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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枢》生命哲学整体性剖析与建构

逄礼文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中国的生命哲学与通常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西方生命哲学）基本上是两 种 不 同 的 哲 学 体 系。道 教 哲 学

传递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完全可以称之为“生命道教”。曾慥在关注生命、兼收并蓄的态 度 下 辑 录 的 养 生 专 辑《道

枢》，其生命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对生命的整体性认识与对生命智慧的全面性涵盖。《道 枢》对 生 命 的 起 源、生 命

的存在、生命的超越有完整的理论建设，比较全面地 对 生 命 进 行 解 读 和 实 践。《道 枢》生 命 哲 学 最 深 层 的 基 础 在

于其宇宙论，其核心在于天人论，“法天象地”贯穿于 生 命 能 量 和 质 量 提 升 的 整 个 过 程。对 脏 腑 经 络 理 论 的 认 知

和把握是《道枢》以提升生命为目的之修炼体系中所 不 能 缺 少 的 生 命 物 质 基 础 理 论。而 生 命 超 越 是 一 种 过 于 理

想化的解脱意识，为生命解脱，尤其是精神解脱，提供了美妙的超越性体验。《道枢》研 究 的 视 域、深 度 有 待 开 拓，

仍然存在诸多盲点和尚未考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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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俊辉先生认为，“在关注、探讨与解释生命这一主题上，（西洋的）生命哲学界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是生 物 学 的；另

一是内在体验的。”由此，“生命哲学的主要思想及其内涵，系有：（１）认知动、植物的世界；（２）关 注 人 类 的 生 命 世 界 这 两 种”。参 见 扬 智 文 化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版陈俊辉所著《生命哲学ＶＳ．生命科学》一书第７９页。对于这两种进路、内涵，人们更倾向于将“内在体验”之 生

命哲学作为研究对象。生命哲学应该关注人类的生命世界，而不是将一切 生 命 作 为 研 究 对 象，不 是 将 所 有 生 命 纳 入 到 这 一 体 系 中 来，那 是

生命科学的研究范畴。也就是说，生命哲学辐射到所有生命时，必须以人的生命为中心，更为深层地认识自己。当然，生命哲学没 有 否 定 生

命科学之意，只是更突出人的生命意义。这样一来，西方生 命 哲 学 的 内 涵 就 明 朗 起 来。而 这 种 内 涵 在 本 质 上 与 中 国 的 生 命 哲 学 又 是 相 通

的，只是中国的生命哲学更具有其独特性。

②　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无不彰显着对人生的反思和体悟，以 自 我 为 本 位，推 及 他 人 和 社 会。中 国 哲 学 是 以 生 命 为 中 心 的，对 生

命的关注是首要的，几乎所有哲学涉及之处都是基于对生命的重视而展开的。中国的生命哲学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对生命存在、生 命 本 质、

生命意义、生命永恒都有完整的理论建设。中国哲学又是行动的哲学，以 生 命 最 圆 满 的 完 成 为 其 标 的。于 是，生 命 的 过 程 和 实 践 有 了 不 同

意义的展现，生命的层次与境界也有着种种不同。

　　中国的生命哲学与通常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 西 方 生 命 哲 学）基 本 上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哲 学 体 系。① 虽 然

皆以生命为重心，但是二者 在 研 究 进 路、研 究 指 向 上 的 差 异 却 显 示 了 哲 学 背 景 对 哲 学 发 展 的 强 大 影 响。

“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对宇宙现象与人的 生 存 原 则 的 一 种 领 悟 和 把 握，并 且 把 这 种 领 悟 与 把 握 的 基 本 精 神

贯彻于实际践履之中所形成的一门学问。”［１］其中关 于 自 我 身 心 的 认 识 与 内 省 修 养 可 视 为 生 命 哲 学。② 牟

宗三先生即指出：“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 是 我 们 所 说 的 生 命 的 学 问。

它是以生命为 它 的 对 象，主 要 的 用 心 在 于 如 何 来 调 节 我 们 的 生 命，来 运 转 我 们 的 生 命、安 顿 我 们 的 生

命。”［２］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必然要研究其生命哲学，这既是题中之义，又是 核 心 所 在。而 对 生 命 哲 学 的 研

究必然会将中国哲学的研究引入一片更加开阔、明朗、实用的境地，对于道教 生 命 哲 学 的 研 究 即 是 不 可 缺

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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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哲学最为 基 本 的 是：“以 人 生 哲 学 为 主，以 宇 宙 本 体 论 为 辅，以 个 人 为 本 位，追 求 个 体 生 命 的 永 恒

性。”［３］道教的基本宗旨概括而言就是：“延年益寿、羽化登仙”。这完全是强烈生命意识的宗教追求，并且，道教

哲学自觉地运用象征符号传递着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因此，将道教称为“生命道教”，恰如其分。《道枢》广辑

南宋以前道教炼养之作，以生命为旨归，其中的生命哲学体系是完备的。① 恰如《道藏提要》所言：“《道枢》堪称

南宋前道教修炼方术之百科全书”。［４］《道枢》的哲学思想、养生理论、修炼功法皆以关注人的生命为中心，其宏

厚的生命智慧为生命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既有对生命的认识，又有对生命的理想。

以生命哲学为视阈，即是以《道枢》为范本，整体把握南宋前道教生命哲学之概况。

一、《道枢》生命哲学纲要

道教自创立伊始，便深藏生命 哲 学 的 观 念。随 着 道 教 的 发 展，随 着 道 家、道 教 学 说“内 化”的 趋 势，关

于人自身内在化的生命哲学必然最终系统、成熟地出现。“形上学的思考与 深 入 的 宗 教 体 验 在 五 代、北 宋

初期，终于凝成了道教以性命双修为特征的生命哲学。显然，这种学说乃以 生 命 观 念，更 确 切 地 说 以 生 命

理性为基础，因而它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是与这个基础相关的。然而，一旦 生 命 哲 学 形 成 了，就 意 味 着 道

教理论的成熟，它不仅有了本体存在论、人体修炼论，还有了宗教思想境界论，每 个 方 面 都 能 圆 融 无 碍，自

成其说，三个方面又融作一体，自性俱足，不假外求。”［５］道教生命哲学的指向 非 常 明 显，就 是 本 体 论、人 体

修炼论、境界论。

（一）本体论：生命的起源与整体性

《道枢》生命哲学最深层的基础 在 于 其 宇 宙 论，这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逻 辑 起 点。而 其 核 心 则 在 于 天 人 论，

是不可或缺的指导原则。即 是 在 宇 宙 生 成 论 的 奠 基 与 天 人 论 的 轮 廓 支 撑 下，《道 枢》生 命 哲 学 才 成 为 可

能，具有了完整的体系。

《道枢》对“道”的认识渊源自先秦道家的宇宙发生观。其中，仅对《老子》第 四 十 二 章 之“道 生 一，一 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直接阐发至少就有十二处之多。“道”被视为宇宙万物之 本，是 最 高 实 在，人 与 万

物皆由“道”所衍生。“夫道者，能生天生地、神 鬼 神 帝 者 也。”［６］７６０“夫 道 生 天 地，而 人 亦 道 之 所 生 也。”［６］６７３

由天道而下贯到人道中来。“道”的本原性及其创生力确立下来了。“道”在创 生 万 物 时，其 发 生 过 程 有 着

独特的“一、二、三”的顺序性，而 且 是“五 太 相 生，在 物 之 先”。［６］６２４在 万 物 生 成 之 前，“道”的 衍 生 就 已 经 历

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 极，这 便 把 易 学 的 思 想 也 容 纳 了 进 来。“为 回 答 天 地 万 物 的 最 初 根 源 问 题，

《易纬·钩命诀》用‘五气渐变，是为五运’来 认 定 天 地 万 物 的 最 初 根 源 是‘气’，是 不 断 生 生 的、演 化 中 的

‘气’”。［７］《系辞上传》讲“生生之 谓 易”［８］５０３的 阴 阳 气 化 流 行 观，其 提 法 是“《易》有 太 极，是 生 两 仪，两 仪 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８］５１９“太极”被易学家看作是宇宙的最初本原，是 阴 阳 未 分 的 本 然 状 态，“两 仪”则 是 从

“太极”分化出来的阴阳二气。道家、道教 的 本 原 论 同 样 也 属 于 宇 宙 生 成 论。而 且，“气”在 宇 宙 生 成 的 过

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道 枢》中，“气”往 往 等 同 于“道”。② “气 者，道 也。”“道 生 一 者，太 空 之 一

①

②

总体而言，学界对《道枢》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集中于综论性介绍和考据成果。对于《道枢》思想内涵方面的发掘，暂时没有投

入太多关注，成果也不多，不但没有专著，就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凤毛麟角。以生命哲学为视阈，先进行整体性研究，不但有其价值意义，而且

进展起来也会比较容易，还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石。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研究《道枢》不仅仅是一个新的视角，更是《道枢》本身对学术研

究的呼唤。《道枢》的生命意识是由内而外的信息传递。首先，是道教的宗教信仰、宗教体验不断激励着道教生命哲学的前进。其次，《道枢》生命

哲学所散发和带动的生命智慧，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都是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和行动指南。应该尽可能地攫取《道枢》中的生命精神，用以

认识生命、完善生命。
“道”“气”是中国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是不可以简单地加以等同的。那 么，在《道 枢》中，“道”为 什 么 与“气”等 同 呢？ 可 以 从 三 个

方面对“气者，道也”进行理解。其一，“气”根源于“道”，“道”为 本。其 二，这 是 一 种“道”“气”不 二 思 想。其 三，“道”“气”连 起 来 讲，是 从

“道”生“气”的气化流行宇宙观这个角度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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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也。万物与人，其生因乎一气者也，其死归乎一气者也”。［６］７２３这样，“道”的 创 生 力 就 体 现 为“气”“元 气”

的创生力了。“道生一”，“一”就是“气”。在“道”与“气”的关系中，创生力的根本仍然在于“道”，“气”的 创

生力实际上是“道”之创生力的衍生和体现。

《道枢》中的“道”具有绝对性、规律性，它不仅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更内 在 于 万 物 之 中。万 物 时 时 刻 刻

都离不开“道”，“道”是 万 物 发 展 变 化 的 生 机 和 动 力。“道”无 处 不 在 的 玄 妙 则 更 具“本 体 论”色 彩，这 是

“道”的哲学特色。“人在道之中者也，道 在 人 之 中 者 也，鱼 在 水 之 中 者 也，水 在 鱼 之 中 者 也。道 去 则 人 斯

死矣，水涸则鱼斯终 矣”。［６］６２２“道”在 人 身 中，与 人 的 心、性 联 系 最 为 密 切。“古 先 至 人，教 人 修 道 即 修 心

也”。［６］８１６心通同于“道”，以“道”指引生命，以生命成 就“道”，“道”成 为 可 以 体 验 的。它 体 现 在 人 身 之 中，

其实也是人“通”于“道”、“复归”于“道”的途径，“道”引导生命与之同一律动。

在《道枢》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论 述 并 非 仅 局 限 于 宇 宙 论 层 面 的 直 接 论 述。在 其 他 方 面，不 但 以 其 为

哲学背景，更从天到人，以其为指导原 则。从 生 命 整 体 性 出 发，关 注 人 的 生 命，其 着 力 点 并 不 在 于 对 外 部

宇宙进行准确认识，而在于说明天与人是 同 源、同 构、同 感 的 生 命 整 体。天、地、人 均 由“道”所 生、禀“气”

而成，在本原上一体不二，具有同一性。不 仅 如 此，天 人 起 源 还 有 同 一 生 成 程 序，个 体 生 命 的 发 生 亦 与 天

相似。天与人的这种关系进一步 决 定 了 天 人 之 间 互 象 互 应。“天 地 至 大 者 也，人 身 至 小 者 也。”［６］７７８人 的

生命物质组成都可以在天地自然中找到对应，且结 构 相 似。天 地 有 四 时 五 方 等 时 空 序 列，人 的 生 命 必 然

也是应时应方的。“人何以肖天地欤？正阳子曰：吾之目，其日月也。吾之 肠 胃，其 湖 海 也。吾 之 喜 怒，其

阴霁也。吾之鼻颡，其五岳也。吾之 呼 吸，其 雷 霆 也。吾 之 五 藏，其 五 行 也……吾 之 生 死，其 天 地 之 返 覆

也。夫能测天地之机，吾可以等其久矣。”［６］６３７

“法天象地”①贯穿生命提升的整个过程、各个环 节，起 着 模 式 和 机 制 的 作 用。在《道 枢》中，各 种 提 升

生命能量和质量的修炼方技，特别是内丹，都是在“法天象地”的原则性指导 下 进 行 的。它 们 在 操 作 理 念、

具体操作程序上虽有不同，但是都要求 遵 循 天 地 自 然 法 则，按 照 天 地、日 月、四 时 五 方 等 的 规 律 与 特 点 行

法，以达到长生延命甚至羽化登仙之效果。“天地以日月为用者也，人以荣 卫 为 用 者 也。人 之 用 能 与 外 之

日月不差，则寿同天地矣”。［６］６９３可见“法 天 象 地”在 修 炼 中 是 何 等 之 重 要。借 日 月 交 出、寒 暑 更 替 之 天 符

而窥知生命提升之进退、法程，这种思想有着实践基础，并在实践中处处体现。在 生 命 的 提 升 过 程 中，“法

天象地”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 体 系，反 映 了 其 内 在 的 宇 宙 意 识。在 这 个 体 系 中，阴 阳 应 象、五 行 比

类等也是题中之义，是内在的，不可忽视的。② 它们不可离分、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整体性生命。

真正做到“法天象地”，就必须遵 守 阴 阳 运 动 之 规 律，并 以 其 为 法 则，在 整 体 生 命 观 念 下 控 制、提 升 个

体生命。“阴阳者，有四交四合。曰阳交 阴，曰 阴 交 阳，曰 阳 交 阳，曰 阴 交 阴；曰 阴 合 阳，曰 阳 合 阴，曰 阴 合

阴，曰阳合阳。应乎天地之八节、日月之八候者也。”［６］８１５阴阳是“道”之 用，阴 阳 之“交 合”即 是“造 化”。阴

阳不仅是人应该效法、遵循的规律，还 是 贯 穿 天 地 自 然 与 生 命 内 外 的 属 性 表 现。“养 阳 者 不 当 在 乎 春 夏，

所以养之者，以其气在于 心 与 肝 也。养 阴 者 不 当 在 乎 秋 冬，所 以 养 之 者，以 其 气 在 于 肾 与 肺 也。夏 至 之

后，真汞积于绛宫；冬至之后，真铅积于丹田。”［６］８１４也就是说，不 同 的 时 间 有 不 同 的 阴 阳 属 性，生 命 形 体 亦

包含并体现着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阴阳。人的身体应该 根 据 阴 阳 之 变 换 而 进 行 调 适、修 养，以 提 升 个 体 生

命能量。八卦、六十四卦是对阴阳思想的 深 化，卦 象 再 配 以 不 同 的 方 位、时 间（十 天 干、十 二 地 支、二 十 四

节气、十二月等），以表示阴阳二气对待消 长 与 人 体 气 血 盈 虚 等 的 对 应 关 系，而 且 更 能 够 对 生 命 与 自 然 的

①

②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天象地”是指人身为天地之缩影，即人身小天地，而天地 也 可 看 作

人身之放大，即天地大人身，所谓“天法象我，我法象天”。

阴阳与五行关联在一起，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说广为流行，被秦汉道家、儒 家 和 神 仙 方 士 以 及

后世道教所吸取。在《道枢》中，虽然二者理论上各有侧重，但皆以取象比类为旨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交互补、相容相通，俱位于生 命 整

体性的视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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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性、一致性、稳定性进行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复杂的表述方式成为 人 们 提 升 生 命 实 践 活 动 中 对

时空序列、修炼阶层等进行系统解说的 语 系，或 者 说 是 内 涵 深 刻 的 语 言 符 号。《道 枢》对 于 提 升 生 命 的 修

炼方技多有介绍，这些修炼方技阶层多且程序繁杂，而这种语系确实助益良多。

“道莫大乎五行。”［６］７６３《道枢》非常 重 视 五 行 理 论，尤 其 在 以 内 丹 修 炼 为 内 核 的 篇 章 中 更 甚。这 主 要

是因为《道枢》生命哲学在提升生命能量与质量，尤其是超越生命之界限方面，不 仅 有 着 哲 学 层 面 的 支 撑，

在技术层面更是多有论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五行 颠 倒 相 生 理 论 在 内 丹 修 炼 中 颇 有 深 意。“五 行 不 顺

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颠倒术，龙 从 火 中 出 焉。龙 者，心 液 正 阳 之 气 也。虎 者，肾 中 真 一 之 水 也。是 之 谓

玄中之玄，真阴阳之粹质，在人则生人，在己则生神 者 也。”［６］６７３水 火 互 藏，金 木 颠 倒。五 行 相 生 是 为 顺，五

行相克是为逆。在内丹修炼中，以五行 逆 克 为“颠 倒”。五 行 颠 倒，归 根 复 命，杀 机 转 生 机，其 重 要 性 非 同

一般，不可小觑。五行理论有 着 较 为 完 备 的 体 系，然 而 仍 然 存 在 着 这 样 那 样 的 缺 陷，要 想 跳 出 其 预 设 循

环，几乎是不可能做 到 的。在《道 枢》中，五 行 理 论 也 是 在“法 天 象 地”的 整 体 生 命 观 中 阐 述、运 用 的。因

而，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道”、四时五方、阴阳八卦等交织在一起，共同解释、关怀整体性生命。

“子钟离子曰：人也圆 颅 方 趾，天 地 之 象 具 焉。阴 升 阳 降，天 地 之 机 藏 焉。肾，水 也；心，火 也；肝，木

也；肺，金也；脾，土也。”［６］８２７将生命的整体 性 全 方 位 地 呈 现 出 来。且 不 论 其 中 的 具 体 知 识 性 认 识 是 否 完

全正确，其生命整体性精神的确彰显出来了。对生命整体性这几个方面的论述，《道 枢》中 俯 拾 皆 是。《传

道上篇》吕子曰：“气也，液也，其升降如天地阴阳焉。肝 也，肺 也，其 传 导 如 日 月 往 复 焉。”［６］８２７人 体 的 内 环

境系统的运作与天地大环境的运作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略窥一斑。虽然《道 枢》中 的 天 人 关 系 有 着

其粗朴的类比性，亦多有牵强、抵牾甚至 过 于 理 想、不 切 实 际 之 嫌，然 而，这 种 思 想 从 整 体 上 理 解 世 界、理

解生命，将人的生命置于自然世界整 体 之 中，这 种 整 体 观 着 实 有 其 明 智 与 可 贵 之 处。但 必 须 指 出，“法 天

象地”的生命整体性从现 象 上 看，理 论 完 备，然 而，这 个 体 系 确 实 太 复 杂，特 别 是 在 个 体 生 命 的 提 升 过 程

中，很难精确地把握，加上这种体系下生 命 提 升 的 个 体 性 太 强，体 验 性 认 知 影 响 太 大，事 实 上 实 践 操 作 起

来就已经是困难重重，更毋庸说达到理想中那种长生久视、复归于道的效 果 了。不 过，这 种 良 好 的 愿 望 还

是值得称道的。

（二）人体修炼论：生命的存在

人体生命结构是人体生命现象 和 功 能 的 生 理 基 础。《道 枢》关 注 人 的 生 命，注 重 生 命 的 提 升 与 超 越，

从逻辑上讲，也必然对人体生命结构有所探讨和涉及。事实上，《道枢》在很多 篇 章 中，既 有 对 人 体 生 命 结

构的知识性认知，又有对人体生命结构认知的实践性运用。并且，在认知和 运 用 的 过 程 中，人 体 生 命 结 构

理论绝不是单独起作用的。生命的起源和整体性决定 了，无 论 是 天 地 自 然 为 一 体 的 大 生 命 系 统，还 是 个

体生命的自我对待，人体生命结构也必然是在这一背景下付诸践行。

《道枢》之人体结构理论主要体 现 为 脏 腑 经 络 物 质 基 础 理 论。脏 腑 经 络 理 论 大 部 分 是 从 古 代 中 医 学

借用过来的，脏腑理论反映了人体的内部构造及功 能，经 络 理 论 则 注 重 人 体 各 部 分 的 相 互 联 系。对 脏 腑

经络理论的认知和把握，是《道枢》以提升生命为目的之修炼体系中所不能 缺 少 的 生 命 物 质 基 础 理 论。在

《道枢》中，对脏腑经络不 但 有 着 总 体 上 的 组 织 性 把 握，而 且 对 其 形 成 次 第、过 程 亦 有 研 究，这 并 不 是《道

枢》人体生命结构的重点，其重点在于 对 功 能 的 探 讨 和 运 用 方 面。人 之 五 脏 各 有 其 所 主 之 属，“肺 者 藏 之

盖也，心者五藏 之 专 精 也，目 者 是 其 窍 也。心 主 脉，肺 主 皮，肝 主 筋，脾 主 肉，肾 主 骨，是 谓 五 藏 之 所 主

也。”［６］７６４五脏与整个人体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容置疑的中心。

五脏与人的精神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有着各种不同 的 心 理 存 在 形 式，且 这 些 心 理 存 在 形 式 与

五脏相对应而互动。“五藏有 七 神，而 各 有 所 藏。所 藏 者，何 也？ 人 之 神 气 也。肝 藏 魂，肺 藏 魄，心 藏 神，

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６］７６４这种对应 关 系 的 确 立 不 仅 更 深 入 地 认 识 了 人 的 心 理 及 其 存 在 形 式，并 且

在生命的提升中，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完整体系。身心的互动使古人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生 命、把 握 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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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养生命。五脏不只是与人身内部之生理、心理互动，在“法天象地”的背景下，也 要 应 时 应 方，配 以 五 行。

在提升生命的过程中，不得不说，这一理论更具科学精神。

道教与古代医家不但在人体生理 结 构 上 认 识 基 本 相 同，而 且 超 出 这 种 实 物 性 认 识，在 人 体 本 质 结 构

认识方面，依然保持着一致性。这种 现 象 就 为 道 教 医 学 的 成 立 给 出 了 最 基 础、合 理 的 解 释。人 体 本 质 结

构不但有其医学价值，就道教而言，其价值更在于为生命的提升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形、气、神与性命观都是对人体本 质 的 认 识，且 二 者 保 持 着 高 度 的 一 致 性。人 是 形、气、神 的 统 一，也

是性与命的统一。二者的一致性可以这样理解，性 即 为 神，命 即 为 形、气。“神 者 性 也，气 者 命 也，神 不 外

驰则气定矣。”［６］６８６这两种认识的本质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形、气、神 更 为 细 致 些。另 外，必 须 指 出，“心”在

人体本质结构中也有着 很 重 要 的 地 位，是 不 容 忽 视 的 一 个 概 念。《道 枢》对 人 体 本 质 结 构 的 认 识 非 常 完

整。及至后来，道教的“形、气、神”理论①与性命观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道枢》的性命观 比 较 明 朗。“天 与 之 形，物 俱 有 形。道 与 之 性，物 俱 有 性。”［６］６１１性 是 与 生 俱 来，与

“道”一起 被 赋 予 的。“夫 道 者，性 之 本 也。性 者，心 之 源 也。心 性 同 体，应 化 无 边，是 乃 所 谓 自 然 者

也。”［６］６３８心、性同体，可见，性的指向非常确定。“人 之 神 在 性。”［６］６３８性，即 是 神，即 是 人 的 精 神 意 识。“心

以性为神，神以心为用。神者性之真也，性者神之体也。是以存神养气，湛性 冲 神 者，常 使 神 以 辅 气，气 以

辅神，自然长生者矣。”［６］７２４心、性、神就这 样 统 一 起 来 了。“形 气 为 性 之 府，形 气 毁 则 性 无 所 存，性 无 所 存

则我何有？”［６］６２３命是形、气，是性的物质基础。人的生命必须是“性”与“命”的 统 一，“性 者 命 之 本 也，神 者

气之子也，气者神之母也，子母者不 可 斯 须 而 离 也。”［６］６３８性 命 即 为 神 气，命 是 性 的 物 质 基 础，性 是 命 的 主

导。“交合龙虎，返本还元，使性命 两 全，逍 遥 宇 宙 者，是 能 明 大 道 之 真 一 故 也。”［６］７６０性 命 一 定 要 双 修 两

全。

（三）境界论：生命的超越

“生”“死”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转化的一对范畴。“生”是生命的开始以 及 存 续 状 态 和 表 现，生 命 一 旦

结束，也就进入了“死”的境地。宇宙万物不论生 命 之 短 长，都 会 以“死”作 为 生 命 的 终 结。《道 枢》对“生”

与“死”的认识，从生命现象角度来看，是 比 较 客 观 的，确 认 了 生 命 的 局 限 性。所 谓“虚 化 神，神 化 气，气 化

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 复 化 为 气，气 复

化为物。噫！化化其无穷者哉！”［６］６１３生 命 之 产 生、成 长、死 亡，即“道”之 顺 行 而“化”，是 生 命 之 必 然 顺 序

和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死”是生命过程的终点，但也是“生”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作 为“生”之 起 点 的

“死”以及由其而化之“生”，已经超越了个 体 生 命 之 范 围，而 进 入 更 为 上 层 的 宇 宙 生 命 之 范 围。就 个 体 生

命而言，“死”就是毁灭。《道枢》对生命，对于延养、提升生命之能量、对生命之超越，都 是 以 个 体 生 命 为 中

心的。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注以及对个体生命持续性的炼养，则 是 以 其 局 限 性———“死”，作 为 最 直 观、最

强烈的背景和动力的。

认识到生命有始有终，特别是认识 到 生 命 的 局 限 性，其 背 后 的 果 敢 精 神 并 没 有 向 现 实 认 输。对 生 命

的强烈愿望激发着“我命在我”的自主性 和 自 信 心。“我 命 在 我”首 先 是 对 宿 命 论 的 完 全 否 定。“道”赋 予

万物生命，但是并不控制生命的自化，这是“道”之“德”。这样，人便要对自己的生命 负 责，进 行 价 值 选 择，

控制自我的生命力。个人生命意识的强弱、价值选择的 不 同、控 制 能 力 的 发 挥 就 使 得 个 体 生 命 掌 握 在 自

己手中了。并且人是具有与道合真的返回力的，这种 力 量 源 于“道”的 指 引。但 能 否 真 正 做 到，那 就 因 人

而异，不可同日而语了。于是，追求 长 生、追 求 成 仙 就 成 为 道 教 徒 孜 孜 以 求 的 事 业。其 中，必 然 要 解 决 的

内在问题就是打破生命的局限。

① 尤其是在内丹中，精、气、神或形、气、神的动态转化成为修炼法 程 的 主 体。虽 然，形、气、神 三 者 共 同 构 成 了 人 体 本 质 结 构，三 者 无

论哪个有所缺失，都会导致生命结束。但是，三者之中，神的地位相对而言，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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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除生死之别呢？在理论上，必 然 要 将 生 死 的 界 线 模 糊 化 或 消 灭 掉。生 死 界 限 的 消 解 是 与“道

论”一致的。“道”创造了万物，人的生命也从“道”而生。“道”普遍地蕴含在生命中，并 使 生 命 个 体 有 能 力

复归于“道”。“道”是永恒的，当个体生命 与“道”合 一 时，生 命 就 进 入 到 永 恒 之 中，也 便 实 现 着 生 命 的 超

越。这样一来，超越生命界限的过程 就 成 为 向 生 命 原 初 复 归 的 过 程，这 个 过 程 是 逆 向 的。超 越 的 境 界 又

是与神仙信仰一致的，神仙的完全解 脱 和 自 由、神 仙 的 长 生 不 死 成 为 人 们 所 向 往 的 生 命 终 结。于 是，“道

论”与神仙信仰一起成为生命超越的支撑，给予超越生命的指向性。“惟炼凡 至 于 仙，炼 仙 至 于 真，炼 真 合

于妙，合妙同乎神。神 与 道 合，即 道 为 我 身。所 以 升 玉 京，游 金 阙，能 有 能 无，不 终 不 殁 矣。”［６］６２３由 此 可

见，只有与“道”合一，“道为我身”，才能达到神仙境界。于是，“道论”是生命超越的理论依 据，而 神 仙 信 仰

则是生命超越的最终旨归。虽然总 的 指 向 是 这 样 的，不 过 神 仙 境 界 也 有 着 不 同 情 形。神 仙 形 式 的 差 异，

是与形、神的离、合直接 相 关 的。一 种 是 形 神 相 离，则 为 尸 解。此 时 形 体 没 有 实 现 超 越，神 达 到 了 超 越。

于是，生命就以精神生命的永恒，实现 了 生 命 的 永 恒。一 种 是 形 神 相 合，此 时 形 体 也 实 现 了 永 恒，总 体 生

命实现了完整超越。然而，这两种生命超越的形式在方法论上讲，并不是 同 时 产 生 的。而 且，在 发 展 过 程

中，随着时代的推进以及成仙理论与实践的演化，这两种形式的地位从来 都 不 是 均 衡 的。唐 之 前，形 神 俱

仙是主流；唐之后，精神超越是主流，逐渐 由 外 而 内，由 外 信 道 进 入 内 信 道，由 外 丹 倾 向 转 为 内 丹 倾 向，由

形神超越改观为尸解超越。当尸解信仰成为主流，对于 形 体 的 超 越 和 永 恒 已 经 不 再 希 冀，而 是 将 注 意 力

完全放在对精神生命 的 超 越 上。精 神 生 命 的 永 恒 是 以 对“神”的 修 炼 成 就 的。“定 之 中 出 其 阴 神 而 不 能

返，其名曰尸解，非道也。此吾所谓炼神合道者也。功 成 神 迁，已 弃 其 壳，尚 须 积 行 于 世，俟 其 行 满 功 成，

然后受紫诏天书而居洞天。此吾 所 谓 炼 道 入 圣 者 也。”［６］８２２－８２３炼 神 合 道，尸 解 成 仙。并 且，在 这 个 入 圣 的

过程中，功德也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这便将道德生命的超越也归入生命 超 越 之 下。另 外，形 神 之 离 合 也

并非固定不变、截然分开的。“既出而复入，入而不出，斯 形 神 俱 妙，与 天 地 齐 者 矣。既 入 而 复 出，出 而 不

入，斯神迁入圣，放乎三岛十洲之上者矣。”［６］８４７《道枢》的生命 超 越 形 式 是 非 常 灵 活 的，形 神 的 离 合 状 况 非

常复杂。

超越生命界限并不是简 单 的 过 程，在 此 之 前，必 须 经 历 生 命 的 充 盈，达 到 生 命 的 培 固、精 神 的 解 脱。

当然，这只是对生命的部分超越，但至少是对生存危机、人生苦短、精神苦闷的 部 分 解 脱 和 超 越，显 然 也 在

自我超越的范围之内。即使还不能达到神仙境地，能将 生 命 延 长 至 千 岁，这 已 经 给 生 命 以 更 广 阔 的 时 空

了。在这样广阔的时空中，达到神仙境界的可能性必然会放大。长生、不死、升 仙 似 乎 已 经 成 为 永 恒 生 命

的发展阶段了。当然，对生命的充盈，不 可 能 每 每 达 到 如 此 高 的 境 界，往 往 对 生 命 的 延 养、对 身 体 健 康 的

促进，也都已经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解脱，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道枢》中，不仅对生死界限模糊化，为人的生命超越提供了可实 现 性。同 时，还 模 糊 了 人 神 之 间 的 界

限，使得人神可以沟通。就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许多神仙对凡人成仙入圣 的 辅 导 上。有 趣 的 是，神 的 体 系

非常庞大，身内神的作用使得凡人对神仙必须有所 敬 畏。人 体 内 有 庞 大 的 神 明 系 统，且 这 些 神 明 与 身 外

的诸神都是相通的。所以，人在生命超 越 的 实 践 中，必 须 对 神 明 持 敬 畏 的 精 神，守 中 抱 一，这 样 才 能 使 生

命与天地等年，实现生命超越。神与人的感应自然而然成为生命超越的题中之义了。

在《道枢》论述生命超越思想时，其 宗 教 神 秘 主 义 一 目 了 然。我 们 可 以 怀 疑 其 生 命 超 越 的 现 实 性，但

是，更多地应该从宗教关怀的角度理解 生 命 超 越，生 命 超 越 给 人 们 带 来 的 心 理 慰 藉 削 减 了 人 们 对 死 亡 的

恐慌。生命超越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解脱意识，它极为用力地张扬着生命 价 值，为 生 命 解 脱，尤 其 是 精 神

解脱，提供了美妙的超越性体验。而且，生命超越也不仅仅是幻想，往往也 有 其 修 身 养 性 的 实 用 价 值。因

此，生命超越是有其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绝不能仅仅因为其神秘性而否定它所内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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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枢》生命哲学特质与学术研究空间

《道枢》生命哲学的成就主要在于对生命的整体性认识与对生命智慧 的 全 面 性 涵 盖，这 使 得《道 枢》生

命哲学体系相当完整，能够比较全面地对生命进行解读和实践。但是，应该对其价值性进行综合评判。

特别值得褒扬的是《道枢》的关注生命与兼收并蓄，这正是曾慥 其 人 其 书 思 想 特 质 的 集 中 体 现。曾 慥

是一位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道教学者，他 在《道 枢》中 收 录 了 数 量 惊 人 的 道 教 著 作。同 时 在 关 注 生 命 的

理念下，真正做到了“敞 开 胸 怀”，博 采 众 家，收 录 了 一 部 分 儒、释 作 品。三 教 圆 融，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兼 收 并

蓄。《道枢》对各种生命炼养技术都有所 涉 猎 和 研 究，尽 管 在 对 待 某 一 种 炼 养 技 术 时，书 中 往 往 会 出 现 不

同甚至矛盾的态度，这也是正常 的。毕 竟 各 种 生 命 提 升 手 段 都 有 其 独 立 性，辩 证 看 待 的 确 有 必 要 性。况

且，《道枢》既然是辑录众家，众家又各有所 偏，相 互 抵 牾 也 就 自 然 而 然 了。不 得 不 说，《道 枢》对 于 古 籍 的

保存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这些贡献是在“无 意 识”的 状 态 下 完 成 的。《道 枢》对 遗 文 僻 典 多 有 辑 录，虽 不

完整，至少也为研究这些古文献提供了线索。并且根据《道枢》中可以考察到“原文”的 卷、篇 来 看，曾 慥 的

辑录称得上真实可靠。

曾慥在兼收并蓄的态度下，以内丹 为 主，进 行 了 重 点 发 挥。不 但 对 唐 中 期 以 来 内 丹 思 想 家 的 内 丹 思

想进行了重点辑录，重中之重，又将钟吕一系凸显出来。并且，曾慥本人对内 丹 也 是 推 崇 备 至、研 究 精 深，

《道枢》中曾慥个人的内丹思想见解独到。这对于了解内丹思想，尤其是内丹早期“成 熟 态”思 想 的 真 实 概

况，意义重大。并且，道教生命提升技术由“外向”转为“内向”的表现过程，特别是对《参 同 契》由 外 而 内 的

解读，在《道枢》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另外，内丹基础性的思想和操作程序，如形、气、神 理 论，性 命 双 修 等，

在《道枢》中也都固定下来了。

虽然《道枢》成就斐然，但缺憾 犹 存。《道 枢》从 头 至 尾 没 有 收 录 一 张 图 谱，这 是 其 不 足 之 一。众 所 周

知，生命炼养技术往往都是复杂而又难以理解的，加上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图 谱 的 存 在 与 直 观 表 达 就 显 得

非常必要而重要。曾慥为什么未收录图谱呢？我们只能进行大胆的推测。第 一 种 可 能 性 是，《道 枢》本 来

可能是收有图谱的。但是由于图谱数量少，或图谱与文本分开保存，或者其 他 原 因，从 一 开 始 人 们 就 没 有

充分认识或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些图谱 的 存 在，最 后 图 谱 也 就 自 然 得 不 到 保 存，或 者 今 人 还 没 有 发 现 它 们

的存在。第二种可能性是，曾慥在辑录 过 程 中，没 有 意 识 到 图 谱 的 重 要 性，认 为 图 谱 可 有 可 无，加 之 制 作

图谱比较麻烦，于是根本就没有要收录图谱的打算。又 或 者，曾 慥 在 生 命 炼 养 方 面 已 经 是 颇 有 心 得 和 收

获，于是忽略了图谱的作用，而没有收录，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可能性。曾慥 的 辑 录 风 格 本 来 就 不 是 逐 句

抄录，而是经过他自己的 理 解、加 工 而 成。所 以，《道 枢》往 往 不 会 在 某 一 篇 非 常 系 统 地 阐 述 某 一 具 体 思

想，而是有侧重地发挥。如果将图谱直接收录，就会显得与辑录文本不相 符 合。于 是，曾 慥 就 选 择 舍 弃 图

谱，只录文字。当然，这些可能性只是猜 测。然 而，就 今 本《道 枢》而 言，没 有 收 录 图 谱，的 确 是 一 种 遗 憾。

另外，在今人看来比较重要的一部分道 教 典 籍，《道 枢》并 没 有 辑 录。曾 慥 的 辑 录 也 许 是 出 于 个 人 的 兴 趣

或偏好，又或者他本人所收藏的典籍虽 然 数 量 丰 富，但 也 不 可 能 应 有 尽 有 等 原 因，很 多 典 籍 没 有 涉 及，这

也是情有可原 的。如 隋 朝 苏 玄 朗 的《旨 道 篇》《龙 虎 金 液 还 丹 篇》、唐《上 洞 心 经 丹 诀》《大 还 丹 金 虎 白 龙

论》、五代彭晓的《还丹内象金钥匙》、北宋《陈先生内丹诀》《内丹还原诀》等，《道枢》并未涉及。

以往学术界对《道枢》的研究 成 果 不 多、不 够 充 分，研 究 视 角 固 定，这 本 身 便 是 一 种 缺 憾。同 时，这 种

缺憾使得对《道枢》本身的认识及文化攫取力度不足。尤其是《道枢》作为养生 专 辑，其 关 注 生 命 的 根 本 精

神和思想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目前对《道枢》的研究存在着种种缺憾。

《道枢》研究的视域还不够开阔，需要开辟新的“领土”。一方面，学者们对曾 慥 的 生 平，特 别 是《道 枢》

的成书时间、成书背景、版本源流、资料来 源、编 撰 体 例、养 生 成 就 等 作 了 较 为 细 致 的 研 究，特 别 是 黄 永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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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研究比较深入，为我们进行原典 研 究 提 供 了 方 法。另 一 方 面，亦 有 学 者 对《道 枢》中 的 具 体 文 献 进

行考证，然而就篇章而言，《道枢》四十二卷一百一十八篇，学术界仅仅对其中 的 几 篇 作 了 详 细 考 证。可 见

这方面工作做得实在有限，更不用说全 面 而 系 统 的 研 究 了。因 此，对《道 枢》所 保 存 文 献 的 出 处 考 证 及 其

与原著异同的考究，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学者往往仅将《道枢》作为考证依据，而没有对《道 枢》本 身 及《道

枢》与其它道书的关系进行深入考证和分析。对《道枢》研究比较充分的考据 学 领 域 尚 且 存 在 可 以 拓 展 的

空间，其它方面更是如此。《道枢》广征博 引，是 此 前 道 教 生 命 智 慧、内 丹 养 生 学 说 之 集 大 成，在 道 教 史 上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 而，在 考 据 学 以 外，道 教 史、思 想 史 方 面，对《道 枢》几 乎 没 有 提 及，即 使 有 所 涉

及，或是寥寥数语，或是作为引证。《道枢》保 存 了 大 量 南 宋 以 前 的 道 教 炼 养 著 作，遗 文 僻 典 较 多，并 且 曾

慥本人的思想成果也多处可见，这对于研究南宋以前的炼养理法（不仅仅是钟 吕 一 系 内 丹 道 法）和 曾 慥 的

思想极具价值。另外，在进行其它道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时，如养生学、道教医学、内 丹 学 等，《道 枢》中 文

献宏富、思想深厚，可以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道枢》研究的深度亦有待深 化。《道 枢》是 曾 慥 有 选 择 地 对 南 宋 以 前 关 乎 生 命 的 道 书 研 读 而 做 的 心

得笔记，内容宏富，而对其内容的研究大有缺失之处，能深入其中对其生命智 慧 进 行 发 掘 的 研 究 成 果 屈 指

可数。《道枢》不但对南宋前大量古籍进行有侧重的复述式辑引，而且曾慥亦 将 自 己 的 心 得 和 研 究 成 果 保

存其中，因而不但可以对《道枢》中的哲学智慧进行深入研究，还可以将《道枢》作为 研 究 背 景，既 要 深 入 其

中，又要跳出其外。既可以对《道枢》进行特定视角下的专题研究，又可以将《道枢》与 其 它 道 经 交 相 研 究，

相互印证；既侧重考据，又侧重内容。特别是《道枢》中含有丰富的生命智慧，上起 汉 魏，下 迄 北 宋，各 种 炼

养方技皆有载录，这对于人们的生命理解、生命实践、生命养护，都极具可操作性价值。

对《道枢》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盲点和尚未考 实 的 问 题。《道 枢》中 出 现 的 神 仙、人 物 众 多，大 多 没 有

注解；遗文僻典多有收录，有赖《道枢》而保留了主要内容，虽只能管窥，但其文献学、版 本 学 的 巨 大 价 值 不

容忽视，同时也使得对《道枢》的研究“先天地”便具有了重重困难，且工作量也异常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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