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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上下）》

内容概要

这是奉献给读者的一部场景式历史小说。本书描述了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和书法家王阳明波
澜壮阔的传奇一生，其间有宏阔的战争场面，有感人的生活经历，还有诙谐的故事情节。通过此书，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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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一章童年奇事    第一场景    时间：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九月三十日    地点：浙江余姚县某里
甲的一所普通民宅院内    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焦急地在一幢二层小楼下走来走去。    老妇人(岑氏)喃
喃白语地说：“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儿媳妇平平安安，生个大胖孙子。”    老头(王天叙，号竹轩
公)也焦虑地说：“奇怪，别人都是怀胎十月产子，怎么咱家的儿媳妇，怀孕快十四个月还没有动静呢
？”    老妇人神秘地说：“他爹，昨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飞来了一群神仙，穿着红色和白色
的衣服，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在一片祥云中飘了过来。对我说：‘念你们夫妇平时行善积德，特意送
个文曲星给你们做长孙。’结果你瞧，今天咱儿媳妇就要生了。要不是我这两年手脚不太灵便，还用
请什么接生婆？”    竹轩公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你那是想孙子想疯了。好，等孩子平安落地，就依
你梦到的，给他取名叫王仙或王云吧？”岑氏嗔怪道：“去你的，哪有叫王仙的，别人还以为是街上
算命的王半仙呢？叫王云还差不多⋯⋯可是，现在不光孙子没有生下来，咱儿子怎么还没有回来？不
是已经找人去喊他回来，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正说着，从院外跑回一个秀才打扮的
年轻男子(王华，字德辉)，他气喘吁吁地说：“爹，娘，怎么样了？”    岑氏心疼地给儿子擦汗，说
：“瞧你，都是秀才了，还这样慌慌张张的。不急，接生婆正在楼上呢!你在别人家坐馆，回来跟东家
告了假没有？”    王华说：“告了告了。东家听说我媳妇生孩子，还预支了我十两银子的束修呢!”    
正说着，只听得楼上“哇”的一声传来婴孩的哭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接生婆从屋里出来，冲着楼
下喊：“王家姆妈，好福气，是个大胖小子，恭喜你有孙子了。母子平安!”    一家三口听了喜出望外
，王华高兴地对天作揖：“感谢苍天，我王家有后了。”    岑氏高兴了一阵后，对王天叙说：“我的
梦灵验吧。你还不信!”    王天叙连忙讨好地说：“灵验，灵验!那这样，就依你的梦，给孩子取名叫王
云，小名就先叫云儿吧。华儿，你看呢？”王华笑着说：“爹说了算，爹说了算!”    第二场景    时间
：五年后    地点：王家门前的石街上    已经五岁的王云在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跳房子。只是，他不
会开口说话，只能跟着别的孩子的指令一起玩。祖父王天叙和祖母岑氏在一旁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孙子
。岑氏略带伤心地说：    “唉，都五年了，这孩子怎么就不会说话呢？找了多少郎中看也不济事。要
说十个哑巴九个聋，可他一点也不聋啊。八成是那年给他吃凉元宵吃的。”    王天叙说：“就算是哑
巴我也喜欢。”    岑氏说：“瞧你说的，难道我不喜欢吗？只是将来他长大怎么念书？怎么做事？唉
，可苦了孩子了。云儿他爹在外坐馆当先生，一个月也难得回来一趟。唉，还亏了咱儿媳妇孝顺明理
，在家里操持家务，里里外外，这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    这时，儿媳郑氏从屋里出来，对王云喊
：“云儿，过来吃果子了。”王云听了，十分伶俐地跑过来，刚要接果子，郑氏温和地说：“先去洗
手。”王云很乖巧地去井旁洗了手，回到母亲身边，拿了三个果子，先给了祖父一个，又给了祖母一
个，剩下的一个才自己吃了起来。祖母岑氏眼里含着泪花说：“这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心里明白
，知道孝敬爷爷和奶奶。”    郑氏把王云搂在怀里，小声地说：“不会说话也是为娘的心头肉。”    
就在此时，门外响起了木鱼声，有一个和尚的声音：“阿弥陀佛，施主，贫僧想讨口水喝。”说罢，
走进一位身背包裹和葫芦，年过五旬，长得慈眉善目、仪表不俗的和尚。王天叙儒者出身，平素不太
信佛，对上门化缘的和尚一时踌躇，不知该如何应对。平时信佛的岑氏赶忙上前，说：“师傅请进门
歇息，待我们去烧壶茶，再准备一点干粮供师傅路上用。”说着，十分殷勤地把和尚引入院中坐在竹
凳上。郑氏则十分乖巧地进了灶房烧水、煮饭去了。小王云见祖母对和尚以礼相待，手里拿着一个梨
子走了过来，面对和尚“啊、啊”了几声，把梨子塞到和尚手里。和尚非常高兴，说：“这孩子真懂
事，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啊？”    小王云又“啊、啊”地叫了几声。和尚凝神定睛看了王云一会儿
，说：“这孩子真的不会说话吗？他几时生的？”    岑氏说：“壬辰年九月三十日巳时生的。唉，头
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天上的神仙穿过云层给我送来个孙子。没料到第二天儿媳妇真的得了个孙子
。他爷爷高兴得不行，就给他取名叫王云。可惜的是，今年五岁了，就是一直不会说话。”王天叙听
了在一旁也不免叹气。    和尚掐指算了一下，又凝神看了看王云，说：“多好的孩子，都是被你们取
的名字给叫坏了。”    “啊？”王天叙和岑氏面面相觑。    “这样吧。”和尚从身边的包裹里取出一
个小瓷瓶，从里面取出几粒小小的药丸，递给王天叙，说：“用温水给他服下去，再给孩子改个名字
就行了。”    王天叙踌躇不前，不敢接纳。和尚说：“怎么，不放心？你们可以叫几个年轻后生看住
我，待孩子吃了这药丸之后平安无事，我再走。要么，我先吃一丸给你们看。”说着，和尚立即吞了
一枚药丸下去。    王天叙这才不再怀疑，接过药丸，问：“师傅，这里究竟是什么道理？”和尚平静
地摇摇头说：“天机不可泄漏。违天意，遭天谴!阿弥陀佛!若无事，贫僧可就告辞了。”  岑氏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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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上下）》

喊道：“华儿媳妇，水和干粮弄好了没有？”  郑氏在厨房应答：“娘，就好了，让师傅再稍等。”
说着，郑氏拿着水和一些干粮从屋里出来，和尚很有礼貌地将葫芦放在院子的石桌上，又将包袱打开
放在一旁，郑氏便替和尚往葫芦里灌满了水，又将一些烧饼放在包裹里包好。    和尚向王云招招手，
“过来，孩子。”王云很懂事地走过来。和尚将手放在王云的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阵，然后说：“
孩子，你受苦了，以后就好。”说罢起身，背起包裹和葫芦，飘然而去。    王天叙拿着药丸，对郑氏
说：“给孩子用温水服下去。”    郑氏有点犹豫，“爹，这行吗？”    “不必怀疑了。你没看过那大
和尚自己先吃了一丸吗？反正不会有毒。”    “是，爹。”郑氏去倒水，准备给孩子服药。岑氏在一
旁说：“不该叫王云，那该叫什么名字？”    王天叙犹豫地说：“那⋯⋯就到圣人的经典里去找个合
适的名字，用圣人的话来取名字，总不至于错吧。”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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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上下）》

编辑推荐

豫章心月编著的《王阳明(上下)》是笔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部场景式历史小说。它描述的是明代思
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和书法家王阳明(1472—1529年)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其间有宏阔的
战争场面，有感人的生活经历，还有诙谐的故事情节。通过阅读此著，爱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读者可
以澄清以往对王阳明其人其事的许多模糊认识或误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著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小
说，除了史籍中无法涉及的细节外，笔者几乎没有虚构，皆按照《明史》、《王阳明年谱》等正史史
料编撰而成，即使其中一些超出常规经验的神异之事，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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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上下）》

精彩短评

1、看介绍，这部书应该不错，作者是对王阳明深有研究的学者，不是一般的发烧友。
2、王阳明为曾国藩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古代士人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
功”，是文人的最高目标。据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只有两个半人，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其中曾国
藩算半个（也有说诸葛亮、王阳明和曾国藩的，窃以为诸葛孔明在立言上并无建树），不论如何王阳
明做到“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个最高标准，都是没有人质疑的。这本书，虽然叫小说，
但只是杜撰了细节的描画，整个框架完全按照正史描述。不但描绘了阳明先生一生的传奇经历，也能
对“心学”的整个体系乃至发展里程有了一个初步的介绍。　　不错的好书，值得一读。
3、本来是在书店随手抓起的一本书，却津津有味的读了起来。一读就难以释卷，要不是有友人电话
打断，肯定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写的很轻松，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感觉好像就站在人物身边，
各个场景都活灵活现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原来王阳明未有一亲生子嗣，好吧，伟大的人总是人生
有些缺陷。总之书是不错的，值得一看。
4、基于尽量真实的史料，运用通俗易懂的言辞，使得本书既有通俗小说般的引人入胜，又有纪实文
学般的真实感和史料价值。以评书家般的述说给予一般读者以吸引，又以学者般的严谨给予他们直面
历史的勇气。采用现今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写作，预示着文学写作的一个新动向，在历史文学领
域尤其明显。当今的青年为现代科技产品围绕，能静心阅读者较少，而晦涩枯燥的言语更让其远离，
适当采用活泼的、形象的、时代化的表述，可以将我们的青年从舶来的漫画书和动画片中争取过来，
从而将较为真实的历史还原给他们。因为若只能从种种“戏说”的电视剧和无数“穿越”的网络小说
中形成历史观的一代，对于他们将成为主体的未来的中国是莫大的悲哀。
5、刚开始看不进去。开头不吸引人。读久了 方觉得棒。如同王阳明就在身边。写书的人也是受了影
响的。行云流水。自然而然。
6、内容不错的，小说体的。还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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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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