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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三部曲典藏版》

内容概要

《王阳明》三部曲，是迄今首部讲述王阳明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一部阳明心学入门必备读物
。
本书百分之九十的内容来自史料，回归章回体写法，呈现了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一生，展示了阳明心学
的孕育发展与智慧精髓。王阳明光明磊落的人生与大彻大悟的心学智慧，在小说中首度合体，相互印
证。大家所熟知的心即理、破心中贼、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要旨，都印证于王阳明格竹子、龙场
悟道、南赣破贼、平宁王叛乱等故事中，可观可感。读小说，悟心学，从王阳明的人生经历来学习领
悟心学智慧。
小说自2012年出版后，受到读者、专家诸多好评。此次再版，经过阳明学专家的严谨审读，由作者全
新修订升级，以飨读者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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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三部曲典藏版》

作者简介

许葆云，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通俗历史作家，《今古传奇》专栏签约作家，著有《乱世危局曾国藩》《
大明平倭传》《沉沦的舰队》等多部历史文学作品。
他服膺追慕阳明先生，潜心研习阳明心学，日夜涵泳其间。他研读和翻阅了难以计数的史料书籍，多
次追随阳明先生的足迹实地探访，以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王阳明》三部曲长篇史诗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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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三部曲典藏版》

书籍目录

《王阳明》三部曲  第一部  龙场悟道
第一回  避宴席小子窥道法，动心机佳人驯夫婿
第二回  有闲心侍郎捧才子，没缘法道士弃顽徒
第三回  王状元说破朝中局，唐伯虎点出心底真
第四回  为廉洁朝廷害才子，要度人老道装神仙
第五回  苦强求到头终是病，劝和尚守仁归正途
第六回  愁上愁臣子忧国事，急中急阁老骂皇上
第七回  为私利明君织冤狱，赌闲气主事乱出题
第八回  救孤女宜畹收甜杏，为专情守仁逃新房
第九回  李郎中冒死参国舅，弘治帝决心除宦官
第十回  王守仁初结甘泉子，李梦阳暴打张鹤龄
第十一回  真龙宾天饕餮窃据，麒麟失位虎豹横行
第十二回  众口一词请诛奸佞，出尔反尔祸乱朝廷
第十三回  败朝局阁老遇罢黜，护正气守仁熬苦刑
第十四回  为忠直王华割亲情，喊冤枉戴铣寻死路
第十五回  弱女子忍羞求阁老，李东阳定计救忠臣
第十六回  凄惶惶守仁离京师，恶狠狠杀手劫钱塘
第十七回  落难人偏又遭海难，囹圄士挣破囹圄局
第十八回  人进鬼域事事似鬼，心在牢笼处处如牢
第十九回  无路人难救无路客，良苦士绝境悟良知
第二十回  与人为善人人是友，将心换心处处皆心
第二十一回  撑骨气驿丞斗御史，跳月场驿卒结姻缘
第二十二回  为职守三拒宣慰使，凭良知点醒安土司
第二十三回  阳明子一语平战祸，受诚邀书生离桃源
《王阳明》三部曲  第二部  起兵破贼
第一回  进书院先生讲圣学，讨五恶阳明遭暗算
第二回  动机心阉党起内讧，得升迁守仁赴庐陵
第三回  治穷县太尊受劳苦，罢苛税书生弃仕途
第四回  乱糟糟宁夏平叛乱，急火火张永捉权奸
第五回  祸国贼祸至受刑戮，谋国臣谋尽黜田园
第六回  王阳明答疑结君子，诸夫人过继信小人
第七回  酿深谋宁王贿权宠，添远虑王琼入豹房
第八回  护社稷书生充巡抚，拯流民阳明得智囊
第九回  孙德成坐困南昌府，李士实计赚金龙笺
第十回  道士指路力擒水寇，强盗劫牢震吓省城
第十一回  王巡抚初设十家牌，广东兵受挫象湖山
第十二回  察贼势连夜破山寨，体民情草创平和城
第十三回  捧上诚心安民治境，祭出新法重练乡兵
第十四回  凭智勇攻破绝险地，说良知劝服死心贼
第十五回  雷举人真心凡三顾，池仲容假意设三谋
第十六回  毕尽诚心阳明抚寇，终归软弱池匪伏诛
第十七回  血祭良知正德听谏，泪镌诚意唐寅回心
第十八回  奸佞争权藩王败势，图穷匕现宁府杀人
第十九回  上贼船先生遭凶险，为情意丫头拼性命
第二十回  吓蛮贼阳明用奇计，犯狐疑宸濠误军机
《王阳明》三部曲  第三部  我心光明
第一回  添兵减灶提督示弱，破釜沉舟宁王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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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三部曲典藏版》

第二回  用险计谋士绝后路，识奸谋守仁袭空城
第三回  用智用强将克安庆，无谋无勇功败垂成
第四回  刘养正拼死打胜仗，王守仁谈笑破宁王
第五回  要亲征天子乘国乱，装糊涂正德下江南
第六回  三番抗旨要救百姓，一席良知劝服太监
第七回  江彬似虎强夺民女，蒋瑶如羊跪拜奸贼
第八回  占南昌折辱按察使，设毒计密捕冀元亨
第九回  丧天良江彬杀百姓，用诚意守仁抚京军
第十回  奔南京巡抚表忠义，派刺客奸党动杀机
第十一回  朱皇帝禁猪留笑柄，苦虫儿命苦难修行
第十二回  致良知守仁绝软弱，造妖邪张永吓皇上
第十三回  生擒宁王正德还驾，贪玩落水病死豹房
第十四回  咬牙关首辅开局面，设圈套众志共除奸
第十五回  当走就走并无一悔，欲来难来抱憾而归
第十六回  塞翁失马阳明守制，满街圣人王艮讲学
第十七回  为护大礼廷和落难，责打群臣嘉靖扬威
第十八回  逆子惹祸夫人亡故，家业败落形只影单
第十九回  贤妻麟子终得圆满，为安百姓守仁出山
第二十回  四句教付与后学子，招抚计救出眼前人
第二十一回  剿八寨惶惶生重病，审良知洒洒归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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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三部曲典藏版》

精彩短评

1、重读一遍，依然受益无穷
2、用白话文让我走近王阳明、走近心学
3、我心光明
4、心学经典
5、第三部后半尤其有味道~
6、知行合一。第一部也得像传奇故事，后两部稍差一些
7、典藏版
8、很失望⋯⋯
9、读完王阳明三部曲：《龙场悟道》（人生得意，因言遭贬）《起兵破贼》（历经磨难，屡立奇功
）《我心光明》（大彻大悟，弘扬良知）小说讲述阳明先生一生传奇，从余姚老家考入京城，奸臣当
道因言获罪，几近濒死诏狱，而后被贬贵州龙场，路过杭州险些遇刺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悟出良
知之理，以诚破奸，以智破蛮，屡立奇功：赣州平山贼，南昌智擒宁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堪称一代
宗师：善恶只在一念之间，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只是偶尔会被软弱逃避的灰尘所遮蔽...
10、有劝学的意味。王阳明不是完人，可是书里面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完人。
11、一生伏首拜阳明
12、比较喜欢老版的封面，几年前读时还能潸然落泪，重新翻起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感动
13、职场经典指导书
14、典藏版，很精致
15、小说，许多历史情节为了故事而进行了修改，重情节，许多地方没有点明。
16、头一次在豆瓣上买书。不到十天三本书看完，好久没有这么高的效率了。叙事完整，情节跌宕，
引人入胜，只是用词用句比较啰嗦
17、看第一部，觉得这是本很好的心学入门读物；看第二部，看明朝皇帝的种种无耻与臣子们遭遇的
种种磨难十分痛心，简直不忍读下去；看第三部，磨难未尽，对比世间种种，不禁潸然泪下，幸而阳
明子求得良知做圣贤，终得“我心光明”。
18、不错
19、找到了良知，所以你不敢轻饶了自己
20、读完能对王阳明了解一个大的轮廓，有的地方小说风格太过了一点，总之还是推荐的
21、典藏版更精致了
22、值得收藏
23、心学大师王阳明
24、现在市场上个人认为写的多好的王阳明小说！
25、我心光明！
26、读过旧版的，这版适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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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阳明洞观感读完陕西人民岀版社版的《王阳明传》，对王守仁龙场悟道之处阳明洞颇为向往。不
久前恰有机会到贵阳岀差，有当地朋友相邀出行，我们便选择古代龙场驿所在地、今日的贵州修文县
欣然前往。修文在贵阳西北40公里处，县城古称龙场，是明代奢香夫人所开的九大驿站之一。崇祯三
年，改为修文，取自《尚书.武成》中的“偃武修文”，寓有弘扬王阳明悟道精神，倡明文教事业之意
。阳明洞位于城东1.5公里的龙岗山（也称栖霞山），是这座毫不起眼的小山上极简陋的一处岩洞。然
而，就像遵义之于贵州一样，虽然山不高，洞不深，却因“千古大师”王阳明在此悟道讲学而名扬天
下，海内外研究王学的专家称这里为“王学圣地”。加上著名爱国将领、“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曾
被囚禁于此三年，使阳明洞更加闻名于世。我们从贵阳岀发，大约40分钟便来到了阳明园景区。景区
由阳明广场、王阳明纪念馆和阳明洞三部分组成。广场正在扩建，游客稀少，导游带领我们穿过一片
繁茂的树林，便进入龙岗山脚的王阳明博物馆参观。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祖籍浙
江余姚，随父迁居山阴。曾修学讲论于越城阳明洞，并以此行于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
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为侯爵。他是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哲学家和军事家，梁启超、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和蒋介石等时代伟人都对其十分崇敬
。他的一生，有着独特的经历，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特点，被后世学者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不
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日本，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贬谪龙
场，是他人生重要转折点。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为大臣伸张正义，受大宦官刘瑾陷害
，被挺仗五十，贬谪为贵州龙场驿臣。公元1507年夏，他离京前往驿所，一路坎坷，九死一生：先是
刘瑾派东厂特务沿途追杀，他机警以对，投水逃生；接下来他乘机混入一艘商船，不料，这条船在海
上又遭到台风袭击，随风飘到福建海岸，终被船家抛掷孤岛。上岸以后，备偿人间辛酸，历经千难万
险，辗转故里，与亲人告别之后，才经过江西、湖南，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贵州。自此，他在偏
远蛮荒的龙场谪居三年，蛰伏阴暗潮湿的阳明洞中潜心悟道，成就了他著名的“心即理”的“知行合
一”学说，并萌发了“致良知”的思想，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纪念馆岀来，我们便拾级而
上，攀登龙岗山。小山上古木参天，翠柏森森，亭阁相映，碑刻历历，曲径通幽，景色宜人。不到十
分钟，我们便登临山顶的阳明洞。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洞，洞口苔痕苍绿，藤萝密布。洞内宽畅明
亮，留下许多历代名人的镌刻题字。洞口崖上有明代贵州宣慰使安国亨题刻”王阳明遗爱处”。洞外
是一个约百余平米、青石铺地的院落，左侧石阶两旁，有两颗参天古柏，据传为王守仁亲手所植，称
为守仁柏。石阶栏杆外的岩石上建有六角重檐的“君子亭”，亭岩石壁下有蒋介石所刻“知行合一”
四个大字。洞的右侧建有一座茅屋，上书“何陋轩”，当年，王阳明蜗居洞中，洞顶时有滴水，洞内
阴暗潮湿，当地苗人对其深表同情，便在洞侧伐木结茅，王阳明十分感动，欣然写了一篇《何陋轩记
》，取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意思，将之命名为“何陋轩”。洞顶为一木结构的四合院——
龙岗书院，王阳明在洞中悟得“知行合一”理念，他遵循良知，放下身段，与民交友，启民之智，解
民之苦，终于赢得了百姓的理解与爱戴。为感念他的恩德，水西土司安国荣发动当地百姓为他修建了
这座龙岗书院。自此，学子们纷至踏来，他的阳明心学也跨越山野，传向全国。1938年至1941年著名
爱国将领张学良又被囚禁于此三年，蒋介石也三次到访，龙岗书院更是名闻天下！目睹洞天学府，不
由感慨万千，骚动的思绪早已跨越历史时空，飞向500余年前的大明朝！公元1508年的初春，历经千难
万险到达贵阳的王阳明，又孤身一人进入贵阳西北的崇山峻岭中，山雨如注，虫蛇时现，野兽出没，
瘴疠弥漫，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五天五夜，才到达谪所龙场驿站！而驿站的情况又是什
么样子呢？坍塌的驿舍，一个近乎哑巴的驿卒，十几匹无精打彩的驿马。山雨骤起，王阳明只得躲到
臭哄哄的马棚里避雨。无奈，王阳明只好鼓足勇气，四处找寻自己的栖身之所，终于在离驿站三里地
的龙岗山顶找到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岩洞，也就是眼前的阳明洞，这才安顿下来。然而恶劣的环境还
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无尽的精神折磨才更让王阳明寒彻心脾。在那阴暗潮湿的山洞里，漫漫长夜难熬
，寂寞孤独难耐，悠悠怨忿难平，何时才是尽头呀！无数个夜晚，躺在黢黑的山洞里，王阳明彻夜难
眠，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为什么那么多秉承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朝臣，明明忠君爱国、忧国忧民，
结果却忠而见弃，境遇悲惨，甚至走投无路呢？天理何在！难道皇帝的眼瞎了，人们的良心让狗吃了
？！不，良知是天生的，只是皇帝的惰落、软弱以及人们贪求功名利禄之心掩盖了良知！所以整个社
会才岀现了知行脱节，说的不愿做，做的不愿说，行不顾言，言不顾行的道德危机。那么如何才能改
变这一现状呢？“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王阳明夜以继日，苦思冥想，忽然有一天终有所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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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处世，最重要的不在于追寻外在的天理或公道，而在于安于自己的良心。孟子曰：“人皆可以为
尧舜。”，做圣贤就是努力去践行自己内心的良知，以最终求得真理。这不就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吗？按照此理，远离朝廷、地处蛮荒之地也应该有所作为，那就是遵循良知，由“与君求道”变为“
与民求道”，多为百姓排忧解难，赢得福祉。王阳明如醍醐灌顶，欣喜若狂，他终于找到了求生之途
，圣贤之道！自此以后，王阳明象是换了一个人，看天天蓝，看水水绿，天地之间再没有一丝阴霾之
气。他脱下长袍，向驿卒学种菜；他亲近苗人，教他们识字学数，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在龙岗研修论
道，远近诸生闻其名，纷纷负箕前来就学，活脱脱把一个地处贵州深山的蛮荒之地，变成其乐融融的
传道讲学之所；他审时度势，为水西土司指点迷津，化干戈为玉帛，化险为夷，被尊崇为孔明在世，
诸葛重生。龙场三年，百姓对他由同情到理解，最后是衷心地爱戴。他自己也悟透天道，实现了人生
的蜕变。以此为基点，他为人处事坚定自信，淡定从容，矢志不移。平判剿匪，解民倒悬，功盖朝野
；知行合一，践行良知，德昭天下；研修论道，桃李芬芳，名闻遐迩。立德、立功、立言融于一身，
终成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座丰碑！从阳明洞下来，我们即驱车返程了。一天的颠簸，大家略显
疲惫，车内渐渐有了鼾声，而我却难以平静，仍然心系王阳明。蒋介石、毛泽东都对王阳明十分崇敬
，原因何在，有什么异同呢？共性的原因是王阳明徳才兼备，忍辱负重，任何时代、任何阶级，这样
的人都会得到尊重。不同点呢？蒋介石折服王阳明，首先是因为为这个全能大儒在其心中具有崇高的
地位，甚至王阳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观点，都成为了他指导国民革命的准则。当蒋经国从红
色苏联回国后，他以一部《王阳明全集》为其洗脑；张学良被囚龙岗书院，他仍以一部《王阳明全集
》让其反省；即就是逃往台湾，听闻台北的草山，当即大怒：难道是落草为寇吗，立即改为阳明山！
其次是王阳明的军事观点，王阳明在南赣和广西思田剿匪过程中提出：御外必先治内；而蒋介石在外
敌入侵时仍一门心思追剿红军，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何其相似！当然同是浙江老乡，恐怕也使蒋
介石倍感亲切。毛泽东敬仰王阳明或许也有三方面原因：他们均非行伍出身，可在军事上都有超人的
天赋与才智，且都能征善战，人们说历史伟人五百年出一个，这一点在他们二位身上得到充分印证；
毛泽东曾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有出路，这或许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有相似相
通之处；王阳明提出剿匪应与政权建设相结合，否则剿匪成果难以维持。毛泽东指出，工农革命应以
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中心，否则革命难以成功。二者异曲同工，结果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就要进入贵
阳了，而我的思绪仍未终结。当今社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不在少数，功利主义比较普遍，信仰缺失
，道德滑坡，显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说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愿假以时日，我们
的社会良知盛行，人皆向善，诚信包容，生活美满，也许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中国梦！张炜写于2014
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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