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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习录》一书汇集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友人的对话和往来书信，书中包含了王阳明一生的主要哲学
思想，是今人学习和研究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文本。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经在故乡阳明洞中筑室，故自号阳明
山人，后世人皆称其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心学的创始人。
心学是儒学的一个派别，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宋元时期，程朱理学被扶为官方思想，其主要内容为“存天理，灭人欲”、“正心诚意”、“致知格
物”等。
王阳明为亲身体会朱子的格物论，曾连续穷格亭前之竹七日七夜，冥思苦想以至于劳思成疾，但最终
却收获甚微。
他因此对正统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对理学的怀疑促使王阳明不停地思考，在经历了思想上长时间的困顿、迷茫以及被贬官至龙场的穷
厄后，他终于悟道。
他发现空谈“存天理，灭人欲，，往往会使人成为虚伪的道学先生，而“天理”并不会真正实施于人
们的道德生活中。
对此，他提出了“心即理”的主张。
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即是理，这解决了外在天理不能真正约束人的行为的问题。
他的主张一经提出，仿如晴天霹雳，震撼了无数困囿于程朱理学之内的人心。
    在心即理之后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这是他一生所提的主张中最重要的一个。
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曾平定过无数次民变打退过无数流寇，在这过程中他发现“破山中贼易，破心
中贼难”，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知行的分离，正如程朱理学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这显然割裂了知行的
本体，使人们有为恶的可能。
正如一位学人如果每天读圣贤之书，懂得什么是圣人所讲的“善”，但却从不去真正在自己的生活中
实践这些“善”的道理，那么他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懂得“善”。
针对这一问题王阳明提出：“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
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等知行合一的主张，将人的念头完全纳入行的范畴，使人的念头完全
符合圣人所提出的“善”的标准。
    王阳明反对空谈、针砭程朱理学弊端的心学主张不仅直接影响了明代一百多年而且泽被后世影响至
今。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受到他“此心即理”、“知行合一”主张的影响，并用其鞭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
本着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崇敬，我们编辑出版了此书。
本书原文以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王阳明先生全集》中的《传习录》为底本，并参校清道光丙戌（六年
）刊本《王阳明全集》，力求做到权威准确。
注释部分以王力的《古代汉语词典》为基础，参考各经典版本力求精准。
译文部分以信达雅为原则，保留古人的行文风格，并结合现代读者的习惯，用优美的白话再现原文的
流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原文的难字部分还配有拼音，方便广大读者阅读理解文义。
此外我们针对书巾内容还配有精美古版画，以图释文，在丰富版面之余，还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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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及乐趣。
    《传习录》书名取自《论语·学而篇》：“传不习乎？
”朱子《集注》云：“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知之于己。
”希望读者诸君通过阅读这本《传习录》可以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传诸于己，并用“知行合
一”的方式认真生活，相信这样的人生定会有别于庸碌无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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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明代）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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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困知勉行：因遇困而求知，并勉力践行。
 天是性之原：指人的本性是天然存在的。
 “惟天下”句：只有做到至诚，才能充分发挥天性，才能理解天地化育之境。
语出《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 影影：隐约的样子。
 不诚无物：“诚”是万物存在的前提和规律，没有“诚”就不存在万物。
语出《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 译文 徐爱我问：“昨天听先生关于‘止至善’的教诲，已经觉得有的放矢了。
但是和朱熹先生的‘格物’观点，想想总是不能契合。
” 先生说：“格物是为‘止至善’而下的功夫。
既然理解了至善，也就理解了格物。
” 徐爱我说：“昨天根据先生的教诲，来考察格物之说，似乎也了解了大概。
但是朱熹的观点，在《尚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约’，《孟子》的‘尽心知性’当中都能
找到印证，所以还没有消除疑问。
” 先生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从自身寻找原因。
笃信固然没错，但是不如从自身寻求那样切实。
现在心中还有疑惑，怎么还能被过去的说法所束缚，不向内心寻求呢？
就像是朱熹那样的人，他虽然尊信程颐，但是对于那些不合己意的地方，又何曾盲从？
精一、博约、尽心，本就和我的观点契合，朱熹的格物观点，则未免牵强附会，而不是《大学》的真
正宗旨。
精是为一下的功夫，博是为约下的功夫。
明白了仁之后，对于知行合一这个观点，就可以用一句话说明。
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者的做的事。
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者的事情。
‘天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者做的事。
朱熹错误地解释格物，是因为他把意思弄反了，认为尽心知性即是通过体察事物来认知义理，要初学
者去像圣人那样做到生知安行。
那怎么可能做到？
” 徐爱我问：“尽心知性，为什么是生知安行者做的事？
” 先生说：“性是心的根本，天是性的本原，尽心就是尽性。
《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是指尚未充分发挥天性。
‘知天’的‘知’与‘知州’、‘知县’的‘知’同义，指的是自己分内的事，是自身与天合而为一
。
对天像儿子对父亲那样，像臣子对君主那样。
要恭敬奉承，才能没有闪失，这样与天依然并非一体。
这就是圣人与贤人的区别。
至于无论夭寿都坚持不变，是教诲人一心为善，不能因命运和寿命而改变为善之心。
只要去修身养气静待天命，命运和寿命都有天命安排。
我也不必为此动心。
侍奉上天虽然与天并非一体，但是已经看到天就在面前。
静待天命，就像未曾谋面，而在这里等候一样。
这就是初学者立心的开端，有遇困求知、勉力而行的意义在这里。
而今却做反了，所以才使得学者无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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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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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藏四库系列:传习录(插图本)(增订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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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
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
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万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
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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