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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鄂东学术据点形成探源
!

...耿定向与李贽讲学论战的文化史考察

蔡志荣

摘
!

要!晚明耿定向与李贽的讲学$交游$著书$论辩等学术活动吸引了境内外各家学派

大师汇聚鄂东#耿$李二人之论道讲学以至公开论战"掀起鄂东学术热潮#其既是鄂东学

术思想活跃之代表"亦是鄂东学术据点逐渐形成之标志#这些活动对推动晚明学术发展

以及鄂东地域文化形成均具深远影响#

关键词!鄂东%耿定向%李贽%学术据点

明中后期"在王守仁$湛若水之学的影响下"讲学已蔚成风尚"形成了多个区域性学术

中心#学术界对明代江西!

$徽州$浙江等地的学术活动关注较多"有诸多论著"而有关楚

中讲学尤其鄂东讲学的研究成果甚少#实际上"晚明在人文和经济都不是特别突出的鄂

东"在全国讲学大潮中却异军突起"成为许多士人向往$奔赴之地#究其原因"这一局面的

形成与李贽$耿定向两人在当地从事的学术活动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耿定向归乡和李贽

归隐黄麻论道讲学"最初二人心心相契到&论道相左'"以致相互攻击$叫骂"演绎一场学术

论战"轰动朝野"更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士大夫围观辩论"从而使学术圈外的鄂东学

术活动热闹非凡#从文化史视域重新审视二人在鄂东的学术活动"探讨它们对阳明学的

发展"与其它地区学术活动的呼应$对话$交流"以及对地域文化发展$社会风俗演变的影

响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晚明鄂东学术活动兴盛

王守仁$湛若水倡导讲学"宣传$完善$发展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讲学活动因

而在全国掀起#湖北地区讲学之风也日益兴盛"对此"甘鹏云在整理(湖北文征)时概括了

湖北境内讲学的盛况!

!!有明一代"讲学之风最盛"大都宗主白沙$甘泉$阳明三家
F

就湖北言之"

李承箕$李承芳$吴廷举$朱伯骥$曹瞞"源于白沙者也#何迁$余胤绪$袁国臣源

于甘泉%则白沙之再传也#蕲州二顾$黄安三耿"源于阳明者也#唐希皋师事钱

德洪#张绪师事邹守益"刘承烈师事耿天台#则阳明之再传也#李若愚师事张

甄山"则阳明之三传也#贺时泰讲学汉上"黄彦士$黄奇士$萧继忠$彭遵古$彭好

古讲学问津#皆阳明之私淑也#方汝时讲学白云洞#而旁求神仙"则阳明之别

派也#讲程朱之学者#惟李汰$欧阳东风$东白兄弟#张明道$方一凤$刘应珂$

!

台湾的吕妙芬对阳明学讲学兴盛的地区"江西吉安府$浙中$南直隶宁国府为代表进行详细研究#见吕妙芬(阳

明学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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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朱宠$詹时明数家而已#凡讲学家文字#虽义法稍疏"亦必采人#俾学者稍知讲学之流

派#其无从搜罗者从阙#*甘鹏云!(湖北文征)例言+

甘鹏云对明代湖北地区讲学的学术源流$派别及代表人物只是简略的介绍"可见湖北境内各地讲学

成风"涌现一批在学术上颇有成就和影响力的学术领袖"学术争鸣非常活跃#当时盛行的几种流派有白

沙$甘泉$阳明三家"阳明学派的再传以及程朱理学"在湖北境内都有传播#而与学术繁荣的江西接壤的

鄂东蕲黄一带"涌现一批学术大师"如黄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兄弟"蕲州顾问$顾阙兄弟"掀起一

股讲学论道热潮#章学诚评论道!

明嘉靖以还"学者多趋余姚王氏"而大湖南北"盖本泰州王艮所传"则已为别派矣#蕲黄之

间"江西接壤"新建故治"流风在人#若黄安耿氏$蕲州顾氏"皆豪杰之士"能自振起"虽兄弟家

学"不相因袭"则其得失"亦不尽由师说然也#*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
#O

+

湖北境内学术活动大多以书院为阵地#例如嘉鱼李承箕$李承芳兄弟从学于陈献章"致仕后归隐黄

公山义学书院讲学%何迁在家乡德安建吉阳书院讲学#相对来说"这些地域讲学比较分散"辐射面也较

为狭窄"而鄂东地区讲学活动则比较集中"形成以书院为阵地的学术交流网络圈#黄安耿定向$耿定理$

耿定力兄弟在天台$天窝$钓台书院讲学%蕲州顾问$顾阙兄弟在崇正$阳明书院讲学%麻城周思久$周思

敬兄弟"致仕后建辅仁书院讲学授徒%黄梅瞿九思曾在白鹿$濂溪$岳麓等著名书院主讲"巡抚御史史学

迁欣赏其才华"特建江汉书院为其讲学$著书之所%蕲州陈大中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归隐后建凤

麓书院授徒讲学等#

*民国(湖北通志)卷五十九(学校)+

#兄弟联袂$师徒延续$官员倡导讲学"一时人文蔚

起#其中创建于宋末元初黄冈问津书院沉寂二百年后复苏$兴盛"成为一个重要学术研讨中心"制定讲

学会约"形成规制#每月十五"鄂东鸿学名儒汇聚一起讲学论道"吸引了境外学术领袖邹元标$罗大弘$

焦$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等前来讲学论道"其影响可与岳麓$首善$东林等书院相提并论#

*光绪(问

津院志)卷四(讲学源流)+

鄂东人文$经济相对落后"虽然不能与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的江南"人文兴盛的京城$南京相比"然而

鄂东掀起讲学热潮具有一股强大吸引力"许多文人$硕儒前来造访"少则几天"多则几年"甚至长期定居#

鄂东学术活动兴盛"得益于两个核心人物"一是黄安理学大师耿定向%一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前者

以其官宦名声与思想地位"吸引王阳明士人与其切磋问学%后者不仅因大胆鲜明的思想引聚士人而在地

方上掀起风潮"而且凭藉个人的魅力与特质"吸引许多士人$文人与之结交论学#二人与外界学者交游

往来"尤其与当时江南$江西的学术大师密切往来"相呼应$对话$交流#例如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罗洪

先$邹元标%泰州学派的何心隐$罗汝芳%甘泉学派的冯从吾%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等纷纷前来鄂东

开展学术活动#正是因为鄂东良好的学术氛围"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自由讲学"既有王学流传"也

有湛学交融"还有东林学派"形成各家学说辩论纷呈"学术繁盛"以鄂东为中心学术据点逐渐形成#

综上"既然鄂东学术据点形成与耿$李的讲学论战关系密切"这里就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厘清#

二$耿定向$李贽在鄂东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耿定向"是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御史$巡按甘肃$督学南京等#为官期间在京城$南京等地讲学"

追随者众"是活跃在阳明后学讲学舞台上重要人物"推动明后期讲学运动"形成局部讲学复兴!

#耿氏

出了三位科举人才"是地方名门望族"耿定向的名宦硕儒身份"更在地方社会具有很高的话语权#

耿定向一生几乎可以说是传统观念中&士人'的标准范本...站在官僚系统的上层"位居庙堂心忧

天下"身处乡里谨守儒家礼教#耿定向所处时代"正是王学末流空疏异化时期"他们空谈&心性'$曲求

&良知'"耿定向力图纠正王学自身弊端"进行反思补救"以拯救王学为使命#因此"耿定向注重经世济

民"关注社会现实"认为自己的身份就是&近为乡里后生之耳目"远为四方友朋之宗依'

*耿定向!(耿天台先

生文集)卷六(与同志)+

"必须担负起教化民众$改善风土民情的社会责任#黄安一地原为荒野偏僻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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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玉芹!(耿定向讲学的影响)"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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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蜂拥"民风不醇"社会治安很差#章潢认为黄州府&民刁悍健讼难治'"麻城一地&务耕读"刁烦冲'

*章潢!(图书编)卷三十九+#他期望通过讲学推动社会教化"移风易俗#万历十七年辞官归乡热衷推行

讲学活动"与其弟耿定理$耿定力"创建天窝书院$钓台书院"召集地方士人读书$讲学"倡导道德伦理"改

进士人风尚#黄安的石林书院"有石林樵洞和石林山房"耿定向和其弟经常在此读书$著书$讲学"境内

外慕名而来游学者以明状元焦为首共
!%

人#

*光绪(黄安县志)卷一(古迹)+

耿定向深受泰州学派&百姓

日用之学'思想影响"其讲学内容面向社会民众"注重通俗易懂"意在让更多的市民阶层了解性理$心性

之学#儒家伦理道德用通俗语言讲解"普通百姓能轻易理解受其感化"从而提高地方学风"引导乡里风

俗淳化#他甚至亲自断谕兄弟争夺财产案#

*(问津院志)卷四(讲学)+

耿定向虽长期在外仕宦"仍一直关注地方社会建设"黄安原属麻城"黄安立县耿定向起到推动作用#

回乡后重新倡导乡约"开展&道俗维风'的工作#认为&昔王文成抚赣"实始创行保甲相约"盖即国初里甲

令制之意而润饰之"非有异也'#

*(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九(题黄安乡约)+

耿定向在这里将王阳明的事功与

明太祖朱元璋创制里甲制相提并论"一方面希望心学家经世致用关注地方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隐含

希望将心学融贯到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之内"证明心学亦可成为主政者经世济民的治国方略#耿

定向十分关心地方文化教育"黄冈新洲的问津书院年久失修"于是经常带着两个弟弟去书院讲学"并督

促弟子书院山长萧继忠扩建$维修书院"制定讲学会约$学规"书院维修$扩建"远近乡里子弟奔赴求学"

&邑之俊髦大半出其中焉'

*(问津院志)卷四(讲学源流)+

"成为地方教育中心#

在耿定向倡导和践行下"以讲学为主的学术活动大大促进了风俗教化"乡里一片淳美学风"文教兴

盛"人心向道#光绪(黄安县志)对此评价很高!&嘉隆之际"耿恭简倡明理学"里中因之兴起联会讲学#

闾诵巷歌"以聚文谈道为高"华竞厚营为耻#即穷檐侧陋之士"或羞对持衡%而绿林揭竿之魁"亦回心向

道#'耿定向以名宦硕儒身份讲学"在地方具有很大影响力和感召力#鄂东各州县的学者通过交友交游$

切磋论学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学术文化圈#黄安进士卢尧臣&长从耿定向游'"黄梅瞿九思&年十九谒耿

定向问(春秋)'#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瞿九思郝敬传)+

求学追随者&履恒满户外'#

*光绪(黄安县

志)卷九(艺文"天台书院记)+

耿定向归乡前已是阳明后学讲学名家"归乡后许多境外学者仍慕名到黄安与

之求学论道"有的拜访即别"有的侨寓数年#仰慕之士&如鸟投林"如川赴海"无不人人为扣两端"期于有

寤'#

*焦!(澹园集)卷三十三+

耿定向的弟子明代状元焦来此久住"还有江西知名阳明学大师何心隐$

罗汝芳$胡直$邹善$张绪$刘元卿$贺宗孔等到鄂东与之一起论道讲学#耿定向去世后"时朝廷首辅王锡

爵为其作墓志铭称赞!&隆$万间"讲席之盛"莫如麻城天台耿公--四十年来"为耿氏之学者盛天下#'

*光绪(黄安县志)卷九(艺文)+

由此可见"耿定向名气之大$门徒及追随者之多$影响之深远#黄宗羲虽认为

&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对耿定向的学术来源$宗派虽有微词争论"但不得不承认"&楚学

之盛"惟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

*(明儒学案)卷二十八(楚中王门学案)+

耿定向在湖北甚至在全国阳明学派

讲学活动中有相当影响"荆楚地区的王学"在耿定向的引领下亦渐成气候#

鄂东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学友"吸引了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李贽从
O'

岁到
(O

岁

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鄂东黄安$麻城一带生活#

李贽
'&

岁后"才开始接触王学"先后结识了耿定理$耿定向$王畿$罗汝芳$何心隐等王学名流"与他

们讲学论道"也开始积极倡导讲学#后李贽辞官归隐居住黄麻一带天窝$洞龙$龙谭书院"讲学$交游$著

书"以他为中心形成学术辐射网络#他不拘俗套"讲学不限地点和对象"有时在佛堂"如芝佛堂"有时在

山中游玩中#讲学不限对象"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一起论道探讨的不仅有文人鸿儒"也有挑夫$小贩$

僧徒$尼姑等#李贽倡导男女教育平等"男女兼收"例如其才华出众的女弟子梅澹然$梅善因等"李贽不

吝言辞给予高度赞扬"鄂东妇女求学之风因此而起#李贽认为&学问须时时拈掇"乃时时受用"纵无人

讲"亦须去寻人讲'#

*李贽!(焚书)卷二(答庄纯夫书)+

李贽认为做学问要时时与人交流$对话"从中受益"激

发灵感"激荡思想火花"因此十分热衷交游$论学"尤其是与志趣相投$心灵相通挚友论谈"经常组织讲

学$聚会#除了耿氏兄弟"他还在鄂东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求学问道师友"如麻城大族梅国桢及其子梅

之涣$梅澹园%周氏家族周思久$周思敬兄弟"以及地方名士杨定见$丘坦之$汪可受"高僧无念$怀林及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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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等#同时"在他周围汇聚了一批在晚明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如罗汝芳$汤显祖$冯梦龙"以及明代科

举状元焦"还有管东溟$潘士藻$江进之等#他们切磋学问"并且在经济上$物质上资助李贽"帮助他整

理$誊印$刊刻书稿#李贽自认深得王学之妙"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把由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之阳

明先生之学的泰州学派的狂狷肆意发扬光大#他标举&童心'说"对儒家传统经典提出质疑"在论辩与诘

问中"进一步构筑起自己的论学宗旨"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个人理路#鄂东生活这段时间正是李贽思想发

展的旺盛期"他一生中的主要著述"(焚书)$(藏书)$(续藏书)大半是居住鄂东完成的#

李贽因其大胆激昂言论$不拘俗套行迹"给鄂东学术思想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他卓尔不群的个性$独

立特立的行径$不拘流俗的言论"对鄂东士风$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

吸引了湖北士人后学的倾慕追随"沈盺(李卓吾传)记下了万历十九年李贽到武昌的盛况!&楚省士翕然

争拜门墙'"&再往白门*南京+"而焦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跟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

南北#'

!

(明史)中虽没有单独给李贽列传"只是在耿定向传中"用简短文字提到李贽"但部分事实反映

了李贽在鄂东讲学的深远影响#正是李贽离经背道"挑战主流"不畏权威"震撼传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

响"引起封建卫道者警觉"视其为&异端'$洪水猛兽#张问达写奏弹劾"夸大其词"称李贽在麻城&一境如

狂'$&惑乱人心'"李贽终因不容于世而被捕"绝望中引刃自刎#

李贽对鄂东文风影响也颇大#公安三袁慕名多次到鄂东拜访李贽"得到李贽的欣赏和教诲#李贽

的&童心说'和三袁的&性灵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三袁受李贽感召启迪"进而发展性灵之学"掀起&独抒性

灵"不拘格套'的文学革新#三袁倡导并践行文学真实表达人的情感和欲望"在晚明文坛上刮起一股清

新自然的文风#在公安派的影响下"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湖北天门"提出&真诗者"精神

所为也'"从而引领晚明文坛新潮#

三$耿定向与李贽的学术论战

耿定向与李贽最初是相交相识$情投意合的知己#李贽认为&独学难成"唯友为益'"一生云游四方

寻访志趣相合$心灵相通$共同实践的挚友$学友#李贽最初在南京见耿氏兄弟"一见如故"结下深厚情

谊"尤其是耿定力弟弟耿定理#耿定理"字子庸"海内尊称为八先生"一生无意科名"至死只是生员#耿

定理虽没有其兄官位高"但学术声望并不亚于其兄#李贽正是服膺定理而称之为师"辞官归隐黄安"希

望日夜与定理谈学论道#除几次短暂外出旅游外"在鄂东生活二十多年的时光#李贽最初很满意鄂东

归隐生活"以鄂东为人生归宿"朝夕与耿氏兄弟以及鄂东士人讲学论道"认为找到人生知己和归宿"一起

探讨$追寻生命的终极关怀#

耿李之间分歧恶化"始于耿定理英年早逝"二人学术上有争论"有耿定理从中调和#耿定理早逝"李

贽恸哭"以为失却良师益友"二人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以致公然论战"反目成敌#耿定向与李贽论战主要

焦点为&不容己'#耿定向构建&不容己'思想得到许多阳明学者认可赞同"希望进一步把王阳明良知学

纳入到纲常名教的轨道"认为&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己之仁根为宗耳'#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

三+

*(与焦弱侯)+即使是孔$孟圣人"在寻常日用与经世层面都是&不容己'来主导的#他认为世界上有

些事物是可以与时变迁$因时变化的"但道德却是万古不变的#这万古不变的道德乃是圣人之所垂示"

并将&不容己'诠释延伸"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夫此入孝出悌就是穿衣吃饭的这个"穿衣吃饭的原自

无声无臭"亦自不生不灭$极其玄妙者"人苦不著不察耳'#

*(与周柳塘)+

这一学说是对阳明&良知'学发

展"希望把良知学重新引导孔孟之道上来#

李贽公然挑战&不容己'"认为不能以孔孟的是非为是否"圣人的道德说教$礼制规范已脱离社会实

际"也不符合人性本质"失去生命力"不能指导社会实践"批驳耿定向是假道学$伪君子#他倡导&童心'"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者也#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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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李贽认为童心中没有仁义礼制"没有固定权威和教条"失去童心就失去真

心"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童心'不受国家权威和官僚体系所羁绊"弃官离家不顾礼制"行走于

民间而不拘俗套"展现较为开放$独立的态度#但后期日益倾向于狂禅$任性$自满#

耿定向作为在事功$学问方面卓有影响力的人"又是地方世家大族"有着自觉于地方风俗教化的责

任感$使命感"担心耿氏家族子弟受李贽狂狷$弃世思想影响#&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

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O

(泰州学案四)+

驱赶李贽出黄安"二人决裂#其实这场论战是晚明讲学兴起背景下的正常学术争鸣"在二

人没有完全决裂时"关于&不容己'已经展开激烈讨论#由于争论中心地带在黄麻鄂东一带"许多鄂东人

士也加入其中讨论#例如"二人共同的朋友$知己"周思久*字柳塘+是耿定向儿女亲家"与耿定力弟弟定

理经常一起讨论#&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论学"柳塘谓!1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0楚倥诮柳塘曰!

1拆篱放犬0#'

*(泰州学案四)+

周思久认为二人是&名教'与&真机'的区别"耿定理说&拆篱放犬'"彻底摆脱

名教和礼制束缚#万历十八年"李贽刊刻(焚书)"没有经过耿定向同意"把二人论战来往书信公诸世"更

是使这场论战公开化"到了险恶崩溃的边缘#由于二人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力"有些话题又是社会比较

敏感话题"激起社会强烈反应"更引起学术界$朝廷官员围观$参战以致劝解#管东溟说!&好事者--以

天台师与李卓吾之对立"引以为话柄"传唤四方#'

*管东溟!(惕苦斋集)卷二+

引起了许多服膺定向学问或地

位的人攻击"一些李贽追随者也迎合$辩论"从而鄂东学术活动显得热闹非凡"激起激烈的学术争鸣#偏

僻一隅的鄂东"吸引了晚明学术界关注#

四$耿李论战的当下意义

耿定向与李贽的论辩"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褒贬不一#有关耿定向与李贽之争"现代也有

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重新审视这场论战"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这是正常的思想

交锋和碰撞"激发学术争鸣$创新"也极大推动鄂东地域文化发展#

*一+自由的学术争鸣是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人之间的争论是王学在明末后期的发展"泰州学派内部的剧烈分化$分歧"演变的必然历程$脉

络"是王学后期演变发展的两种路径#耿定向的&不容己'和李贽的&童心说'是阳明&良知学'朝着两种

不同路径发展的表现#王阳明倡导良知学"希望唤醒每位士人的天然良知"使他们具有真诚坦荡的仁人

之心"立下做圣人的远大志向"抛弃物欲追求成为圣人#但是王阳明的理想没有实现"有许多士人崇敬

良知学而确实以此为目标"并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孜孜以救世为己任"但最终大多数人抵挡不了物欲横

流社会的现实冲击"良知学没有能够扭转社会风气"理想与现实差距太远#尤其是泰州学派&人人皆可

为圣人'之说广为传播"不仅在士人阶层传播"而且广泛流传于乡村民间#人人心中有自己的&良知'$

&圣人'"以自我为中心"是非标准无法辨别"严重威胁到作为正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耿定向作为士

大夫阶层代表"开始对讲学进行反思"由于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发展"他力图维护礼教"开始

对道德问题进行反思"注重实际"加强乡里教化"以匡扶正教为己任#而以李贽为代表要求摆脱封建纲

常道德束缚"主张追求个性解放"独立思想#黄仁宇认为二人就是属于在中国传统哲学人性善恶命题的

学术争辩#耿定向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

#只不过

李贽追求独立思想"个性解放"走向传统儒家思想的对立面并走得更远$更加超前"不能见容于世而被冠

以&异端'#

二人最终握手言和颇值得玩味#之所以言和"思想观点又能相融"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思想渊源是

一致的"殊途同归而已#二人从学术背景上看同属于心学"心学是一种思辨性的学问"思想的交流$融

汇"观点的碰撞$激荡"才会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使真理进一步显现"同时也使思想家的理解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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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荣!晚明鄂东学术据点形成探源

更加深刻#李贽持续与耿定向进行争辩"通过书信等进行讨论"争论中产生思想的火花"激发灵感"喷出

思想的火焰"李贽的几个重要思想概念"尤其是&童心'说"正是和耿定向论辩的过程中提炼出来#李贽

雄辩能力也在这场争论中得到发挥极致"他越战越勇"更加激发了自己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信念#另一

方面"对话交流中"两人的想法如波浪一波一波逐层递进相依相承#耿定向所持的&不容己'宗旨虽是李

贽批评的主要观点"但也经此一番切磋争论"给了耿定向更深入地阐述其宗旨的机会#换句话说"若没

有李贽横亘于耿定向的求道路上"则耿氏今日留下的关于&不容己'的论述恐怕便不会这么多#李贽也

认为与耿定向的辩论"更加促成和坚定了他追求个人自由的信念#多年之后"他仍把这次辩论视为生命

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论战之前"李贽学问$事功$名声远远比不上耿定向"论战之后"李贽声名远扬"

学术著作广为流传"这场论战成就了李贽学术上的辉煌"后期主要学术著作是在此间完成的"确立了其

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二+良好的学术氛围是鄂东学术繁荣的必要保障

以耿定向$李贽为首的学术领袖在鄂东倡导讲学并激烈论战"通过交友$交游"号召$凝聚鄂东士人

和境外学术大师论道问学"推动地域学术理论水平发展"鄂东已成为晚明阳明学地域性学术活动的一部

分#讲学面向社会民众开放"没有固定形式"深入乡村基层社会"社会风俗渐变"传播文化"崇道向学"鄂

东有&邹鲁遗风'#推动地方教育发展"弦歌不绝"薪火相传"人文蔚起"以致明末清初"鄂东出现人才迸

发盛况"鄂东文化圈雏形渐出#二人因&不同乃所以讲学'"展开一场学术论辩"从学术自由$学术发展

看"得益于鄂东良好的学术氛围"也是晚明思想多样性的一个例证"更是学术繁荣的表现#论战是正常

思想的交锋和碰撞"学术的争鸣"一定程度上可见鄂东是晚明思想活跃$富有创新和争鸣的地域"偏僻一

隅的鄂东成为王学研讨中心"俨然成为晚明学术新据点#成为继京城$南京之后又一个讲学胜地"学术

论坛的新学术据点"并与江南$江西讲学相呼应#

鄂东讲学论战"追求真知$自由辩论$勇于创新之精神"对当今学术研究以及地域文化发展有积极的

借鉴作用#耿李交恶后"鄂东士人并没有因李贽得罪地方权贵大族而抛弃他"仍有许多人追随其左右"

并给予经济$物质上大力资助"因此李贽得以留驻鄂东"并生活了十多年"可见鄂东士林敢于追求真知$

不畏权贵$勇于斗争的风尚#李贽后期主要著作之所以能在鄂东完成"学术思想创新之所以能达到顶

峰"一方面有不同声音与他辩论"激发了他的学术灵感%另一方面有许多赞成声音给予鼓励"使其越战越

勇#正是有这些志同道合朋友与李贽进行学术探讨"自由发表学术见解"无拘无束地进行独立学术思

维"李贽才能突破原有思想框架和思想束缚"甚至突破主流权威"有了学术创造"有不少独特见解#这种

自由讲学的风气"敢于怀疑$独立思考之精神在鄂东留存延续"尤其李贽敢于怀疑"勇于批判"独立创造"

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怀疑精神和大胆的批判精神"在鄂东地区影响深远"在之后许多思想家如熊十力$徐

复观$殷海光$闻一多$董必武$胡风等身上都鲜明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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