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 王阳

明与黄梨洲无疑占据重要地位。关于他们各自在文

化思想史的贡献和影响, 中外学术界已作了大量深

入细致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 有关他们

之间的学术渊源和关系情况, 则还讨论不多。王阳明

生活在明代中叶, 是一代心学宗师。明代中后期, 阳

明心学 (亦称王学、新建之学、姚江之学) 风靡天下,

影响学术和世风至为深远, 一些地方甚至有 /家孔孟

而人阳明0之誉, 王学的地位和声势远在程朱理学之

上。而黄梨洲不仅为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民本思想

大师, 有东方卢梭之誉, 还是阳明心学的集大成者,

对王阳明在文化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确立和王门后

学流弊的拯治,居功至伟,本文试就此略抒管见。

(一)

黄宗羲宗师于阳明心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清人

章学诚在5文史通义 #浙东学术6中指出: /世推顾亭

林(炎武)氏为开国儒宗, 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

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 呈与顾氏并峙, 而上宗王、刘,

下开二万,较之顾氏, 源远而流长矣。故顾氏宗朱,而

黄氏宗陆。0 ¹章学诚清楚地看到了从陆九渊、王阳明

到刘宗周、黄梨洲间连绵相续的学脉。然而, 黄梨洲

何以要选择王学,人们似乎谈论不多。

首先, 当是因于蕺山门人的关系, 为继承业师学

术衣钵,而一脉相承下来的原故。在王阳明和黄梨洲

之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这便是刘宗周。刘宗周

字起东, 号念台, 晚年更号克念子, 学者称蕺山先生,

浙东山阴 (今属绍兴市)人, 是一位著名的学者, 同时

也是东林党的主要成员之一。

按说, 刘宗周并非出自王门, 更不是王门嫡传。

他幼为孤童, 始从外祖章颖发蒙习儒, 长大后亲受业

于谌若水(甘泉)再传弟子许孚远门下。谌、王学术之

争, 天下学子无不知晓, /阳明宗旨致良知, 先生 (甘

泉) 处体认天理, 学者遂以良知之学, 各立门户0。平

时相互间鲜有往来, 各自门户之见都甚深, 如王门嫡

传邹守益曾戒其同门: /甘泉先生来, 吾辈当献老而

不乞言,毋有所轻论辨也。0 º其门户间的关系由此可

见。但是, 刘宗周不是一个墨守师说不敢逾矩尺半步

的人, 博于阅览、精于思考的治学风格, 使他/于新建

之学, 凡三变: 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 不遗余

力。0 »据其子刘汋在5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6中记载,

刘宗周早年 /不喜象山、阳明之学0, 至三十七岁时,

著5心论6, 提出: /天下只此一心, 散为万化, 万化复

归一心0, 表明他开始转向陆王心学。四十七岁, 正式

提出 /慎独0学说, /读阳明文集, 始信之不疑0。四十

八岁, 纳黄梨洲于门下。因而, 黄梨洲的学术思想的

起点是王学, 当他投入刘宗周门下时, 刘宗周已从甘

泉学说中游离出来, 并且高举王学大旗, 对王学末流

由良知而入禅的言论痛加针砭, 成为王学的忠实捍

2000年第 1期
江西社会科学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历史研究

王阳明与黄梨洲

p曹国庆
(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摘要: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梨洲 (宗羲) , 既是王 (阳明)学的正宗传人, 又对王学进行了修正,

在阻止王学向禅宗、伪学深渊下滑之时, 还汲取了朱子学说中的许多有益成份, 进而将王学向自己

诠释的而又不违反其自身逻辑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王阳明; 黄梨洲;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K 825.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518X( 2000) 01- 0052- 05



53

卫者和积极传播者。刘宗周向黄梨洲传授的不是许

孚远的学说, 而是他自己潜心钻研王学的心得, 是王

学的一些重要的学说。

再者, 王阳明出身于浙江余姚, 是黄梨洲的乡里

前贤,使其自幼受到流风遗泽的熏陶。明朝末年,各处

王学渐衰, 唯独他家乡浙东的流风余韵, 还传衍得很

长。作为王学的发源地, /姚江之教,自近而远, 其最初

学者不过郡邑耳0,及王学大行其道, 流布天下之时,

浙江与江右并为王学的两大重镇 ,其同府著籍弟子

中, 著名的就有徐爱、钱德洪、王畿等人。徐爱为阳明

的内兄弟, 也是最早的及门弟子, /学者在疑信之间,

先生为之骑邮以通彼我0,可称是王门的颜渊。¼钱德

洪在王阳明平定宸濠叛乱返归乡里之后, 与同邑范引

年、管州、郑寅、柴凤、徐珊、吴仁等数十人, /会于中天

阁,同禀学焉0。当时, /四方之士, 来学于越者甚众,先

生与龙溪疏通其大旨, 而后卒业于文成0,所以 ,钱德

洪与山阴王畿又共同获得了王门教授师的称誉。½徐

爱、钱德洪、王畿门下又有一批自己的弟子, 尤以王畿

门下弟子声势最大,于此对黄梨洲的影响也是不可小

视的, 趋使着勤学善思的他, 去深入了解乡里前贤大

儒的学说, 并立志要把它发扬光大。

明清之际, 浙东王学渐趋歧途, 许多王门后学由

于未得师门原旨, 随意阐发, 使其学说或流于禅、或

流于俗、或流于伪。/当是时, 浙河东之学, 新建一传

而为王龙溪畿, 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 则湛

然澄之, 禅入之。三传而为陶石梁弼龄, 辅之以姚江

之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 而密云悟之, 禅又入。会

稽诸生王朝式者, 又以捭阖之术, 鼓动以行其教。证

人之会, 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 而又为会于白马山,

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0¾从刘宗

周到黄梨洲, 师徒二人遂不遗余力地担负起拯救王

学的重任, 并且把明代学脉正统的位置给了王学, 充

分肯定王阳明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

(二)

因于以王学为宗, 兼又对中国学术史有较为通

彻的了解和研究,黄梨洲对王学的地位推崇有加。在

他看来, 有明一代的学术, 由白沙 (陈献章) 开其端,

至姚江 (王阳明)始大明, 元末明初的一些经生学人,

虽习熟了几句先儒的陈说, 却未尝反身理会, 推见至

隐, 这无异于/童子之述朱, 画家之临贴, 天下汨没于

支离章句之中0。 ¿

康熙十五年( 1676年) ,黄梨洲5明儒学案6完成,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学术史 , 同时也是一种体

例创新、立论精当的全新的史学著述。基于 /大凡学

有宗旨, 是其人之得力处, 亦是学者之入门处0的认

识。他将有明一代二百一十四名学者区分宗旨, 归入

相关学案。分类的原则是: /以有所授受者, 分为各

案。其特起者, 后之学者 , 不甚著者, 总列诸儒之

案0。从实际情况来看, 全书计设崇仁、白沙、河东、三

原、姚江、王门 (又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

越)、止修、泰州、甘泉、诸儒 (分上、中、下)、东林、蕺

山等 19个学案, 显然这是一个以王学为明代学术主

流的分类法。在5明儒学案6中, 他写道: /高忠宪 (攀

龙) 云 -薛敬轩 ( ` )、吕泾野 (楠) 语录中, 皆无甚透

悟. , 亦为是也, 自姚江指点出 -良知人人现在, 一反

观而自得. , 则人人有作圣之路, 如马医夏畦皆可反

身认取, 步趋唯诺, 无非太和真觉0, 又说/孟子曰-人

皆可以为尧舜. , 后之儒者, 唯其难视圣人, 或求之静

座澄心, 或求之格物穷理, 或求之人生以上,,至谓

千五百年之间, 天地亦是架漏过时, 人心亦是牵补度

日, 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 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0!最

后的结论是, /故无姚江, 则古来之学脉绝也0。如此

以来, 不仅给了王学一个正统地位, 肯定王学取代朱

学而成为学术主导, 而且还给了王学一个拯救古来

学术的美誉, 这是王门亲传、再传、三传、四传弟子

中, 无人能说出来、无人能做到的。清人莫晋指出:

/要其微意, 实以大宗属姚江, 而以崇仁为启明, 蕺山

为后劲。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是非互见,得失两存,

所以阐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致深远也。0 À

由于王阳明 /致良知0一语发自晚年, 未及与学

者深究其旨, 后来的一些门下弟子各以意见掺和, 谈

玄说妙,几同射覆, /非复立言之本意0。Á黄梨洲为王

门救偏治弊的努力, 便是从王学的原旨入手, 由对致

良知的阐释而生发开来。他的一个重要的创见, 就是

指出 /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致字即是行字, 以救空空

究理, 在-知. 上讨个分晓之非, 乃后之学者, 测度想

像, 求见本体, 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 则阳明

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 而必欲自为一说耶0? 这无疑

是大儒的手笔, 从病根处下药。对广为流传、影响久

远而最为后人争议的王门 /四句教0 ) ) ) /无善无恶

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

恶是格物0, 他则质疑它的真实性, 认为这四句话的

内涵自相矛盾,称/先生每言, 至善是心之本体。又曰

-至善只是近乎天理之极,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 又曰

-良知既天理. ,,有时说 -无善无恶者理之静. , 亦

未尝径说-无善无恶是心体. , 若心体果是无善恶,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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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 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

来, 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 无乃语语断流绝港

乎! 0 �lu 他进而推断, 这可能是由王畿增益而成, 未必

出自阳明之口, /斯言也, 于阳明乎日之言无可考见,

独先生 (王畿) 言之耳0, �lv 潜意思即指四句教是龙溪

之学, 而非阳明之学, 学者以 /无善无恶一言排摘阳

明, 岂知与阳明绝无干预, 故学阳明者与议阳明者,

均失阳明立言之旨0, �lw 真是茧丝牛毛, 莫大的悲

哀。在 5姚江学案中6, 他自负地指出: /得羲说而存

之, 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0, 将王学正宗传人的帽子

当仁不让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黄梨洲在充当王学正宗传人的同时, 又扮演着

王学修正者的角色。黄梨洲对王学的认识, 主要来自

其业师刘宗周, 而刘宗周对王学自开始便是持一种

审慎的态度,由疑而入信。黄梨洲曾谈到, /先生以谓

新建之流弊, 亦即新建之择焉而不精, 语焉而不详,

有以启之也0。也就是说, 因于门生不得人、说理不透

彻之故, 这对黄梨洲有很大的启发, 要治弊去根, 就

必须择而精, 语而详, 王门择而不精已是不可改变的

事实。语焉而不详,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则是微言大义

的精妙所在, 也为自己拯救和发展留下了一个极大

的诠释空间。

黄梨洲对王学的另一贡献, 就在于他在阻止王

学向禅宗、伪学深渊进一步下滑的同时, 又将王学向

自己诠释的而又不违反其自身逻辑的方向引伸。因

而, 在学术发展史上,黄梨洲与乃师刘宗周之学可以

视作王学的余绪和新芽, 但毕竟又不是王学的原生

物, 只是修正的结果。黄梨洲说/先师意为心之所存,

与阳明良知是未发之中, 其宗旨正相应合也0, 若/欲

全阳明宗旨,非先师之言意不可0, �lx这是谈其业师对

王学的修正。又说/所疑 (于阳明)者,大端有二 :谓致

知之说局于方寸, 学问思辨之功一切弃却。夫阳明之

所以致知者, 由学问思辨以致之, 其万死一生, 皆学

问思辨也0,则便是谈其自己对王学的修正, /致良知

于事事物物0是王学原旨, /致字即是行字0 , �ly是黄氏研

究王学的心得。近人梁启超指出, 明清之际的学者,

对王学作过三次修正, 第一次是顾宪成、高攀龙 ,第

二次是刘宗周, 第三次便是黄梨洲、孙夏峰、李二曲,

尤以黄梨洲所作的修正最大。�lz这是很有见地的。

黄梨洲还是辨析王门诸子宗旨、评判各自得失

短长的裁判员。他以学案的形式将明儒分为十七个

门派, 又以王学为明代学术的主流, 分浙中、江右、南

中、楚中、北方、闽粤六支, 原来出自王门的王艮 (心

斋)、李材(见罗)等被别设泰州、止修学案处之, 并且

把王学的正统地位给了江右, 提出 /姚江之学, 唯江

右得其传, 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 再传而为

塘南、思墨, 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 是时越中流弊

错出, 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 而江右独能破之, 阳明

之道赖以不坠, 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亦其感应

之理, 宜也0。�l{ 本来,王龙溪(畿)、钱绪山(德洪)、王

心斋 (艮) 都是亲炙阳明的, 也是阳明相当看重的弟

子, 非只是一般的登堂入室, 甚至可称为左膀右臂,

但是在他看来, 由于他们/习闻其过重之言0, 未得师

说真谛, 致使王学末流入禅、入伪、入俗, 实难辞其

咎, 他们理解的/良知0, /俱以见在知觉而言, 于圣贤

凝聚处, 尽于扫除0。 �l| 于师门原旨表面上是差之毫

厘, 实则是谬以千里。由于评判的标准是他自定, 聂

双江(豹)的/归寂0、邹东廓(守益)的/戒惧0、罗念庵

(洪先) 的 /主静0, 俱暗和于他的 /良知是未发之中0

的诠释, 似不免有因旨趣相近而偏袒江右王门之嫌,

但他开诚布公、引经据典、持之有故, 便也赢得了后

世的首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极高的权威性。

(三)

作为一名王学的传入, 黄梨洲对朱学的基本认

识, 主要接受的是王阳明5朱子晚年定论6中的诠释,

认为 /考亭之悟, 毕竟在晚年, 阳明子为5朱子晚年定

论6, 虽有或出于早年者, 其大意灼然不失也。0 �l} 但

是, 他也毕竟是一个学养深厚、心胸开阔的人, 他对

朱学的尊崇,也是许多其他的王门后学所不及的。在

他的著述中 , 尊朱言论随处可见。如在康熙七年

( 1668年)撰写的5恽仲升文集序6中,他就自称/吾心

之所是, 证之朱子而合也, 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 而

亦合也0, 这无异是说, 以朱子所是为是, 以合于朱子

为荣。对世人指斥科举考试制度规定以朱子之言为

标准, 扼杀士人的独立思考问题, 他认为那并非朱子

的本意, 因为 /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乎, 夫朱子之教,

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0 �l~ 后儒为求取功名, 皓首穷

经, 唯朱子之言而死记硬背, 亦步亦趋, 这是后世统

治者所制定的制度方面的问题 , 而非朱子本人之

过。

在拯救王学向禅宗深渊下滑, 批驳王门后学 /援

释入儒0之时, 黄梨洲在朱学武库中汲取了许多有益

的成份。宋明儒学的的发展,一方面是受佛学刺激而

生, 但在另一方面, 又不能不在儒佛之间严加分疏,

否则将会导致/弥近理而大乱真也0。与王学相比,朱

子的最大优势是远禅。朱子不但指禅为告子, 对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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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本体加以排击, 以其为近禅, 同时对禅家 /作

用是性0等命题也予以辨难, 黄梨洲所提出的 /工夫

所至, 即其本体0的思想, 不仅避免了悬空只说一个

本体, 还指出若不肯踏实作功夫, 便不免流于禅, 当

不无受此启发。黄梨洲对朱子的穷理说进行过改造,

认为 /穷理者, 穷此心之万殊, 非究万物之万殊也0。

同时又说, /若不见理一, 则茫然不知何者为殊, 殊亦

殊个甚么, 为学次第, 鲜有不紊乱者, 切莫将朱子之

言错会0。�mu 显然, 这也只有对朱子著述一一阅读,并

有自得者才能说得出这番话。在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的具体设想中, 他甚至明言是/仿朱子议0, 以朱子的

5学校贡举私议6 为蓝本来展开。当然, 必须指出的

是, 他的宗陆而不悖于朱的的治学态度, 与历史上那

些刻意调停朱陆关系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往往

带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 为调停而调停, 在学理上不

免失之牵强而难以服人; 后者则是从陆学出发, 在朱

陆之间寻求相通的东西, 在朱学里获取学术营养, 这

是他较之历史上的调停派要高明的地方。

对那些不学无术而又性喜意气用事, 以朱子攻

陆王的腐儒,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在晚年著成的

5破邪论6一书中, 专设5骂先贤6一文, 文中就传闻一

书生因骂李贽而梦见李贽前来质问惊吓成病事, 发

表议论, 称/于是为今之骂象山、阳明者大惧焉, 卓吾

生平喜骂人, 且其学术偏僻, 骂之未始不可, 而聊尔

人尚不可骂, 况象山、阳明之为先贤者乎0! 他还说

/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者, 以晦翁为之主耳, 此如豪

奴之慢宾客,疯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尝知也0。�mv 由此

可见, 他并不反对学术上的分歧, 痛恨的是不讲道理

的随意攻讦。

当然, 在他的心目中, 陆王心学的正统地位是任

何一种学说都无法替代的 , 即便是程朱理学也不

行。他编纂5明儒学案6,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

是要以儒学统帅理学、道学, 并确立陆王心学在儒学

中的主导地位。在获悉明史馆内有人主张另立5理学

传6时, 他给史馆总裁上了一道5移史馆不宜另立3理

学传4书6, 针对5修史条议6有关理学四款所存在的

问题, 逐一加以批驳, 指出/以程朱一派为正统0于史

不符, 把薛 、曹端、罗钦顺、魏校、顾宪成、高攀龙等

人列入5理学传6中, /何以见其嫡骨也0?强调 /道学

一门所当去也, 一切总归儒林, 则学术之异同, 皆可

无论, 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0。说服史馆放弃了原

先要设立5理学传6的打算。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传达自己的这种思想, 让天下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自己的主张, 使5明儒学案6的内容更加有针对性, 在

5明儒学案6中, 他不仅推崇陆王, 而且将以往被误列

为程朱派下的罗钦顺、魏校、张元贞等诸儒一一甄别

出来, 指出罗钦顺主张/通天地, 亘古今, 无非一气而

已0, 其 /论理气, 专攻朱子理气乃其主脑, 则非其派

下明矣0! 称魏校原来私淑于胡居仁, 疑陆象山为禅,

但晚年转变观点, 提出/象山天资高, 论学甚正, 凡所

指示, 坦然如由大道而行0, /则于师门之教又一转

矣。0又称张元贞的学说, /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 即

阳明心即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 不患践之弗力, 所

患知之弗真,即阳明知行合一也。已先发明阳明之蕴

也0。因而5明儒学案6自始至终都是以阳明、蕺山为

宗, 贯穿一条心学主线。观此书, 不仅对有明一代学

术源流自可了如指掌, 于/上下诸先生, 深浅各得, 醇

疵互见0。 �mw 而且, 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王学

的推崇之高和贡献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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