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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前言

前言儒释道三法皆通，文武双绝一完人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谥号文成，多被人称王阳明。他
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历经明宪宗、明孝
宗、明武宗、明世宗四朝，享年57岁。身为儒者，他穿梭于儒释道之间，参透圣人之道，形成自己的
心学，而立言；身为智者，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敢于直言进谏，又甘于忍受诽谤或
毁誉，而立德；身为勇者，他为官为帅，既平定反叛之乱和篡逆之举，又安抚百姓黎民，而立功。王
阳明一生立言立德立功，被称为古代的完人。在立言方面，王阳明继承孔孟之道、宋儒之学，参悟佛
禅、道学，集合百家，而成一家之言。在阳明洞，王阳明参悟佛老之非，彻底转向儒学，承担起经世
致用的责任；在龙场，他参透圣人之道，说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并重新阐释了“
格物致知”，创立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在平定宁王之乱后，王阳明看到世间缺乏良知，百姓苦不
堪言，便创立了“致良知”的理论；在教学的过程中，王阳明为了学生们的成贤成圣之路，创立了“
四句教”。他将良知等同于天理，作为判断是非、真假、善恶、诚伪的标准，批判和否定权威，摒弃
传统的束缚。在为圣的道路上，他将人分为利根之人和其次之人。聪明绝顶的人可以从本体上直接参
悟圣人之道，而资质鲁钝的人可以通过“为善去恶”的功夫来达到成为圣贤的目的。所以他招收的弟
子，既有王畿、钱德洪、王艮、方献王阳明评传夫、欧阳德、黄弘纲等悟性极高的人，又有杨茂等凡
夫俗子。阳明心学冲破了程朱理学的牢笼，成为一股席卷苍茫大地的春风，彻底给大地换了新妆。在
立言方面，王阳明还突出表现在文学上。他少年以辞章见称，不输于当时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只
是他感觉辞章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社会用处太小，就不再痴迷。但是阳明一生都是兴致一来，便吟
诗作赋，获得的往往是佳品。到了晚年，他参透圣人之学，诗赋中就蕴含了更多奥妙的哲理。在立德
方面，王阳明心存经世致用的理念，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人生宗旨。纵观他的一生
，确实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个人名利置之度外，完全以国家或公理作为行事准则。十
六七岁时，他就关心朝廷的北部边患，立志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策马出居庸关，追赶胡儿，又
梦到伏波将军；在科场路上，他两次落第，却依然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气度；初次为官，就以清正
廉洁自况，在刑部任职更是不畏权贵，一心为民请命；提学山东，更是直指明朝的种种弊政；京中初
次讲学，就将当世学术批判得体无完肤；面对奸臣刘瑾，他敢于上书直谏，为言官鸣冤，却被杖刑，
贬谪龙场。他在两京讲学，被很多儒者辱骂为异端。在平定南赣汀漳的“山贼”和宁王之乱后，他又
遭到小人嫉妒，险些丢掉性命。他不贪慕权力和爵位，宁愿养病于家中。面对众人对心学的抨击，对
自己的诽谤，他心境豁达，不加辩解。在议大礼中，他更是三缄其口，不对朝廷之事做任何评论。这
样的他成为一个圣人的标杆，一个道德的典范。在立功方面，王阳明不刻意追求事功，讲求自然地建
立功业。他曾经上奏《陈言边务疏》，也曾对明朝中期的很多弊政进行了剖析，希望朝廷予以采纳。
但是他所有为民请命、为国着想的谏言都没有被采纳。反而在谪居龙场和庐陵任上，他做了一些实实
在在的为民解惑、为民免苦的事情。在政治活动中，王阳明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功绩。他最大的功绩在
军功上，以一个孱弱的身躯建立了无人企及的功业，主要包括四大军功，分别为：平定南赣汀漳的“
山贼”；平定宁王朱宸濠的篡逆；成功招抚思田的叛军，平定思田之乱；袭破断藤峡、八寨，平定瑶
民“暴乱”。王阳明对明朝的隐患进行了快速有效的清除，轰动了朝野。他并非只是奉命镇压地方起
义，而是真正地参与到地方的治理中去。在平乱之后，王阳明或奏报朝廷建立县治、堡垒等以加强地
方统治；或建立书院，加强对地方律法、伦理道德的宣传，以加强风俗教化；或制定乡约、设定保甲
以控制地方。王阳明在治理地方上，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统治，使地方上得以安
定。王阳明一生立言立德立功，践行了自己“知行合一”的理论，也完全体现了自己“良知”的本性
。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心学传播到全国各地，是当时最狂的儒者。他生前被诽谤，死后被毁誉，
但都阻碍不了他成为一代圣人。本书对于王阳明的一生进行了梳理，打破了以往将王阳明的事迹与思
想分开的局限，将他立言立德立功的内容穿插到了具体的故事当中，更加具有可读性。对人生的品味
，有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有激情似火的青年时代，有壮志筹谋的壮年时代，有建功立业的中年时代
，有顿悟人生的老年时代。王阳明一生虽然只有短短57年，却给我们展现了他每个时期精彩的画面。
他的很多行为值得我们仿效，他的很多学问值得我们坚守，他的很多功绩值得我们崇拜。毋庸置疑，
我们只要细细品读，自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信仰，并为信仰奋斗终生。本书在创作过程中，遇到
了很多晦涩难懂的知识，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推敲。也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出现很多纰漏
，希望广大读者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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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内容概要

《王阳明评传》对王阳明的一生进行了梳理，评述了王阳明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激情似火的青年时
代、壮志筹谋的壮年时代、建功立业的中年时代、顿悟人生的老年时代，打破了以往将王阳明的事迹
与思想分开的局限，将他立言、立德、立功的内容穿插到具体的故事当中，更加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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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凡尘扰扰，我自堕红尘
1.大明王朝乌云盖，朗朗乾坤丑君王
2.默默无闻居乡野，诗书家学代代传
3.千呼万唤落红尘，少小孩童默记文
4.辞章独取真情意，策马扬鞭梦伏波
**************************************
第二章 本是凡人，却做洞中仙
1.立业未成先立家，久烦学儒入道中
2.屡试不第豁达笑，睿智不掩释程朱
3.棋盘里刀光剑影，兵阵中万马奔腾
4.看大明学术流弊，塑心中另类圣人
**************************************
第三章 身在宦海，不忘仙佛趣
1.工部观政督威宁，忧国言边务八策
2.刑部主事破常规，江北录囚展拳脚
3.九华山上仙佛殿，阳明再续空灵缘
4.阳明洞中修身术，参禅悟道逝往生
**************************************
第四章 福祸相依，苦中亦有乐
1.提学山东悯苍生，兵部任事初讲学
2.刘瑾权倾金銮殿，阳明忠言遭牢狱
3.九死一生赴谪地，险象环生入龙场
4.苦中作乐终有悟，格物致知大文章
*************************************
第五章 知行相合，立行又立言
1.龙岗书院传盛名，知行合一出文明
2.庐陵任上展才华，德治思想获民心
3.北京城里同交心，南京故都再传教
4.非朱非陆旧大师，阳明心学大教主
*************************************
第六章 建功立业，薄名厚思想
1.退隐不成再出镇，南赣强兵需明法
2.挥军所指尽烟云，衙门设帐论学问
3.宁王谋反江南地，阳明睿智擅甲兵
4.武宗皇帝妒贤才，靶场弯弓免灾祸
*************************************
第七章 厚积薄发，因材而施教
1.王艮拜师会阳明，白鹿洞群集诸生
2.冷落仕途满鬓霜，致良知再登高峰
3.丁忧居家静思日，绍兴城中论学问
4.京中会试考心学，阳明思想天下知
*************************************
第八章 世事无常，惊涛续骇浪
1.朝中群臣议大礼，三缄其口阳明智
2.唐寅病逝伤人心，任性练达枉断魂
3.稽山书院立越地，大会诸生于天泉
4.晚年得子是天意，四句教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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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临危受命，病死于归程
1.思田叛乱国危难，弃臣终于被起用
2.平定思田不思返，袭破八寨才肯还
3.圣人难知身后事，平民眼中有真佛
4.千秋功罪任凭说，桃李满门有人知
*************************************
第十章 几多春秋，惹人频回眸
1.王学在近现代的传播及影响
2.王学在国外的传播及影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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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王阳明只不过是个吏部考功司郎中，在京城中大张旗鼓地讲学，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
。更何况王阳明的很多学问都是直指朱学的要害和明朝学术流弊，这让当权者非常担忧。为了阻止王
阳明继续蛊惑年轻的学子们，朝廷决定对王阳明进行柔性制裁，那就是明升暗降。在正德七年（1512
年）十二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因为徐爱接受吏部考核后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所以
师徒二人一同南下。 徐爱既是王阳明的妹婿，又是王阳明最早招收的弟子。徐爱最大的特点并非聪慧
绝顶，而是善于揣摩王阳明的心思。很多圣人回答弟子的问题从来都不会直接回答或者详细解说，而
是希望弟子们自己顿悟。徐爱总是能从王阳明的讲话中抓住很多寓意深刻的话语，成为王阳明学说最
明晰的解说者。王阳明与徐爱犹如孔子与颜回，有着惺惺相惜的师‘徒情谊。 在北京讲学的时候，王
阳明就以批判朱熹等宋儒为主，特别是对朱熹注解编纂的四书五经大加批评。在陆九渊与朱熹之间，
王阳明最终选择了陆九渊，其意图就在于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往圣人的道路。正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王阳明要想否定朱熹，就得从朱熹的经典著作入手。王阳明首先让徐爱背诵《大学
》，徐爱不知王阳明何意，就背了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
，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果；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王阳明特意点出徐爱读“在新民”读错了，可是明朝所用朱熹版本的确是“在新民”。王阳明
说程颐和朱熹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
就是“亲民”。程颐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还错误地沿用。用第二手资料难免有错误，更可恨的是朱
熹还将原有的文字分割解释，掺杂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将圣人之言改得面目全非。其实在《礼记》的
旧本中就有对大学之道的记载，一味地遵循朱熹的解释，只能是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论学是让学生打
破对权威的崇拜，在思想上得到真正的解脱。徐爱从小读的就是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早就将二程、
朱熹奉为圣人。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有怀疑圣人之言的想法，只是遵从。王阳明所说的“格物是诚意
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
”让徐爱的思路大开，不禁对王阳明更加钦佩。徐爱将王阳明的论断记录下来，并收录在《传习录》
中，犹如孔子之徒所集成的《论语》一样。 起初徐爱以为这是王阳明凭空而思所得，之后才了解到这
是王阳明经过谪居龙场后所悟到的。经过实践得到的很多论断，都会有很多旁证，比凭空的思想构架
更加具有合理性。学为实则用，如果不能将所学的运用到实践中，那这种学问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能工巧匠的绝学都失传的一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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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后记

这是一本多层次、多角度展现王阳明不平凡一生的传记著作。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众人在文字的田
野里辛勤耕耘的结果。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以下同仁的心血，他们是黄慧婷、黄亚
妮、李秀峰、海晓红、李增文、卢浩文、李辰杨、李宁、曾听、杨寅红、李婧、崔金英、毛望成、李
景鑫、张耀文、张洪、毕陆扬等，在此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但是，囿于所学，写作中难免有错失
之处，在此还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踊跃指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数年心血，春华秋实，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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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编辑推荐

《王阳明评传》编辑推荐：王阳明一生立言立德立功，践行了自己“知行合一”的理论，也完全体现
了自己“良知”的本性。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心学传播到全国各地，是当时最狂的儒者。他生前
被诽谤，死后被毁誉，但都阻碍不了他成为一代圣人。他的“知行合一”理论、“良知”学说，也对
当世的改革之路起到指引作用。文韬、武略、徳范一代奇人，当世改革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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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阳明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 ——梁启超 日本维新，亦
由王学为其先导。 ——章太炎 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
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孙中山 我推崇王阳明，是因为他在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正统的
环境下，提出心学，有革命性的意义。 ——林毅夫 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美国哈佛大学教
授杜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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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精彩短评

1、这本新的《王阳明评传》是以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王阳明的一生，作者虽然很年轻，从字里行间，
及用的现代的很多词汇，都可以看出来。作者是一个用心体会生活的人，所以对王阳明的一生能感同
身受。在对王阳明内心世界的剖析中，作者更加注重领悟，和对人生的再认识。所以说这本《王阳明
评传》是一本很值得读的好书。
2、书不好，语言逻辑不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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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

精彩书评

1、王阳明他出身书香世家，却曾是叛逆少年；走上仕途后触怒权贵，被贬谪边远地区，却在龙场悟
道，洞彻世事人心；身为一介书生，却能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目睹政治黑暗，民生疾苦，他集儒释
道三家之大成，创立阳明心学这一剂提升自我、拯救时弊的心灵解药，折服了五百年来无数中外名人
，是曾国藩、梁启超、蒋介石等一流人物的心灵导师。本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王阳明，并阐述了心学
的核心精髓，让读者明白，王阳明如何“格物致知”，如何“知行合一”，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淡
定面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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