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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峥嵘岁月伴一生

第
一
章

峥
嵘
岁
月
伴
一
生

王阳明的一生虽只有较短暂的五十七年，但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战功

居伟，学问绝世，真可谓万世之英，超世之杰……

第一节 王家儿从云中来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浙江余姚的一户王姓人家添了一

男丁，这个小男孩就是日后彪炳历史的王阳明。

正如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一样，有关王阳明的出生亦有传奇故事。

他来到人间，似乎是拜上天之赐。据史载，在王阳明出生的那天晚上，其祖

母岑太夫人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神仙，踏着五彩祥云，吹吹打打，抱着一

个婴孩，对岑太夫人说：“前辈积德，上天赐你一佳儿。”岑太夫人说：“我已有

儿，我媳妇挺孝顺，就给我做孙儿吧！”语音刚落，就被婴儿的啼哭声惊醒。

这时，家人来报喜，他的大媳妇，即大儿子王华的正室郑氏生了一个男孩。

岑太夫人寻思道：此儿也许有些来历。从此，祖母对之疼爱有加。而王阳明

对祖母也堪称孝顺，长大进入仕途后，三番五次给皇帝上书，要求回家照料

生病在床的年迈祖母。其哀哀情怀，足可与李密的《陈情表》相媲美。

前人有言：深山大泽，才能藏龙卧虎；腴壤沃土，方可长出参天大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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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福厚，才能护佑子孙。对照王阳明的家庭背景与文化传承，可见此话并非

虚言。

根据他的弟子钱德洪编的《阳明先生年谱》（下文简称《年谱》）以及有关

学者的考证，王阳明的先世祖先可追溯至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也许还可追溯

至王览之前，但因年代久远，史料模糊，不予深究了。这个王览在历史上没

有什么名气，可他有个胞兄王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卧冰求鲤”的大孝子，

曾被列入二十四孝图。有关王氏两兄弟的事迹，《晋书》上有传。王览没什

么名气，可他的孙辈却在历史上大名鼎鼎，那就是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在南京

建立东晋王朝的王导和王敦。司马睿当皇帝后（史称晋元帝），以王导为丞

相，王敦为大将军。据说王导举家南渡之后，曾找当时著名学者郭璞卜了一

卦，以求子孙是否发达。郭璞告诉他：“淮水断，王氏灭。”意思是淮河没有水

了，王氏就灭绝了，可淮河怎么会没有水呢？ 王导兄弟一个为丞相，一个为

大将军，成了江东望族、门阀大姓之一，与谢、崔、桓等姓，并列江东大姓，王

氏居于首位。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句中的“王谢”指的就是王氏与谢氏这两个大姓之族。有关王导、

王敦的事迹，《晋书》及《世说新语》等典籍上有载。

王导之后，王氏名人中值得一提的是“书圣”王羲之。王羲之把家迁至

浙江山阴。到了二十三世祖的迪功郎王寿时，他又把家从达溪迁至余姚，一

住就是数百年，王氏一姓在此地默默无闻，再没有显赫于世者。一直到元末

明初，在《年谱》中才开始出现王氏祖上的名字及简略的事迹记述。

王阳明的六世祖叫王纲，字性常，是个品格高洁、喜山水、通晓《易经》的

隐士，生于元末明初。据说这位王纲先生还与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过往甚

密，他曾对刘伯温说：“你是王佐之才，只是长相上有欠，只要修炼就可以弥

补。将来发达了，你可不要连累我。”说完大笑而去。若干年以后，刘基辅佐

朱元璋，位至诚意伯，并向朱元璋推荐了王纲。朱元璋封他为广东参议，此

时的王纲已七十岁了，皇命不可违，只好携十六岁的儿子王彦达上道，去广

东督运兵粮。在增城，与海寇相遇并大败之，因此海寇首领对王纲十分佩

服，要求王纲当他们的头，并把王纲推到“帅”座上，顶礼膜拜，希望他“入

伙”，领着大伙一块干。可王纲死活不从并破口大骂，惹得海贼头领大怒，就

把王纲杀了。其余海贼还要杀王彦达，可头目认为父忠子孝，杀之不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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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王彦达释放了。为葬父，王彦达找了一块羊皮把父尸裹起来，背着离开了

增城，并运回浙江老家，安葬于禾山。

王纲的儿子彦达痛父年过七十还死于海贼之手，朝廷又薄待自己，从此

躬耕不出，粗衣劣食，以养家人。临死时，指着祖先留下来的书籍对其子王

与准说：“我指望你的是不要荒废祖宗留下来的学业，不要替朝廷当那个

差。”从此，王与准谨遵父嘱，闭门力学，把父亲留下来的书认真地研读精熟，

学问大进。乡邻找他教子弟，他说：“我学无师承，不能教学生。”随后就去四

明拜一赵姓先生学易，学成后奇准无比。县令闻之，隔三岔五地找他卜卦，

他不胜其烦，就躲入四明山中隐居达一年之久。此时，朝廷求贤，也因王纲

功德想起用王与准，可他死活不从，朝廷问其故，县令解释道：“王与准以其

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于是朝廷派人搜

山，王与准坠崖伤腿，最后推不掉，只好让自己的二儿子王世杰出仕，补为邑

库弟子员。这是从王纲以来，隔了几代人后，王家再一次出仕。

王与准其人，史书上载他“伟貌修髯，精究《礼》《易》，著《易微》数千言”，

说明他是一个精深的学者，可惜这些著作已经失传。据说王与准住的地方

名“秘图湖”，刚入居时，他曾算了一卦，遇“大有”之“震”，就对儿子世杰说：

“吾先世盛极而衰，今衰极当复矣，然必吾后再世而始兴乎？ 兴必盛且久。”

这句话的意思是：王氏自江东望族后，已近千年，否极泰来，但不是他这一

代，当在他的孙子辈、曾孙辈，即“吾后再世”。

王与准之子名世杰，因其先世曾植槐树三棵于门，自称“槐里子”，世称

槐里先生。王世杰在仕途上没有成就，并不是他没有机会，朝廷曾想“破常

调任使之”，即破格起任当官，但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朋友李文昭，自

己躬耕授徒，以养老母，在当地传为佳话。他曾著有《易春秋说》《周礼考证》

等，现亦已亡佚。其人“仪观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为神人”，“无贤愚戚疏，

皆知敬而爱之”，“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说明王世杰是个有学问有品行的

君子，人也长得模样出众。

王世杰之子王伦，字天叙，是个酷爱竹子、有学问的人，人称竹轩先生。

一生著有《仪礼》《左氏传》《司马迁史》等书，雅善鼓琴，每逢清风朗月，善吟

诗作对，相貌“环伟，细目美髯。与人交际，和乐之气蔼然可掬”，说明他也是

一个有雅兴、品行、品味的君子，但亦与他父亲一样，一生不曾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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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光大王家门户的，当是王伦的儿子王华。王华，生于正统九年

（1446），字德辉，号实庵，又号海日翁，因曾读书于余姚龙泉山，又称龙山先

生。相传其母将生他时，有神人将一绯衣玉带的童子交给她，说：“妇事吾

孝，孙妇亦事汝孝。吾与若祖丐于上帝，以此孙畀汝，世世荣华无替。”故名

为“华”。

这个王华亦是一天资俊逸、品行优异的人物。相传他六岁与儿童戏水

时，见一醉汉来洗足，遗下一包裹而去，他打开一看，里面有数十金。王华知

道这个人酒醒必来，为防人偷抢就把包裹丢入水中，记住确切位置，自己坐

在一旁守护。没多久，果见那壮汉哭泣而来，王华迎上去，问：“你何故哭

泣？”壮汉答道：“遗失数十金。”王华告诉壮汉水中的具体位置，失金复得，壮

汉大喜过望，就拿一锭为谢。王华笑道：“数十金我都不要，要你一锭金何

用？”壮汉步至王家，对王华其母千谢万谢，并说：“令郎有德如此，上天

必佑。”

又有一闻：王华十四岁时，与众弟子读书于龙山寺，闻该寺有妖物作祟，

能“伤人”，寺僧惊惶失怖，诸生恐惧而归，可王华独居苦读，毫不为动，妖亦

灭。僧曰：“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量？”这个王华日后果然较有造诣：成化

十七年（1481）中进士，廷试第一甲第一人，名副其实的状元。日后官历翰林

院修撰、经筵官、右春坊古谕德、东宫侍讲、詹事府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后因

开罪太监刘瑾，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在学问上，王华著有《龙山稿》《垣南草

堂稿》《礼经大义》《杂缘》《进讲余抄》等作品。

王华不仅官位很高、学业有成，而且为人极孝，其母岑太夫人年近百岁

时，王华已是七十老翁，为使母高兴，整日装成小孩嬉笑模样逗母开心。

王华的儿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王阳明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有家

教、家学和历史渊源的仕宦之家。

王阳明生下来后，其父亲王华为其取名“云”，人称王云，可长到五岁还

不能讲话，家里人急了。一天，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来到王家，对其祖父竹

轩公王伦说：“如此宁馨儿，可惜叫坏了。”并叮嘱王伦：“天机不可泄露。”王

伦一想，大悟，就为小孩改名为“守仁”，字伯安。史载，改完名之后，王阳明

很快就能说话了。

王阳明小时候的情况如何，史料不多。在由他的得意弟子钱德洪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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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世德记》及王阳明的义子王正宪编的《王阳明先生家事》等典籍中，

关于王阳明少时的事迹记述几乎一片空白。极有可能的是：王阳明小时候

极端“淘气”和“顽皮”，后人怕损害这个日后名扬四海的大思想家的声誉。

其实，真实的史载不仅不会损伤其名誉，只会更增其真实性。从现存仅有的

史料看，王阳明小时候确实是个不守规矩的“角色”，“八岁，妄意神仙，嬉戏

皆绝人”，“故善跳狎，则稍就规准”，而且经常“倜傥出常矩”，“日与群儿为

戏，斗鸡走狗无所不为”，说孩提时代的王阳明是个行为异于常人的“纨绔子

弟”应是有根据的。

史书上真正对王阳明的事迹有较详细的记载，当从他十一岁开始。成

化十七年（1481），祖父王伦携他上京游玩，过金山时，众人喝酒吟诗，以金山

为题，时过许久，无人能吟出诗作。这时，十一岁的王阳明在旁说：“这有何

难？”就口占一首：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在场者一听，大惊！ 有相者谓塾师云：“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

名。”其实，这称不上诗，充其量只能说是有点想象、文采的顺口溜，但它出自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之口，当是令人讶异的，所以，史书上说王阳明“聪颖异

常”是有根据的。

弘治元年（1488），王阳明十七岁，按传统，他这个年纪正是成婚之年，在

亲友的撮合下，与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成亲。新婚之夜，他竟然抛

开新婚妻子去道观铁柱宫（在今江西南昌）与道士打坐一整夜，与之大谈养

生之说，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方被家人寻回。因此，亦可以这样认为：幼年、少

年时期的王阳明在性格上既个性独立，又是矛盾的集合体。

从王阳明结婚的那一年到他三十六岁，整整二十年，这对王阳明来说，

可以说是颇有成绩，但默默无闻。说他有成绩，主要是从思想学术上说的；

说他默默无闻，主要是说其政治事功，毫无建树。而且在这二十年里，他对

自己的理想、抱负和志向，往往是朝三暮四，摇摆不定，彷徨犹豫，不知其可。

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二十一岁，参加考试不第；弘治六年又参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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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再不第。据说是有人妒忌他的才能，故意让他落第。此种说法有点为贤

者讳的春秋笔法的味道，事实上，明代的考试都是糊名的，不知考生姓名，何

来嫉才之说？ 如果说是评试者嫉才，那六年后王阳明高中进士，就没有人嫉

妒他了吗？ 显然说不通，只能说是王阳明运气不佳。弘治十二年（1499），二

十八岁的王阳明第三次会考，终于如愿以偿，中了进士，得到了进入官场“体

制”内的通行证。随之而来的是被授予一些小职：刚中进士，被授予“观政工

部”，即在工部当“见习生”；弘治十三年（1500），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

事；弘治十七年（1504），主试山东，设助山东乡试，九月回京之后，被授予兵

部武选清吏司主事，都是六七品的小官。所以这二十年王阳明在政治上并

没有多大作为。

可另一方面，在思想学术上却收获颇丰，至少他为独创自己的学术思想

体系而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王阳明十七岁成婚，十八岁偕妻子过广信（今江西上饶），去拜访了当时

的大儒娄谅（字一斋），向他请教学问之道。而娄一斋也对自己眼前这个天

资颇高的青年欢喜异常，认为“孺子可教”，就向他传授为“圣”之道，认为“圣

人”可以学而致。与娄一斋的见面对王阳明的影响颇大，从此就收拾了那

“不安分”的心，专心圣贤之学。

在明代，朱熹的学说被认为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尤其是他对儒家著作的

解释，如《四书集注》，历来被公认为是解释儒家经典的权威著作，是士子科

举的必读书，也是学圣成贤的门槛。所以王阳明在与娄一斋见面后，尤其是

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之后，开始专意朱子之学，准备做“圣人”，也决心改正

自己过去的毛病，“吾昔放逸，今知过矣”。朱子的学问是从《中庸》《大学》而

来，并倡“格物致知”之说，而且还形成了一套理论，就是读书时，要“居敬持

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意思是通过读书去穷尽天下万物

之理，即“格物”，通过“格物”以获得知识。刚好王阳明住的院子里有一丛竹

子，于是他对着竹子“格”起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没有“格”出“理”来，还

弄出一身病。于是，他觉得“圣贤自有分”，即做圣贤是有“缘分”“天分”的，

他不是这块料，就开始弃宋学即朱子之学而研究辞章之学，学习作诗赋文。

这一学就是五年。本来王阳明在文学上是很有天赋的，认真学习了五

年之后，作诗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许是把心思放在一件事上，时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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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产生厌倦之感。当时，他父亲王华在北京为官，寓居

京师，条件优裕，于是他在京师这段时间内就开始研究兵法秘籍。从小就对

兵法情有独钟的王阳明，曾在十五岁时，登居庸关，察看北京北面的地形，

“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北方狼烟频仍，边

境极不安宁，秦中有石和尚、刘千斤等人作乱，十五岁的王阳明有意上书皇

帝，陈述自己的安边之策，被其父骂为“狂妄”，乃止。但事实证明，王阳明从

小情有独钟并研究学习的军事学知识，对他日后建功立业极为重要。

时间一长，王阳明对兵法又厌倦了，科举考试两次都名落孙山，这时的

王阳明对人生有点绝望了，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可就在这时，命运之神

向他亮起了绿灯，使历史上少了一个高僧，多了一个大思想家：弘治十二年

（1499），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终于高中进士，正式成为统治集团里的一员，为

仕途上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科举成功了，也授了个小官，可王阳明觉得自己还缺了一点东西：青年

时期学过朱熹的“格物”之学，之后又学过如何创作诗文辞赋，然而自己还缺

少外部的帮助力量，没有朋友之间的切磋，自己很难在学问上有所长进。于

是在“观政工部”之后，王阳明与京城里的一些文学界的人士打得火热。这

些人有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李梦阳、何景明、顾璘、徐贞卿、边贡等。王阳明

与他们来往密切，相互切磋诗作古文，驰骋文坛。在这些人当中，以李梦阳

最为有名，此人是明中叶有名的诗人、理论家，是文学复古派的领军人物。

与这些人相比，王阳明的诗作当属翘楚，“众人自诩不及”，笔者始不相信李

梦阳等人的诗作不如王阳明的说法，后经过对比，发觉史书上的记载是有根

据的。

可时间一长，王阳明对这种生活又厌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吾焉

能以有限的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于是向朝廷请病假，回到老家余姚，在离余

姚二十里的一个叫“阳明”的山洞里“筑室”，学习 “行导引术”，并与道士交往

甚密。“阳明”之号也由此而来。其中有三个人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这三

个人是：王思舆、许璋、王琥。

与道士的接触早在王阳明十七岁时就开始了，对此，史书上记载颇多：

  （阳明）先生养痫阳明微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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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遁之学。先生后擒逆濠，

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笋舆访之山中，菜

羹麦饭，信宿不厌。①

光绪时期的《上虞县志》上也有记载：

  许璋，字半圭，家贫，潜心性命之学，不求仕进，凡天文地理及

孙吴韬略、奇门九遁，靡不精晓……文成抚江右，璋指乾象谓曰：

“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于兴邸，其占之奇中，类如此。宸濠

将叛，璋遣子遗文成枣、梨、江豆、西瓜。文成惊悟，出查乱兵，遂不

及难。后得诛叛栓王，皆璋力也。

这些史料说明王阳明与道士的交流是很深的，甚至把王阳明的日后事

功与道士的相助联系起来，是否真如此，无可探究。可王阳明的“道术”水

平，经过名师指点和自己的“行导引术”之功的修炼，确有大进。所谓的“行

导引术”，其实是一种养生健身的方法，是通过气功的运作以求祛病强身、消

除邪僻之气的一种健身法。史载，有一次，王思舆等四个道士朋友来拜访

他，方出五云门，王阳明即命仆人迎之于半途。四人惊问为何如此，仆人道：

“先生早知道你们要来，命仆在此久候。”对于这种预知功能，四人都很惊讶，

以为王阳明“得道”，有神仙指点，但是否真如此，不得而知。可他几次在关

键性的时刻，都能借“天”之力而取得胜利，这是否与他的“修炼”道术有关，

亦不得而知。

第一次是发生在正德十二年（1517），在深山老林平山寇时，当地连续两

月不雨。此时，王阳明正率军平叛，为除民苦，他于福建上杭筑行台求雨，很

快雨即下，民大悦。第二次是在江西平宁王之叛，为起兵勤王，王阳明要乘

舟南下，此时南风正急，舟只能北行，后有宁王追兵，王阳明乃焚香祷告天求

北风，霎时，南风止，北风起，为平叛赢得了时间。第三次是王阳明在广西平

叛时病逝，灵柩停南昌，第二天将要发舟回余姚，此时北风正盛，舟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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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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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子赵渊焚香对着灵柩曰：“公弗行，岂为士民留邪？ 公党有子嗣，门人亦

望公久矣。”霎时，北风转为南风，四日后抵信州。

如果这些记载可信的话，说明王阳明的道学已抵达很高的水平，这对于

他以后建立“心”学思想体系无疑是有帮助的。也许他的思想已入“道学”佳

境，从而产生离世远去的想法，但念及祖母及老父，又打消了此念头：“此念

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姓。”从而认识到道术是“玩物丧志”，“此簸弄

精神，非道也”，于是脱离了道教的“行导引术”，转而进入现实生活“复思用

世”。

弘治十八年（1505），三十四岁的王阳明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回京师任

职，在任职过程中，他结识了一生中两个重要的思想学术知己———湛若水和

黄绾。三人结成学术团体，开始带学生、讲学，首倡圣贤之学，提倡“存天理，

灭人欲”，以及“致良知”和“心外无物”之学，从而迈开了他学术思想中重要

的一步，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综观王阳明的生活轨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家学说他都实践过，

尽管时间都不长，只有几年的时间，可这些实践对他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来说

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好比武学，少林、武当、峨眉各路门派都懂一点，然后博

取众家之长成一家套路，形成自己的风格，可以开宗立派了。所以，尽管在

功业上还是人微言卑，但这二十年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建立，至关

重要。

第二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一、钱塘脱险

正当王阳明在京师一边做官，一边与朋友结成学术团体、切磋学问的时

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影响了他的一生，也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而这场灾难对于王阳明来说，可谓祸从天降。

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朱佑樘死后，儿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明武宗，

改元正德。民间有传说，这个朱厚照来历不明，不知何人所出，也许是个野

种，所以一上台就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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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照上台后一把火也没有烧起来，就开始不上朝，在八个宦官的唆使下，整

日沉溺于斗鸡走马的荒淫生活，“豹房”的产生是他对中国历史和明王朝做

出的唯一的“贡献”。皇帝刚即位，大臣不好直接对他提意见，就对着他身边

的八个太监发难，这八个太监被称为“八虎”，大臣要求皇帝惩罚这些人。在

这些上书言事的人中有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簿彦徽，因进谏件旨，被大太

监刘瑾关进监狱。为打抱不平，作为只有六品的兵部主事，王阳明热血沸

腾，不惧官小位卑，就上书皇帝，要求皇帝“追收前言”，放出戴铣等人，“仍供

旧职”，惩治权奸，从而表现皇帝“大公无我之仁”和“改过不吝之勇”。这是

王阳明一生中有名的奏章，即《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问题是这份奏章根本到不了皇帝那里，就算被皇帝看到了，估计也不会

产生什么效果。结果王阳明被刘瑾投入监狱，没有被杀，可处罚还是要的，

于是以“妄言朝政”之罪杖击四十。也许刘瑾下手太狠，这四十大板使王阳

明“既觉复苏”，说明伤得不轻。刘瑾不仅杖击王阳明，而且还把对他的恨迁

怒到其父王华身上，找个由头把朝中大臣王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在监狱里，王阳明很悲观，这从他写的《狱中诗十四首》可以看出来：

  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

幽室魍魉生，不寐知夜永。

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

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

（《不寐》节选）

囚居亦何事？ 省愆惧安饱。

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

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读易》节选）

兀坐经旬成木石，忽惊岁暮还思乡。

高檐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时登床。

峰头霁雪开草阁，瀑下古松闲石房。

溪鹤洞猿尔无恙，春江归棹吾相将。

（《岁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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