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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成公全书》共4册，由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完成，为明代先贤王阳明（王守仁）全部著作的结集。Wvu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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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原名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世界观与人生观均载于《大学问》一文中。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对儒学的发展贡献尤为卓著。

　　

《王文成公全书》是王阳明全部著作的结集，也是中华书局“理学丛书”的重要品种。

　　

《王文成公全书》38卷，具体包括：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为文录五卷，皆杂文；次为别录十卷，乃奏疏公移之类。次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次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纪二卷。

其初本各自为卷，隆庆六年，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刻之。谢氏刻本影响深远，几为后出各本之祖。本次点校，即以《四部丛刊》影印之隆庆谢氏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

　　

《王文成公全书》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哲学和事功史迹的重要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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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王文成公全书序《徐阶》

诰命

新建侯文成王公小像

旧序

卷之一 语录一

卷之二 语录二

卷之三 语录三

卷之四 文录一

卷之五 文录二

卷之六 文录三

卷之七 文录四

卷之八 文录五

卷之九 别录一

卷之十 别录二

卷之十一 别录三

卷之十二 别录四

卷之十三 别录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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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书摘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二一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人傍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踏，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濬一筒，幸达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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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 

《王文成公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新书，时间比上古晚些。 

Wvu万圣书城



两者内容有何差异，亚马逊有网友问这个问题，可惜这两部书我都没有，仅根据豆瓣介绍和亚马逊预览显示的目录，提出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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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书的底本均是明隆庆六年谢廷杰刻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本，这个本子的内容如下： 

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 

次为文录五卷，皆杂文； 

次为别录十卷，乃奏疏公移之类； 

次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 

次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 

后附以年谱五卷； 

世德纪二卷。 

以上合计三十八卷。 

Wvu万圣书城



上海古籍的卷数却是四十一卷，对比亚马逊的预览目录，多出的三卷分别是卷三十二 补录、卷四十 诰命�6�1祭文 增补�6�1传记 增补、卷四十一 序说�6�1序跋 增补。由此可见，上海古籍就收录内容上比中华书局更全，而中华书局严格以底本校点，可以说保留了底本的特色，最为地道，而且中华书局后出，一般来说校点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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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王文成公全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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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理学丛书 王文成公全书」（月中已入手）相对比 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底本校对更好些。但若不喜欢平装版，非硬装版不买，就选上海古籍「全集」。我个人比较喜欢平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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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朝的那些事，最神的莫过王阳明，于是找来他的王文成公全书，本来就觉得没时间看，乍一看又是文言，基本没信心了，可是“知行合一”那四个字还是有无比的魅力，偷空硬着头皮看了两段，没想到为人生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我敢打包票，“知行合一”这四个字，大部分人都没有正确理解，而且正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理解，让我们陷入痛苦之中。

　　老王的解释比较老了，我就做一个现代版的吧呵呵，再顺便完善一下。

　　基本的意思是，知行合一，就是知与行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同生共死的，不可能先知再行，也不可能先行再知。

　　迷惑了吧呵呵。

　　其实老王在解释的时候没有具体把知识是个什么东西界定好，这也不怨他，他那时候的知识是比较狭窄的，只是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内容，而蚂蚁有几条腿，元素周期表该怎么画这类的内容根本不会纳入他的知识范畴，所以只要搞清楚“知行合一”所指的“知”，并不包括资料性的知识就行了，这个“知”仅仅包括你需要去实践的那些知识，比如如何跟别人相处融洽啦，如何找个好对象啦这类的。

　　在王阳明那里，知和行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又重复了一遍），就是说，只有你去实践了，你才拥有这个知识，你不去做，即使你看多少书，学多少理论，也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知识。

　　举个例子，就说如何面对压力吧，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写类似《抗压指南》的东西，但你会发现，当你真正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说的那些都没用了，你对压力的感觉和他们描述的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有相似的地方，也不能套用他们的解决办法来缓解压力，你只有自己去摸索，总结出一套自己面对压力的办法，才能最终克服压力的困扰，这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你之前学到的东西都是白搭，浪费时间，只有你真正身处其中了，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每个人都不一样，别人无法代替，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身临其境，就是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去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的原因。

　　把知与行割裂开来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只做不想的，就是那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n次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傻瓜，有一些，但不多；另一种是只想不做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之为空想家，完全的空想家不多，但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犯下空想的毛病。

　　知行合一，其实是一种处事的态度，不要还没做就开始在自己头脑中虚构，而要一边做，一边总结，最终让自己一步步强大起来。

　　知行合一，何不从现在开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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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写这王文成公全书书评，只是因为想写一种心情。 

       在久不看书之后，我很庆幸看到这套王文成公全书，因为这真的不是书，是点燃心中光明的火种，它和我看到的所有书都不一样。圣经那个传道者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是的，我看过的所有书都成为了自己的包袱。未曾增加力量，反倒增加困惑和愁苦。

       室友也是爱书之人，昨天看到我的书架后很意外，因为《资本论》《社会心理学》《血酬定律》和《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像少年啦飞驰》在他看来完全不搭界。我也想，为何确实如此不同的书，我都认真读过？扪心而感，我了解读这些书的感觉，前一类书是在寻求力量，为了更多的理解这个世界，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头脑，可以算是为了寻求足够多的信息来建立安全感吧；而后一类书，则是完全享受读书时柔软的内心。

      读的书越多，思考却越混乱；见的事情渐多，阅历增长了经验，然而心里的力量依然觉得弱小。

      于是不再读书，任由自己困惑，任由自己软弱。这样过了两年，在读《明朝那些事儿》时，我喜欢石悦传达出来的情感，喜欢这个人于是好奇他推荐的王守仁。

       最先看电子书《传习录》，是睡不着时随手翻翻，一翻不可收拾。有几段振聋发聩，辩无可辩驳无可驳，服帖而有所得。种树之喻，”及其有根，尚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初植之时，但尽培植灌溉之功，自会有干，自会有枝有叶。尚未有根，便做叶想，悬想何益？

        后渐次读之，竟无一理不通。然虽理通，思考不那么混乱，终究在工作应事中时有困惑和低落，心情依然不得解。后来在看《答陆原静》书中看到，”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顿觉如遇知音，乃切读阳明之答案，并想知道陆原静后来究竟如何了，以参考自己性格所决定的命运。

       再复读之，阳明论仙佛道皆与自己曾读曾感无误，然阳明之论却让人感觉到心中有力量，而非以心之枯槁来摒息脑之混乱。

       读书后终究要回到现实中，阳明所论有一种力量，能让自己不再寻求阳明之论，这种感觉，和克氏的议论一样，总是让你会点燃一些属于自己的力量。而阳明更有意思之处在于，他的很多奏疏、诗词，能让人看到经世致用和切身感受的东西，亦是正气人精。

      工作上最近也有所进展，不过积习之久，自然也着急不得。以柔弱之性情，从事金融业务拼杀之岗位，力有不逮。然终究感到心力有成长的方向。祸福不避，不起怒心，圣人之学，求其放心而已。

       我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解不开一个困惑，自己并不太在意金钱，愿散千金以求诸人颜开，自己心平，图的只是一个感受。然而却为何却常有不平之情？然而过于有前知之意，有趋避苦乐之心，此既是偏颇了。有求财之心，何妨求之。一心求雅，亦是俗情。

      许多困惑，问心便知。外求之意太重，则失其本心。 阳明的知行合一之感，以言语求不得，以阳明之论求不得，只能用心。就像无论我如何描述自己一样，别人通过我的表情、我的声音、我的行动、我的自我描述来了解我，真正的我却是这些信息背后的感受，别人只能用心感受。

      上面好像信马由缰了，收回来总结下我的心情。我追寻十多年，求坦然之心，于阳明全集中乃确证无疑，幸福感和能力都有路可循。俯首拜谢阳明，起身靠自己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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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书》，又称《阳明全书》、《王阳明全集》等。三十八卷。明王守仁著，弟子徐爱、钱德洪、邹守益等编辑。先是由徐爱等辑刊《传习录》，钱德洪等汇刊《阳明文稿》、《阳明先生文录》、《文录续编》、《年谱》等。至明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御史谢廷杰始将诸书整合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刊行。其后诸版大都依据隆庆本翻刻或排印，卷数不一，有二十二卷本、二十八卷本、四十一卷本等。通行本有：明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钞本、一九一九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校点本等。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尝结庐于故乡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自幼豪迈不羁，早年于骑射、兵法、辞章、释老均有浓厚兴趣。二十八岁登弘治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主事。因反对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瑾诛后，知庐陵县，历任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正德末年以左佥都卸史巡抚南赣，镇压了闽、赣、粤交界的农民起义，又因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有功，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晚年兼任左都御史提督两广，平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他热心于教育事业，先后创建修辟龙冈、濂溪、稽山、敷山、阳明等书院，并常主持教席。又在南赣等地建立「十家牌法」和组织「乡约」，推广儒学教化。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教育思想，继承陆学并进行新的探索，卓然成一家之学，人称「阳明学派」，「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列传》）。一时越居朱学而独领学坛。著作编为《王文成公全书》。事迹详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明史·王守仁传》、《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等。

　　《王文成公全书》为王守仁著述的汇编。全书三十八卷，目次如下：卷一至卷三，《传习录》，为王守仁平时教学的语录及部分信札，末附《朱子晚年定论》。卷四至卷八，《文录》，内容涉及书、序、记、说、杂著等。卷九至卷十八，《别录》，包括奏疏和公移。卷十九至卷二十五，《外集》，列有诗、书、序、记、杂著、墓志铭等。卷二十六至三十一，《续编》，列有书、序、杂著、公移等。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八，《附录》，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其中论及教育的内容除主要散见于《传习录》（内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等名篇）外，重要篇目还有《紫阳书院集序》、《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南赣乡约》等。

　　王守仁在教育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突破朱学框架、融摄陆学精神而有新的学理创造，从心本体论、心物一体论的哲学高度来探讨教育问题。他不同意朱熹的「理」本体论，认为最高本体是「心」而不是「理」。他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又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上）「心」在王学体系中也可用其反覆论说的核心范畴「良知」所替代，他直言不讳地将「良知」作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最高本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传习录》下）从心本体论出发，他指出朱学的根本痼疾在于心与理支离为二。他说：「晦庵谓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传习录》中）又说：「心即理，性即理也，下一“与”字，未免为二。」（《传习录》上）王守仁强调，外物本身并没有什麽理，若是在心外求理，心与理遂分裂为二；主张打通这种心与理为二的双重世界，建立心理合一的一体世界。他说：「（程颐）“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传习录》下）又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如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即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习录》上）由于否定了外物本身存有理，这就与朱学划清了界限；又指出此心不可与外物相隔绝，这又与专求本心发明的陆学以及遗物致虚的佛学区别开来。概言之，王守仁在坚持心（即良知）本体论的前提下，十分强调本心与外物的统一性，把「此心」作为教育上的逻辑起点和关键所在，强调教育的最大成功莫过于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使良知呈现并达其至极，实现理学教育的共同目的——「穷天理，灭人欲。」

　　王守仁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教育学说。他认为，为学的根本是自家良知的树立而不是外在知识的积累。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地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是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传习录》下）批评朱学过份注重读书，只是助长人们对外在知识的追逐，反而使其自家良知蒙上了知识屏障：「记诵之广，适以长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传习录》中）指出读书只是「致良知」的一个途径，甚至认为《六经》无非是「吾心之常道」、「吾心之记籍」（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强调读书贵在自得：「夫学贵在自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传习录》中）由于以「自家的良知准则」为读书的审择标准，从而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加强了。认为教师的点化终究不如学生根据其良知准则进行自家解化：「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自一了百当。」（《传习录》下）同理，由于在理论上肯定了每一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家的良知准则」进行是非判断，就要求教师放松对学生的种种束缚，力戒对学生「鞭打绳缚，若待拘囚」（《传习录》中《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强调要遵循每一个学生的良知所达到的程度和个性心理特点进行启发教育，「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同上）认为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学生的良知得到彰明、扩充和净化，「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同上）他还特别指出「致良知」并非一悟而至的「顿悟」，而是推至吾心之良知以至极的复杂艰难的自我修养和教育过程，其终极目的是使「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致其至矣。」（卷二十六《大学问》）

　　王守仁「致良知」之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说，还是重要的道德修养学说。由于不可以在良知本体上用功，王守仁十分重视在道德意念上用功。他说：「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人。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上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之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了。」（《传习录》下）这种「意念用功」实为纯化道德动机的「诚意」之功，要求主体时时刻刻进行道德意念上的「省察克治」，「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传习录》下）只要有一念私欲在萌动，即当如猫捕鼠似地将其克制，以达到意诚心正的目的。王守仁不仅重视「意念用功」，而且主张在行动事为中致良知。他说：「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有其事矣。」（《大学问》）即是说，不能悬空地致良知，应该在实事上致良知。「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传习录》下）认为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行，其「知行合一」说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行的重要性。他说：「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传习录》中）应该说，王守仁「致良知」修养说注意到道德功机和效果的统一，力图通过「意念用功」和「行动事为」双管齐下，逐渐达到对封建纲常伦理的自觉意识和自愿奉行。

　　作为大教育家，王守仁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对社会教化也十分关心。如：制订「十家牌法」，规定凡容留贼盗，或不率教者，十家牌邻须互相纠察；并要求在十家牌邻的基层组织中实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的儒家道德教化。他还十分重视「乡约」建设，所颁《南赣乡约》谓：「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各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此外，他还十分重视旌表忠义节妇和革除败俗陋习，尤其是通过戏剧文艺进行「致良知」的社会教化。他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传习录》下）

　　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王守仁积累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经验。如认为一个教师能否成功地进行教学工作，其关键就在于自身教学态度是否真诚和平实。他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至于如何教法，王守仁特别强调教师的教要适合每一个人自身的学习接受能力。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传习录》下）《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提出须顺导「童子之情」而进行生动活泼的「歌诗」、「习礼」、「读书」，这种启发式教学也给后人以很深的启发。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得创造能力，鼓励学生进行「自家解化」；提倡问学责善精神，称「道本无穷尽，问难念多，则精微愈显。」（《传习录》下）

　　《王文成公全书》所反映出来的王守仁教育思想，不仅在宋明思想史而且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占有十有重要的地位。郭沫若说：「王守仁对教育方面有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沫若文集》卷十《王守仁礼赞》）

　　有关《王文成公全书》的研究著作，有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杨国荣《王学通论》、毛礼锐、沉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家评传》、毕诚《儒学教育的转折》、黄书光《理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中有关章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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