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

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

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

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

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

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

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

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

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王守仁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

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



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

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这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即是“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

生意，静悟天机入穴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形”的“真乐”或“真

吾”状态。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

在这种“至乐”境界之中，人与“大化”流行，“逍遥”于“人生山水”之间，

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美与善相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泼的怡悦的高

度自由的精神境界。

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和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

出心、性、理三者的内涵并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等同的，并通过心性“无

善无不善”的分析，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

最后，通过对本体与工夫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四句教所内含的潜在矛盾，指

出此矛盾是心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