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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阳明诗歌随其学术的三变 ,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归越及赴谪诗 , 气格高豁雄豪 ,体现了他求

道的坚韧与执着。伴随着心学体系的建立 , 他的龙场与滁阳诗境界高远 , 精微渊穆。在赣及南征思田时

期 ,既是他建功立业之时 , 也是他心学的成熟期 , 这一时期的诗歌尽脱红尘之气 ,沉郁老成 , 光明俊伟。三

个阶段的诗歌 ,深刻反映了一个道学家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抒情诗 、叙事诗 , 还是写景诗 、说理诗 , 都是他

道学情怀的艺术表现 ,既有道学之玄奥 ,兼有诗家之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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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ng Yangming' s poetry can be divided three pe riods in coincidence with his three changes of ac-

ademic interests.In the early pe riod , his potr y embodie s exuberant and lof ty spirits , manifesting his persis-

tent pursuit o f Neo-Confucianism.In the middle period , his poe try is characteristic o f g rea t g rave r ealm as

he e stablishes the philosophy o f M ind.In the later pe riod o f his poet ry , his poetr y f ree from ear thly ca res

reveals sophistication and aboveboard quality.In a wo rd , his poe try reflects a Neo-Confucian' s mental

prog ress.His ly rics , narr ative poems , pasto ral poems and poem s embody ing his philo sophy a re artistic ex-

pressions o f his New -Confucianism , so his poetry is bo th philosophic and ar tistic.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家 , 也是开有明一代学术

新风气的人物。他本不以诗人著名 , 学界也不太

关注他的诗歌 , 但他存诗六百首 , 成就非常之

高。四库馆臣评价他:“为文博大昌达 , 诗亦秀

逸有致 , 不独事功可称 , 其文章亦自足传世

也。” 。
[ 1] 2311

清人黄中评价阳明诗 “如梧凤之音” ,

并赞叹说:“宋艺祖生于夹马营 , 异香满室 , 阳

明之诗所谓异香者乎 ?” [ 2]即如对心学很反感的清

代程朱派学者李光地 , 对王阳明的诗也不禁另眼

相看: “他才高 , 信笔写来 , 便有唐人风韵。”

“阳明诗 , 某少时略皆成诵 。” [ 3]卷三十可知 , 王阳

明不仅在思想史上震烁一时 , 在诗学史上也应该

有其一席之地。仅以 “秀逸有致” 、 “唐人风韵”

并不能说明阳明诗的个性问题 。因为此类风格的

作家在诗歌史上太多了。因此解读阳明诗 , 必须

别寻蹊径 , 才能凸显其诗人中有血有肉的 “这一

个” 。王阳明是道学家 , 他的诗歌是他道学情怀

的形象化 , 或许从道学的角度切入 , 才能真正理

解阳明诗歌的内涵与特质 。这里用 “道学” 而不

是用 “心学” 来解读阳明诗 , 是因为道学这个概

念大 , 可涵盖理学 、 心学等儒家心性之学。王阳

明学凡三变
①
。他的心学体系是在他 37 岁

时(正德四年)龙场悟道时才开始构建 ,至正德十

六年5 0岁时才正式揭橥“致良知”之教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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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心学体系的最后成熟。他 37岁之前 , 虽然

还不算是心学家 , 但曾遍读宋儒之书 , 久有成圣

贤之志 , 因此成为心学家之前的王阳明 , 尽管修

养方法不是心学式的 , 但思想境界已很有道学家

气象 , 这在他早期的诗歌中已体现出来 。

王阳明诗歌创作伴随着他的求道 、 见道过程

也相应三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弘治十五

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越至正德三年赴谪至贵州龙

场驿为第一阶段 (1502-1508)。其诗集即从归

越诗 35首开始。这一阶段是他心学建立之前的

诗作 , 总体风格为清新高豁。第二阶段是在龙场

及滁阳 、 南都时期 (1508-1516), 这是他建构

心学体系之时 , 其诗风格呈现精深渊穆的特色。

第三阶段是在赣州及南征思恩 、田州时期 (1516

-1528), 这是他以 “致良知” 总结自己学术时

期 , 这一阶段的诗作风格气势沉雄 , 光明俊伟。

我们以三个阶段为序 , 结合王阳明的道学思想变

迁过程以及人生经历 , 对阳明诗歌的心路历程及

生命个性做出解读。

一

第一个阶段是王阳明在道学上的探索与追求

时期 , 此时他心学的理论尚未成型 , 但成圣成贤

之志已经坚定 , 诗歌也多表现道学家的情怀与趣

味。值得注意的是 , 阳明诗是从 31岁时所作的

“归越诗” 开始结集的。而据其年谱 , 他 21岁时

随父在京师时曾有过一段 “随世就辞章之学” 的

经历 。
[ 4] 1223

阳明也自道他此时和倡导学秦汉 、 盛

唐诗文的 “前七子” 领袖李梦阳 、 何景明 、 徐祯

卿等人沉溺于钻研诗 、 古文辞 。[ 4] 931他的诗文在

当时的文学圈子中还颇有名声 , 被 “诸老惊曰:

`天才 !' ”
[ 4] 1223

但他并没有沿着专一于文学的路

子走下去 , 27岁便厌弃了诗古文 , 认为 “辞章

艺能不足以通至道” , [ 4] 1223并感慨 “吾焉能以有

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 4] 1225

从此转入释 、 老

之学 , 以寻求安身立命之心灵寄托 。至弘治十五

年 , 他 31岁 , 年谱中记载: “是年 , 先生渐悟

仙 、 释二氏之非 。”
[ 4] 1225

也就是说从是年开始 ,

阳明学术开始一心一意于圣贤之学:道学。年谱

中提供的这些材料很重要 , 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王阳明诗歌的结集从 31岁时所作的 “归

越诗” 开始。在这之前 , 他与文坛第一流的诗人

唱和交游 , 是应该有不少诗作的 , 但在全集中这

些诗竟毫无踪影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 , 他 31岁

之前的诗是文人之诗 、诗人之诗 , 与道学家的审

美格调与思想境界尚有距离 , 因此这些在道学家

看来思想境界不那么纯正的诗在结集时就悄悄抹

去了 。

王阳明在归越及赴谪时期 , 虽然还没有形成

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 , 但已很有道学家气象了。

这一时期的诗歌有归越诗 35首 , 山东诗 6 首 ,

京师诗 8首 , 狱中诗 14首 , 赴谪诗 55首。这些

诗都体现了道学家的人生境界和心性修养。

道学家追求 “孔颜乐处” , 认为只要与天理

为一 , 即可消解个人私欲 , 达到 “光风霁月” 的

至乐境界 。一个真正修养到家的人 , 祸福 、 进退

甚至生死都不足以动其心 , 正如阳明后学罗洪先

所说的:“名位不能使之荣 , 摈斥不能使之辱 ,

功能不能使之乐 , 祸患不能使之忧 , 言论不能使

之惑 , 意气不能使之改 。” [ 5] 481以此心态处世 , 自

能处富贵 , 也能处贫贱 , 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道

学家在诗学上更亲近陶渊明式的古淡 , 而瞧不起

那些纵欲导悲 、 沉溺个人利害悲欢的颓唐诗人。

弘治十五年 , 王阳明放弃释道之学 , 开始穷究道

学 , 由于身体有病 , 他从刑部主事任上告假回到

家乡余姚 , 休养了将近两年。归越诗即作于这个

时期 。这些诗大都玲珑透彻 , 空灵优美 , 有脱俗

超尘之气 。例如 《山中立秋日偶书》①:

风吹蝉声乱 , 林卧惊新秋 。山池静澄碧 , 暑

气亦已收 。青山出白云 , 突兀成琼楼。袒裼坐溪

石 , 对之心悠悠。倏忽无定态 , 变化不可求 。浩

然发长啸 , 忽起又白鸥。

此诗把新秋景致写得丰常生动 , 同时也展示了一

种洒脱澄明的情怀。“倏忽无定态 , 变化不可求”

即是写云彩的变化无端 , 也是写心思的出入无

向 , 暗示一个 “求心” 问题 , 富含哲意 。又如

《化城寺》 六首其二:

云里轩窗半上钩 , 望中千里见江流 。高林日

出三更晓 , 幽谷风多六月秋 。仙骨自怜何日化 ,

尘缘翻觉此生浮。夜深忽起逢莱兴 , 飞上青天十

二楼 。

此诗飘逸豪迈 , 境界阔大 。 “仙骨自怜何日化”

正暗示了诗人对自己未能脱尽渣滓 , 脱凡入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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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惑 。事实上 , 王阳明曾因 “格竹子” 失败 , 对

朱熹式的成圣路径有所怀疑 , 但至少说明他对于

理学家常说的 “睟面盎背” 、 “天人一体” 的圣贤

气象还是非常向往的 。

弘治十七年 , 王阳明返回京师 , 旋受命主持

山东乡试 。在山东期间 , 他游览了泰山 , 写下了

六首关于泰山的诗 , 气势磅礴 , 境界高远 , 同时

寄托了追求成为圣贤的迫切心情。例如古风 《泰

山高次王内翰司献韵》 中的一段:

扶舆磅礴元气钟 , 突兀半遮天地东;南衡北

恒西泰华 , 俯视伛偻谁争雄 ?人寰茫昧乍隐见 ,

雷雨初解开鸿蒙;绣壁丹梯 , 烟霏霭霨;海日初

涌 , 照耀苍翠。平麓远抱沧海湾 , 日观正与扶桑

对。听涛声之下泻;知百川之东会。天门石扇 ,

豁然中开;幽崖邃谷 , 襞积隐埋 。中有遯世之

流 , 龟潜雌伏 , 餐霞吸秀于其间 , 往往怪谲多仙

才。上有百丈之飞湍 , 悬空络石穿云而直下 , 其

源疑自青天来 。岩头肤寸出烟雾 , 须臾滂沱遍

九垓 。

这一段很有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的神韵 , 或

许是有意模仿而气势过之 。但在诗的结尾 , 却展

示了与李白不同的人生境界:

古来登封 , 七十二主;后来相效 , 纷纷如

雨。玉检金函无不为 , 只今埋没知何许 ? ……宣

尼曳杖 , 逍遥一去不复来 , 幽泉呜咽而含悲 , 群

峦拱辑如相送。俯仰宇宙 , 千载相望 , 堕山乔

岳 , 尚被其光;峻极配天 , 无敢颉颃。嗟予瞻眺

门墙外 , 何能仿佛窥室堂 ?也来攀附摄遗迹 , 三

千之下 , 不知亦许再拜占末行 。

李白宣示的是 “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 的傲岸个

性 , 而王阳明此处表达的是对孔圣门径登堂入室

的愿望。历来儒者都学孔子 , 但宋明儒理解的孔

子是具有高明境界的内圣孔子 。窥其堂室 , 才能

入圣 。这表达了阳明想成为圣贤的强烈愿望以及

找不到门径的困惑。

阳明决定要学圣贤 , 他就会检验一下自己是

否有坚持天理而生死不动于心的勇气。明武宗正

德元年 , 王阳明很清楚得罪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

刘瑾可能会丢失性命 , 但他还是坚持给皇帝上封

事 , 援救被刘瑾迫害的谏官戴铣等人 。结果是

“廷杖四十 , 既绝复苏” , 先被关进监狱 , 然后发

配到贵州龙场驿任驿丞。

阳明狱中诗共 14 首。这些诗并不见呼天抢

地屈原式的愤激 , 也不见穷途末路般的自哀自

怜 , 而是以苦作乐 , 顺天知命 。如 《读易》 :“囚

居亦何事 ?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 , 洗心见微

奥。 ……俯仰天地间 , 触目俱浩浩。箪飘有余

乐 , 此意良匪矫。” 即便是囚居 , 也怕安饱虚度 ,

于是研读 《周易》 , 穷究大道 , 俯仰之间 , 只见

天地间充满浩浩正气 。而自己生活所求无多 , 能

像颜回那样 , 有箪飘就足以自乐了 。他在出狱赴

谪之时 , 为狱友留诗:“累累囹圄间 , 讲诵未能

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 。” (《别友狱中》)

这说明他在狱中还坚持讲学 , 并回答狱友说 , 自

己之所以在枷锁之中还算平静安详 , 是因为圣人

之道让人足以精神欢愉。

从京师赴谪贵州 , 万里穷途 , 生死难卜 。阳

明在渡钱塘江时 , 一度遭遇刘瑾派出刺客的追

杀;在荒山野寺中还差点被老虎吃掉 。 “险夷原

不滞胸中 ,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

月明飞锡下天风。” (《泛海》)这是他走海路取道

福建时写下的诗句 , 说明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

外。世间万象 , 白云苍狗 , 不过浮云一样倏忽无

常 , 不变的是自己宁静的心体 , 如太虚一样长

存。他把长达一年多的赴谪险途 , 当成一次求学

访友 、欣赏奇异山水的绝佳机会。很多诗写得非

常有情韵 。如 《因雨和杜韵》 :

晚堂疎雨暗柴门 , 忽入残荷泻石盆 。万里沧

江生白发 , 几人灯火坐黄昏 ?客途最觉秋先到 ,

荒径唯怜菊尚存。却忆故园耕钓处 , 短蓑长笛下

江村 。

客途清秋 , 灯火黄昏 , 此时的阳明似乎忘记了自

己是贬谪的罪官。他想到的是 , 君子所求无多 ,

能耕能钓 , 有短蓑 、 长笛足矣 。在萍乡道中 , 他

去拜谒濂溪祠。周敦颐是他崇敬的哲人:“碧水

苍山俱过化 , 光风霁月自传神 。” (《萍乡道中谒

濂溪祠》)像濂溪一样 “光风霁月” 是他所向往

的心灵境界 。旅途中虽然也有 “天际浮云生白

发 , 林间孤月坐黄昏” (《夜宿宣风馆》)式的审

美愉悦 , 但更多的是漫漫前程的艰险和苦难:

危栈断我前 , 猛虎尾我后 。倒崖落我左 , 绝

壑临我右 。我足复荆榛 , 雨雪复纷骤。邈然思古

人 , 无闷聊自有。无闷虽足珍 , 警惕忘尔守 。君

观真宰意 , 匪薄良亦厚。(《杂诗》)

远赴贵州要翻越许多高山恶水 , 随时会遭遇不

测。虽然困苦 , 但诗人聊以自慰的是尚能做到圣

人所说的 “遯世无闷” ;而且有此心态的同时 ,

还要警惕不能搀杂道家式的消极 , 儒家的治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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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刻也不能忘记 , 这才是心灵的真宰 !也是道

学家调和出世 、 入世为一的真精神 。

王阳明归越及赴谪时期的诗歌偶或表现一种

“屡兴还屡仆 , 惴息几不免” 不能见道的焦虑。

(《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

之以五诗于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他的 “不动

于心” 仍不免有勉强硬持的痕迹 , 因此这一阶段

的诗虽然高豁而雄豪 , 然气格未能全脱浮气 。在

这之后 , 他的龙场与滁阳诗则更表现出一种精微

渊穆 、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情怀。

二

王阳明历经一年多的长途跋涉 , 千辛万苦来

到了龙场驿 , 才发觉生存环境比想象的还要糟

糕。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 , 蛇虺魍魉 ,

蛊毒瘴疠 , 与居夷人鴂舌难语 , 可通语者 , 皆中

土亡命。”[ 4] 1228初至之后 , 没有住所 , 阳明只好

范土架木 , 结成一个仅能容身的草棚。并为此赋

诗曰:

草庵不及肩 , 旅倦体方适 。开棘自成篱 , 土

阶漫无级 。迎风亦萧疏 , 漏雨易补缉。灵濑响朝

湍 , 深林凝暮色 。群僚环聚讯 , 语庞意颇质 。鹿

豖且同游 , 兹类犹人属。(《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

庵以居之》)

这是他初到时的情景 , 条件的艰苦可想而

知。更为要命的是 , 阉宦刘瑾恨意未已 , 随时都

会派人来谋害他 。阳明只好搬进荒洞 , 居以俟命

而已 。如此苦难的生活 , 没有强大的生命意志是

很难活下去的。而苦难恰恰成了他开悟成圣的契

机。他在洞中日夜端居澄默 , 感觉富贵利达等鄙

吝之念已经消去 , 疾病夷狄患难也已对他无可奈

何 , 唯有生死之念还未能摆脱 。静坐久了 , 渐觉

胸中洒洒。在一个深夜 , 他在石洞中忽然大悟

“圣人之道 , 吾性自足 ,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

也!” 这仿佛是 “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 , 不觉呼

跃 , 从者皆惊 。”
[ 4] 1229

他长期困惑于朱子所主张

的要穷尽事物之理才能入圣 , 并曾经格竹子想格

出天理来 , 而一无所获 , 还为此大病一场。此时

大悟 , 他明白了 , 圣人之道全在我的心性之中 ,

换言之 , 圣人不是无忧无虑吗 ?我就是圣人 , 圣

人就是我 。不须向外求理 , 天理在我心中;换言

之天理就是我的心灵 , 我的心灵就是天理。天理

本是空阔洁净的 , 既是本体又是道德 , 烦恼忧虑

甚至生死恐惧都不合天理 , 也不是心灵该有的东

西。有此大悟 , 他的心学思想开始浮现 , 他终于

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平心而论 , 阳

明这些观点与南宗禅很是相近 , 顿悟之间 , 我成

了佛 , 佛成了我 , 自性清静 , 永无烦恼 。但又不

同 , 佛教是遗弃事世 , 只求清心;而阳明学则是

圣人是我 , 我是圣人 , 儒家圣人是要干预世事 ,

积极进取的 , 但心灵本体却永远祥和清静。

生命作如是观 , 阳明心态一下子明亮起来 ,

发现天地万物以及人生在世是如此的美好! 他把

安身的荒洞取名为 “阳明小洞天” , 并略作收拾 ,

“营炊就岩窦 , 放榻依石垒 。穹窒旋熏塞 , 夷坎

仍洒扫。” 当然得要把带来的书籍摆放好 , 还不

忘喝上一杯表示庆祝:“卷帙漫堆列 , 樽壶动光

彩。” 并由此感叹:“夷居何所陋 , 恬淡意方在。”

(《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仿佛此时

才真正明白了孔子 “欲居九夷” 时所说的 “君子

居之 , 何陋之有” 的圣人情怀 。他为此洞写下三

首诗 , 其一曰:

童仆自相语 , 洞居颇不恶 。人力免结构 , 天

巧谢雕凿 。清泉傍厨落 , 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

偃 , 主人自愉乐。虽无棨戟荣 , 且远尘嚣聒 。但

恐霜雪凝 , 云深衣絮薄。

有这样的天然石洞聊以免去盖房之苦。清泉傍着

锅灶飞泄下来 , 洞口的薄雾形成了天然的帷幕。

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 , 在诗人的笔下竟如

此诗情画意 , 没有很高的觉悟或修养是很难超越

苦难而达此乐境的。 “但恐霜雪凝 , 云深衣絮

薄。” 生活是严酷的 , 接下来衣食也成了问题。

伴他同来的童仆病倒了 , 阳明只得亲自去砍柴

取水:

朝采山上荆 , 暮采谷中栗 。溪谷多凄风 , 霜

露沾衣湿 。采薪勿辞辛 , 昨来断薪拾。晚归阴壑

底 , 抱瓮还自汲 。薪水良独劳 , 不愧吾食力!

(《拾薪》 二首其一)

不仅砍柴担水 , 阳明还决定亲自开荒种田 , 以解

决断粮问题:

谪居屡在陈 , 从者有愠见 。山荒聊可田 , 钱

镈还易办 。夷俗多火耕 , 仿习亦颇便。及兹春未

深 , 数亩犹足佃。岂徒实口腹 ?且以理荒宴 。遗

穗及鸟雀 , 贫寡发余羡。出耒在明晨 , 山寒易霜

霰。(《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

虽然连仆人都难耐困苦 , 心生愠见 , 但阳明还是

很乐观 , 决定从明天开始 , 学习当地土人烧荒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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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他设想得很好 , 种田不仅自救 , 还能惠及鸟

雀;如有多余 , 也能接济当地孤寡百姓 。此时还

有兼济情怀 , 实为难能可贵。看来他种田的效果

不错 , 而且也摸索出了经验:

下田既宜稌 , 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 , 种

蓣须土湿 。寒多不实秀 , 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

频 , 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 , 化机还默识 。即

是参赞功 , 毋为轻嫁穑! (《观稼》)

王阳明的父亲是成化朝的状元 , 还作过弘治帝的

帝师 。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王阳明此前大概是不

知稼穑为何事的 。但从这首 《观稼》 诗看 , 他对

农业生产已是非常熟悉 , 不亲自劳动是不可能有

此老农一样深刻农业经验的。相比之下 , 陶渊明

的 “种豆南山下 , 草盛豆苗稀” 倒像是对务农不

太认真。他不只种田 , 还从种田中体会物理 , 体

会天地之生机 , 认为种田也具有参赞化育之功 ,

即 《中庸》 所说的 “赞天地之化育 , 则可以与天

地参矣” 。从种田中细细感受天人一体 、仁者化

育万物 , 由此进入一种高明的道学境界 。

阳明在龙冈与当地土人关系处得很好 , 夷人

同情他穴居潮湿 , 想帮他伐木建房 , 于是他 “欣

然趋事 , 不月而成。”[ 4] 697此时 , 远近的年轻人也

赶来向他问学。他把新建成的小庐命名为 “何

陋” 轩 , 并赋诗 《龙冈新构》 以庆新居:

谪居聊假息 , 荒秽亦须治 。凿巘薙林条 , 小

构自成趣 。开窗入远峰 , 架扉出深树。虚寨俯逶

迤 , 竹木互蒙翳 。畦蔬稍溉锄 , 花药颇杂莳 。宴

适岂专予 , 来者得同憩。轮奂非致美 , 毋令易

倾敝 。

他把新居写得如此诗情画意 , 最后还说 , 此新居

并非只为自己安适 , 也方便前来问学的后生休

息。他当起了农夫 , 也义务做起了先生 。有学生

前来问学 , 让他格外高兴 , “夷居虽异俗 , 野朴

意所眷” , “门生颇群集 , 樽斝亦时展。” (《诸生

来》)少数民族虽然与汉地风俗不同 , 但学生的

质朴让他感动 , 偶尔还和他们喝上一杯。 “云窗

卧披卷。澹泊生道真 。” (《诸生来》)劳动之余 ,

在窗下还可以读读书 。他把谪居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 。

阳明的谪居诗 , 没有对命运不公的抱怨 , 也

没有怀才不遇的悲叹 , 甚至连衣食无着 , 也写得

盎然有趣 。读来让人感觉他仿佛是消遥于田园的

羲皇上人 。其实这是因为 , 王阳明已经把人生的

痛苦消融于道学的智慧观照之中。假如他没有哲

人的智慧 , 假如他自哀自怨又自怜 , 在如此严酷

的生存环境下 , 他不一定能活着走出龙场。王阳

明有一篇散文 《瘗旅文》 , 写一位自京城贬官贵

州的吏目 , 携一子一仆 , 万里跋涉 , 路过龙场 ,

阳明曾在草篱间望见之。结果第二天 , 先是吏目

死在不远处的蜈蚣坡 , 其子和仆人在旁哭泣 , 一

两天后其子与仆陆续全死了。阳明因此写道:

“呜呼伤哉 !尔诚恋兹五斗而来 , 则益欣然就道 ,

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 , 盖不任其忧者? 夫冲

冒雾露 , 扳援崖壁 , 行万峰之顶 , 饥渴劳顿 , 筯

骨疲惫 , 而又瘴厉侵其外 , 忧郁攻其中 , 其能以

无死忧者 ?” 他总结自己赴谪两年来历尽千万磨

难 , 之所以不死 , 是因为 “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

也” 。[ 4] 952由是可知 , 正是因为他 “未尝一日之戚

戚” 的道学修养功夫才使他真正做到了 《中庸》

所说的 “素富贵行乎富贵 , 素贫贱行乎贫贱 , 素

夷狄行乎夷狄 , 素患难行乎患难 , 君子无入而不

自得也。” 这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 , 而且还活得

诗情画意 。

正德五年 , 刘瑾倒台 。王阳明的苦难生活终

于结束 , 命运出现了转机 。随后 , 他被任命为庐

陵知县。两年后又升任太仆寺少卿 , 顺道探家 ,

随后赴任至滁州 , 任务是督理马政。他在滁期

间 , 由于地僻官闲 , 于是开门授徒 , 专心讲学。

他自龙场悟道之后 , 心学已渐趋成熟 , 对弟子提

倡静坐。为什么要静坐呢 ?是因为 “世之学者如

入百戏之场 , 欢谑跳踉 、 骋奇斗巧 、 献笑争妍

者 , 四面而竞出 , 前瞻后盼 , 应接不遑 , 而耳目

眩瞀 , 精神恍惑 , 日夜遨游淹息其间 , 如病狂丧

心之人 , 莫知其家业之所归 。”
[ 4] 56
学者追名逐

利 , 内心浮躁 , 不知所守 , 所以要以静坐补小学

一段功夫 。在静坐中体会心中天理清明的感觉。

天理清明之后 , 物各付物 , 也就是按照天理去做

事 , 就能做到动亦定 , 静亦定 , 无论是动 、 静 ,

都能心定。只有 “真宰” 确定 , 思想有了定盘

针 , 才能 “与天运一般不息 , 虽酬酢万变 , 常是

从容自在 , 所谓天君泰然 , 百体从令。”[ 4] 30因此

通过静坐心悟 , 才能得大自在 , 不受心乱如麻 、

手忙脚乱之苦 。

王阳明在滁州与弟子遨游琅琊山水之间 ,

“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 , 歌声振山谷 。诸

生随地请正 , 踊跃歌舞。”
[ 4] 1236

看来弟子们在阳

明的启发下 , 都有自由自在 、天机流行的感觉。

阳明在这一时期的诗作 , 总体有两种类型 ,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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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精深渊穆的道学哲理诗 , 一类是秀雅有致的山

水诗 。总之都是他道学心态的形象表现 。即如他

的哲理诗 , 也并非质木无文 , 而是形象与思致兼

得 , 既有理趣也有诗的美感。如 《山中示诸生五

首》 其一:

　　路绝春山久废寻 , 野人扶病强登临 。同游仙

侣须乘兴 , 共探花源莫厌深 。鸣鸟游丝俱自得 ,

闲云流水亦何心 ?从前却恨索文句 , 展转支离叹

陆沉 !

以鸣鸟游丝 、 闲云流水喻心中的天理不待外求 ,

得之自然 。以 “索文句” 、 “支离” 批评朱熹理学

的不能见道 , 并暗中表明自己的心学主张。全诗

既有说理 , 又有形象 , 灵动而不板滞 , 玄奥并非

无文 。又如 《送蔡希颜三首》 其三:

何事憧憧南北行 ?望云依阙两关情 。风尘暂

息滁阳驾 , 鸥鹭还寻鉴水盟 。悟后六经无一字 ,

静余孤月湛虚明 。从知归路多相忆 , 伐木山山春

鸟鸣 。

这是一首点化朋友的道学诗。 “憧憧” 二字出自

《周易 ·咸卦》:“憧憧往来 , 朋从尔思 。” 后用来

形容人的心思不定。这里批评友人心神不定 , 既

想做官又想隐居 , 人生的方向还没有找到。而对

于见道的人来说 , 六经只不过是我心灵的注脚 ,

故说 “无一字” , 而心灵本体无论仕与隐都是如

湛清虚明的月亮一样 , 永远宁静祥和。这首诗哲

理渊深 , 而又富有情韵。

阳明在滁州及南都时期间的诗作并不全是哲

理诗 , 他的山水诗艺术成就也很高 , 表现了诗人

对自然之美的礼赞以及光风霁月般的情怀。如

“滁流亦沂水 , 童冠得几人 ?莫负咏归兴 , 溪山

正暮春。” (《山中示诸生五首》 其二)“溪边坐流

水 , 水流心共闲 。不知山月上 , 松影落衣斑。”

(《山中示诸生五首》 其五) “山色古今余王气 ,

江流天地变秋声 。” (《登阅江楼》)他把山水 、自

然写得如此之美 , 应与一般嘲花草 、弄风月的诗

人不同 , 这是他在心学的观照下 , 天地万物生机

流行的情怀外现 , 诗中虽无说理 , 但理趣已融化

为物境。他的送别诗也没有寻常诗人的伤感消

沉 , 而是具有潇洒达观 、 豪迈隽永之美:

雪里闭门十日坐 , 开门一笑忽青天 。茅檐正

好负暄日 , 客子胡为思故园 ?椿树惯经霜雪老 ,

梅花偏向岁寒妍 。琅琊春色如相忆 , 好放山阴月

下船 。(《送德观归省二首》 其一)

“开门一笑忽青天” 化用黄庭坚的名句 “出门一

笑大江横” 。诗人闭门静坐 , 静中感受天理即是

吾心 , 开门时看到青天万里 , 这又何尝不是心如

青天 、无纤毫之尘杂呢? 有此心境 , 无往而不自

得 , 即便寒冬 , 也可负暄对日;再看椿树 、 梅

花 , 在酷寒中更见生机。这也未尝不是见道之后

便能超越生命困苦的一种隐喻 。结句劝友人回到

家乡后也不要辜负大自然之良辰美景 , 应该诗意

地生活 。其它诗如 《诸用文归用子美韵为别》、

《送惟干二首》 等都写得深情绵邈 , 自然洒脱。

三

正德十一年 , 王阳明受兵部尚书王琼的推

荐 , 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 巡抚南 、 赣 、 汀 、

漳等处。朝廷任命他这个职务 , 是让他去平定江

西 、 福建等地的流寇 。临去之前 , 其友人王思舆

便对阳明弟子季本说:“阳明此行 , 必立事功。”

季本问他何以知之 , 思舆曰: “吾触之不动

矣。”[ 4] 1238 “触之不动” 也就是孟子说的 “不动

心” , 是道学家很向往的修养境界。也正是具备

沉着冷静 、能应对各种复杂事变的干才 , 王阳明

深受王琼的赏识 , 从而让他有了一次展示军事才

能的机会 。真正的儒者不仅内圣 , 还能外王 , 本

末兼该 , 这才是道学家的人生理想。阳明在江

西 , 将朝廷多年难以剿平的积寇一举荡平。他更

为辉煌的事功是镇压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 以区

区数万人打败叛军几十万 , 并活捉叛首朱宸濠 ,

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不仅如此 , 他还重视标

本兼治 , 说出那句名言 “破山中贼易 , 破心中贼

难” 。在他看来 , 军事荡平只是技术层面的 , 关

键还是要以圣人之道教化人心 , 使人知礼义廉

耻 , 以收移风易俗之效。

在赣及南征思田时期 , 王阳明的哲学进一步

成熟 。正德十六年 , 也就是他 50 岁时 , 拈出

“良知” 二字 , 以此为中心来概括阐发他全部的

哲学思想 。所谓良知 , 按阳明的说法 , 即是 “心

之本体 , 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 , 所谓良知

也。”[ 4] 1290也就是说 , 良知是心体与天理的合一。

人须要时时 “致良知” , 就要常保持一颗敬畏之

心 , “所谓敬畏者 , 非恐惧忧患之谓也 , 戒慎不

睹 、 恐惧不闻之谓耳。”[ 4] 1290圣贤无恐惧忧患之

心累 , 所恐惧的只是天理与心体不能为一 , 故时

时需有敬畏之心 , 才能保此良知 , 也才能超拔世

俗负累 , 使心灵有一种洒落的感觉 。所以阳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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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落的解释是 “君子之所谓洒落者 , 非旷荡放逸

之谓也 , 乃其心体不累于欲 , 无入而不自得之谓

耳。”[ 4] 129 1圣贤的洒落并非是道家齐是非 、 一生

死式的旷荡 , 也不是佛教 “无所住而生其心” 式

的抛除执着 , 而是坚持自己儒家理想而不动摇的

心定境界 。

这一时期王阳明的诗歌包括任职佥都御史以

后所作 “赣州诗” 36首 , 平宁王之乱及任职江

西巡抚时的 “江西诗” 120首 , 家居时的 “居越

诗” 34首 , 以及嘉靖年间平思恩 、 田州之乱时

的 “两广诗” 21 首 。这些诗歌内容很丰富 , 既

有精微深奥的道学哲理诗 , 也有表现道学情怀的

抒情状物诗 、山水诗 。

他此时作了不少道学哲理诗 , 虽然有一些缺

少形象思维 , 缺乏美感和情韵 , 但读来却意味深

长 , 发人深省 , 这样的诗也不能不谓之诗之一

格。如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

　　个个人心有仲尼 , 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

与真头面 , 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 ?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

门无口诀 , 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 , 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

前颠倒见 , 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 , 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却自

家无尽藏 , 沿门持钵效贫儿。

此诗说孔子之道即在人心中 , 不必外求 , 只要致

其良知 , 便得心之本体。人之所以心事重重 , 烦

恼缠身 , 是因为不能回归良知本体 。致良知可收

道家参同契之效 。为什么这样说呢 , 孔子所谓仁

者无忧 , 即是我的良知 , 致此良知可得长寿之

效。良知不仅是我心中的定盘针 , 也与天地万物

之根本相连结。抛弃了自家良知 , 却向外求理以

企见道 (此是批评朱熹之说), 这是颠倒错乱之

见 , 就如一个富人不知自己有财 (良知), 却去

沿门乞讨一样。全诗意在说 , 只有良知才是人的

至乐之乡 , 才能使人从世俗的悲欢中解脱出来 ,

真正成为超越的圣人 。

其它如 《示诸生三首》 、 《答人问良知二首》、

《答友人问道》 等诗 , 都是以韵语的形式解说他

的哲学思想。当然语录体散文或哲学论文也许能

更好地表现思想 , 但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也有其它

文体所没有的长处 , 那就是更易让人记住 , 也更

便于读者咀嚼回味。

另有一类哲理诗 , 并不纯粹写玄理 , 而是与

写景 、抒情 、 状物结合起来写 。相比之下 , 这类

诗诗味稍足一些 , 更具有形象性及美感 。如 《次

谦之韵》 、 《秋声》 《夜坐》 等诗 。这里举 《月夜

二首》 为例:

万里中秋月正晴 , 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

雾随风散 , 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 ,

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 , 化作均天满

太清 。

处处中秋此月明 , 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

学经千载 , 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 ,

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 , 点也虽狂得

我情 。

据阳明 《年谱》 , 此诗作于嘉靖三年的中秋节 ,

阳明在出征思田前夕 , 宴门人于天泉桥 。“中秋

月白如昼 , 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 , 门人在

侍者百余人。酒半酣 , 歌声渐动。久之 , 或投壶

聚算 , 或击鼓 , 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 , 退而

作诗 , 有 `铿然舍瑟春风里 , 点也虽狂得我情'

之句 。明日 , 诸生入谢 。先生曰:“昔者孔子在

陈 , 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 , 没溺于富贵声利之

场 , 如拘如囚 , 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 , 始

知一切俗缘 , 皆非性体 , 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

意 , 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 , 则渐有轻减世故 , 阔

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 , 其为未

得于道一也。”[ 4] 1291年谱中的这段话是对 《月夜》

诗很好的注脚 。这首诗是说 , 只要信得良知 , 就

能让人从富贵声利场中解放出来 , 外物是不能干

扰如宇宙太清般的心灵的 。阳明还非常自信自己

的良知说是圣门千年绝学 。他对郑玄及朱熹的汉

宋学都进行了批评 , 认为只需致其良知 , 便能如

孔门弟子曾点那样达到 “舞雩春风” 般的自由洒

脱之境。当然 , 阳明的自由洒脱并非遗弃世务。

入世中有出世 , 在经纶世务中以收圣贤不动心之

效 , 这才是真正的见道 、 得道 。

阳明心学并非只图一己受用 , 这样只能成为

“自了汉” , 其理论最终还要落实在治国安邦 、经

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上来 , 这毕竟是宋明道学的第

一义 。因此 , 阳明不少诗写军旅生活 , 写忧国忧

民 , 写鄙视功名富贵 , 写追求孔颜之乐 , 这些都

是道学家情怀的应有之义 。如他在赣州时所作的

《祈雨二首》 其二:

见说虔南惟苦语 , 深山毒雾长阴阴 。我来偏

遇一春旱 , 谁解挽回三日霖 ?寇盗郴阳方出掠 ,

干戈塞北还相寻。忧民无计泪空堕 , 谢病几时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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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浔 ?

他在江西平盗 , 正值大旱 , 放眼全国 , 从南到

北 , 不是有民变就是有边患 , 这使他常恨自己忧

民无计 , 治国乏术 。又如 《回军九连山道中短

述》 :

百里妖氛一战清 , 万峰雷雨洗回兵 。未能干

羽苗顽格 , 深愧壶浆父老迎 。莫倚谋攻为上策 ,

还需内治是先声 。功微不愿封侯赏 , 但乞蠲输绝

横征 。

他很快平定了南 、赣一带的盗贼 , 虽然取得了战

绩 , 也深受百姓欢迎 , 但他还是惭愧没有教化好

百姓 , 认为只有教化才能治本 , 并表达了不愿封

侯 , 只愿朝廷薄敛赋税以绝民变的愿望 。

阳明在江西平定宸濠之乱 , 是他一生中最为

惊涛骇浪的时期 。他出奇兵打败了宁王朱宸濠的

叛军 , 并活捉了宸濠 , 没想到荒唐的正德皇帝又

给自己加了一个封号 “威武大将军镇国公” , 亲

率万余人马 “奉天征讨” 。武宗听说王阳明已捉

到朱宸濠 , 正准备从南昌出发献俘 , 竟派人追还

之 , 议将朱宸濠再放回潘阳湖 , 等他自己亲与决

战 , 而后 “奏凯论功” 。王阳明对这种视国事如

儿戏的做法非常忧心 , 对皇帝的荒唐的命令也决

不服从。据其 《年谱》 :“武宗尝以威武大将军牌

遣锦衣千户追取宸濠 , 先生不肯出迎 。三司苦

劝。先生曰:`人子于父母乱命 , 若可告语 , 当

涕泣以从 , 忍从谀乎?' 不得已 , 令参随负敕同

迎以入 。有司问劳锦衣礼 , 先生曰: `止可五

金。' 锦衣怒不纳。”[ 4] 1269由此可见 , 阳明的忠孝

也不是愚忠愚孝 , 他是有原则的。不仅如此 , 太

监张忠 、 安边伯徐泰带来的京师军队已进入南

昌 , 与阳明的军队对峙 , “北军肆坐慢骂 , 或故

冲导起爨 。先生一不为动 , 务待以礼。”[ 4] 1269王

阳明在叛军决战时面临生死考验 , 没想到平叛胜

利了 , 面对昏君佞臣 , 仍忧谗畏讥 , 风险反倒更

大。此时他的道学定心法派上了用场 , 面对生死

祸患 , 他泰然处之 , 以智慧使自己转危为安。

《年谱》 言:“自经宸濠 、 忠 、 泰之变 , 益信良知

真足以忘患难。” 他遗书邹守益曰:“近来信得致

良知三字 , 真圣门正眼法藏。往年尚疑未尽 , 今

自多事以来 , 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

舵 , 平澜浅濑 , 无不如意 , 虽遇颠风逆浪 , 舵柄

在手 , 可免没溺之患矣 。”
[ 4] 1278 1279

由是可知 , 这

里的 “良知” , 不仅兼含本体与道德的涵义 , 而

且也指不搀杂个人的主观成见 , 循事物的规律以

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法 。有如此良知 , 才使他

不畏不惧 , 镇定自若 。

他的江西诗呈现出复杂的内容 , 但道学的精

神都贯穿其中 。一类诗表现忧心国事 , 有一种对

现实的无奈之感。如 《书青萍驿二首》 :

一战功成未足奇 , 亲征消息尚堪危 。边烽西

北方传警 , 民力东南已尽疲 。万里秋风嘶甲马 ,

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尔驱驰急 ?欲请回銮罢

六师 。

千里风尘一剑当 , 万山秋色送归航 。堂垂双

白虚频疏 , 门已三过有底忙 。羽檄西来秋黯黯 ,

关河北望夜苍苍。自嗟力尽螳螂臂 , 此日回天在

庙堂 。

此诗有序曰:“九月献俘北上 , 驻草萍 , 时已暮。

忽传王师已及徐淮 , 遂乘夜速发。次壁间韵纪之

二首 。” 从诗中可见王阳明对国家内忧外患忧心

如焚 , 更对皇帝视国事如儿戏有一种无奈和焦

虑。正德皇帝驻在南都 (今南京), 而张忠 、 徐

泰又日夜诋毁王阳明必反 , 以致他想去南京朝

见 , 而被权臣阻于芜湖 , 只好上九华山在草庵中

静坐等候消息 。他此时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 但

对年迈的老父仍放心不下 , 他说:“以一身蒙谤 ,

死即死耳 , 如老父何 ?” “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

而逃 , 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 。”
[ 4] 1271

他引用孟子

“窃父而逃” 的典故 , 说出了他尽忠被谤 , 尽孝

不能的困境。此时写的诗 , 多表现忧谗畏讥 、思

亲恋家 , 甚至时有隐居之想。如:

一丝无补圣明朝 , 两鬓徒看长二毛 。自识淮

阴非国士 , 由来康节是人豪 。时方多难容安枕?

事已无能欲善刀。越水东头寻旧隐 , 白云茅屋数

峰高 。(《归兴》)

尚劳车驾臣多缺 , 无补疮痍术已疎 。亲老岂

堪还远别 , 时危哪得久无书 !明朝且就君平卜 ,

要使吾心不负初。(《即事漫兴四首》 其三)

茅茨松菊别多年 , 底事寒江尚客船 !强所不

能儒作将 , 付之无奈数由天 。徒闻诸葛能兴汉 ,

未必田单解误燕。最羡渔翁闲事业 , 一竿明月一

蓑烟 。(《即事漫述四首》 其四)

莫怪乡思日夜深 , 干戈衰病两相侵 。孤肠自

信终如铁 , 众口从教尽铄金 。碧水丹山曾旧约 ,

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岁晚饶风景 , 云满清溪雪

满岑 。(《用韵答伍汝真》)

这些诗表达了阳明对时局的无奈 , 对家乡亲人的

思念 , 也表明了安之若素 、听天由命 、 希求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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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旷达人生态度 , 是可以作为诗史看的 。

虽然如此 , 阳明并不颓唐 , 而是运用智慧排

解灾难 , 济时救难之志时刻没有忘记。如 “平难

心仍在 , 扶颠力未衰” (《杨邃庵待隐园次韵》);

“欲斩蚩尤开白日 , 还排阊阖拜重瞳 。小臣谩有

澄清志 , 安得扶摇万里风 。” (《元日雾》)甚至在

困于九华山 , 时逢大旱 , 他还表达了 “吾欲鞭龙

起 , 为霖遍九州岛” (《观九华龙潭》)的雄心壮

志。他所瞧不起的是那些汲汲于富贵权势的功利

之徒 。人能摆脱升官发财的俗念 , 才能真正得到

身心的自由。他说: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 ,

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 , 浮名于我亦

何有 ?” (《重游开先寺戏题壁》), 他认为那些满

脑子利欲俗念的人其实活得很可怜:“钻求富贵

未能得 , 役精劳形骨髓枯 。竟日惶惶忧毁誉 , 终

宵惕惕防艰虞。” (《贾胡行》)即使是面对生死患

难 , 门生 、部下都为他的命运担心之时 , 他仍达

观地表示:“知者不惑仁不忧 , 君胡戚戚眉双愁?

信步行来皆坦道 , 凭天判下非人谋 。用之则行舍

即休 , 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 , 岂顾

束缚如穷囚! ……人生达命自洒落 , 忧谗避毁徒

啾啾 !” (《啾啾吟》)仁与智是良知应有之义 , 也

是人生在世真正意义上宝藏与富贵 , 有此境界才

是真正的人生坦途与潇洒 。所以他忧危患难时期

仍不忘讲学。在九华山他看到一个僧人在岩中已

静坐三年 , 感慨僧人求成佛尚且如此虔诚 , 我们

学习儒家大道为何不能如此专一呢 , 因此他作诗

教育门生 、随从:

莫怪岩僧木石居 , 吾侪真切几人如 ?经营日

夜身心外 , 剽窍穅秕齿颊余 。俗学未堪欺老衲 ,

昔贤取善及陶渔 。年来奔走成何事 ?此日斯人亦

起予 。(《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

他启发部属 、 门生应虔诚于自己的身心性命之

学 , 而不是剽窃儒经 , 作为教条和门面 。大舜曾

向陶工和渔父学习 , 我们也应该学这位入定僧人

的志坚意诚 , 而不是去追求那些功名富贵身心之

外的东西 。阳明的圣贤理想由是可见一斑。

王阳明一生的理想 , 就是要做个自觉并觉人

的圣贤 , 他讲学的兴趣超过他做官和带兵。但是

他的一生似乎总是与军事有缘 。嘉靖六年 , 已家

居的阳明被起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 征两广一带

思恩 、 田州的叛乱 。其间有 “两广诗” 21 首。

这 21首诗与以前的诗相比 , 格调更为沉郁老成 ,

境界更为阔大高远 , 义理更为成熟精深 。道学哲

理诗如:

长生徒有慕 , 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 , 悠

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 , 去道日远而。中岁忽有

觉 , 九还乃在兹。非炉亦非鼎 , 何坎复何离 。本

无终始究 , 宁有生死期? 彼哉游方士 , 诡辞反增

疑。纷然诸老翁 , 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 , 安

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 , 良知乃我师。(《长生》)

这首诗虽然以 “长生” 为题 , 其实是对他一生学

术的总结。说他中岁之前曾沉迷于学道以求长

生 , 到了中年才真正觉悟 , 认为长生不需要道教

的炉鼎丹药 , 也无需道教所说的坎离互补以结内

丹① , 只要参透本来无始无终 , 人的良知乃万物

之本体 , 与宇宙之万古清虚通为一体 , 有此识

见 , 便会了脱生死 , 超越生死 。阳明曾有一封给

陆元静的信 , 其中说: “养德 、 养身只是一事。

元静所云 `真我' 者 , 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

理 , 则神住 、 气住 、 精住 , 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

之说 , 亦在其中矣。”[ 4] 1282即是说果信得良知 ,

则养生之说亦在其中 , 根本不须去求仙求道 。

一些南征思 、田的写景抒情诗则是叙他定乱

安民的志士情怀 , 这也是道学家思想境界的应有

之义 。这些作于晚年的诗 , 沉郁顿挫 , 有老杜诗

的风味。如:

南浦重来梦里行 , 当年锋镝尚心惊 。旌旗不

动山河影 , 鼓角犹传草木声 。已闻闾阎多复业 ,

独怜饥馑未宽征。迂疏何有甘棠惠 , 惭愧香灯父

老迎 !(《南浦道中》)

一上高原感慨重 , 千山落木正无穷 。前途且

与停西日 , 此地曾经拜北风 。剑气晚横秋色净 ,

兵声寒带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 , 尚诉征求杼

轴空 。(《重登黄土脑》)

这些诗境界阔大 , 气势沉雄 , 其爱民之情 , 忧民

之心令人感动 。

再看王阳明临终前所作的 《谒伏波庙二首》:

四十年前梦里诗 , 此行天定岂人为 ?伹征敢

倚风云阵 , 所过须同时雨师 。尚喜远人知向望 ,

却惭无术救疮痍。从来胜算归廊庙 , 耻说兵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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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坎离互补以结内丹 , 是道教的一种长生修养术 , 朱熹解释说:“ 《参同契》 所言坎离 、 水火 、 龙虎 、 铅汞之属 , 只是互换其

名 , 其实只是精 、 气二者而已。精 , 水也 , 坎也 , 龙也, 汞也;气 , 水也 , 离也 , 虎也 , 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 , 结而成丹。” 参见

《文献通考·经籍考第四十八》 。



四夷 。

楼船金鼓宿乌蛮 , 鱼丽群舟夜上滩 。月绕旌

旗千嶂静 , 风传铃柝九溪寒 。荒夷未敢先声服 ,

神武由来不杀难 。想见虞廷新气象 , 两阶干羽五

云端 。

伏波庙位于广西横县 , 是为纪念汉代南征交

趾的伏波将军马援而建。王阳明早在十五岁时曾

在梦中作绝句一首 , 以咏马援南征事 , 而今他也

南征两广 , 拜谒伏波祠下 , “宛如梦中 , 兹行殆

有不偶然者。”[ 4] 797在这两首诗中 , 诗人并不以自

己的军事事功为荣 , 以杀戳平定四夷 , 毕竟不符

合儒家的理想。他惭愧于自己 “无术救疮痍” ,

不能解民于倒悬之中 , 也诉说 “神武由来不杀

难” 的迫不得已 。他期望嘉靖新朝廷要有一个新

气象 , 不要再有战争 , 而是要象 《尚书》 所说的

“舞干羽于两阶” , 亦即通过文德教化来使四夷宾

服。这才是道学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

写完这首诗一个月后 , 王阳明便因病去世于从广

西北返的舟中。

总之 , 王阳明诗歌从他 31岁时的 “归越诗”

开始 , 到他 57岁去世时结集 , 这三个阶段的诗

歌深刻反映了一个道学家的心路历程。无论是他

的抒情诗 、叙事诗 , 还是写景诗 、 说理诗 , 都是

他道学情怀的艺术表现。只有结合王阳明道学思

想的变迁过程和人生经历 , 才能捕捉他诗歌的心

路历程和生命个性 , 也才能对其诗歌表现的高远

超拔的人生境界做出准确的解读 。王阳明的诗

歌 , 反映了他求道 、 见道的艰苦过程 , 能让读者

感受到他面对苦难超越忧患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在阳明的诗中 , 看不到汲汲于个人功名富贵的庸

俗之气 , 甚至也不见杜甫式的 “朝扣富儿门 , 暮

随肥马尘” 式的可怜兮兮和自艾自怨。他的诗脱

尽世俗红尘之气 , 超拔洒脱 , 光明俊伟 , 有着巨

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 。他诗中既有深邃的智

慧 , 又有在这智慧观照下体会到的天地之生机 、

自然万象之美好。即如他的写景诗 , 看似与道学

无关 , 其实也是他道学情怀的一种审美外显 , 只

是不露痕迹而已。宋代以来 , 道学家的诗 , 多是

邵雍式的 “击壤体” , 不少就是押韵的语录或理

学讲义。而王阳明的诗 , 除一部分是 “击壤” 式

的诗歌外 , 大部分重视形象思维 , 既有唐人的诗

格韵致 , 气象空灵飞动 , 语言沉博伟丽;另一方

面又诗中有人 , 诗中有事 , 让人感受到他高远超

拔的人生哲学与生命境界 。所以他的诗兼有道学

之深奥 , 同时又兼有诗家之本色 , 其成就在当时

的诗坛上也许还超越了一味模古拟古的李梦阳 、

何景明等七子派诗人 。不仅是他的哲学独步当

时 , 对他在明代诗坛上地位也应予以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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