，然后，思想的脉络才能显现，学问的标准才能树立。
假如这步工作做不到，则所谓“会通”，只是侈言而已。
    自从满清入主，文化慧命随之而斩，中国学问的真义，已沉埋了三百年。
民国以来，上承清代之余势，学风士品始终挺拔不起，既无轩昂超迈之象，又失敦笃朴厚之德。
一般知识分子，大多求速成、走捷径，而不知植根立本。
企高两脚，意态飞扬，看似自视甚高，实则自待甚浅。
结果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故成器者少。
数十年中，虽赖三五贤哲孤明独照，以抉隐发微，使中国学问的真本性真面貌渐次朗现，其奈知之者
鲜而信从者少何！
    近年承乏“宋明理学”一课，自度才识慧悟，未足上企先哲于万一，因此，虽志存乎高远，而心实
归于平正。
我不歆羡时下学术界的各种风光热闹，亦不屑于今人争欲自立一说的虚矜心理，我目前所致力的，只
是对先哲之学作相应的疏解与表述。
我希望在商量旧学之中，日渐涵养新知。
我亦相信渐次磨勘，熟而生巧，将来总有孤明自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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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终未能，则是力有不及，亦无可悔。
语云：“人之有善，若己有之。
”为学如果没有服善之心，真理终将离我们而远去。
反之，一念真诚，量力尽分，“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细大不捐，义无隐弃，真积力久
，水到渠成，则儒圣先哲之学，终有光大发皇之日。
    这本书，是我研究王阳明的一点成绩。
此外，对于北宋周、张、二程之学，南宋朱、陆之学以及湖湘学统，亦希望能络续有所撰述。
此书以疏解阳明之本义原义为主，所以凡有所述，都是根据阳明本有之义而作解说，即使是推进一步
的阐释，亦是就王学义理本有应有之义而作发明。
我认为必须如此，才能不失学问的义法，以免于歧出而失度。
书中各章，有些曾发表过：第一章刊于香港新亚研究所《中国学人》第五期。
第二章刊于《孔孟学报》二十八期。
第六章最先写成，编入中华学术院为纪念王阳明诞生五百周年而印行的《阳明学论文集》，现略作修
订编入本书。
第七章刊于《哲学与文化》第五期。
第八章刊于韩国《东洋文化》年刊。
另外，附录二曾刊于《华学月刊》，后又编入《阳明学论文集》第二辑，但此文有若干疏略欠当之处
，现特予删正，编入本书为附录。
    从事阳明学之研究，国内虽不乏其人，但数十年来关于阳明学的专著，除了业师牟先生二十年前出
版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以外，似乎还没有见到第二部。
本书表述阳明之学，虽义有所承，而疏误或所难免，尚祈邦人君子不吝教正。
    蔡仁厚自序于华冈哲学系    一九七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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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阳明哲学》提出了很多王阳明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研究王学的代表作。
“四句教”“致良知”“心即理”是王阳明哲学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是如何发展而来？
具有怎样的人生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王学何以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甚至传至日本？
这些问题，在书中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论述下，都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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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仁厚，1930年生于江西雩都，现居台湾台中市。
从游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之门逾四十年。
历任台湾各大学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国哲学会理事、常务监事，北京国际儒联理事、顾问
等。
曾入选美国传记学会《世界五百名人录》。
现任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
著有《孔孟苟哲学》、《孔门弟子志行考述》、《墨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宋明理学》
（北宋篇、南宋篇）、《王阳明哲学》、《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
的常与变》、《中国哲学反省与新生》、《熊十力年表》、《牟宗三学思年谱》、《孔子的生命境界
——儒学的反省与开展》等30余部以及论文逾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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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阳明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第一节少年时期的企向 第二节王学的前三变——异质的转变 第三
节王学的后三变——同质的发展与完成 第二章阳明学的基本义旨 第一节良知之天理与感应 第二节致
良知与逆觉体证 第三节格致诚正与心意知物 第四节“事”“物”两指与成己成物 第三章知行合一 第
一节知行合一说的宗旨 第二节学行合一与知行合一 第三节致良知中的知行合一 第四章良知与知识 第
一节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 第二节良知之坎陷与统摄知识 第三节良知坎陷后之重现与圆成 第五章良知
与中和寂感 第一节求未发之中与观未发气象 第二节致中和与慎独 第三节良知之体用与中和寂感 第六
章工夫指点的意义 第一节克己与为己之心 第二节静坐与光景 第三节居敬、穷理、尽性 第四节集义、
致良知 第七章四句教与天泉证道 第一节天泉桥上一夕话 第二节四句教释义 第三节“四有”与“四无
”之会通 第八章心即理的义蕴与境界 第一节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义蕴 第二节良知现成、何思何
虑 第三节终日亁亁、对越在天 第九章阳明的亲民哲学及其事功 第一节与万物为一体 第二节明明德以
亲民 第三节亲民哲学的实践：建立事功 第十章阳明的人格与风格 第一节以讲学从事思想运动 第二节
狂者胸次 第三节敬畏与洒落 第四节诗境：寂乐交融 附录一：王阳明学行年表 附录二：日本的阳明学
及其特色 附录三：本书作者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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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阳明既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又说“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
。
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为之物”。
严格地讲，从“明觉之感应”说物，与从“意之所在”或“意之所用”说物，实有层次上之不同： （
一）从“意之所在”或“意之所用”说物，意与物有种种差别；如意有善与恶之分，物（事）亦有正
与不正之异，故必有待于致良知，而后意得其诚，物得其正。
 （二）从“明觉之感应”说物，则没有这些参差；意不待诚而自诚，物不待正而自正。
 到意念之动全是良知天理之流行，而意之所在的物亦全合良知天理，此时，“意之所在”与“明觉之
感应”遂通而为一。
而在此良知明觉之感应中，有事亦有物，格物之“物”字，既可以是事（行为物），亦可以是物（存
在物或个体物）。
所以牟先生认为训“物”为“事”，乃就“意之所在为物”而言，不免稍狭。
而阳明所谓“事事物物”，很可以是“事”“物”两指。
因为就明觉之感应而言物，则“物”字必然兼指事物二者而言。
例如阳明所常举喻之事亲、从兄、事君、治民，便是“事”；而所事之亲、所从之兄、所事之君、所
治之民，则是“物”。
（按：此处所谓“物”，是就其为一独立之存在而言之，并无不敬之意。
） “事”在良知之贯彻中而表现为合天理之事，一是皆为吾人德行之纯亦不已，而“物”亦在良知之
涵润中而如如地成为物，一是皆得其位育而无失所之差。
仁心之感通或良知明觉之感应，必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感应于孺子，即与孺子为一体，而孺子得其所；感应于禽兽草木，即与禽兽草木为一体，而禽兽草木
得其所。
其余可类推。
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亦莫不如此。
感应于物，而物皆得其所，则人之一切行事，亦自然纯亦不已而事事得其理。
就事而言，良知明觉是道德实践的根据；就物而言，则良知明觉即是天地万物之存有论的根据。
所以主观地说，是由仁心之感通而为一体；而客观地说，则此一体之仁心顿时即是天地万物的生化之
理。
仁心如此，良知明觉亦如此。
因为良知之真诚恻怛，正就是此真诚恻阻之仁心。
《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这个“物”字，亦可概括“事”与“物”而言，一切事与物皆是诚体之所贯而使之成始而成终。
《中庸》所说，很明显的是本体宇宙论的纵贯语句。
《中庸》言“诚”，至程明道而由“仁”说（参看其《识仁篇》），至阳明而由“良知明觉”说，其
实皆是说的这个本体。
阳明落于《大学》言“格物”，而训物为事，训格为正，实是就“意之所在为物”而言。
若就“明觉之感应为物”而言，则“事”“物”兼赅，而格字之“正”字义，无论在事在物，皆将转
为“成”字义。
格者，成也；格物者，“成己成物”之谓也。
就“事”一面的成己而言，良知明觉是道德创造之原理，引生德行之“纯亦不已”。
就“物”一面的成物而言，则良知明觉即是宇宙生化之原理，是道德形上学之存有论的原理，使物物
皆如如地各得其所而是其所是，于此，良知明觉即同于天命实体而“于穆不已”。
所以，在儒家“内以成己、外以成物”的圆教下，“道德创造”与“宇宙生化”是一，一是皆在良知
明觉之感应中而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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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代中叶以后，王学风行天下，成为历史上最显赫的学派之一。
但王门泰州派下转出了所谓“狂禅”，接着明代又亡于异族，于是从顾炎武起，便对王学有了误解与
攻讦，清代的御用学者更视王学为异端。
但历史总是公正的，王学的光彩毕竟掩盖不住。
如今，无论东西方的学者，对于阳明学的卓越性，都愈来愈加重视了。
    ——蔡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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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阳明哲学》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阳明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