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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历史，有时候让人感到乏味，这个上台那个下台，这个成功那个失败，留下的就是一笔流水帐，让
以历史为职业的学者们在那里慢慢地清理，消磨岁月。
但是，有时候，读历史却让人激动不已。
我在读魏晋时期的历史时有这种感觉，在读万历前后的历史时也有这种感觉。
仿佛跨越过时间的阻隔，得到了心灵的沟通。
在读这些时期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群活的人，在你的面前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
他们不顾环境与传统的固有模式，完全按照自己的欲望尽情地生活。
是与非，功与过，一切在所不顾，听由后代去评说。
在读这样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没有戒心，会同其悲，同其乐，然后去判断是非。
能够做到毫无保留地坦露自己，这在我国的传统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国古代的相当一部分士人，常常喜欢在公开的场合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在私下里，却另是
一副嘴脸。
按李贽的说法，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当然，李贽是极而言之的。
说的与做的不一样，不一定都是品质极坏的人。
因为在我国古代的社会里，儒家思想是政治、伦理、法律诸领域的指导思想，士人人仕，如果在公开
的场合里说违反儒家思想原则的话，他在仕途上便会遇到困难，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得不说一些与
自己的真心相违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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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不强调策划、不刻意编排，虽不成系统而又自成体系。
丛书作者不分老中青，不问知名度；入选著作长可百万言，短可数万字，举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某一
时期、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研究上有所创获而能成一家之言、并经专家评定认为合格者，即可列入
本丛书。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分册，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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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龙溪超出其师说者非良知之体而是其致知功夫与发用流行。
阳明与龙溪均强调良知不学不虑的自然现成，但前者对现成的强调侧重于伦理规范的必然性，后者则
侧重于自然性。
龙溪之良知既是先天具有的，又是当下具足的，故日：“良知原是不学不虑，原是平常，原是无声无
臭，原是不为不欲，才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四，《答楚侗耿子问》王龙溪取消了致良知的功夫并强调良知发用的直接自
然。
阳明虽承认良知不假思虑的直觉性，却未取消致良知的功夫过程，如静心以去私虑意必等，龙溪则主
张无修之顿悟亦即“觉”。
他说：“若论父母未生以前，本无污染，何须修证？
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谤，《六经》亦为葛藤。
齿是一把骨，耳是两片皮，更从何处著言与听也哉？
”（同上卷十一《答王敬所》）如果拿禅作比，则阳明的致良知有似北宗神秀之刮污垢以显明镜的渐
修，龙溪则如南宗惠能之无相无住的自然具足。
与无修相联系者为良知发露的自然无碍。
王畿认为致良知功夫只是就未悟者立论，若已悟良知，便可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自然
不会违背其天则。
龙溪所言自然有二种内涵：一是无所执著。
即“一念明定，便是缉熙之学。
一念者无念也，即念而离念也。
故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同上卷十五《趋庭漫语》）。
二是真实无伪。
所谓“直心以动，全体超脱，不以一毫意识参次其间”（同上卷十六《赵麟阳赠言》）。
对此龙溪喜用赤子作喻，认为良知之发露应如赤子般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无任何机巧
伪饰，故日：“赤子之心，纯一无伪，无智巧，无技能，神气自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长，非有所加
也。
大人通达万变，惟不失此而已。
”（同上卷二《书累语简端录》）由上可知，无修而悟，自然流行，才是龙溪与阳明之不同处，对此
其门人萧良干强调说：“其立论虽本于良知，而多所精诣，发文成所未发。
其为学从先天立基，直心以动，不作掩覆，不事包藏，自信自成，于世间一切毁誉是非，毫无所入其
念。
”（同上卷首萧良干《龙溪先生集序》）龙溪为学之本意无疑是要启圣学之秘而光大师门，但潜在的
危险也同时存在，即对直心而动的直觉强调过分。
当然，龙溪无论讲虚无空寂还是率性而行，伦理天则都是他明确无误的预设前提，他说：“性是心之
生机，命是心之天则。
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声，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五者性之不容已者也。
然有命存焉，立命所以尽性。
⋯⋯仁属于父子，义属于君臣，礼属于宾主，智属于贤者，圣人属于天道。
五者命之不容已者也。
”（同上卷二《书累语简端录》）观此可知龙溪所言良知断非自然人性论。
但其理论存有漏洞亦确然无疑，比如人们若率其性而一任自然流露，其所流露的是否全为纯善之良知
而非一己之私欲，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弟子张元忭即不无忧虑地说：“若日无善无恶，又日不思善不思恶，恐鹘突无可下手，而甚者自是
，以妄念所发皆为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
”（同上卷五《与阳和张子问答》）张阳和的忧虑显然并非多余，后来龙溪之崇拜者李贽基本按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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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思路展开，却完全走向良知反面，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王畿的直心而动除受其师阳明影响外，亦与其自身人格有关。
他身处嘉、隆之时，被权贵夏言排斥而弃官讲学，除自信本心外别无他求。
且他又处人欲横流之时，也很难置身风气之外，故其行事便难如阳明那般严于自律，史书载其“在官
不免干请”，并因此被罢职，（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三）该不是空穴来风。
但若说龙溪倡直心而动以文饰其不检，则显然不合乎龙溪的一贯人格。
他的确是位非常自信又自视颇高的学者，故他除自信其直觉良知外，无视任何外在律条，即使此良知
并非纯而又纯。
他的外表并不狂傲张扬，且有循循善诱的长者风度，可心底却是极端的自负，他的狂是在骨子里。
有一次狂者邓定宇言其为学不做天、不做地、不做圣人，而只求自得。
偶然中勾出龙溪心底狂气，于是脱口而出日：“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灵明耳。
一念灵明从混沌立根基，专而直，翕而辟，从此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是谓大生广生，生生而未尝
息也。
乾坤动静，神智往来，天地有尽而我无尽，圣人有为而我无为，冥权密运，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
而若无，与民同其吉凶，与世同其好恶，若无以异于人者。
我尚不知我，何有于天地，何有于圣人。
外示尘劳，心游邃古，一以为龙，一以为蛇，此世出世法也。
”（同上卷七《龙南山居会语》）此犹如得道解悟之禅师，直心以动，无秽无净，而佛性真如常存。
龙溪既如此自信，当然不会顾及区区小节了。
但后来师龙溪直心而动者，竞走向放纵自我而不为名教所羁，则显然已非龙溪先生之本意。
（二）王畿与儒释道三教合一龙溪受禅之影响已被不少人指出，其实他对老庄之学更感兴趣。
他不以老庄为异端，论学多取老庄概念以用之，如论良知之虚无空寂日：“空空者，道之体也。
”（同上卷六《致知议略》）“人心要虚，惟虚集道。
”（同上卷三《水西精舍会语》）佛氏虽亦主空寂，但与龙溪所言不完全同。
“老子日无无。
既无，湛然常寂，常寂常应，真常得性，常应常定，常清净矣。
（同上卷六《论知义略》）可见此虚无与老子及魏晋玄学中有生于无相接近。
龙溪究竟受庄禅何者为多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儒释道合一之主张。
三教合流虽自唐宋以来已成必然之势，但龙溪当时指出此义仍不无价值，它适逢明中后期思想界松动
的时机，对士人之出入庄禅有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龙溪一反阳明阴释阳儒的躲闪态度，公然日：“二氏之学与吾儒异，然与吾儒并传而不废，盖亦有道
在焉。
”（同上卷七《南游会记》）那么龙溪所言之道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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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终选定《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乃是出于如下考虑：明代文学思想的活跃
繁荣是在本王朝的中后期，活跃繁盛的前提是由于文人群体思想的趋于开放，思想的开放又与阳明心
学的流行有密切关联。
李贽无论是从心学的纵向流变还是心学与文学的横向交融，均处于十分关键的中介位置。
如欲对明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作出准确描述并寻觅出内在原因，绕开李贽不谈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
便选定这位以狂放著称的思想家，作为自己步入明代文学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切入点。
如上的考虑同时也决定了本文研究的角度，即未单就李贽文学思想本身立论，而是将其放在时代的纵
横交叉点上，透视其人格心态、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的特征、成因及其影响。
此种学术思想是我的导师罗宗强先生所一贯主张的，也是本文所必须的。
此种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方式，当然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我自觉充实而愉快，周末的学友畅谈，饭后的湖边漫步，至今令人回味无
穷。
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批评史专业素称师门严峻。
虚夸的学风，架空的议论，追求时髦的浅薄，急功近利的浮躁，在此均会遭致严厉的棒喝。
但师门中又决不乏温融和谐的氛围。
当然，三年中也并不总是欢快无忧，且不言盛夏的挥汗苦读与隆冬的拥被疾书，单是抛妻离女的求学
生涯，便有无数可供咀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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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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