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4 专题

此心光明照清漳 知行合一谱新篇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明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军事家。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绍兴。王阳明一生文治武功显
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侯，谥号文成，从祀孔庙。

“知行合一”思想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精髓，也是其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
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前半生寻找人生的理
论支撑，后半生将这种理论支撑运用到实践中。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王阳
明从性体走向心体，有效化解了道心与人心的内在紧张。“心外无物”“心外无
理”……将心体理解为普遍之理与个体之心的统一，为内圣何以可能做了理论
说明，建立了系统的心性一体的一元论体系，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王阳明少年立志,认为“读书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贵州龙场悟道后，其
自认为应加强“事上磨炼”，巡抚南赣、平乱宸濠、征伐思田是王阳明一生的三
大事功，其中漳南战役就是其巡抚南赣事功的第一站，并萌发了“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的理念。

500 多年前，王阳明曾“两次半”踏入闽地，无论是谪黔途中的武夷遁迹，
还是巡抚南赣的漳南立功，或是平定宁王的赴闽闻变，福建都与其结下不解之
缘。福建因此成为王阳明经略、平乱、过化之地，惠风润泽，绵延 500 年。如今，
阳明心学更是在福建得到广泛传承、弘扬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一大批福建士子
文人。可以说，王阳明的功、德、言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阳明学与闽学、闽南
文化相融合、互促进，持续滋养着八闽儿女。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
前
世
】

无补涓埃愧圣朝，漫将投笔拟班超
——漳南战役：心学与事功的交融

立秋时节，漳州平和县城的阳明公园中庭，一群孩童
正在一座雄伟的“王阳明雕像”下欢快嬉戏。

这座王阳明立姿雕像高 8.8米，为下宽上窄呈稳固的
站立姿态，王阳明右手握“心学”卷书，象征“知”，微抬的
左手象征隐喻其“行”，雕像两侧分别镌刻《添设清平县治
疏》《再议平和县治疏》，展示王阳明“知行合一平漳南，明
德亲民添和邑”的心路历程。雕像背靠连绵青山，凝目远
眺日益繁荣的和邑大地，那里曾是他践行“知行合一”首
个检验场。

如果没有一场民变，44岁的王阳明或许还在继续四处
讲学。明正德年间，赣闽湘粤四省交界的山区，先后掀起多
股规模较大、影响甚远的山民暴乱，使得“三省骚然”，为患
一方，且危及朝廷政权。为此，时任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
才，举荐贤能。于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被
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

（州）等处地方，征讨平乱，安定一方。由此，王阳明踏上漳
州的大地，开启其文人用兵的军旅生涯。

“无补涓埃愧圣朝，漫将投笔拟班超。”正德十一年
（1516），王阳明即将赴任途中，写下了这首《龙江留别诗
卷》，诗中“戎马驱驰”“风尘兵甲”等语，表露他自比汉代
投笔从戎的班超，怀揣献身从戎、济世救民的意愿。

“事实上，这是王阳明第二次来到福建。”王阳明研究
学者、平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山梁说，王阳明一生先后

“两次半”踏入闽地，第一次是明正德二年（1507 年），赴
谪贵州龙场途中，迂道遁迹武夷；此次来漳南平定山民暴

乱是第二次入闽，其间有数月之久；还有一次是明正德十
四年（1519），奉敕赴闽勘处福州叛军，行至丰城途中，听
闻宁王朱宸濠反叛而返吉安，不辞灭宗之祸，起勤兵、平
濠乱，故称“半次”。

对于新的任命，王明阳心境颇为复杂。就“第一等
事”（成圣）的追求而言，事功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
多病之躯，前线战事复杂，压力显而易见。或许他自己也
没想到，此次之行，使其在事（经世事功）与思（哲学沉思）
的交融过程中开始新的求道与行道过程，对“第一等事”
的思考进一步趋于成熟和系统化。

巡抚南赣期间，明正德十二年(1517)一月底至四月
初，约两个多月时间，王阳明亲率 2000 名精兵入闽，进
军汀州、驻节上杭，平息漳寇，打响他建立功业的第一
仗——漳南战役，肃清了盘踞闽粤边界数十年以福建詹
师富、广东温火烧为首的山民暴乱，取得了巡抚南赣的首
战胜利。

在率兵入闽征讨的途中，面对沿途动荡的社情，百姓
的疾苦，王阳明感慨万千，写就了：“将略平生非所长，也
提戎马入汀漳。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莫倚
贰师能出塞，极知充国善平羌。疮痍到处曾无补，翻忆钟
山旧草堂”（《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诗中
表达了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渴望止兵息戈、救济苍生的
仁民爱物之情。

“‘漳南战役’一仗，是王阳明检验了其军事理论在实
战中的运用效果。平和县因此成为王阳明立功的第一站，

也可以说，在当时其巡抚的‘八府一州’中，漳州府是王阳
明立功的第一站。”张山梁说，“漳南战役”让王阳明在建
立功业上有了更多的理论自信、军事自信、指挥自信，成
为其从“五溺”（指王阳明依序沉迷于五个领域，即：任侠、
骑射、辞章、神仙与佛氏）走向“真三不朽”（集立德、立功、
立言于一身）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之后，王阳明又平定宁王之乱，扶社稷于将倾；出征
广西，平息思、田之乱，征断藤峡、八寨之贼，解苍生于倒
悬。可以说 ，巡 抚 南 赣 、平 乱 宸 濠 、征 伐 思 田 三 大 事 ，
让 王 阳 明 一 名 饱
学 之 士 展 示 了 卓
越 的 军 事 才 华 。
于 是《 明 史 》如
此 这 般 评 价 ：

“ 终 明 之 世 ，文
臣 用 兵 制 胜 ，未
有 如 守 仁 者 。”

平和县九峰镇，地处闽、粤两省的漳州、潮州、梅州三
市交界处，历来是兵家争夺的“咽喉”之地。

500 多年前，王阳明奏请添设平和县时，治所就设于
此，历时 430 年，直到 1949 年才迁到 50 公里外的小溪镇。
几经沧桑，九峰的旧县衙早已不复存在，冥冥之中似乎因
应了奏设疏文中的“添设县治，以控制巢贼；建立学校，以
移风易俗”的愿望。而尚存的文庙大成殿、城隍庙等史迹
仿佛向世人证明，九峰曾是平和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被迫无奈的山民占据了闽粤交界的众多村庄、山
头，并以此为据点建立了 45 座‘山寨’，成为动荡乱象之
区。”张山梁说，这些“山寨”，无论是到当时的饶平县城

（今饶平县三饶镇）、南靖县城（今南靖县靖城镇）、程乡县
城（今梅州市梅县区），都得有三四天的路程，成了官府

“三不管”地带。
“南靖县治僻在一隅，相离卢溪、平和、长乐等处地里

遥远，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乞于河头、中营处添
设县治，引带汀、潮，侯襟清、宁。”遥想当年，平息定乱之
后，王阳明踌躇满志，抽丝剥茧地分析了当地民众落草为

寇、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于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
二十八日，拟制《添设清平县治疏》，提出“分析里图”，割
析南靖县清宁、新安等地而添设“平和”一县，以加强社会
控制，根除“乱乱相承”之弊，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建县
240年之后的一位王阳明同乡人胡邦翰就任平和知县，感
慨而言：“漳开自唐，而风教盛于朱子。和之建始，于正德
丁丑，王姚江以平榛莽而奏置之，存神过化之道，开疆开
地之功。”

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十五日，在再度上疏《再议平
和县治疏》中，王阳明提及“照得县名须因土俗，本职奉委
亲历诸巢，询知南靖县河头等乡，俱属平河社，以此议名
平和县。”“平和”县名由此而来。500 年来，平和人始终弘
扬“和”的传统文化精髓，心平气和与人相处，和睦相助与
邻为善，做到“行旅世界，心归平和”。

漳南战役胜利后，王阳明马不停蹄，挥师回赣，在平
定横水、桶冈贼寇之后，同样上疏奏设“崇义”县。随后又
一鼓作气，来到赣粤边境九连山深处平定三浰之贼，依样
奏请添设“和平县”。可谓是：守仁崇义，人心平和；阳明智

慧，世间和平。
著 名 阳 明 学

专家、浙江省儒学
会 名 誉 会 长 吴 光
认为，王阳明在平
定福建、江西、广
东、湖广四省交界地区的匪乱之后，为安定民生、保障长
治久安而陆续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
和平三个新县，成就了其“真三不朽”的重要事功。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意识到“心”上功
夫的重要，铲除鼠窃毛贼、平定山民暴乱并不是终极目
的，真正难办的是扫除山民心中的邪念欲望。于是王阳明
以“心战为主，心战为上”的方略，用心学去破山民的“心
中贼”，“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采取觉民传道的办
法，教化民众，强化地方治理，倡导心学，振兴文教，确保
一方长治久安，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戴。

心学心灯点亮平和，开启了平和一个崭新时代，是
“自强不息生和气，厚德载物扬和风”的新时代。

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
——添设县治：心灯点亮平和

漳南战役首功、置县平和。在这里，王阳明种下一颗
“心学”的种子。明正德以后，一大批王守仁亲炙的阳明弟
子及其后学入闽任职，随地讲学，传经布道，深度影响福
建学风，更是影响了一代代福建人。

“仅嘉靖年间就有近 30 位王门学者仕宦福建，万历、
崇祯年间则是更多。”闽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福建省
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说，如巡按聂豹、参政黄宗
明、按察使邹善、提学耿定力，还有知府施邦曜、郡府推官
黄弘纲、知县何春、县邑教谕刘邦采，乃至谪戍镇海卫陈
九川、李材……他们利用在闽的政治影响力，不忘阐发王

学根本，讲授不止，一时蔚然成风，从学者声势浩大,风靡
八闽大地。

如崇祯年间执宰漳州的施邦曜则身体践行阳明心
学，力施仁政，遇旱为祷，遇饥煮粥，恤孤怜穷，扶善锄强，
治漳之功有如阳明平漳之绩,被郡民誉为“后一文成”等。

此外，一批阳明学书籍在闽刊刻或由闽人辑刊，推动
了阳明学在福建传播发展、发扬光大，甚至传播、影响到
海外。在闽重刻《传习录》、在漳首刻《阳明先生集要》，以
及闽人辑刊《居夷集》《阳明先生道学钞》……使得阳明学
在福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形成强大的学术思潮，深度影

响福建地域文化的发展。
闽南是朱子过化之地，也是阳明学的重要传播地。王

阳明及其阳明之学，影响着一大批闽南士子文人，并对闽
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
后，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
素之一。”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说。

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阳明后学：薪火传承澄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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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溪畔，柚香四溢，华灯初上
的阳明公园，柚乡百姓徜徉其间，无
不享受阳明先生奏立县治时所期盼
的“久安长治”的愿景，再一次景仰

“此心光明”的“县父”王阳明。
漳州作为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播

地和实践地，阳明学已内化成闽南文
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和组成部分。
薪火相传，不断推陈出新，漳州市以
学术研究为基础，开展弘扬阳明文化
系列活动，延续五百多年的阳明文

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为新时代
提供新滋养。

递薪传火 教泽绵长

“将多年来追寻阳明先生的心迹、足迹与
学思心得结集付
梓 ，为 的 是 激 发
更多人一同挖掘
弘扬传承阳明文
化 ，在 心 灯 照 耀
的路上有更多的
同行者。”已逾知
天命之年的张山
梁仍然乐此不疲
地 考 古 访 学 、著
述阐义。他认为，
探微索求阳明先
生不朽的思想义
理 ，即 践 行 了 知
良知、行良知。

2016 年 ，漳
州市平和县成立

王阳明研究会；2019 年 6 月，在漳州成立中国
朱子学会阳明学专业委员会；2022 年 10 月，
成立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阳明学专业委员
会……开启了系统研究阳明文化新篇章。

梳理阳明先生典籍，阐发精髓，让经典走
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了解典籍、亲近典籍，
领略典籍之美。

《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是众多阳
明著作善本中最为重要的版本之一，历经沧
桑，现存世仅有 2 部，几近孤本。2018 年，平和
县出资 45万元，影印这部古籍 500册，让这部
巨著再现漳郡和邑大地。

此后，平和县挖掘整理，陆续编著出版
了《王阳明与平和》《心灯点亮平和》

《一路心灯》《王阳明读本——“三字
经”解读本》《闽中王学研究》等多部
阳 明 文 化 论 著 ，深 度 剖 析 和 解 读 了
阳 明 文 化 ，熔 古 铸 今 ，激 活 经 典 。还
参 与 编 辑《王 阳 明 大 辞 典》（福 建
卷）；点校整理的《阳明先生道学钞》
以《福 建 阳 明 学 文 献 丛 刊》出 版 ，成
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20BZX070 的
阶段性成果。

从“远离县治，政教不及，民众罔
知法度”的穷乡僻壤，到“百年之盗可
散，数邑之民可安”的美好家园，平和
民众无不受之阳明心学的滋养。

为探索阳明先生与当地经济、政
治、文化相织的历史脉络，2015—2019

年间，平和县先后组织编纂 5 期、5000 册的
《阳明与平和》期刊。有别于精深的文史理论，
该期刊收录了包含王阳明立志思想对闽西南
华侨、王阳明社会治理思想对乡风文明建设
的影响等风趣不同的作品，在老少妇孺间广
为传播。

“王阳明是闽南人思想解放的先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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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其德、其言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福建
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侧重钻研阳明
心学与当代文化的交集、并集。他介绍说，自
2018 年起，海峡两岸及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
到漳参加阳明学术研讨活动。从最初在平和
开展的阳明心学峰会，逐渐演化成主题为“阳
明学与闽南文化”“阳明学在福建”，为的是进
一步探究阳明心学与闽南、与福建人文思想
相呼应的元素，同时延伸阳明心学传承的深
度和广度。

守正创新 续写新章

“王守仁，余姚人，号阳明，谥文成。渊源
长，琅琊王，书香传，好家声……”位于九峰镇
的平和二中校园内，有座 500 年前修建的文
庙，每日清晨传来书声琅琅，吟诵阳明先生名
篇隽语，在校园内回响不绝。

该 文 庙 建 成 于 明 正 德 十 三 年（1518），
具有典型明代梁架风格的文庙，坐北朝南，
进深三间，殿上置至圣先师孔夫子神像，正
中悬挂“万世师表”大匾。环顾这座设县之
时就落成的文化殿堂，仿若穿越时空与历
史对话。

“传承阳明先生‘兴社学、建书院、教化
启迪民众’的做法，学校成立阳明传习堂及
阳明文学社，由教师们编印阳明文化的校本
教材和期刊，组织学生参加校园阳明文化
节、经典诵读及书法行礼学习。”平和第二中
学校长杨贺铭介绍，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感怀阳明先生的孜孜教
诲，励志知行。

如今，漳州多地依托家风家训馆、乡镇图
书馆等宣传阵地，创办 22 个“阳明传习堂”，
举办传统文化讲座 200 多场，圈粉无数，受众
超过 3万人次。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于 2020 年成立王阳
明（文化）研究中心，开启了校、地共研阳明文
化模式。“积极践行‘知行合一’，既将阳明心
学融入公共必修课，又可面向社会宣讲阳明
文化，开展传习活动。”中心负责人邱添乾说
出成立研究中心的初衷。

“弘扬阳明文化，就是要让阳明文化走进
群众，入心入脑，成为治疗现代社会‘心病’的
一剂良药。”张山梁说，2016 年以来，平和县
先后建设阳明公园、王阳明廉政文化教育中
心、阳明文化遗存构件保护区等诸多传承阳
明文化载体，成为学阳明、讲阳明的重要基
地。2022 年，又在阳明公园内建设提升平和
县王阳明文化展示中心，以王阳明生平事迹
为脉络，图文并茂地展示了王阳明生平历程
以及他在福建，尤其是在平和的事迹，以此缅
怀肇建之功，纪念圣人之德，并成为多所高校
人文教育的研习基地。

重走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行迹，那恢宏古
朴的九峰城隍庙，修葺一新的平和王文成公
祠，褪尽铅华的镇海卫城门，古道万松关的天
保维垣……还有以“王阳明”命名的“阳明镇”

“阳明路”“文成中学”，无不向人们诉说着旷
世大儒的时代印记。

今年是王阳明诞辰 551 周年，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漳州市推出一系列有
力举措，传承弘扬阳明心学优秀文化成果，创
办《福建阳明学研究丛刊》，形成系列丛书，拍
摄《王阳明与平和》微电影，举办主题为“知行
合一”的阳明学学术交流活动，让阳明文化之
光薪火相传、惠泽四方。

焕发新时代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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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锦飞 杜正蓝 萧镇平

航拍阳明公园航拍阳明公园。。卢达鹏卢达鹏 摄摄

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奏设的平和县治所在地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奏设的平和县治所在地，，图为今平和县九峰镇图为今平和县九峰镇。（。（资料资料））

在平和县城的阳明公园中在平和县城的阳明公园中，，王阳明雕像两侧分别镌刻王阳明雕像两侧分别镌刻
《《添设清平县治疏添设清平县治疏》》和和《《再议平和县治疏再议平和县治疏》。》。 杜正蓝杜正蓝 摄摄

平和二中校园内平和二中校园内，，有座有座500500年前修建的文年前修建的文
庙庙，，每日清晨书声琅琅每日清晨书声琅琅。。 张志煌张志煌 摄摄

学子们在阳明传习堂内温书练字学子们在阳明传习堂内温书练字。（。（资料资料））

平和二中文庙内开设阳明传习堂平和二中文庙内开设阳明传习堂。（。（资料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