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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前言

　　当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或许您会先看一下这篇序言，希望它能提供更多值得自己花上一天或几
个小时的时间，坐下来阅读该书的理由。只是，我更愿意推荐这最简单的一条：因为感动！　　曾经
的感动沉淀下来，化为故事传说，化作文字流传，当我们再次走近他们，走进那段岁月，曾经的感动
依然令人感动。把这种感动的心情传达给您，于是，有了这套书的诞生。　　书中展示了某一历史时
期中的某个人物，如何将其自身与他所处的时代融为一体，从而使他个人的生平，成为那段历史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本套丛书内容上的共性。十五本书，展示了十五种人生，面目和色彩绝不雷同
，却都被他的主人所悉心经营。　　为什么不可或缺？回答起来既可详述，也可简单。简言之，既然
存在了，并且过去了，固然不会缺。如此作答，虽然取巧，却等于没有回答，所以，仍有细言之的必
要。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属于有着伟大心灵的一类人。虽然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
，生平遭遇不同，甚至思想观念上也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用自己的心灵观照他的国家和社会，积极思
考关于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的问题，力求自己心脏的跳动，与历史前行的脚步声合拍协奏。无论是孔
子、孟子的“济天下”之理想，还是庄子的“逍遥天处”，或者韩非的“酷不入情”，皆为对于生命
价值和意义的真诚的阐释。他们有着崇高的人生追求，“立德”、“立功”或者“立言”。他们活动
的身影，留下的足迹，已然是历史画卷上的勾皴点染。不可抹去，不能抹去。　　他们拥有独特的人
格魅力，有着强大感召力，或坚强如司马迁，或无畏如韩愈，或洒脱如东坡，或耿直如范仲淹，或勇
敢如王安石，或坦荡如王阳明，或率真如李贽，或智慧如曾国藩，或深刻如鲁迅，或清澈如胡适，或
包容如蔡元培⋯⋯其思想品行不仅影响和感染了同时代的人，且通过轶事传闻、言论著述，世代传递
了下来，成为塑造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重要元素。这些人物的不可或缺，不仅仅相对于那段历
史，也是整个民族发展的不可或缺。　　他们中的某些人，或以文学家著称，或以思想家传世，或在
政治、军事上更有作为。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生，即使外部条件均等。但他们都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慨然出手，一鸣惊人，开时代之风气，为其时之先行者。先秦的哲学家们自
然不用说了，他们所开拓的深邃阔大的思想空间，令今人叹服，难以超越。司马迁发愤著书成《史记
》，史家良笔，垂范后世。仕途坎坷的韩愈，不顾流俗，以复古为革新，掀起古文运动之浪潮。大文
豪苏东坡，不仅是艺坛的八面圣手，更以其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折服了世间人。主张心学的王阳
明，一面探索着通往“圣贤”的门路，一面统率三军、师出辕门。敏感多思的李卓吾，性情狂狷，却
怀着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祈盼世人“童心”不衰。⋯⋯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他们的存在，实在是不能
回避的话题。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实在应该好好理解，好好学习。这种学习不是背单词、做算术
，更不是机械仿效，而是缘于景仰的激情和冲动。当我们把这些名字一字摆开，串为链锁，我们仿佛
看到了东方巨龙坚韧挺拔的脊梁，那正是我们的民族之魂。链锁环环相扣，名字前后相续，紧紧连在
一起。但这链条的后面，需要有人接续，必须有人接续，而那个省略号所体现的空白，正期待着今天
的我们去填补。因此，对于那些杰出者，我们不能一味遥想，而应该走近一些，走进他们的岁月。走
近他们，更加明白人生的意义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如何凝聚。　　许多时候，我们畅想着，那些被
称作“圣贤”的人，他们的“当年”是怎样的呢？其实，那时的他，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也会面
临一些无法两全的选择。圣者，未必不食人间烟火；贤者，未必没有失落悔恨。而他们最终超越平俗
，成为“圣者”、“贤者”，原因是什么？这正是需要我们体会和寻味的地方。丛书的作者们，在展
示和还原那些杰出人物的“当年”状况上，作了努力。与其说为了感动读者，不若说，他们的写作，
实在是表达了一份自己被感动的心情。　　出于这样一份简单但却真诚而美好的意愿，我们编辑出版
了这套关于杰出人物行状的普及类文化读物。丛书一共十五种，分别选取孔子、孟子、庄子、韩非子
、司马迁、韩愈、范仲淹、苏轼、王安石、王阳明、李贽、曾国藩、鲁迅、胡适、蔡元培等十五位历
史人物，作为写作对象。每本书约以十二万字左右的篇幅，介绍该人物的历史活动及言论著述，在尊
重史实、准确理解作品的前提下，又融入一定量的文学笔法，用以提升著作的可读性。希望我们的这
种写法没有唐突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有许许多多，这套书所选取的，当然
不够完备，也不敢说最具代表性，但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的选题，也兼顾了作者的个人喜好。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真心希望得到读者朋友和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教，以助
我们把下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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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内容概要

《李贽:老愤青的童心》主要内容：一个民族，存在，定有其存在之理；一种文化，繁衍，亦必有其繁
衍之臭。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已存在、繁衍了五千多年。其间，这块土地上尽管曾经兵连祸结，读书
人尽管常有黍离之叹，然而，任何暴君和强盗都不能割断我们文化中那些最韧的筋和最硬的骨。这些
筋骨早已熔铸成一个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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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书籍目录

引言　“面目全非”的林载贽　狂人也是凡人　狂性初作——看透科举　李举人的悲辛往事　生命不
能承受之重　人不伤心岂学佛　追寻精神的支点——“王学”　万历夜空下的双子星座——李贽与张
居正　一边是美酒，一边是毒药　断案如神　千古第一奇人　难道他是一个犬儒？　两大贤人间的恩
怨情仇　樊笼惊梦　我与黄安有个约会　为何与状元半路绝交　焦状元落难逢故交　浪翻古今是非场
　祸起《藏书》　原来他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小人　一山不容二虎　唯狂狷可以得道　屡试不爽的杀手
锏——桃色事件　李贽的“命根子”——朋友　突然落发为哪般　黄鹤楼几挥老拳　旷世奇说为红颜
　休要辱我童心　吹尽狂沙始到金　亲故凋落尽，有生乃可伤　当“性灵”遇到“童心”　挥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她只是我的“宝姐姐”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千回百转恨相逢　字字皆血的
绝响——《九正易因》　清流君子为何同室操戈　一代思想巨星的陨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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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章节摘录

　　“面目全非”的林载贽　　提起以“童心说”著称的李贽，给大家的感觉可算是大名鼎鼎、如雷
贯耳。但是，只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李贽其实原来并不叫李贽。啊？李贽不叫李贽叫什么？其实，
李贽刚出生到进府学一直叫林载贽，那么，林载贽如何改姓了李，李载贽又如何“简化”成了李贽，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还需要从他祖宗辈慢慢道来。　　李贽原籍是河南人，故乡是汝宁府光
州固始县，与安徽隔水相望，水肥土美，牛羊满圈，谷粟满仓，可谓是一方富饶的乐土。不料唐僖宗
光启元年己巳（885年），秦宗权僭乱于蔡州，无奈之下，李贽的远祖，任寿州参军的李辅（字弘弼）
，不得不背井离乡，随王审知流浪在外。李辅渴望找到一块称心如意的风水宝地，于是不畏千里跋涉
，四处寻觅，最后来到刺桐港，终于选择泉州作为心目中的最佳栖息地，“遂乃息旅于泉”，世世代
代居住在这个边远的海滨宝地。　　既然是因为政治避难来到此间，做官是没什么指望了。于是，林
辅便在躬耕和经商两条路上试探，寻找着振兴祖业的最佳途径，他坎坷的经历和小心的尝试成为后代
子孙成功的垫脚石。　　到了元代末年，李贽的一世祖林闾（泉州），秉承前人积累的家财和智慧，
常常携家漂洋过海，与海外诸国贸易往来，很快成为泉州一带的巨商。　　那么，李贽的一世祖林闾
为什么改姓林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元季兵饷费多，粮银催逼，一人难以独持。二是幼孤常在外妈之
家，受林家活命恩德，是以变名而人外妈之林姓。后来林闾的两个儿子也随父亲改姓林。　　林闾生
两子，长子林驽（景文）、次子林端（景顺），兄弟两人性情、爱好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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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编辑推荐

　　曾经的感动沉淀下来，化为故事传说，化作文字流传，当我们再次走近他们，走进那段岁月，曾
经的感动依然令人感动。把这种感动的心情传达给您，于是，有了这书的诞生。　　书中展示了李贽
如何将其自身与他所处的时代融为一体，从而使他个人的生平，成为那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后记：　　负笈万里，暂别燕园；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火树银花，落寞于繁华都会；青灯黄卷，
神游于千载古人。夏花夏夜。叹故旧之难睹；秋雨秋风，乱章句之未成。暇时著书，本为娱心；愁来
寄意，不觉移情。若论字字珠玑、学富五车，诚难望诸君之项背；至于凄凉感旧、慷慨生哀，或可及
同好之万一。笔蕴情辞，哀率真之易碎；字噙悲泪，恸惨祸之既成！敢领天下先者必为万人敌，伤哉
李贽！不为当时解者定是后世钦，快哉童心！　　学力浅薄，引喻失义，徒见笑于大方；仓促成文，
鱼鲁豕亥，必触目于行间。诚望同道师友，不吝赐教，有以教我；定当恭谨受教，从善如流，先行遥
谢。　　张惠　　2007年12月　　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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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精彩短评

1、考证详实，不过只是描绘历史而已；张弛不够，情感不深，无大家之风
2、文白交杂，叙述混乱，自相矛盾，头绪不清。。。
3、文字清新明快..虽较为简单，但透过作者描绘，也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一个思想家、一个狂人的鲜
活形象。值得一读
4、愤青是任何社会的脊梁
5、李贽，当是一个个性突出的狂狷之士，不过，他狂的文雅，狂的高洁，狂的大气磅礴。他才学过
人，对古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从不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不食古不化，更不迂腐酸臭，往往语
出惊人，狂狷突兀，但却并不是浅薄粗语。人品稳重高标，不以俗流从之，清洁自爱，是一个难得的
真正文化大家。
  命运之神一生没对他青睐，使之他的一生桀舛流离，生存艰苦，终老草屋也无半间，地也无一垅，
且最后还被同道视为异类，如眼中之钉，难以容留他在世，半生对他追杀迫害，最终死于假道学之手
（被假道学们迫害后，在牢中自杀）。万分悲兮，一颗高标的人格去的竟然让人如此的揪心⋯⋯
   早就想去通州他的最后的归所去看看他了，但俗事繁，一拖再拖，时至今日还未前往。待到明年春
时，定亲采些野菊奉上，聊表对他深深的钦佩。
   今天也就简笔这些吧，待到明年春后我再把这个狂狷的高古奇人好好的说一说吧。
6、因为这本书，我喜欢上李贽。读到最后，是会让人感动的。
7、看了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深深迷住了王守仁。感觉李贽也是一个类似于王的人物，不
料，这本书写得实在没激情。我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8、纸质还行，刚收到还没读，期待中。
9、血气方刚的时候，谁不怕岁月磨平了自己的棱角，恨不得摆出和整个世界作对的姿态。只是英雄
不耐岁月老，不知什么时候你就会恍然发现，要做成一件事情，哪怕很小，哪怕初衷很好，妥协也比
奋斗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而且，从来不是。
10、其实读起来蛮有意思的，不过加了作者个人太多的主观情感就显得有失偏颇了
11、想找一本好点的李贽传记，只找到这本，写的乏善可陈。
12、李卓吾，真实。不伪作。才气古今少有。一生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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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

精彩书评

1、也许中国文学史里的“家”太多了，我一直没有接触过这个李贽，从读《万历十五年》对这个有
个性的人物有了神往。所以找一切有关他的东西看。这本书算是他的生平，但具体真不真实，却不太
清晰，但可以肯定的是夹杂了太多作者自己的私人感受，可以说，这是作者自己心里的李贽。起先我
不满的是，太多太随意的语言，有点不想看的念头。 后来觉得添加了作者自己的主观情绪和所谓的俏
语倒也可以认为可爱。稍稍的宽恕这本书，再说作者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见解至少要比我要高的，
于是暗示自己哪怕是当做一篇小说看吧。短短的2个多小时，一目十行的大约了解了李贽的大事件，
我承认，看完神往是继续加深的，可就是依旧觉得这些仅仅只是仰视李贽做出的“资料收集”而已。
于是再找《万历十五年》看李贽，这下子明显的对李贽这个人物理智一些了，这本《老愤青的童心》
的弊端倒也越加的明显，首先在于只是对于人物采取褒的态度。而且仰视人物的情绪很严重。即便写
人物很入情，从李贽的为养活家人而入仕，家人一个个离去李贽的悲痛，对于真挚友谊的追寻，对于
为官的清廉，对于直率和追求本心的坚持。对于传统伪道学的抨击。这些无不是从情出发，倒真能为
后人对这位思想家更添一份敬畏和打心底的喜欢。这个人物于是和一切文学史里的人物一样，仅仅剩
下了例如对什么什么的批判，代表了什么什么阶级，揭穿了什么什么的一系列的套话。并且很明显将
他和传统的儒家的划分开了，或者说他是通了儒家，但也能看清儒家的真面目从里面出来。《万历十
五年》用的是矛盾的思想家李贽这个标题，比较客观的表现了这位思想家的矛盾性，视角客观而又理
性。能让人一下子冷静下来。后来想想即便李贽再怎么对传统的东西批判，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本身肯
定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还是更加能接受《万历十五年》的那种写法。只是希望更多的时候，
写一个人物的时候，更加理性和客观点，而且也不要采取对人物仅仅是仰视的感情。不然，一本264页
书写出来，仅仅博得读者两个小时的阅读时间，也不能算作成功罢？
2、龙洞山人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
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
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
。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
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
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
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
。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
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
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
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
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
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
满场是假，矮场阿辩也。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
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
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
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
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
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腐门徒、懵懂弟子
，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
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
此一等懵懂弟子、迂腐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论乎！然则六经《语》
《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
圣人之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哉！ 
3、李贽的传记是从家里带来的，可以说明我一直没有看。为什么要买呢？或说高中课本上，李贽是
明清思想家里面最瘦的一个，所以我影响深刻。最近我的小书都看完了，并且小小失眠，所以几个晚
上都在读李贽，读的很难过，很心痛。有很多段落，让我不忍读下去⋯⋯他是率真的。我惊讶于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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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感情。朋友自然重要，可是李贽竟可以为了朋友不顾家庭。在朋友那里，他可以得到最大的放
松和欢愉。他曾邀请好友伴之终老，曾为了三年之约弃官归乡（好友的家），其实，他当初就想不去
做官，只为和好友耿定理在一起。多亏了好友苦苦相劝，才在得到退休金之后重聚。他是聪明的。从
他考科举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有点颇似现在的雅思作文---套路论。他为官一方时，明白与其打击责
骂抱怨社会，不如在适应中改造社会，所以，在骆问礼一味的抗争世俗时，李贽选择的是“做好这份
工”。他又是敏感的，脆弱的，孤独的，细腻的。好几次，看到张居正的党羽迫害仁人君子时，看到
耿定向与他反目为仇时，我都要掠过，真的不忍看，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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