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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生活》

作者简介

生卒年不详，民国时期研究王阳明的著名学者，其《王阳明生活》一书，被后来出版的许多重要的王
学著作广泛证引，影响颇大。
这位清晰地描述了王阳明生活史的作者，他的生平资料我们却没有找到只言片语。我们只是想象着他
是位乡间的老先生，或是闹市的读书人⋯⋯身处积贫积弱、风雨飘零之世，感慨于王学在日本的兴盛
，而我们自己却视“宝物”为无物。于是以痛惜的心情写下了这本小册子。这些情感炙热、条分缕析
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会让我们所感、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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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生活》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幼年生活与其家庭
第一节　 世代的书香门第
第二节　 奇异的诞生

第二章　 不凡的童子
第一节　 一个天才的小诗人
第二节　 何为第一等事
第三章
少年时代之阳明
第一节　 慷慨的游踪
第二节  新婚
第三节  学生生活
第四章　 应试生活
第一节  “三人好做事”
第二节　 两次京师会试的失败
第三节　 少年时代的矛盾个性
第五章　 初入仕途的政治生活
第一节　 游历心得的贡献——御边政策
第二节　 九华山之游
第六章　 改过自新的生活
第一节　 溺于词章仙佛之最后觉悟
第二节　 授徒讲学
第七章　 贬谪中的虎口余生
第一节　 抗疏入狱之生活
第二节　 艰难困苦的途中
第八章　 龙场生活
第一节　 初至龙场
第二节　 哲学上惊人的大发明
第三节　 几封书信的力量
第四节　 贵阳讲学
第九章　 谪限满期后的升迁
第一节　 治庐陵县
第二节　 昌明圣学的时代
第三节　 遨游啸咏山水的生活
第四节　 纯孝至情流露的陈情表
第十章　 剿平诸寇
第一节　 倡行十家牌法
第二节　 肃清贼寇
第三节　 偃武修文的时期
第十一章　 讨逆戡乱
第一节　 扑灭宁王的逆焰
第二节　 功成以后的馋谤
第十二章　 晚年的生活
第一节　 重返故乡
第二节　 再平贼寇
第三节　 大哲学家最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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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生活》

参考书目
附录：日本人与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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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生活》

精彩短评

1、简单易读的一本传记，写的不错。阳明先生真乃神人也！
2、浅显易懂，简约而不失人物个性。比较不错的一本传记接近三小时看完王阳明先生生平。估计明
国时期作品原因吧，表达方式和我们现在表达方式有出入。不过对内容的阅读没有大的影响
3、没什么实际内容，文笔也较差。
4、浅显易懂而已。
5、白话文史书即视感，开篇谈其祖上一脉，以示正统，又以王出生乃神人所授，以显其子不凡，看
到这两篇时，大写的莫名尴尬。。。。看的出想让文章通俗易懂些，能白话文的尽量不用文言文，出
发点很好，可写的略怪异了些，土不土洋不洋的。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把王的一生写详尽了的，还是尊
重一下前人所累积的经验。。。。
6、浅显，好读，附录《日本人与阳明学》尤其有价值，其中还比较了西洋学说与东洋学说之差异，
颇有意思。正文部分或因民国眼光思维所限，有迂腐气，凡圣人出生必有祥瑞，或日常种种神奇不可
言说，此谓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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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生活》

章节试读

1、《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51页

        阳明在幼年时候，还能遵规循矩，立志上进；哪知一到了少年时代，便任性所为，宗旨无定。学
业既是复杂异常，信仰又是朝迁夕易。综记起来：一溺于任侠，二溺于骑射，三溺于词章，四溺于神
仙，五溺于佛氏。这五溺之习，到了此时方才悔悟，而归正向圣贤之学，由此可以知道少时之豪放纵
性，适所以锻炼其品格性情，养成其晚年之大器啊！

2、《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98页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3、《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113页

        王阳明教育主张：
1.为学第一在立志，志圣则圣，志贤则贤；不立志，就似舟无舵，似马无衔，其危险不堪设想。
2.读书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这就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
3.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过而能改。
4.责善朋友，须忠告善道。师虽尊严，亦可谏之，但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

——喜欢这四点，谨记。

4、《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188页

        比较而言,阳明以理气心性为一体,还以身心知意为一体,甚至以知行为一体

5、《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95页

        他发明新哲学的动机，就是他初到龙场时候，心里却怀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假使圣人处
此，更有何道？”这个问题，横梗在心里，总想觅个最圆满的答复。澄心静虑，苦求精思，结果他的
问题答复了，并且异常圆满。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6、《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42页

        一时要报国，一时又想入山；一时想做圣贤，一时又想讲养生；一时热度，几达沸点；一时又降
到冰点之下。学业复杂，信仰无定，我们无以名之，惟有名之曰：环境冲动的矛盾个性而已。

7、《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28页

               无论什么人，要想成一个伟大人物，必须先要从名师受业。翻开中国伟人的历史来看，哪一个
不是受了名师的陶镕、指授，才能成就他的大功业、大学识，我们的阳明，自然也不能逃出例外。他
有两个先生，一个是教授文的，一个是教授武的，现在来分别说之。
       （一）娄一斋——教文的  娄一斋，名谅，上饶人，是个大学问家。对于理学——就是哲学，有深
切的研究，那时正在广信讲学。阳明在江西结了婚之后，便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同归余姚。舟至广信
地方过，闻知娄一斋在此讲学，他素来听说一斋学问非常之好，他就很为钦慕，苦于没有机会去见晤
一次。这回恰好路过此地，便舍舟上岸，前去访谒。一斋见了阳明，异常喜爱，于是对阳明谈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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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生活》

宋儒“格物”之学。并又说：“圣人是可以学得到、做得到的。”这一次的谈话，使阳明得了不少的
益处。娄一斋是个大理学家，所说的话，都是极有价值的。阳明想研究哲学的动机，便在这时开始了
。后来能够发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创辟一新境域，也得力于这次一斋谈话影响
的不少。所以一斋就是阳明的第一个先生。
      （二）许璋——教武的  许璋，字半圭，上虞人，是个大军事学家。凡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
，奇门九遁之术，无不精晓。阳明的军事学识，多半受之于半圭。我们只看这样会用兵的阳明，就可
以推测他的先生半圭的学问了。半圭是个淡于名禄，而又爱讲修道的。阳明在阳明洞养病时，也常同
他的先生半圭，共参道妙。及阳明大功告成之后，送半圭一些金帛，半圭丝毫不肯受；阳明又想荐之
于朝，半圭反说道：“爵赏非我所愿要的，你又何必以这些东西来相强呢！”后来活到七十多岁才死
。阳明以文哭之，题其墓曰：“处士许璋之墓。”
这两个先生，真可说是阳明的两位益师。学说上的成就，得力于教哲学的先生娄一斋；功业上的成就
，得力于教军事学的先生许璋。要是没有这两位先生，阳明无论怎样，不能成就这样的伟大，然这正
是阳明之幸啊！
在这年，龙山公因丁外艰，回归余姚，于是命阳明和从弟冕阶、宫同着妹婿牧相等，在一处研究八股
文，讲经析义，预备应试科举之用。人多一点，也无非是取其易收切磋之效。阳明白天里，对于课业
，倒不十分用功去练习；可是每天晚上，候其余的人都入睡乡之后，他反而搜求经、史、子、集，殚
精穷思地研究起来。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他另抱了一个宗旨。他觉得学习八股文，无非徒供猎取功名仕禄之用，此
外就毫无用处；至如经、史、子、集，是人终身受用不尽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得应当研究的。所以
，略于八股，而独特别致力于经、史、子、集了。
过后，他的三位长辈同学，冕阶、宫、牧相，都觉得阳明所作的文字，大有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之势
，愈做愈佳，竟无半点瑕疵可寻，均皆自愧不如。及知阳明在每天晚上，另又用功于经、史、子、集
，于是都赞叹着说：“他原来在学八股文之外，又另去用功于   经、史，那我们怎能及得他呢？”
       可怜的他们，只知以仕禄为目的去研究八股文，哪知世上还另有大学问、大道理，亟需研究的。
他们要不是因附着阳明的一点关系，恐怕他们的名字，我们都莫能知道，他们只有寂寂无闻，同草木
一般腐朽了。由此可见，人去研究学问，也须要放开远大眼光，立定高尚宗旨，不误入歧途才对呀！
      阳明因多读书，气质也一天一天地变化了。他先前有一最不好的习惯——少年最容易犯的坏习惯，
就是善谑；换句话来讲罢，就是他先前很喜作轻薄语。这当然是件不好的毛病，他自从研究圣贤书籍
之后，已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习惯，非得速改不可。他悔了，他悔以前这许多的过失了。
      他立志改过之后，由是不蹈先前的覆辙了。气质陡然一变，大众都很惊异起来。他们惊异阳明，忽
然去了淳子髠、曼倩的谑态，却蓦地戴上一副晦庵、伊川的理学面孔了。于是都来诘问他，为什么这
样？他回答说：“我先前爱放逸善谑，现在我已悔悟，那都是过失，我决定立志改去不再犯了。”大
众虽是听着他这样说，可是还不敢十分相信他能毅然勇于改过。等待过了许多时，方才证明他的改过
，并不是欺人之谈。大众不由得不对阳明肃然敛容，发生敬重之心，再也不敢同他来戏谑了。

8、《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28页

        无论什么人,想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必须先要从名师受业

9、《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15页

        诗人两个字,是多么清雅而神圣的

10、《王阳明生活》的笔记-第79页

        阳明是个极端忠君主义者，在这一首诗里，就已完全表现出来了

Page 8



《王阳明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