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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之質疑及其流弊

許珮玟 著

──以理論之探究為中心



提    要

陽明提倡良知教，成為明代學術思想的主流，王學一出，風行天下，造成天下莫不言良知，

是以吾人欲掌握明代儒學，必定先求對王門有一清楚的理解。然而，王學雖達到心學理論的高峰，

但隨之亦衍生出流弊，並引起當時以及後來學者的批評。

流弊可分為「法病」與「人病」兩大部分。思考法病的意義，實大於人病，因為找出法病，

便是有在理論源頭止弊的可能。因此找出王學在理論源頭的缺失，對治流弊便有入手處。陽明

的理論，有其不夠完滿之處，因此，後人批評王學，在本體上多從「無善無惡」一語出發。雖

然就陽明四句教來說，並不構成問題，但從教化的角度來看，確實有壞教的可能。另外，陽明

學說，為何會造成王學末流的弊病，這也是王學在理論上，有無法彌縫之處，這恐怕是陽明需

要負責的。至於在工夫上，後來的學者多回到以收斂型態的「敬」、「主靜」等工夫。因為致良

知的工夫，有發散的危險，甚至是蕩越的差失，只談超悟。更進一步說，可能因其工夫無法貞

定心體，以致流弊錯出。故後人在反省王學以及流弊的討論，多執此兩大面向展開。

在良知學之外，有儒者以其生命實踐道德，展開不同的教法。如朱子學者代表羅欽順、江門

學派的陳白沙與湛甘泉。整菴以理一分殊的思考型態，強調對事物之理的認識。白沙在靜中體悟

端倪，期有把柄在手，重視純粹的道德主體。甘泉隨處體認天理，認為格物就在以身至物，較為

重視客觀事物。若是從質疑王學以及作為王學參照的角度出發，不論是重視客觀面向，強調存在

之理，重視氣的一面，或是求心體之純粹無渣滓，都可提供王學在理論上不同的思考面向。

至於明末兩大學派，東林學與蕺山學，則可定位為「對治王學流弊而起之學」，因為彼其所

處的時代，正是流弊叢出，收拾不住的年代。故對於流弊的感受特別強烈，也據此展開其說。

東林學人，以顧憲成與高攀龍為代表，彼在儒門中，在在強調「性善」的重要性，以小心知本

作為工夫教路；另外，其強調氣節風骨，也有掃蕩明末風氣的正面意義。至於蕺山則是將陽明

致知，轉向誠意，是歸顯於密，化念還心的思考，以收斂對治陽明作為顯教可能出現的弊端。

故不論是東林學人或是蕺山，都對於如何在源頭上止弊，因其切身的體會而提出相應的說明。

總的來說，陽明學的教法，雖然導致明末流弊的出現，理論上，或有不盡善處，此是吾人

在後設討論上的求全責備，但是不因弊端的出現或是理論的不完滿，而減損陽明學的時代意義

與價值。另外，不論是甘泉、整菴站在不同系統的學問脈絡上，對王學提出質疑，或是可能的

修正，以及東林顧、高二人與蕺山，真實的面對王學的流弊，直接能夠提出救病之方，在在都

顯示出，明代儒者對時代學術的回應，以及在學思、實踐勇於承擔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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