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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

前言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
。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
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入）、南中（指江苏，《泰州学案》括人）、楚中、北方、粤闽
。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竟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
得其传。”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
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泰州派的问题更大。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
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
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
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
儒学案》的背景。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人，评价不高。王门在北方
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乃可以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来看吴光教授
策划与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其内容包括专着十部，论文集一部。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
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①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套
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专着十部，首先是董平着《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从对阳明生平的阐述
中，展示阳明生活世界的变化与思想世界的演进。接着钱明着《浙中王学研究》，徐儒宗着《江右王
学通论》，吴震着《泰州学派研究》，对王门的三个重要流派作出了深入的省察。然后是何俊、尹晓
宁合着的《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由此可以看到梨洲虽对蕺山之学大行于世抱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
事与愿违。到了清初，发生典范的转移，梨洲成为心学的殿军，不期而然促成了“达情遂欲”、“力
行实学”、“文献考据”的转向。吴光着《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探讨了梨洲的学术成就，从而肯
定了他之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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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

内容概要

《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是从儒学广角、宋明理学发展背景，以及阳明学的内在机制上来探讨阳明心
学与当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者在阐述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儒学大师心性之学的基础上，对王
阳明“以心为本的实践道德说”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进而以梁漱溟的新孔学、熊十力的新唯
识论、唐君毅的道德儒学、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贺麟的新心学为个案，具体探讨了阳明心学的内在
发展——当代新儒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与阳明学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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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贤，1946年6月生，北京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研究
员、山东孔子学会常务理事、香港孔教学院董事、香港《亚太语文教育学报》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职。主要著作有《陆王心学研究》、《当代东方儒学》、《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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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儒家内圣之学的奠基和发展  第1章 孟子心性论对儒家内圣之学的发展    一、孟子心性论对孔子
仁学的内向发展    二、孟子为儒家内圣之学奠基  第2章 周敦颐：开理学内圣意境之先    一、濂溪先生
的人品与《爱莲说》的意境    二、“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    三、“至诚”以达圣，“主静立人
极”    四、寻“孔颜乐处”的佳话  第3章 张载：从“太虚即气”的本体到“万物一体”的人生境界    
一、刻苦励学、志道精思的儒者    二、黜怪妄，辨鬼神，求体用一致    三、论太虚即气，建以实为本
的儒家天道观    四、《西铭》之万物一体论    五、张载“大心”说的直觉论倾向  第4章 程颢：“仁者
浑然与物同体”      一、程颢对天理的“自家体贴”    二、“识仁”说的提出    三、“识仁”与“定性
”的直觉方法第二篇 王阳明的实践道德说及其理论体系  第5章 王阳明以心为本的实践道德说    一、王
阳明实践道德说形成的背景——明代初期的心性道德之学    二、王阳明实践道德说的形成    三、王阳
明实践道德说的基本内容    四、王阳明实践道德说的特点及评价  第6章 王阳明的道德理想追求与实践
探索    一、倾心于“自得”的圣贤标准      二、究心佛、老，犹有自得    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四、“知行合一”，求之吾性本自明    五、百死千难磨砺“良知”    六、“信良知是非，依良知行”
 第7章 心理合一的人性论    一、以“心理为一”为论证起点    二、心性合一    三、“心即天”，心性与
自然一体  第8章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二、知行本体合一    三、知行功夫合
一  第9章 “致良知”的实践道德本体论      一、“良知”即是本体    二、“致良知”是本体功夫    三、
良知体用  第10章 “感应之几”——心物关系的论证方法    一、论证“心外无物”的重要命题  ⋯⋯第
三篇 阳阴心学的定位第四篇 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当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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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

章节摘录

　　第一篇 儒家内圣之学的奠基和发展　　第1章 孟子心性论对儒家内圣之学的发展　　“内圣外王
之道”被看作儒家文化的基本命题和思想命脉，寄托了历代儒者的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内圣，指个
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外王，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和作用。但是，外王之学，从孔子创立仁学，期望
用周礼整合社会，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席不暇暖”；到孟子言性善，推行仁政，被
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以至宋儒讲“正心诚意”，主张“格君心”，希望通过继承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的“道统”，来实现儒家《大学》“修齐治平”的治世理想；所有这
些儒家“外王”的追求，始终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最后衍化成了儒者德治的治世思想和强烈的社会
使命感及责任感。所以“内圣外王”之学的重心在“内圣”，以“内圣”的心性道德修养、人格典范
追求作基础通向外王，外王是内圣的延伸。“内圣外王”教人如何树立完善的人格，由此形成了儒家
倡导的基本人格精神，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人生理想与社会责任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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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最近对阳明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买了几本书给自己补补知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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