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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前言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生于成化八年（1472），卒于
嘉靖七年（1529）。这一时期，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内部以及民族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尖锐
。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王阳明的影响很深。王阳明是晋代右将军王羲之之后，出生于官宦世家，但是
，又被推到生活的最底层。复出以后，屡遭谗害。因而，做一个异于流俗的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研
究佛家、道家、儒家学说，研究兵法，长于词章，而主要是研究圣人之学，也就是研究圣人的思想观
点以及是怎样成为圣人的。在他看来，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去人欲，存天理”；必须不断地进取；
“格物”以“致知”；必须“知”与“行”合一，而不能分离；。而“致良知”则是修身的最高标准
。这是他广泛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遍读考亭之书”之后，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索而形
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尽管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仍不失为我国
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阳明心学影响广泛、深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王阳明为
了传播他的观点，广收门人。大凡所到之处，都创设了书院。至于门人创办的书院就更多了。阳明先
生治学严谨，富于创新，教授方法灵活，讲究实效，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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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内容概要

《王阳明(修订本)》内容简介：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生
于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1529）。这一时期，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统治者内部以及民族
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尖锐。这样的社会现实，对王阳明的影响很深。王阳明是晋代右将军王羲之之
后，出生于官宦世家，但是，又被推到生活的最底层。复出以后，屡遭谗害。因而，做一个异于流俗
的人是他的毕生追求。他研究佛家、道家、儒家学说，研究兵法，长于词章，而主要是研究圣人之学
，也就是研究圣人的思想观点以及是怎样成为圣人的。在他看来，要成为圣人，就必须“去人欲，存
天理”；必须不断地进取；“格物”以“致知”；必须“知”与“行”合一，而不能分离；而“致良
知”则是修身的最高标准。这是他广泛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特别是“遍读考亭之书”之后，经过长
期的社会实践和思索而形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后人所说的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尽管有不合理
的一面，但仍不失为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块丰碑。阳明心学影响广泛、深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王阳明为了传播他的观点，广收门人。大凡所到之处，都创设了书院。至于门人创办
的书院就更多了。阳明先生治学严谨，富于创新，教授方法灵活，讲究实效，对于推动我国教育的发
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王阳明不失为一代思想巨人，这个思想巨人走的是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而且富于戏剧性。作家袁仁
琮同志把这一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小说的形式再现给读者，实在是值得庆贺的。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王
阳明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是世宦之家子弟，却经受了生活的磨炼；他接触劳苦大众，到贵州和江
西，都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深受老百姓尊重和爱戴，却又镇压了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
；他忠于皇帝，处处维护朝廷利益，却被误解、被谗害，几蒙不白之冤。总之，王阳明是个有血有肉
，性格内涵丰富的人物。作品涉及生活面也很广，从大内到劳苦百姓，从普通人士到重臣，从忠良到
佞幸，从地方到军队，都作了生动的描绘，是明代中叶社会生活的缩影。尤其应当肯定的是作家用重
笔描写了王阳明富于开拓进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于今天又是特别需要的。
这部书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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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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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书籍目录

初版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
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附录：我与画家刘峰袁仁琮创作备忘录初版
后记修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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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 公元1506年的京城，寒冷似乎来得特别早。立秋刚过，已满目萧条，早 晚冷得叫人打战
，大有寒冬即将降临的势头。这种反常情形的出现，不知究 竟是祸还是福，京师人不禁惶惶。大内的
确在酝酿一场祸乱，但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自己还蒙在鼓里 。用过早餐，刚回到书房，贴身太
监刘瑾说：“皇上，您知道眼下是什么季 节吗？” 正德想一想，说：“夏天？” 刘瑾说：“皇上，
夏天哪有这样冷？” 正德说：“那么，是冬天了？” 刘瑾说：“皇上，哪里就到冬天了？” 正德说
：“绕什么弯？说吧。” 刘瑾满脸讨好的笑容，说：“爷爷，正是万里无云，天高气 爽的时候呀。
”正德听了，长长地“啊”了一声。一段时间来，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动辄以祖训来规劝少年天
子正德 ，要他不要遗忘父皇临终时的嘱咐，好好习儒术，做个贤明君主。不但如此 ，还不时抽出四
书、五经中的某些话要他解释，或者背诵某些内容。有好几 回，他出了丑，解释不了，也背不出。他
不知道这老头肚里会有那么多货，不看书也倒背如流，哪儿都蒙不了他；更恼恨自己老记不住，老分
心，他真 有点受不了啦，盼望这种审问似的学业检查快点结束。刚才，这位严厉的老 先生问了一连
串问题，他断断续续地回答了，一定是回答得不流利，不准确 ，老先生的脸才上了一层霜，听完，禁
不住叹口气，说：“皇上虽然聪颖过 人，如此荒疏，如何是好啊！” 正德讨厌这个须发灰白的老头
子，但他是顾命大臣，父皇在病床前当面 把自己托付给他和谢迁、李东阳三人，不敢摆皇上架子，只
好收收心，用心 去啃那些乏味的子日诗云。所以，他已有许多日子没有外出了。其实，最清 楚正德
行止的就是刘瑾，清楚而偏要问，用心只有刘瑾自己明白。虽说正德已十五岁，登基好几个月，但没
有一点人君的样子。想到担子 落在肩上，自己得像父亲那样没完没了地听报告，处理事，批奏折，头
就疼 得厉害。只有和刘瑾等大小太监在一起的时候，才像脱缰的马，只要他高兴 ，要怎么玩怎么疯
都行。刘瑾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连正德自己也奇怪，一个 小小司礼监太监，居然斗鸡、遛狗、放鹰、
狩猎、音乐、豢养豺狼虎豹，什 么都会，又能事事都顺着他，他想得到的，刘瑾已经替他想到，他没
想到的 ，刘瑾也替他想到，真是天下难求的知心人。听刘瑾发问，把正拿在手里玩 弄的一只精致绝
伦的笛子放下，一脸苦相，说：“你有什么好主意？” 刘瑾忙上前打躬说：“皇上这些日子读书太辛
苦，该歇歇了。” 正德没有正眼看刘瑾，不管怎么说，刘瑾不过是贴身太监，不能失了身 份，冷冷
地说：“有屁就放，绕什么圈子啊？” 刘瑾连说：“是是是，皇上不知，今年秋天来得特别早，才交
秋，郊外 已经一片红，好看极了。” 刘瑾听皇上在他面前冒出粗话来，愈觉得他和皇上之间的关系
远不是刘 健、谢迁这帮迂夫子可比的，试探说：“皇上年纪还小，一天要忙这么多事 务，够累了，
老东西还这么逼⋯⋯” 正德忽然变了脸色，说话也不好听了，说：“老东西，这话是你说的吗 ？” 
刘瑾忙低眉顺眼，说：“奴才的意思是，皇上该出去散散心了⋯⋯要是 皇上累出病来，我这个当奴才
的，就是碎尸万段也抵不了这罪过⋯⋯” 正德心里骂道：“就你嘴巴会说。” 正德一想到外面，心
思全野了，但还是怕不讲情面的刘健说他荒疏学业 ，将来当不好皇上，治不好大明天下，有负于先皇
，有负于天下，等等，说 ：“还是别去了吧，朕不想听人数落不是⋯⋯” 刘瑾听正德说“听人数落
不是”，潜藏在心里深处的那点硬东西忽然膨 胀了不少，隐隐作梗，好像胃痛发作。尽管弘治帝、明
孝宗朱韦占樘生前对儿子寄予厚望，费尽心机管教，朱 厚照还是老不醒悟，根本不知道他不愿受祖制
、祖训约束，沉溺于嬉戏的怪 癖正在被刘瑾一伙太监所利用，正一步步向可怕的泥潭边缘滑去。刘瑾
知道 这时正是正德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只要加一把火，就会向他们靠拢一步，他 说：“皇上真的是
忙得自己生病都忘了？” 正德一时没转过弯来，愣愣地看眼前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老妈脸，刘瑾提 醒
说：“皇上是不是受风寒？昨晚上还发烧来着呢⋯⋯。” 正德不想读书就装病，已不是头一回。而且
常常先缺了课，再由刘瑾跟 刘健说缘由。“感冒”明明是刘瑾编出来骗刘健的瞎话，但正德想的是瞎
话 是刘瑾为他才编的，忠心难得，没再说话。不说话就是赞成，正德这德行，刘瑾再熟悉没有了。下
面该做什么，没必要再问。问也白问，正德说不出什 么道道。去哪里玩，如何玩，由他安排妥当，到
时候来迎驾就是了。能堂而 皇之地出去更好，不行，先出宫再说。只要皇上玩得高兴，谁能奈何！2 
刘瑾刚离开，刘健进来。刘健是洛阳人，进士，文渊阁大学士，当朝首辅。学问精深，正直，敢 说敢
干，先帝朱佑樘每每采纳他的意见，都取得良好效果。和刘健同朝辅佐 正德的还有谢迁、李东阳。谢
迁，进士，浙江余姚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 士。谢迁高风亮节，思维敏捷，善于辩论。李东阳，湖
南茶陵人，进士，礼 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善于谋略。朝廷上下对他们三人作过这样的评价： 李
东阳善于谋略，刘健善于明断是非，谢迁长于机辩，对明朝都忠心耿耿，又各有所长，一起辅佐朝政
，可说是上苍所赐。三人都是弘治手里留下来的 老臣，正德知道他们资格老，有学问，有能耐，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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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廷重大决策，一定要和 他们商议，不可由着自己脾气胡干。但正德对他们的了解远不如刘瑾一伙。刘
瑾深知这三个老家伙在朝中的地位，知道他们不好对付，要在朝中占一席 之地，不除掉老东西不行；
要除掉，硬来不行，只能在少年天子身上打主意 。刘瑾一伙人的绝妙主意已经在正德身上实施几年，
有了怎样的变化，正 德自己不清楚。看得清楚的是刘瑾一伙和刘健等三位顾命大臣，他们双方站 到
敌对方面，已经身不由己，而且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较量。不管这场大较量 对明朝，对百官和老百姓祸
乱有多大，都在一步步地逼近。以往，正德早朝退下，用过早膳，稍事歇息，即由内侍送书案到文华
殿 ，再昕侍讲官讲解。这天，正德和刘瑾多说了些话，又牵挂着到郊外面去玩 ，把这事忘了。刘健
在门外等了多时，不见皇上到来。看见刘瑾从殿旁门出 来，猜想这贼一定又在皇上跟前鼓捣了，见到
正德，得尽量心平气和一些，免得惹皇上生气。正德以为刘健又有什么事，问：“先生，有事刚才你
为什 么不说呢？” 正德说的“刚才”，说的是早朝的事。刘健知道正德又犯糊涂了，这天 根本没上
早朝，他怎么说？刘健说：“臣等了半个时辰还不见圣驾临经筵，才特地过来看看。” 正德这才想起
早该去听讲了。每天都这样：早朝、早膳、听讲、批红，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这天，他无论如何也
不想再听讲了，说：“刘阁老，朕今天身体实在不济，就免了吧。” 刘健极迅速地扫一眼正德脸色，
明白正德一定又是听了那贼的怂恿，要 变着法到郊外游乐，他一定要把这把戏戳穿，说：“皇上龙体
不适，臣叫太 医来吧。” 正德连忙摇头，说：“那帮老家伙，看病没本事，过场不少，朕不想见 他
们。” 刘健说：“皇上，有病还是早治的好。” 正德不高兴了，脸拉得长长的。不过，他不好太给
刘健难堪。得罪了三 位老臣，真的有了什么大事，他是无论如何担不起的。这么想着，口气和缓 下
来，说：“朕没多大病，不用担心⋯⋯稍歇歇，自会去的，何须刘阁老亲 自来？” 话说到这份上，
刘健不好再说什么，走出大门，但是，脚步格外沉重，一个不好的预感又顽强地冒上来：弄不好大明
要坏在这伙贼的手里。刘瑾躲在背处，等待刘健出殿，走远了，认定不会很快返回，才又从小 门进来
见正德，说：“皇上，若果值此金秋时节举宴于南郊，放鹰，比箭，必定特别有趣。” 打发走了刘健
，正德情绪轻松了许多，说：“朕都快闷出病来了，你去 安排吧。” 刘瑾说：“请皇上放心，奴才
一定让皇上满意。” 说着，要退下，正德朝他招手，说：“机密不可外泄，千万千万，让那 几位阁
老知道了，可不是玩的。” ⋯⋯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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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阳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富于创造的一生⋯⋯也是令人扼腕的一生。　　——袁仁
琮《解读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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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精彩短评

1、上书保护受刘瑾阉党迫害的大臣，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方体味到百姓的疾苦。任县令当统帅剿
灭江西贼乱，破宁王十万大军消祸乱于无形。创心学敢于质疑程朱理学，提倡不死读书而要思考。
2、人是牛人，书不太行，写的太散
3、以王阳明为主线写当时的历史，心学涉及不多
4、写得不错，很难得能把这么厚一本书看完。
5、太low⋯文笔差好多⋯
6、一生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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