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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内容概要

本书采取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具体考察阳明心学在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方式与影响结果。其主要研究途径为，探讨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前提与发生契机，指出阳明心学的实
质特征与对阳明本人人生存在的意义，梳理出阳明心学在中晚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士人精神生态所
造成的实际影响。其主旨在于，揭示阳明心学为了解决明代士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主
张，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
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而在历史的实际运行中，它却逐渐地向着个体的自适而倾斜，从而变成一种士
人自我解脱的学说。本书所要取得的效果是，力争将明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诸文化要素融会贯通起
来，使阳明心学与士人心态的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系统的研究。其意义在于，不仅弄清阳明心学与士人
心态之间的实质联系与真实面貌，并为明代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合适的诠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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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为研习明代入门书。细致（繁杂）；扎实（引用材料不厌其烦）；辨析明确，极富创见（与陈
来、廖克斌、龚鹏程等有不同程度的辩论）；有明一代思想进展勾勒清晰（可视为明代文学思想一种
）。
2、这是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镜子。在过去这叫“妾妇心态”，在现在这叫“最后的经济人”。
3、余英时自鸣得意的诗史那一套密码，左东岭在九十年代也会，做的也不差，可见港台欧美所谓的
领先只是时间上的，一旦这个时间被世代更替而转移，就没什么太大的优势了。
4、阳明学大致是儒教界的“文艺复兴”吧。老王自己倒是立言立功立德，只是整套体系无法大面积
有效复制，也就只能在文艺圈里打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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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的笔记-第1页

        如果对明代前期的历史状况不甚了了，便很难弄明白阳明心学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很难把握其学
说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中晚明士人的人格心态所造成的真正影响作出准确的描述了。重读
这一段，终于明白朱雷说的，什么叫思想史被历史学毁掉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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