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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一生性喜山水，其在
《即事漫述》 一诗中有“从来野兴
只山林，翠壁丹梯处处寻”之句，
吐露出其向往自然、返璞归真的心
灵世界。故乡的山水之美哺育了少
年阳明的成长，四明山亦成为其游
历、歌咏和审美的对象。明正德八
年 （1513 年） 六 月 中 旬 至 七 月
初，王阳明携道友、弟子游历四明
山，距今已 500 多年，然昔日的脚
步声仍在今天回响。王阳明在写给
道友即后来成为弟子的黄岩人黄绾
信 中 有 言 ：“ （游 历） 往 返 半 月
余”。王阳明晚年弟子钱德洪所编
撰的 《阳明先生年谱》 中亦有记
载。追述往事，当年王阳明一行四
明山之旅可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游览永乐寺，第二阶段为游
四明山。

一、师道友情：寻游
永乐寺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是阳
明先生早期的入门弟子，亦为其妹
夫。当年，其在跟随阳明先生游完
四明山后，即撰写了 《游雪窦因得
龙溪诸山记》 一文，此文真实地记
录了一行人四明山之旅的全过程。
此文中，首先交代了游山的缘由:

“阳明先生久怀雪窦之游。正德癸
酉夏，予从阳明北归，过龙泉，避
暑于清风亭。王 世 瑞 、 许 半 圭 、
蔡希颜、朱守忠偕自越来，矢遂
厥游。”以上文字，简洁地点明了
游历四明山的缘由、时间和同游
人。缘由为“阳明先生久怀雪窦
之 游 ”。 此 “ 雪 窦 ” 指 奉 化 雪 窦
山，浙东名刹雪窦寺即藏于此山
中 。 时 间 为 明 正 德 八 年 （1513
年） 夏，时阳明先生与徐爱皆因
归越省亲在余姚。永乐寺同游者
为王阳明、徐爱、蔡希颜和朱守
忠，蔡、朱二人均为山阴人，以
及王阳明道友山阴人王世瑞 （名
琥，字世瑞）、上虞人许半圭 （名
璋，字半圭）。徐爱、蔡希颜和朱
守忠均为王阳明于正德二年 （1507
年） 被贬谪贵州龙场、途经杭州时
所纳弟子。

王阳明、徐爱与其他四人在余
姚会合后，经商议，先游览距余姚
城东约三十里的龙山南麓永乐寺游
览。徐爱有 《游永乐次阳明先生
韵》 一诗可证：“放舟始寻寺，师
友兴何长。古树云萝湿，闲心夏日
凉。江流随地合，海色接天苍。宴
坐清茶罢，悠然月满廊。”从此诗
可知，阳明先生一行泛舟姚江，至
永乐寺览胜。

在王阳明一行人游永乐寺一百
六十余年后，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
亦游永乐寺，其在 《永乐寺碑记》
一文中提及阳明先生等游永乐寺之
事：“正德癸酉，阳明先生与王世
瑞、许半圭、蔡希颜、朱守忠、徐
曰仁流连信宿，赋诗于此，曰仁因
记其事。”从“流连信宿”一语可
知，阳明先生一行当年在永乐寺游
览连住了两夜。据清光绪 《慈溪县
志》 记载：“永乐寺，县 （此指慈
城） 西六十里。宋淳祐间，僧志先
建，名报慈庵。景定三年 （1262
年），请额‘永乐’，改为寺。”永
乐寺建成后，以其幽潜奇特的环
境，一时成为姚东游览胜地，骚人
墨客纷至沓来。黄宗羲在 《永乐寺

碑记》 一文中盛赞永乐寺名胜境
况，言其：“天地间清淑之气，山
水文章，交光互映。”永乐寺成为
阳明先生一行游历四明山之前站，
并非简单出游线路安排，可谓是对
永乐寺山水形胜心有所念。

二、涉水攀绝：游历
四明山

阳明先生一行在永乐寺游览两
天后继续前行，一路寻芳探幽，然
而询问登雪窦山之路而不得。正当
大家欲渡姚江进入四明山之时，因
蔡希颜生病不得不改变行程，当天
月夜趁涨潮船抵上虞通明。及至第
四天天亮时方到达上虞城 （时县城
在丰惠），蔡希颜、许半圭辞别。经
询问当地山人，获知走羊厄岭（今称

“羊额岭”）其险无比，一行人故未选
择此路进山。于是，夜越金沙岭、黄
竹岭。第五天拂晓，一行人进入四明
山 西 麓 。在 经 过 余 姚 梁 弄 汪 巷 村
时，王阳明、徐爱等即去晋访在故
里省亲、时任广东按察司佥事的汪
克章 （字叔宪，号东泉，为徐爱同
年进士）。随后，汪克章亦加入游
山行列，并陪同阳明先生一行前往
道士山观白水冲瀑布。

“白水冲”为四明山西北麓之
游览胜地，以飞瀑流泉之壮观而闻
名浙东，因瀑布下有潺湲洞，古有
白道人曾修炼于此，别名“白水
宫 ”。 黄 宗 羲 在 《四 明 山 志 · 名
胜·白水山》 条目下载：“飞瀑注
壑，奔扬滞沛，数里之内，时有雾
露沾人，所谓潺湲洞也。”王阳明
对白水冲景观情有独钟，一行人在
白水冲驻足观赏，赋诗唱和。王阳
明赋 《四明观白水》 二首，其一
言：“邑南富岩壑，白水尤奇观。
兴来每思往，十年就兹观。停驺指
绝壁，涉涧缘危蟠。百源旱方歇，
云际犹飞湍。霏霏洒林薄，漠漠凝
风寒。前闻若未惬，仰视终莫攀。
石阴暑气薄，流触溯回澜。兹游讵
盘乐，养静意所关。逝者谅如斯，
哀此岁月残。择幽虽得所，避时时
犹 难 。 刘 樊 古 方 外 ， 感 慨 有 余
叹!”此五言古体诗传达出王阳明
对白水冲奇观的眷恋之情。家乡的
山水，是王阳明生命情怀的寄托之
所，是心灵投契的港湾。与一般的
登临游览诗不同，此诗重点不在写
景，而是融理于“景”，由“景”
抒情，在动态的描述中，抒发出生
命的乐趣。

游白水冲后，一行人再次获知
走羊额岭道路险阻，便听从山人劝
告，由白水冲迂回西行转向妲溪，
越 大 岭 ， 经 下 馆 （ 今 称 “ 下
管 ”）， 直 抵 妲 溪 （今 称 “ 达
溪 ”） 溪 口 。 王 阳 明 说: “ （妲
溪） 吾远族居也。”由此可知，王
阳明十分清楚姚江秘图山王氏是从
上虞达溪徙居姚城的。一行人至钓
台山，观赏“石笋双峰”，王阳明
赋 《咏钓台石笋双峰》 一诗。中午
时分，一行人在王氏远族新居家用
午饭，主人热忱款待，宗人亦纷纷
前来问候。饭后，继续前行，逢风
景佳处驻足游览，观赏山水形胜。
循溪上，傍晚到达王氏远祖居地。
一行人登石屋，询“三龙潭”，濯
溪枕石，赋诗唱和。阳明先生道友
王世瑞嫌“妲溪”之名不雅，提议
更名“文溪”，王阳明赞同更名，
命曰“龙溪”，众人称之。如此，
达溪又有“龙溪”之别称。晚宿王

氏远族家。第六天，王世瑞乘兴向
南独往龙潭探胜，因身体不适未
成。徐爱则跟随阳明先生徐徐下
潭，顺利抵达。晚宿王氏远祖家。
第七天，过远祖祖居地。考石林、
太平诸迹。其间，王阳明中暑仍坚
持前行，而弟子朱守忠足伤，王世
瑞亦得病，两人均退出。晚宿王氏
远族家。第八天黎明，王阳明、徐
爱和汪克章等人继续向东南行走，
望走马冈。中午时分，在孔石沈氏
家用餐。本想游览“四窗岩”，因
迷路未成，而趋韩采岭，沿赤水
溪，向东行走。在前往杖锡寺途
中，王阳明赋 《杖锡道中用张宪使
韵》 一诗，有诗句“山鸟欢呼欲问
名，山花含笑似相迎”流传。暮至

“四明山心”处的杖锡寺，并在寺中
过夜。山寺寂静，王阳明披衣夜坐，
月照人清，与弟子徐爱吟诗唱和，得
佳句“晚投岩寺依云宿，静爱枫林送
雨声”（《又用曰仁韵》）。此诗传达出
王阳明洒脱畅达的心境。第九天晨，
在僧人引导下，经蜘蛛岭、徐凫岩，
中午抵达石桥。后在牧童指引下，入
雪窦寺，游隐潭，再上雪窦山千丈岩
游览。一路行来，王阳明、徐爱和汪
克章三人抵达雪窦山千丈岩。阳明
先生在雪窦山赋诗四首，即 《游雪
窦 寺 用 方 干 韵》《次 同 游 汪 东 泉
韵》《次门人徐曰仁韵》 和 《登妙
高台观石笋峰》，此四诗抒发了王
阳明“至志”“至得”的真性情。
黄宗羲编撰的 《四明山志·诗括》
中收录前三首诗。王阳明一行原打
算再往天台山览胜，后因天大旱，
见山田龟裂，顿生恻隐之心，遂不
再前往。下山至奉化萧王庙大埠，
到宁波府城后逗留数日，三人于七
月二日乘船返余姚。

三、知乐知学：惟雪
窦以致远

阳明先生一行游历四明山，前
后历时半月余。出发时为 6 人，后
汪克章加入同游；其间许半圭、蔡
希颜、朱守忠和王世瑞因故退出；
王阳明、徐爱和汪克章三人坚持到
最后。尽管王阳明在写给黄绾的信
中说：“此行相从诸友，亦微有所
得，然无大发明”，但王阳明在与
汪克章谈论游四明山之感时，意味
深长地说：“今日毕，素怀已中。
所 历 佳 胜 比 比 ， 独 不 彰 于 古 昔 ，
乃今得与二三子观焉。夫永乐诸
山，可备游观者也。四明，可居
者也。龙溪，可以避地者也，然
而 近 隘 矣 。 杖 锡 者 ， 可 以 隐 德
也 ， 然 而 几 绝 矣 。 乃 若 隐 显 无
恒，俯仰不拘，近而弗亵，远而
弗 乖 ， 可 以 致 远 ， 可 以 发 奇 者 ，
其惟雪窦乎!”此“可观、可老、
可 避 、 可 隐 、 可 致 远 ” 之 “ 五
可 ”， 乃 为 阳 明 先 生 一 行 游 永 乐
寺、四明山之精妙心语。

在游雪窦山之际，阳明有诗句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书图
看”（《次同游汪东泉韵》）。此诗
句亦传达出同游者钟情四明山水、
心观万物、体道洗心之心灵世界，
而成为明中以降四明山流风余韵的
人文印记。对今人而言，传承阳明
心学的文化精神，游学四明山，重
走阳明路，体悟“知乐知学”“非
乐非学”阳明先生游山心诀仍具有
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
研究院院长）

知乐知学：王阳明四明山之旅
黄文杰 方东华

一、王阳明游历四明
山提升四明山文化内涵

1、以诗慕贤，“文学名山”
增添光彩

四明山为文学名山，是中国
山 水 诗 派 形 成 的 重 要 空 间 场 域 。
以王谢为代表的文化家族开启诗
篇 后 ， 隋 唐 以 来 ， 李 白 、 杜 甫 、
贺知章、皮日休、陆龟蒙、刘长
卿 、 刘 禹 锡 、 骆 宾 王 等 纷 至 沓
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发出清亮的
声响。像李白 《早望海霞边》“四
明 三 千 里 ， 朝 起 赤 城 霞 ” 等 名
句，让四明山名声大振。状元诗
人 贺 知 章 以 “ 四 明 狂 客 ” 为 号 ，
玄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送其告
老还乡时的诗会，中心话题即为
四明山，玄宗赐 《送贺知章归四
明》。施肩吾将四明山寻仙访道作
为 修 身 养 性 之 重 要 方 式 ， 写 下

《同诸隐者夜登四明山》 等诗。这
种仰慕与追寻千年传承，如宋代
戴表元、明代沈明臣、明末清初
黄宗羲、清代姚燮等；王阳明一
路 行 走 ， 师 生 唱 和 ， 这 些 诗 歌
中，物趣、理趣以及禅趣自然交
融，不仅提升了四明山景观的审
美价值，也为四明山带来了多样
的文化视角。

2、以诗为教，“哲学名山”
增强底蕴

四明山是哲学名山，东晋时
为 玄 学 重 地 。 东 晋 玄 学 在 王 导 、
谢安简约政风的思想影响下，在
理 论 上 纠 正 了 西 晋 士 人 的 放 旷 ，
体现出以儒为本、以玄为辅的特
点。在佛教思想影响下，东晋玄
学老庄的守中、养中观念更加明
晰。隋唐时期，李白等人的四明
山诗歌的精神内核是阐发玄学自
由思想。南宋时代，强调独立自
主精神、强调实事实功、追求经
世 致 用 的 平 民 哲 学 浙 东 学 术 形
成，回应浙东商品经济活跃、城
市 经 济 繁 荣 、 市 民 阶 层 兴 起 的
社 会 变 革 ， 四 明 学 派 以 阐 扬 心
学 为 特 色 。 至 王 阳 明 ， 集 心 学
之 大 成 ， 提 出 了 “ 知 行 合 一 ”

“ 致 良 知 ” 等 重 大 命 题 。 阳明先
生的四明山诗歌中多次表达对魏
晋玄学的仰慕，也在山水中点化
同志传道授业，极大提升了四明
山文化内涵。

3、以诗行路，“山水之乐”
示范研学

“山水之乐”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被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爱好，彰
显出君子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
意 义 远 远 超 出 单 纯 的 旅 行 或 娱
乐。阳明先生游历四明山，前后
历 时 半 月 余 ， 涉 足 余 姚 、 慈 溪 、
上虞、鄞县、奉化等地，既有清
溪 纹 动 ， 丹 崖 拥 翠 ， 又 有 运 河
桨 声 ， 繁 华 村 镇 ， 全 面 涵 盖 了
中 国 文 化 所 追 求 的 山 水 之 乐 。
游 学 旅 程 中 ， 面 对 峻 岭 重 重 、
酷 暑 炎 炎 ， 阳 明 先 生 以 “ 知 乐
知 学 ， 孰 非 乐 非 学 也 ”， 鼓 励 同
行 无 论 面 对 山 高 水 长 ， 还 是 道
阻 且 险 ， 坚 持 才 能 获 得 真 知 灼
见 实 学 ， 领 悟 到 “ 乐 ” 的 本 质 。
一路游学，快乐歌诗，既是追慕
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也是良
知发用流行，直入圣贤境界的工
夫。

二、新时代传承与发
展四明山阳明文化的建议

1、大力实施四明山名山形象
提升工程

四明山文化山海文明兼具，历
史上众多名人接续掘发其文化意
义 ， 在 中 华 名 山 系 列 中 极 为 少
见，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特征。宁波要立
于阳明文化阐扬中华文明的大视
野 、 高 格 局 打 造 四 明 山 阳 明 文
化。一是推进四明山王阳明标识
工程。在余姚高速路口，或离高
速路较近的山头，树立大型王阳
明塑像，标示阳明故乡四明山为
中国的“心学名山”地位；以王
阳明游历路线为重点，突出标识
建设，构建“1513 圣学游学”路
线。二是推进四明山文化内涵开
拓工程。系统整理四明山相关文
献，推进四明山文化研究。以王
阳明四明山诗文为重心，联系各
代相关篇章，在相关发生地进行
艺术化展示；同时展现孙绰、施
肩吾、沈明臣、黄宗羲、姚燮等
名 家 游 线 等 ， 呈 现 四 明 山 作 为

“ 文 学 名 山 ”“ 哲 学 名 山 ” 形 象 ，
提升四明山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辨识度、传播
力、影响力。三是建设梨洲浙学
文化特色小镇。梨洲因玄学诗人
孙绰得名，为心学传人黄宗羲著
述 讲 学 之 地 ， 黄 宗 羲 故 号 “ 梨
洲”，《明夷待访录》 即具名“梨
洲老人”，其学派也称为“梨洲学
派”。梨洲浙学文化小镇以恢复明
代四明山山村风貌为重心，与山
下阳明古镇遥相呼应，重点建设
四 明 山 文 化 博 物 馆 、 姚 江 书 院

“四明分院”、浙学文化馆、四明
山道家音乐展示馆、孙绰玄学文
化园，提升黄梨洲纪念馆等，推
动四明山儒学正学高地建设。

2、着力推进四明山阳明文化
新空间建设

围绕阳明游历主线，积极拓建
阳明文化新空间，使四明山真正成
为王阳明心目中“可居、可避、可
隐、可致远”圣地。一是提升阳明
祖居地文化内涵。隐地龙潭村为王
阳明祖居地，王氏宗祠始建于南宋
时期，因山水秀丽，是隐士修身
养 性 佳 处 ， 故 有 “ 隐 地 ” 之 称 。
王阳明探寻龙溪之源至此，写下
祭文 《伯三公像赞》，并与族人商
议，有卜居之念。以“王阳明祖
居地纪念馆”为基础，结合浙东
王氏文化，建设中华家训文化教
育培训基地。二是建设阳明心谷
民宿带。以四窗岩、杖锡、雪窦
等景区为重心，以韩采岭、蜘蛛
岭等古道为纽带，修建国家登山
健身步道，建设十座阳明观景平
台、十公里阳明哲学小道，建设
集心学研学、休闲度假、运动探
险于一体的“阳明文化”主题民
宿带。三是实施阳明元素全域融
合 工 程 。 以 四 明 山 镇 、 梁 弄 镇 、
鄞江镇、溪口镇等乡镇，及余姚
柿林、奉化三十六湾、海曙李家
坑等旅游重点村，商量岗旅游度
假区、溪口国家风景名胜区、四
明 山 森 林 公 园 、 四 明 湖 湿 地 公
园、杖锡樱花公园等名园名区为
重心，将阳明文化作为打造四明
山 形 象 整 体 感 的 核 心 文 化 元 素 ，
推进旅游资源、公共服务的“微

改造、精提升”，将四明山打造成
为弘扬阳明文化的典范。

3、大力发展四明山“修心圣
地”农文旅体融合

着力将四明山区域建成为长三
角地区以阳明文化为特色，具有自
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辉映、养生养
老与度假疗养相融合、运动观光体
验与慢游慢活相配比等特色的重要
休闲旅游目的地。一是加快推进四
明山高速环线建设。四明山主要客
源为长三角自驾游群体，浒溪线被
网友称为“最美盘山公路”。但山
区道路整体等级不高，旅游旺季通
行状态较差，四明山高速不仅能快
捷连通山区城镇、景区，同时实现
宁波山海旅游通道的贯通。二是打
响“修心圣地”高品质康养旅居品
牌。四明山是大树王国、天然氧
吧，四季宜居，历史上一直被人
们视为神仙居所；山岳湖泊为宁
波提供了中国最好的饮用水源之
一，陆羽 《茶经》 称产“仙茗”。
将阳明修身修心智慧与四明山深
厚的茶文化、中药文化、宗教文
化基因相融合，组织好阳明研修
课程、路线，打造涵养光明心性
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健康养老
基 地 。 三 是 着 力 打 造 “ 活 力 阳
明”全新度假体验场景。阳明先
生曾说：“乐是心之本体”，释放
天 性 、 回 归 自 然 上 ， 阳 明 心 学 、
四明山文化精神相融相通。围绕春

“樱花季”、夏“避暑季”、秋“红
叶季”、冬“雾凇季”，大力引进文
旅项目、品牌赛事，丰富新“夜”
态，以民宿为基础产业，构建多层
次产业体系，打造高品质“国际会
客厅”。

4、着力拓展四明山阳明文化
建设格局

搭建面向全国、面向东亚、面
向世界的文化传承平台，打造融通
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向世界传递宁波作为“东亚文化之
都”的独特魅力。一是构建宁波全
域阳明特色文旅带。王阳明四明山
之旅跨越多地，终于宁波城，完整
呈现了四明大地之美。此次旅行之
前的五月，王阳明与日本遣明正使
了庵桂悟在宁波会晤，辩论佛教空
宗，阳明先生作 《送日东正使了庵
和尚归国序》，其真迹今藏于日本
三田博物馆。要将阳明游历四明山
与阳明心学东传、余姚龙泉山中天
阁讲学，以及姚江学派、阳明后学
活动融合起来，发挥宁波阳明文化
资源的比较优势。二是开展名山对
话活动。纵观阳明心学发展成熟历
程，与名山有着不解之缘。阳明先
生先后在贵州龙岗山、江西吉安青
原山、赣州通天岩、安徽滁州琅琊
山、绍兴会稽山等地或讲学或作诗
开示。以世界阳明学大会、全国阳
明史迹保护研究联盟等为平台，建
立阳明文化建设“朋友圈”，共同
探讨、挖掘、弘扬阳明学的时代价
值，不断推进阳明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做强“四明
山”阳明 IP 辐射效应。深耕上海
客 源 市 场 ， 融 入 长 三 角 “ 旅 游
圈”。发挥影视媒体的高传递性，
组织好 《阳明传》 等重大影片在四
明山取景拍摄，打出网红景点。强
化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创
新性营销，加速融合线上线下，使
四明山“养生天堂、修心圣地”形
象深入人心。

（作者单位：市文化旅游研究
院、市王阳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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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
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要立足中华
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赋
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四明山是中
华 文 化 名 山 ， 历 史 和 文 明 源 远 流
长，文化遗产丰富，代表浙学高峰
的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儒与四明山
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今年是王阳
明 带 领 弟 子 游 历 四 明 山 510 周 年 ，
深入挖掘阳明先生四明山游历文化
内 涵 ， 融 通 阳 明 文 化 、 山 水 文 化 、
宗 教 文 化 等 ， 揭 示 四 明 山 融 儒 释
道、文史哲于一体为中华文化名山
地位，切实改变四明山文化表达与
其文化含金量极不匹配的现状，对
于宁波擦亮阳明文化名片，推动四
明 山 区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 建 设 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市域样本，有着积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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