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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为王》

前言

人皆可以为阳明    近年来，国学大有复兴之势，不管其中充斥了多少曲折和多少杂质，这总是让人欢
喜的现象。民族的精神自觉，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并主动传承，这正是我们民族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 
  在这其中，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渐渐成为了大家当下所关注的一个大题目，很多人都是带着现时
的困惑，希望能从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千古完人”这里，得到一些滋润心灵的启发和
智慧。    不过，就我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而言，在接触王阳明之前，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一个最简单的
道理——那就是我们绝不能带着单纯的功利之心去他那里寻找什么成功之术，什么制胜法宝，那样的
话便是偏了，起码是狭隘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阳明要给我们的明明是“渔”，为什
么我们偏要向他求“鱼”呢？    简而言之，阳明心学的最大魅力就是要让人的内心完善和强大起来！
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是人所不能克服的呢？还有什么成功，是我们所可望而不可及的呢？ 
  一代大儒黄宗羲即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诚然，不
学阳明，我们还要学谁呢？    一、阳明其人及思想缘起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他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
，卒于嘉靖七年末(1529)。可见他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这也是一个大明王朝由盛渐渐转衰的时代，
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直接冲击着阳明的内心深处。    阳明生长在一个数世以儒为业的书香门第，到
他父亲这一代更是高中状元，身列翰苑。与一般家庭不同，阳明从小就被无形中灌注了一种士大夫所
特有的那种社会担当精神及忧患意识。    阳明小时候个性活泼好动，已经展露出自己不服权威的思想
苗头。他虽然文才很好，但亦喜武事，曾经专门学习过骑射功夫，还曾到山海关、居庸关等边关出游
。后来又曾一度钻研兵法，这为他以后平乱定叛、建立事功打下了基础。    少年时代的阳明就已抱负
远大，以圣贤自期，这既是他欲以一身拯时救弊的自觉精神的体现，也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了
做到“居敬持志”，他竟一改自己好戏谑的秉性，开始恭敬庄重、不苟言笑起来——当时他只有二十
岁，正是青春奔放的年纪，想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他最终还是做到了！    但这才只是他
求圣求贤的一个小小的开始，阳明的整个心路历程是长期的、痛苦的和曲折的。    他的弟子钱德洪在
《刻文录叙说》中道：“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
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
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    出于
精神上的苦闷，阳明早年除了一度喜好摆弄辞章以外，就是长期沉溺于佛、道，“错用了三十年气力
”。但是他毕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他的用世精神最终还是令他对释、老敬而远之。    及至被发配到
了龙场，“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
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一番悟道之后，阳明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脱胎换
骨的新生机会——这就是他从内心深处彻底颠覆了对理学的盲从，而萌生了自己的“心学”。    长久
以来，见于程朱理学的支离，尤其是见于理学的知识化、烦琐化与虚伪化，阳明对其一直有所怀疑。 
  当时，世风日下，士大夫平常夸夸其谈，但做下的却尽是种种卑下龌龊之事；阳明有感于士大夫的
知行分离，对此便认定了理学是罪魁。    他对理学及“科举之学”的抨击比比皆是：“后世大患，全
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是故
以之为子，则非孝；以之为臣，则非忠。流毒扇祸，生民之乱，尚未知所抵极⋯⋯”“然自科举之业
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
意矣。”    针对以上症结，阳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就是力
图矫治能言而不能行的虚伪士风。    阳明的功夫是很切实的，比如有一位弟子疑惑说“静时亦觉意思
好，才遇事便不同”，又一个也说“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对此知行的难于统一
，阳明便主张须在事上磨练，怕什么偏要勇于接受什么，努力克制自己，通过不断的自我暗示、自我
激励来逐渐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    阳明晚年参与镇压民乱，但他逐渐领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
贼难”，于是更教人下工夫去“为善去恶”，以收点滴之功。万不要急于一时，更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否则又虚了！    因此，阳明不无忧虑道：“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
负此知耳。”    二、阳明之学的诸般渊源    尽管阳明心学是对传统理学的极大颠覆和挑战，但是它还
是没有跳出传统哲学的范畴，尤其它仍旧还是道德性命之学。    中国历来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家，产
生这种观念的社会根源可能正在于专制制度的深入，因为当权力无法被有效约束和监督的时候，只能
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律。    但是，当人身处逆境时，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很多传统哲学家都回答过
这一问题。    孟子认为磨难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所以人要在其中坚定信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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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为王》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    孟子还有一种担当天下的自觉、自信意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且“万
物皆备于我”，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    阳明也是如此，而且我们可
以说，他正是孟子在明代的代言人。而作为儒家后学的苟子，其学就偏于功利，这只是授人以“鱼”
，所以阳明不喜苟子。    阳明认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受孟子性善论、良知良能等学说的
直接影响。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阳明更把每个人都视作一位“准圣人”，只要下工夫，就
不愁成不了圣人！    此外，阳明之学历来与陆九渊的心学并称为“陆王心学”，可见二者之间必有深
厚的渊源。    在阳明还未创立自己的心学之前，他的知交湛若水对他的影响就很深，而湛若水就是一
位陆氏心学的信徒。    为此，阳明赞叹陆氏之学道：“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
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    但是阳明的心学主要还
是自我体悟、自我求索的结果，“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
，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    自然他的主张会与陆学有很多不同，比如陆主张知
先行后。在心学集大成者的阳明看来，“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包括湛若水等人
在内，也都对陆氏之学有所创造性发挥。    另外，陆王心学在方法上与禅宗有些近似，这一点象山、
阳明自己也不否认，但是终究目的不同。而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充满活力。    三
、王学的发展及衰落    正如朱熹在世时他的理学受到打压一样，由于阳明之学对正宗理学的背离，它
在初创立时也受到不小的怀疑和压制。    然而就在阳明身后百年，他的心学以其新鲜的活力，已经取
得了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地位，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势头。    《明史·儒林传》即道：“学术之分，则自
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日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日姚江之学，别立宗旨，
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
，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可是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由于阳明之学
所固有的看重本心、简易直截等特性，比如他晚年只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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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教人，且本质上他是没有著述的。    因此，就如一把双刃剑一样，
阳明之学在其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走上了歧途⋯⋯    阳明生前是最反对知识化、烦琐化和虚伪化
的，甚至公然的离经叛道，但是心学发展到明末时已经与阳明的初衷大相背离。及至明亡，很多人竟
干脆将明亡的责任归咎于阳明之学，对它大力批判，其中就包括王夫之等人。    及至入清以后，由于
阳明之学提倡良知等，清廷感到理学强调外在于心的天理对他们的统治更为有利，所以开始表彰理学
、压制心学，《明史·王守仁传》中就借胡世宁之口表示了对阳明的微辞。而且心学淡化权威意识，
理学则偏于机械和教条，压制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满清要的正是士大夫们的绝对服从和奴性意识！ 
  而学术的传播、发展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所以阳明学在清代的衰落并非是阳明之学的魅力不够。    
四、对后世的影响    然而，衰落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它可能会获得某种再生。    “大凡历史上一种
蔚为大观的学术流派，在它衰落之后，作为思想资料，常常要被后人摄取和吸收，它的个别命题，在
后世也会时常被复活。王学在近代以来的情形，就是如此。”(张祥浩《王守仁评传》)    魏源是清代
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从小就究心于阳明之学，所以对于王学的好感比程朱大。到了清末，政治与
社会危机严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也表现出了对阳明之学的巨大好感。    梁启超在
《康南海传》中就曾指出：“先生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    谭嗣同思想较为复杂，
但他认为“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故而张扬心力。    梁启超更直接称颂阳明是“千古
大师”、“百世之师”，认为“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之下也。”    后来，章太炎
也说：“余观(阳明)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像著名学者梁漱溟、熊十力
等人，也都对阳明之学情有独钟。    蒋介石早年思想比较激进，但自“五四”以后，他的思想焦点却
集中到了传统上面，开始对阳明、曾国藩等人大力推崇起来。在1932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更号召大
家要把阳明的心学奉作中国的立国精神。及至以后，蒋介石始终视阳明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对其大肆
鼓吹(有一次蒋召见学西方哲学的殷海光，蒋一上来就跟殷大谈阳明之学)。    可惜的是，最近几十年
来，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抛弃了太多有价值的传统的东西，以阳明之学为代表的心学也在其中。
这是需要弥补的，而且需要尽快的补救。    五、对世界的影响    墙内开花墙外香，就在17—18世纪王
学在国内受到空前的冷落和批判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东邻的日本，阳明心学却受到了
空前的重视。    与中国类似，朝鲜当时也是专制制度的稳固时期，所以王学没能在朝鲜传播开来。但
是时值日本的幕府制动摇时期，异端思想抬头，王学取代朱学的迹象非常明显。    日本王学的发展有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中江藤树(1608—1648)。中江37岁时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深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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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舍朱子而归阳明。虽然他在几年后就去世了，但却有开风气之功。    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三轮
执斋(1669—1744)，第三时期是王学发展的极盛时期，代表人物是佐藤一斋(1772—1859)。    一斋的门
人众多，其中不乏佼佼者。他的再传弟子中，大多成为了明治维新的中心人物。“中日不少学者都认
为王学是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并非虚语。”    其实，日本人推崇阳明之学，并非是单纯的功
利心使然，因为王学本身就是积极用世的，它活跃了知识阶层；“由于王学主张万物一体，知行合一
，心理合一，修身行己，事上磨砺，简易直截，适应了日本德川时代志士仁人要求变革社会的需要，
使王学于17—18世纪在中国被摒弃之时，却在海东日本国盛行起来。”    像日本海军大将、曾在日俄
战争中击败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东乡平八郎，他表示“一生俯首拜阳明”；更有很多强人，声言愿做阳
明门下一条走狗⋯⋯    这些并非单纯只是对阳明完美人格的崇拜，也不是对心学的盲目崇拜，而应该
是对“阳明精神”的一种高度推崇！至于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阳明精神”，答案可以在本书中寻找
。    阳明之学在欧美华人圈也有些影响，但不及日本大，毕竟西学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    六、关于
本书的写作宗旨    我历来对全才充满向往之心，王阳明就是其中之一。余秋雨的书使我早就记住了“
王阳明”的名字，但还是不太了解其人其说，及至后来通过不断的接触，才终于如发现了偶像一般。 
  还是在2006年时，由于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与激动，我曾一度萌生过撰写其生平的热望(除了阳明之
外，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以及没有多少闲暇，尤其我的学力有限，想法也只
能是一个想法。    后来，在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阳明之后，我越发感到——其实阳明的一生比他的学
说还吸引人，还精彩，也更直接、更有说服力；而且本质上说，阳明如同孔子一样，是个“述而不作
”的人，他的一生才是他真正的著述！    所以，研究阳明之学，首先还是应该对他的一生有所深入的
了解；如此一来，大家也许就会觉得：其实，阳明之学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通过仔细探究阳明的生平，我们应该不难感到他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毕生追随、效法的榜样，是我们
汲取心灵之力量的源泉。而且阳明的一生也是在慢慢成长之中的，他的成长之路本身，就是他留给我
们的最大的一座精神宝库⋯⋯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违背阳明的宗旨：心学是一门实践
的学问，而把他的学说知识化、琐碎化、虚伪化，甚至神秘化，把他看作神一样的人物，那都是错误
的。    我们心中应该坚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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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由明河在天编写。王阳明心学的最大魅力就是要让人的内心完善和强
大起来！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是人所不能克服的呢？还有什么成功，是我们所可望而不可
即的呢？一代大儒黄宗羲即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诚
然，不学阳明，我们还要学谁呢？《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是一部半小说体的历史人物传记，
记载既详细、生动，且通俗易懂；在介绍传主生平及哲学思想的同时，主要突出他的心路历程，及其
成长与事功，以给予读者心灵上的启迪与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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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明河在天
当代写史圣手。孔子同乡，怀上下求索之志，曾闭门读书数载，博通文史、哲学、经济、军事等。其
文以睿智、明达、幽默见长，带有鲜明的思想色彩，著有《中国人的人格》、《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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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初出茅庐
观政工部
受赠宝剑
上陈边务
禁猪吃人
誓杀陈犯
九华求道
第五章、结交同志
过劳成疾
阳明洞天
取才山东
得遇知音
第六章、身陷囹圄
大义上书
难兄难弟
狱中遣怀
圣人投江
他乡故知
第七章、龙场悟道
三人拜师
同命相怜
阳明小洞天
天子无行
君子处逆
吾性自足
第八章、贵阳弘道
扬善去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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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陆非朱
朱陆之辩
知行合一
书院主讲
天涯沦落
第九章、造福一方
好讼之风
解民之急
第二把火
救民救火
第十章、三人之会
刘瑾倒台
京师入觐
王门学子
再辩朱陆
知交送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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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些路过的大人们看了都忍俊不禁，可是这帮小孩却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没有一个不尽
力配合“指挥”的调遣的。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跟自己的“指挥”在一起玩，也因为他们的“指挥
”会经常拿各种果品、点心给他们吃，表现出色的还有特殊奖励呢。 “小三黑，你今天没吃饭啊？”
当“指挥”看到今天的队伍里有个小孩有气无力、拖拖拉拉时，便厉声说道，“要不你下次别来了，
我们兵在精，而不在多。” “回大人，小的今天有些跑茅子，都拉了好几回了！”那小三黑连忙辩解
道。 这时不少小孩都没忍住，笑了起来，但那“指挥”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哦，跑茅子？是拉肚子
吧。这样啊，好汉也挨不过三泡稀，你且歇着去吧！” 看来这位“指挥”治军还没那么严明，倒是很
有人情味。而他话音刚落，这帮小孩竞都笑得前仰后合了。 “指挥”见状，于是凛然正色，愈加一本
正经起来，开始给“广大将士”训话：“前者，我们的训练已初见成效，今番闻仇虏以大兵犯我边境
，此英雄用武之时！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敌当前，全军将士还要戒骄戒躁，辛勤操
练，务要一鼓作气打败敌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尽管他一副滔滔不绝的样
子，但可惜他的话里还夹带着很重的浙江味，这帮北方的小孩粗听起来只觉似天书一般。 最后，那帮
小孩也不管听到的是什么，只一味齐声高呼道：“保家卫国，报效朝廷！” 这位“指挥”大人姓王名
守仁，字伯安，是一年前才同祖父从浙江余姚老家来京城的，因为他的父亲此时正在京城为官。 这帮
小孩之所以衷心拥护“指挥”的统帅，不仅是因为能常常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甜头，也是因为守仁功课
特别好，为人又特别仗义，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应付先生的考试。 另外，他还有些身手，有花样，玩起
来也是那么别出心裁，总让大家乐此不疲，所以有些小孩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言听计从。 
演练战阵是活泼好动的守仁最近才发明的新花样，有时候他们玩得还不尽兴，心痒难挨之际，便趁着
先生们都不在的当儿，不待在塾里好好背书，便都偷跑出来撒野。 这样子闹了几回，管事师傅念在守
仁的父亲龙山公王华的面子上，便没有对守仁严加训斥；而且这个孩子实在不大好管，他常常能把先
生们捉弄得哭笑不得。 当时的先生闲极无聊，多爱当堂昼寝，有一回一位先生在昼寝后扬言道：“我
乃梦周公也。”次日，守仁也当堂昼寝，结果被先生叫醒。 先生一脸怒气地说道：“你竟敢如此！”
守仁于是回道：“我也去见周公了。” “你也去见周公了？那周公怎么说？” “我问周公昨日可曾
见先生，周公说，昨未曾见尊师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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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阳明的生平到这里就全部介绍完了，可是自己还总觉得意犹未尽，仿佛有很多话还没有说透。    这应
该是正常的，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阳明先生。虽然本书是以介绍阳明的生平为主，但是毕竟也掺
杂了不少我自己对于心学的理解。    因此，出于为大家负责计，建议大家还是去读一下《传习录》，
最好是读一下《王阳明全集》。而且我也相信，经典的东西是经得起反复琢磨和推敲的，也是需要反
复阅读的。    就我自己的体会，于我们今人而言，也许阳明宗旨中有两样东西最具有现实意义，那就
是“在事上磨砺”与“良知”精神。    阳明号召在事上磨砺，因为人都有惰性，有眼高手低之病，有
畏难情绪，往往不敢直面挫折与磨难；可是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学会自我磨砺：在艰难困苦中磨
练自己的身心，而具有了坚强的身心，人才能更有自信和能力！我们也要相信自己的潜力，坚信越是
在艰难困苦之中，我们才越是可能创造奇迹。    作为一个现代人，最不喜欢的也许就是道德说教。可
是，作为一个人，我们也许可以不讲良知，然而作为整个社会，缺乏良知就危险了：对我们吃的、喝
的、用的，乃至于一切与我们相联系的人与物，我们还能放心吗？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急切地呼唤
良知。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灰暗的前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如果大家都不去挑水，都不讲良知，最后都会被渴死，最终损害的也还是自己！    人们也许会问：
到底是什么在破坏人的良知？怎样使人树立良知？    显然，纯粹靠道德自觉是行不通的，人都有苟且
心理，本性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明朝灭亡、士风沦丧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除了从制度上去引导人们
固守良知、重塑良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弘扬我们的国学，尤其是专讲良知的心学，从而让世人受到
阳明精神深深的感召，将这份民族的精神瑰宝永远传扬下去⋯⋯    世道浇漓的明朝其实也是一个反证
，司马光说三代之下风俗之美无过于东汉，可是明朝的士气，尤其是心学广大以后的士气，也是足以
同东汉相颉颃的。且看在明末清初，忠义死节之士何如过江之鲫！    然而明人的良知终是不足，这个
教训是沉痛的。一个社会的进步是没有终极的，而对良知的呼唤也是没有止息的。    另外，还有几个
问题需要特别交代。    第一，朱熹从二十岁中进士到七十岁去世，五十年中做官的时间不到十年，他
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和著述上，讲学的活动也主要是在晚年开始的。    而与朱熹相比，阳明读
书确实相对有限，他更注重宣传理念，先立宗旨！更看重事功，也更看重落实到行上。朱熹诚然是中
国历史上一位知识渊博、学究天人的大家，因此他与强调良知本心的阳明在学术上的分歧也就不可避
免了，但是若论纯学术，显然还是应该宗朱熹。    第二，《明史》上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
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这种评价
个人感觉有过誉之嫌，阳明诚然用兵如神，可是他所面对的敌人实际上都不是很强大；假如是像后来
的满清那种劲敌，以阳明的经验和身体状况，尤其是还要受到各方的掣肘，应该是很难成就大功的。 
  不过阳明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灵活机变，尤其善于打政治牌，这可能是有明一代诸多用兵者所不及
的。    第三，本书有点小说化笔法，但与相关历史记载并无背离，只是为了生动起见才不得不如此；
另外也感觉有必要用想象来填充一些阳明生平的空白，使得读者阅读起来更有滋味一些。    至于如此
用心的效果如何，还要请读者诸君仔细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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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张岱    言心学者必能任事，阳明辈是也。大儒能用兵者，
惟阳明一人而已。    ——康有为    王阳明的《传习录》是“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钱穆    一
生俯首拜阳明。    ——东乡平八郎（日本近代著名的军事家）    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
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
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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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圣者为王:王阳明的超凡之路》按小说笔法完整记述，还原了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王阳明是明代
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
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阳明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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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SH图书馆借的，感觉一般
2、王阳明，历史小说，励志
3、传记类的描写生动详实
4、好，愿此书能够垂诸久远。
5、研究阳明必读，用了三月时间仔细参悟，颇有所得
6、哪是什么“编写”，明明是半小说体的著作，是真正的个人著述。人家这么好的书，你给人家乱
整。封面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还“周龙”，作者介绍里木有啊。我买了一本，觉得不错，
准备再买3本送人。我敢说，这本书相当靠谱！！
7、书的内容对不起价格。。。
8、书的纸质质量很好，内容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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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由于先前读了作者的《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上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慢慢的就开始搜寻
作者的其他作品来看。作者涉猎甚广，写作甚勤，近年来屡有大作问世，最近好像在沉潜于浩茫的民
国史料中，看来要出手写民国了。我对于王大圣人兴趣很浓，也看过同类题材的几本书，可是没有一
部满意的。要么缺乏品味和古典气息，要么让人晕掉。早知道这部书要出来，据说拖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第一时间就在书店买来了，花了差不多两天一口气读完，真的被感染到了。作者的文笔、博学乃
至于一贯的军事知识，都令我大饱口福，难怪作者介绍中称誉他为“当代写史圣手”，确实名实相副
。作者好像还很年轻，前途不可限量啊！！期待作者其他的作品赶快出版上市吧，尤其是朱元璋那两
套，赶快出来吧。我等得花儿都谢了。
2、挺不错的一本书，对于我不怎么认识王守仁的小白很有帮助.考据严谨，再加上作者诙谐的半小说
的写法，既留下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对普通读者来说还多了许多的可读性....之前看过作者的《为什
么偏偏是朱元璋》，感觉作者的水平有么很大的提高，说道这我得插一句，王阳明这本书的印刷质量
相比朱元璋那本书来说，纸张的质量提高了不少。总之，这是本不错的书！！！值得一读！！！
3、刚才在天涯论坛上看到作者这部书的内容提要，写的很有深度，从王阳明其人及思想缘起到阳明
之学的诸般渊源、王学的发展及衰落、对后世的影响及对世界的影响。所以把该书的内容提要转载到
专业网www.jsgsjs.cn上了。希望让更多热爱心学的人看到，并学习心学。
4、本文细致地描述了明代大儒、千古完人王阳明的一生，共24万字。本文是一部半小说体的历史人物
传记，记载既详细、生动，且通俗易懂；在介绍传主生平及哲学思想的同时，主要突出他的心路历程
，及其成长与事功，以给予读者心灵上的启迪与鼓舞。
5、挺不错的一本书，对于我不怎么认识王守仁的小白很有帮助.考据严谨，再加上作者诙谐的半小说
的写法，既留下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对普通读者来说还多了许多的可读性....之前看过作者的《为什
么偏偏是朱元璋》，感觉作者的水平有么很大的提高，说道这我得插一句，王阳明这本书的印刷质量
相比朱元璋那本书来说，纸张的质量提高了不少。总之，这是本不错的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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