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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生

王陽明的思想曾受到了道教內丹
學說的影響，這在他的名篇《傳習錄》
中體現得頗為明顯。關於王陽明與道家
道教的關係，曾引起過學者們的研究興
趣，如唐亦男指出：就形上學言，陽明
對宇宙萬物及其本質的看法與道家同，
但他所採取的態度及立場則是儒家的、
道德的、有心有為的。1 徐儀明指出：
陽明一生鍾情於道教內丹術，在其著作
中處處把「致良知」說與道教內丹理論
加以比擬；良知作為心之本體，實為內

丹學的太虛，致良知的功夫也就是內丹
學的功夫。2 陳少鋒指出：王陽明的良
知說基於本體與主體合一的原理，並經
良知的自然發用而完成體用合一的圓融
方法論，其哲學結構與方法受道家 ( 尤
其玄學 ) 哲學的影響清晰可辯，其道德
哲學智慧化與道家殊途同歸。3 以下，
本文擬對王陽明思想與道教內丹學的關
係再作探討。

一、陽明早期的道教淵源

《傳習錄》謂：「守仁早歲業舉，
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
苦於眾說之紛繞疲疢，茫無可入，因求
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
學在此矣。」4 由此可以看出，道家思
想是王陽明早期的思想追求之一。

根據《年譜》的記載，陽明曾有
四次活動與道教有關：第一次是十七歲
時，曾隨南昌鐵柱宮的道士修習內丹導
引術，「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

「傳習」之道與內丹之學

──兼論道教對王陽明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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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第二次是二十七歲時，「偶聞道
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志」；第三
次在他三十歲時，向道士「蔡蓬頭」和
地藏洞裏的「異人」請教；第四次是陽
明三十一歲患染肺疾時，在四明山陽明
洞築室行導引之術：

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

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

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

山，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

來跡。僕遇諸途，與語良合。眾

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

簸弄精神，非道也。」已而靜久，

思離世遠去，維祖母岑與龍山公

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

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

是斷滅種性矣。」

雖然《年譜》緊接著說：「先生
漸悟仙、佛二氏之非。」5 但由以上事
跡，卻不難看出陽明對道教的思想有著
濃厚的興趣，特別是道教的內丹學及養
生學。不僅如此，他的家族中也有很多
人與趙友欽、陳致虛等高道頗有交情。
王陽明對道教的情結，直接影響了他的
性格：志向遠大，但又不甘受束縛；有
聖人的理想，也有狂者的胸襟，更有一
種超凡出世的傾向。早期對道教內丹學
說的實踐，對以後陽明的「龍場頓悟」
有著直接的影響。

二、致良知與道教內丹學

內丹術本為一種養生延命之學，
王陽明卻使其成為了「致良知」說的組

成部份。到了「致良知」之教那年，王
陽明曾以內丹的修為來說明「致良知」
學說，如《年譜》卷二載其言：「果能
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
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
其中矣。」並在《抱一函三秘訣》中說：
「凡人善修攝則神住，神住則炁住，炁
住則精住，三者住則形全。」6「致良
知」是王陽明思想的核心，如他在《傳
習錄》中多次提到：

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

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

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

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

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

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

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

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

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

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

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

告於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

「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

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

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

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

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

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

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

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

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

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

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

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7



94 弘道  2014 年第 2 期 / 總第 59 期

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

真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

也，非其本體之謂矣。10 

在《傳習錄》中，我們也可以看
到「致良知」與道教內丹相比擬之處，
如：「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
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
妙用為神」。11 陸澄又問他：「來書云：
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
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陽
明回答曰：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

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

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

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

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

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

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即凡

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

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

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12

在陽明看來，良知與內丹的精氣
神的原理是一樣的，都不能用具體的
實體來比喻，兩者都需從意念出發。
王畿對此曾有過論述：「人之所以為
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為氣之主宰，
氣為神之流行。神為性，氣為命。良
知者，神氣之奧，性命之靈樞也。良
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
外於一念之微。」13 而《道藏》中也有
類似的論述，如《胎息經注》曰：「主
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
去之。神去無散，安可得生？」14 可以
看出，神處於主宰地位，在陽明這裏，

來書云：凡學者才曉得做工

夫，便要識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

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寧地做工

夫去，才不會差，才是作聖工夫。

未知走不？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

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惱，聖人氣

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

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

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

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

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

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

知明白，則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

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

事，無仙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

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

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

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

來？ 8

「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

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

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

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

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

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9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

云。此或聽之末審；良知者，心

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

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

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

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

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

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

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

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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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也須從「一念之微」處下功夫。
陽明所講的「功夫」是他的關注

點之一，其手段和方法，也與內丹學的
功夫有一致之處，如《傳習錄》載：

崇一曰：「先生『致知』

之旨發盡精縊，看來這裏再去不

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上

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

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

此難口說。」15

又據《年譜》卷二載，王陽明的
學生孟源問道：「靜坐中思慮紛雜，不
能強禁絕。」陽明回答：「紛雜思慮，
亦強禁給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有察
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
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
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即欲把內丹導
引之人靜法，植入儒家的心性修養之
道。對此，陽明的另一學生朱得之解釋
得更為詳細與明確：「人之養生，只是
降意火。意火降不已，漸有餘溢，自然
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
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
《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
守規中』，此其指也。」有人曾問「金
丹」，他回答道：「金者至堅至利之象，
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
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
是有物勞引，重重經經，冷冷熱熱，鍛
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人，則赤子
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
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
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便是飛昇沖
舉。」「一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
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

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
兒』，清明在躬氣如神。」16 這位王門
高弟以純正的道教內丹理論來解說如何
達到心之本然狀態的方法，明顯地表現
出陽明心學一派所謂的功夫，是從道教
內丹的修煉之術移植過來的。

三、存天理與結聖胎

道教內丹學以母體比喻凝聚精、
氣、神三者而成之丹，曰「結聖胎」，
這也應和了上文所述之理。內丹學有一
套精氣神轉化的系統修煉層級，為老莊
修道所無，其中不僅有顯密之別，更有
多種不同的具體方法。17《中和集》論
「最上乘」丹法云：

夫最上乘，無上至真之妙道

也。以太虛為鼎，太極為爐，清

靜為丹基，無為為丹母，性命為

鉛汞，定慧為水火，窒欲懲忿為

水火交，性情合一為金木並，洗

心滌慮為沐浴，存誠定意為固濟，

戒定慧為三要，中為玄關，明心

為應驗，見性為凝結，三元混一

為聖胎，性命打成一片為丹成，

身外有身為脫胎，打破虛空為了

當。此最上一乘之道，至士可以

行之。功滿德隆，直超圓頓，形

神俱妙，與道合真。18

這段話是對內丹學上品丹法的經
典型概括，它的特徵是超出了一己小我
之肉身而與太虛為一，超出了具體的以
精氣修煉為特徵的命功而直趨無為性功
的修煉，以最後一步「還虛」之功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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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丹學全部修煉功夫。19 此外，道教還把
「胎息」與「大丹元道」聯繫起來，作
為「成仙」之妙法，這是胎息演變成內
丹的一種跡象。如唐宋時的《諸真聖胎
神用訣》中有〈張天師胎息訣〉，其言：

夫元炁無形，真心無法，大

道無邇，唯煉息一法，乃含真道。

又云心定、炁定、神定，凡修道

流，若合大丹元道，清虛寂靜，

絕慮忘意，空靜無物，萬法無蹤，

真修胎息也，成仙無疑也。20

《諸真聖胎神用訣》中的〈於真
人胎息訣〉又言：

凡所修行，先定心炁，心炁

定則神凝，神凝則心安，心安則

炁升，炁升則境空，境空則清靜，

清靜則無物，無物則命全，命全

則道生，道生則絕相，絕相則覺

明，覺明則神通。經云：心通萬

法皆通，心靜萬法皆滅。此一門

如來真定者也。凡修道者，先修

心定之法，既得定法，還丹不遠，

金液非遙，仙道得矣。21

上文講「心氣無二」的關係，通
過心氣的修煉達到「命全」、「道生」，
這與內丹的性命雙修有關。而「還丹」、
「金液」等觀念，顯然是胎息已和外丹
思維相融合，而漸向內丹觀念演進。
《諸真聖胎神用訣》中的〈達摩禪師胎
息訣〉還言：

夫煉胎息者，煉炁定心是

也。常息於心輪，則不著萬物，

炁若不定，禪亦空也。炁若定則

色身無病，禪道雙安。修行之人，

因不守心，元炁失了不收，道怎

成矣。古人云，炁定心定，炁凝

心靜，是大道之要，又名還丹。

道人無諸掛念，日日如斯，則名

真定禪觀。故三世賢聖修行皆在

此訣，名為禪定雙修也。22

戈國龍著《道教內丹學溯源》認
為：胎息中的「氣凝心靜」工夫被稱
為「還丹」，又佛家之禪定，亦重「觀
呼吸」之法門，心息相依為入定之要
門，故胎息又易與佛家禪定相提並論，
而胎息中的心氣關係，實亦為修內丹
之要。23 如《諸真聖胎神用訣》之〈玄
葫真人胎息訣〉言：

夫大道以空為本，絕相為妙

達，本元靜定太素，納炁於丹田，

煉神於金室，定心於覺海。心定神

寧，神寧則炁住，炁住則自然心樂。

常於百刻之中，含守於真息。又云

神息定而金木交，心意寧而龍虎

會，此內丹之真胎息之用也。

凡修道之人，若要長生不

死，先須煉心。真人日：心者，

在肺之下，一寸三分。曰：玉壺

內有虛白一炁。經云：虛中生白，

一名玉壺，二名神室，三名玉館，

四名絳宮。中有救苦天尊，中有

不死之神，中有靈寶天尊，中有

元始符命，中有太一真人，中有

救苦真人。常持元炁，勿令失散，

丹砂結就，大如黍米，色如黃金，

一名寶琳。若人識得辨得認得，

塞其六門，常守天真，胎息自成，

延年久而不死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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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真聖胎神用訣》成於唐宋，
此時內丹之名已出。在上文中，胎息已
經被明確地表述為一種內丹，可見胎息
功夫已演變為內丹功夫。而陽明對結聖
胎的理解，亦曾與他的存天理（立志）
的理念相結合，如他在《傳習錄》中曾
經講到：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

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

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塚

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

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

存養擴充去耳」。25

同時，在有人問「知識不長進」
時，陽明也曾用道教的「出胎」來比喻：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

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

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

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

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

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

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

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

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

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

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

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

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上養來。」26

陽明認為，人生來本是「純氣」，
「出胎」後才有各種表情、動作。為學
也要有「本原」，從本原上用力才能有
所長進，這與道家的「結聖胎」的修煉
功法是一致的。

總之，無論是陽明的早期經歷還
是其後來的成熟學說，都曾受到了道教
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與當時的儒釋
道三教合一趨勢有著很大的關係，上文

所述不過是這一現象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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