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

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

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

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

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

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

“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

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

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