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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年才俊，但仕途受挫，便一心向往成圣成贤。
曾在佛道之间徘徊，终在儒学中顿悟。
虽蒙受陷害，被贬龙场，但意志不消沉，仓协书院，收徒讲学。
得朝廷委任，平定叛乱，显示了军事与组织才能。
王阳明，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实践者。
他的心性之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聪明伶俐的少年、满怀抱负的青年、坎坷不平的中年、老当益壮的晚年，他的一生凝聚了一个大儒的
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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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　倡明圣道　　经过这些曲折的历程，王阳明真切地意识到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途。
虽然他对朱熹的学说还是有诸多困惑，但他的人生方向却异常明确。
三十四岁的时候，他在京城开始讲授如何通过道德实践来修身，他吸取佛道的智慧，并从自身的生存
体验出发，教导学子要有成为圣人的志向。
这种通过引导，让学生自己体悟道统的教学方式很是新鲜，很多人都认为王阳明是在标新立异，以博
取人们的眼球，幸好有一位同道湛若水理解他。
湛若水强调学问不要拘泥于词章的记诵，而是自己去感悟去理解，这和王阳明的想法一拍即合，让他
非常欣喜。
王阳明曾经对人说：“我在朝廷任职三十年以来。
从来没有见过湛若水这样的贤人。
”湛若水也对王阳明非常欣赏，他对人说：“我游历各地看过各式各样的人，从没有见过阳明这样和
我合拍的人。
”两人开始约定讲学。
遇到湛若水，让受尽世人白眼的王阳明深受鼓舞。
他后来回忆道：“我年少的时候不喜欢儒家的学说。
沉溺于佛教、道教学说很多年，幸好在探索中有所觉悟，开始修习周敦颐、程明道的学说，有所领悟
，但只有一两位同仁参与，求道者寥寥无几。
我的信心几度发生动摇。
幸好遇到好友湛若水，获益良多，我对倡导孔孟之道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了。
”　　这段时期，王阳明基本上还信奉朱熹的格物学说，但又因为学习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时，
自己的心灵总是不能和事物的道理相互融合，所以非常苦恼。
但湛若水用“造道自得”来解释“格物致知”，给了王阳明以新的启示。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广东老乡陈自沙。
尽管湛若水也把朱熹教导的从特殊事物上体验天理当成一场锻炼，但他更接近于程明道倡导的用心去
体会天理，他经常用“体会天理就能自得”来教育弟子。
他的体晤天理的方法和朱熹考究事物的道理来达到体悟天理的方法是不同的。
朱熹非常强调用礼仪来约束自己，要时时刻刻端庄严肃，这样心才不会恣意妄为。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容貌是否庄重、思虑是否正当，这样久而久之，心就慢慢沉静下来，这就是朱熹教
导学生体悟天理的方法。
朱熹提倡的调养身心的方法大多是从限制上来做的，就是依靠一定的规矩来制约身心。
湛若水更重视活泼自然之心灵，他说：心本活物，不必防闲太过，但得使之有路可循，如流水或淮或
泗，各循其道，久之自无泛滥之忠。
意思是说，人的心灵本来就是活泼的东西，不应该防范得太厉害，只要让心知道该走哪条路，循着自
然的本性，就不会放纵迷失。
他指出：“人的本性中本来就有通达天理的觉晤，我的体验天理的方法，是在自己本性中去开启这个
觉悟。
过于防范约束这个心，反而是扰乱了心的平静。
”湛若水所说的修养功夫和朱熹有所不同，重视本心的主宰作用，这一心学的特色，对王阳明很有裨
益。
　　在湛若水看来，过于追求事事物物的道理。
反而容易舍本逐末，他认为应该强调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不是死板地学习事物道理。
他也讲求读书学习。
认为书籍记载了先秦以来各位贤人的真知灼见，应该加以重视。
但他更强调读书不是为了学习到万事万物蕴涵的原理，而是为了锻炼这个心。
所以读书时，他要求学生不要拘泥于古代的注释，而要自己先虚心思考，实在想不通了，才参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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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解说。
湛若水还说我们的言行不必和古人的完全一样，古书上所记载的应对事情的方法毕竟只有一小部分，
无法应付现实的所有问题，因此读书是为了调养心灵，使得自己的想法能平和不偏执。
他说：“学习《尚书》的时候，要学到中和平正，学习《诗经》的时候要学会在诗歌中陶冶自己的性
情，学习《春秋》、三礼的时候要注意明白秩序的道理。
”　　刚从佛道中解脱出来的王阳明，在寻找儒学精神性内涵的道路上苦苦追寻，湛若水的这些提法
无疑给他很多支持和帮助。
他在自孔子到宋儒程明道的学说中都看到了儒学培养身心的理论。
经过了兵法、词章、格物学说、佛老等，他终于回到儿时的那个问题，终于回到“读书学圣贤”的第
一等事的追求上来。
这段日子里，王阳明对他的心学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理论准备，就要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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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年博雅文库》为青少年朋友们介绍了一系列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让你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史学家一样睿智，像文学家一样才华横溢。
《少年博雅文库》，助你叩开智者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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