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州学派思想家王栋论!

蔡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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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栋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心斋的一传弟子，著名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贯通综合王

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与王心斋“格物之学”，提出“诚意修身说”；其政治思想为亲民思想；百姓

日用为道，觉民自任；其政治主张为严于限田、封建、肉刑、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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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 + *"&*），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

堰人。江苏省泰州市姜堰镇迎宾大道东后街 % 号

贤人祠、节孝祠，门口署“王氏宗祠”，祠内原有王

栋像，罗汝芳诗云：“雍雍其容，坦坦其胸，洙泗宗

派，桃李春风，千载一日，仰止攸同。”他与王艮同

祖先伯寿。伯寿生国祥、国瑞、国礻真，国祥、国礻真

析居安丰镇，国瑞居姜堰镇。国瑞生善卿，善卿生

德元，德元生文善，文善生氵赞（号柏林，以医术著

称，乐善好施），氵赞生栋。*"*% 年瘟疫流行，王栋

遵父命备药材施救姜堰四周。*"!. 年考中秀才，

补泰州府庠生，但是他并不视为科举的阶梯，他

说：“举业虽出身阶梯，心学实孔、曾正脉”，师从泰

州州守王臣、王阳明、王心斋，师王心斋 *" 年。

*.!% 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孙之益《 / 明儒王一

庵先生遗集 0 序》云：“心斋王先生倡道海滨，讲良

知而首重孝弟，论格物而推本修身，从游者莫不服

其教，而族弟一庵子尤信之笃，体之深。吾尝考一

庵子之行，实能孝亲友弟；诵一庵子之言，不外诚

意修身。其学深潜纯粹，其语亲切简明。其近炙

安丰（王心斋），远溯姚江（王阳明），以寻源于洙泗

（孔子），而成一代之大儒者，洵于心斋，称难兄弟

哉！（实在是与王心斋是难兄难弟，二人才德俱

佳，难分高下啊！），宜当时主讲席人有得师之庆

也。”［*］（1’*%*）*""& 年由岁贡授江西省建昌南城县训

导，主白鹿洞书院、南昌府正学书院，创太平乡等

处讲学会，*".. 年任山东泰安州训导，众人“咸称

其复亲东鲁之圣焉”。*".& 年创水东大会，建义

仓，著《会学十规》，有《一庵会语》行世，*"-* 年任

深州（今河北省深县）学正（掌教育所属生员），

*"-( 年致仕归乡时一贫如洗，乐学不倦，远近信

从纷纷前来从学，创归裁草堂，《会语续集》行世，

*"-" 年泰州州守萧景训聘他主讲泰州安定书院，

朝夕与士民论学，四方向风，并佐萧建吴陵精舍

（即崇儒祠）以祀王心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年正月 !. 日病殁。泰州人都称之为“越

中、淮 南 生 三 王 夫 子”（越 中 王 阳 明，淮 南 王 心

斋）［*］（1’*%* + *%%）当时学者称王栋为“一庵子”，“一庵

先生”。崇儒祠位于今江苏省泰州市五一路 **%
号，即今泰州学派纪念馆，已于 !### 年修葺一新，

《明儒学案》卷 (! 有《教谕王一庵先生栋》。王栋

作为泰州学派一传弟子中的佼佼者，一代大儒，学

行兼胜，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本文拟探

讨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

一、王栋的哲学思想：贯通综合王阳明

的“致良知之学”与王心斋的“格物之学”，

提出“诚意修身”说

王栋在多处谈到明翁、心翁，这是指王阳明、

王心斋。在寿命、学问、阅历，似乎比心斋稍高，在

哲学思想上，他善于综合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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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心斋的“格物之学”。王栋推崇陆象山，《一庵

学述》云：“一庵推崇象山，则‘宇宙内事，皆己分内

事’，故云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始学之要，

莫切于此。吾人直当持此‘志学’二字，为今日第

一步工夫，志不定者须责志，学不明者须辨学。所

谓‘志学’，则亦心斋所云志孔子之志，学孔子之学

也。志与意不相远，意略在前，主意立而后志趋

定，定而后能静，定字本应意诚。注云：志有定向，

亦是说主宰定也。知志学，则知与天地间人俱立

俱达。卓然自拔之谓‘立’，行无不得之谓‘达’。

人生天地间堂堂此身，完完此性，乃为世情物欲辗

转浮沉而不能卓然自拔于流俗之表，用之家邦，而

行有不得当，如天地赋予如何？知志学则须是勇

往担当，无歇手处，方是健行刚立。”［!］（"#!$% & !$’）这

确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世俗之人的有“堂堂此身，

完完此性”的大丈夫、真圣人的非凡气概出现于

世，如《明儒学案》卷 ($ 所说：“泰州之后，其人多

能以赤手搏龙蛇。”!)*+ 年他即将王阳明“致良知

说”与王心斋“淮南格物”论综合起来，“越中提出

良知要旨，教人体识；淮南指出格物把柄，教人下

手；先生合而一之。”［!］（"#!*(）他说“阳明先生提掇

‘良 知’二 字 为 学 者 用 功 口 诀，真 圣 学 要 旨 也。

⋯⋯指示人心自然灵体，与《大学》‘致知’不同。”

“先师之学，主于‘格物’”［!］（"#!*% & !*’）。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诚意修身”论：“《大学》原只以修身为本，

其所以推原（从本原上推究）至于格物，只是挨寻

追究出学问头脑，使学者得其要领，有下手处耳。

虽曰劈初（其初）下手头脑在此，却又是吾人一生

精神命脉，彻首彻尾工夫。”这阐述了修身格物方

面的宏大目标，不是一时一地的良知发现，而是推

原于格物，修身格物。“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

度（规范）天下国家之人”，“是吾人一生精神命脉，

彻首彻尾工夫”［!］（"#!*’），这要求每个人的良知之

体，（“真体”“本体”“自然灵体”）达到一生如此，格

度人间，有彻首彻尾的高工夫，“反身立本工夫，自

天子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自洪荒至于今日，无

古今一也。故夫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

陶、夔、稷、契、周召之为臣，无一不本于自成之德。

虽当苗民逆命，亦惟曰‘至诚感神’，班师自治而

已。”［!］（"#!,-）反身修德，《易·蹇》：“君子以反身修

德。”立本为圣人，他倡道的是这种反身立本工

夫，从国王到老百姓，无贵无贱，都得如此。诚如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所阐述的，王栋善于

将王守仁致良知说与王艮格物说相结合，“王栋认

为，‘先师（王艮）之学主于格物，’并且认为‘孔门

传授无非此学。’（《会语正集》）他解释格物说：‘格

物师止至善工夫，’又说：‘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

两件拆开不得。⋯⋯先师（王艮）说物有本末，言

吾身是本，格其之本，便即是应时之良知；至于事

至物来，推吾身之矩而顺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

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应时之良知；致知格物

可分拆乎？’（《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只是说，格物

与致良知本就是一个工夫，格物之本即是安身正

己，回复自己原初的良知；格物之末即是用自己的

良知来度量天下国家；所以说格物原是致知工夫，

两者是分拆不开的。这种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完

全是对王艮的格物说和良知说的进一步的发挥，

把格物与良知的两者关系从理论上更紧密的联系

在一起罢了。”［$］（"#!%+）王栋的“诚意修身”说是贯通

王守仁、王艮学说的，并提出一整套主张。

!、意是心的主宰，立本之意既诚则心有主。

“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

大抵心之精神，无时不动，故其生机不息，妙应无

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动者，所谓

意也，犹俗言‘主意’之‘意’。盖意字从心从立，中

间象形太极，圈中一点，以主宰乎其间，不著四边，

不赖依靠。人心所以能应万变而不失者，只缘立

得这主宰于心上，自能下（下，疑为“不”字形之伪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虑而知。不然，孰主

张时，孰纲维是圣、狂之所以分，只争这主宰诚不

诚耳。”［!］（"#!*-）这不仅在语义诠释学上对‘意’提出

新说，又能联系老百姓口头语言中的‘主意’，通俗

易懂地把‘意’是主宰思想意识是主观意见、本意

意念说得明彻，《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墨子·经说上》：“意、规（圆规）、圆，三也俱，可以

为法（以规、圆比喻认识手段和方法，经过实际活

动，使设想变为现实。）”王栋所说比宋明理学家有

进步，朱熹《四书章句集》“意者，心之所发也”陈淳

《北溪字义》“意者，心之所发也，有思量运用之

义。”杨简《绝四记》：“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

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亦不同于同

期刘宗周《刘子全书·语录》所说的意是先天蕴藏

于心中的，“故意蕴于心，非心之所发也。”王栋进

而提出“特诚意一言，关系总要，良知真宰，自慊不

欺。则诚意于中者，也形于外不独内充其心，宽广

而正，抑且外润其身，舒泰而修，又不能独畅于四

支（肢），而赫暄宣著（赫口亘 ./01 显赫盛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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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能忘，抑且发于事业而亲贤乐利，没世感化。

是则诚意通于修、齐，达于治、平，非止为正心之要

而已。”［!］（"#!$%）他将诚意与全社会人的正心诚意，

良知的主宰，正心修身，亲贤乐利，乃至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有密切关系，正心诚意修身是国

治世宁的础石。《论语·子路》云：“苟正其身于从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明代大儒刘

念台的弟子董 云：“距子（刘念台）辞世三十八年

得泰州王氏门人王一庵先生栋《遗集》二册读之，

内有《会语》及《诚意问答》，所言与子恰合。”（详

《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刘子全书抄述》）

&、诚意工夫在慎独，审心意苗头在念初。

王栋指出：“诚意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

名，慎则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

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作主张，

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所谓意者，

心之所发，教人审几于念动之初。⋯⋯《易大传》

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

之微，吉之先见者见”［!］（"#!’) * !’(）这阐述了由灵体

而得良知，自作主张，自裁生化，自己形成正确的

哲学主张，《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化而

裁之谓之‘变’，”自己诚意生化为君子，变化为圣

贤，而第一位的正是审几（几， ，隐微、细微的迹

象）于念初，审察心意隐微、细微变化的苗头，其说

甚是。

+、针对思想文化界痼疾，提出“诚意祛病”说。

明代思想文化界有圣贤之志的不乏其人，然

而笃行者少，口是而心非者多，王栋针对当时的痼

疾，提出“诚意祛病”说，“常人之病，莫重于好货好

色；儒者之病，莫隐于好胜好名”［!］（"#!$+）“察私防

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而先儒莫不从此进修，只

缘克己为克去己私，遂漫衍分疏而有去人欲、遏私

念、绝私意、审恶几以及防察检纷纷之说。”［!］（"#!$,）

“好色、好货、好勇三者，今时众人痼疾，学者真切

用功，必痛惩之而后可以入德。”［!］（"#!)+）这是针砭

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痼疾，提倡诚意修身，正心祛

病，不为世情物欲辗转浮沉，祛除好货好色等痼

疾，去除私欲、审察并消除恶几（恶念头的苗头）。

清初大儒李禺页《二曲集·观感录》云：“（王艮）

门人王栋曰：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然人人

皆可共学。⋯⋯天生我先师，崛起海滨，慨然独

悟，直起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

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

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

可谓天高而地厚矣。”［+］（"#&%% * &%)）王艮、王栋的学说

无疑对于启蒙运动有巨大的教益。

二、王栋的政治思想：亲民思想，百姓

日用为道，觉民自任

他在讲学中着重指出，《礼记·大学》“在明明

德”，“在亲民”，其实明哲保身，致良知，“自能应万

事合体用为一原，而内外尽皆有以包之而无遗

矣”，“民吾同胞，物吾同与，通万物为一体，而包涵

遍覆不隔藩篱矣，”“亲天下国家之民，则有曲成不

遗之仁，配地广大而无物不持载矣⋯⋯故先师又

云：‘止至善者明德亲民之诀窍，是明德亲民之大，

又以知止于至善，而后能成其大也。’”［!］（"#!$+）这是

阐述了王心斋的体用论“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

亲民思想。他在多处论述了王心斋的“百姓日用

为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此最好考验

日用工夫。一日坦荡，便坐了一日君子；一时忧

戚，便做了一时小人。”［!］（"#!-)）则要求时时处处注

重百姓日用，这是试金石。“道之显者谓之文，心

之天则谓之礼。博文是日用间人情事变，随处应

感，知行合一的工夫。”［!］（"#!--）要求达到知行合一，

随处应感的思想境界，博文，通礼都能反映出百姓

日用为道。《答友人首尾吟》诗云：“著察当观日用

民，一民还具一民真。”［!］（"#!(-）《别家乡诸友叠前

韵》诗 云：“ 认 得 反 身 真 乐 处，会 于 日 用 各 安

然。”［!］（"#!((）这是将淮南格物之学，返身正心，诚意

修身与乐学主义相融摄，而归结到一个根本点

———“百姓日用为道”。他高扬王心斋的新理念，

“天地生物之心无一息之停，故圣贤经世之怀亦无

一时之歇。孔、孟所以忄卷忄卷不忘天下，不以乱世

不可为而遂不肯为也。必如此，方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极（立心，树立行为规范；立极，树立人生

最高准则），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奴

役民众，鄙视百姓的明王朝，王栋倡明新论：“圣人

经世之功，不以时、位为轻重。今虽匹夫之贱，不

得行道济时，但各随地位为之，亦自随分而成功

业。苟得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

却 原 是 圣 贤 经 世 家 法，原 是 天 地 生 物 之

心。”［!］（"#!)$ * !)-）这是把百姓作为社会的主体，不容

贱视他们，即是匹夫匹妇可以随分（照样），成就功

业，只要思想家们坚持行道济时，经世治邦，移风

易俗，即是坚持了“圣贤经世家法”、“天地生物（生

长万物）之心。”

王栋《会语》云：“伊尹以觉民自任，既曰‘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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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又曰‘非予而谁’？可谓任之至重不容少

诿，此是实见得天生本性，万物一原，故谓之天使。

天从何处使之？以其性使之也。故从古圣贤，才

有所觉便欲觉人。孔子学不厌教不倦，通作一件

事干。凡曰‘且只了我自家’，皆是未明本性，未尝

有觉者也。伊尹可谓彻底一悟，真可以言觉矣。

伊尹之志，志乎仁；颜子之学，学乎仁。”［!］（"#!$%）王

栋指出人的天生本性，（良知之体）天性使之，只要

自己有所觉便要去觉人（启发他人，使人民觉悟），

一个人仅为个人谋利益已悖圣贤之道，他提出应

该效法古代的名相，圣哲伊尹“彻底一悟”，并“以

觉民自任”，他的宏大目标是“要将乾坤世界重新

熔铸一番，”［!］（"#!&’）以使得全社会的人都彻底觉悟

作为自己伟大的历史重任。

三、王栋的政治主张：严于限田、封建、

肉刑、里选

他指出：“王政之大端，莫要于井田、封建、肉

刑、里选四者，今皆变坏而不可复矣。然限田，可

以救不井田之失；久任，可以救不封建之失；严生

刑而宽死刑，可以救不肉刑之失；先德行而后文

艺，可以救不里选之失。”［!］（"#!&’）王栋认为，当时在

政治上有四个主要的方面，应实行四条重要的政

策：一、是土地上井田即限田，限制王公贵族宦官

豪强侵吞农田，丘氵睿（!()! * !(’$）《大学衍义补》

《总论固本之道篇》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

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

《总论朝廷之政篇》云：“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

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但是，嘉、隆年间，皇

族、官僚、豪强争相兼并土地，许多农民沦为佃户，

乃至“抛 荒 田 产，避 移 四 方”（《明 万 历 实 录》卷

+)），限田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王栋的限田说既

重申了丘氵睿《大学衍义补 ·制民之产》“于是有限

田之议，均田之制，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

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所取，

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

也，终莫若听民自便为云得也。”进而提出“限田”

是政治的四大政策之一，“王政之大端”，如果切实

推行限田的重大政策，可以化解当时农家田地无

保障的深忧，可以化解贫富异常不均的矛盾，然而

明王朝未采纳这一重大政策建议，“兼并之私愈演

愈烈，（张居正《张太岳集·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

粮足民》）”，《明史·刘瑾传》“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

馀所，畿内大扰。”二、封建，封邦建国，便于当时中

央集权，政令畅通，其实朱元璋曾主张“严立法禁，

凡遇官贪吏污蠹害百姓者，决不宽恕”，（《明太祖

实录》卷 +,）但未能一一付诸实施。王栋走过大

半个中国，又在仕宦中，他深知个中问题，所以他

提出“封建”说，“久任”以救不封建的缺失，重振纪

纲，加强中央集权，以杜私门，整饬吏治。三、严禁

肉刑，这实际上是重要的治吏之术、保障人民权益

之策，朱元璋《御制大诰·行人受赃》严禁沉滞公

文，拖延不理；巧立名目，科敛于民；⋯⋯是非不

分，冤枉下民”，肉刑，残害肉体的刑罚，对受审者

施以残酷的体罚乃至墨刑、劓刑、非刂刑、宫刑、大辟

刑，诬陷、冤枉百姓。四、里选，古代中央命令选荐

人材的制度。《张太岳集·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

粮足民》云：“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

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

以致“国匮民贫，病实在此。”王栋将“里选”列为

“王政之大端”，视为中国吏治的第一块础石，抓住

选荐官吏便抓住了吏治的根本。王栋从限田、封

建、肉刑、里选四大方面、四条对策提出了他的政

治思想。“孟子论治，如告梁惠王，先为义，利之辨

以正其心术，次为王道之陈以立其纪纲。其告齐

宣王推恩制产，滕文公性善经界与夫良臣民贼之

辨，当道志仁之说，皆是要将乾坤世界重新熔铸一

番，至今凿凿可行。”［!］（"#!&’）这是儒家的王道，仁政

学说，辨义利，正心术，推恩制产，制民之产让老百

姓有固定收入，限田划界，让老百姓有固定的土

地，宏大的目标则是“将乾坤世界重新熔铸一番。”

明代泰州学派传人周海门说：“王一庵为心斋

先生门人，见地抑何超卓，真称其为心斋门人也。

顾以名位不显，世无闻者余游宦心斋故里，始得见

其遗言而读之，因为表著于编后。”（详《圣学宗传》

卷 !,《王栋传》附周汝登《蠡测》。）李禺页《二曲集·

观感录》云：“（王艮）门人本府同知周良相、本州知

州朱簦、刑部郎中董燧、给事中聂静、文选郎中林

春登，无虑数十百人，感承传其学，传相怡导，而布

衣颜山农尤最著。”［+］（"#)%, * )%’）%- 年前，文史大师吕

思勉评论道：“传姚江之学者，当以泰州为最雄伟。

⋯⋯ 心 斋 弟 子， 著 者 为 王 一 庵、 徐 波

石。”［)］（"#!,% * !,’）王栋志在诚意正己 正 物，陶 铸 乾

坤，如果从横向比较，王栋比日本哲学家中江藤树

（!$-, * !$(,）的“诚意论”“诚者本心之实德，所谓

赤子之心，孩提之爱敬，当下不日韦 之良知，此也。

意者，凡心之实体，好恶之凝滞于物，是非之素定

于迹者，所谓适莫此也。”要早得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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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明显的媒体内容应坚决筛弃，不列入整合

后的媒体组合之内。对多种媒体课程资源按少而

精原则整合时，需要注意的前提是：适度，够用，突

出主体，强化总体优势。

通过对多种媒体资源整合的探讨，达到媒体

使用最佳化，置各种媒体于整体结构之中进行有

效的运用，对多种媒体资源进行总体设计和开发，

如此才能充分体现远程教育中多媒体教学资源的

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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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比西方哲学家法国蒙台涅（!*(( ’ !*&$）论良

心的发现，英国政论家斯威夫特（!JJI ’ !I)*）指

出人类已丧失理性，醉心于掠夺，都早一些（详孙

鼎国、李中华编《人学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 年版 () 页、!*K 页、!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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