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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榆中县道教协会秘书长孙永乐先生，在清代内丹家刘一明的终焉之地栖云山一带工作多年，收集到《
道书十二种》之外鲜为人知的有关刘一明的未刊文稿和史料，《栖云笔记》即是其中的一种。
有清一代，自王常月开坛传戒以来，内丹学家辈出，伍守阳和柳华阳之伍柳派、李涵虚之西派，乃其
大宗；盼蟾子刘名瑞和黄元吉，皆其支派。
明代丹法，以张三丰、孙碧云、陆西星所传同类阴阳之男女双修丹法为主流，但因法诀过分隐秘，愈
传愈失，不适宜普度。
清兵入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升，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遁入佛道二教，在道教中呈现“龙门中兴”
的局面。
特别是清朝以儒学礼教治国，清诸帝皆夙兴夜寐、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再无有明宪宗、明武宗、明
世宗那样多年不上朝，在后宫纵欲好淫专习房中采补之术的皇帝，因之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清代社会上层一扫明代官僚、贵族、富商、市民社会趋利如鹜的奢靡之风，男女双修的同类阴阳丹法
也渐被自身阴阳和虚空阴阳的清修丹法所取代。
看来，一个时代丹道的传承和丹派的流行必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着某种关联，特别是龙虎丹法的修持
尤需要社会大环境的允许。
清代之丹法，除李涵虚之西派丹法对陆西星之东派丹法有所继承之外，大抵以清修为主流。
内丹学家刘一明（1734-1821年）就是在这条路上真修实证，终于从自身阴阳的清净丹法向虚空阴阳的
虚无丹法过渡，至龙门律宗云巢支派道士闵小艮（1758-1836年），则虚无丹法终于传世。
学者苟能苦读丹经，狠力摸索，必能发现其中若明若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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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搜集刘一明在栖云山、兴隆山名胜古迹中所撰的大量碑刻文字、对联，为道教殿堂所作的募疏序
、为时人及道教人物所作的传记，以及大量的诗词歌赞，对于研究刘一明的生平及其易学思想，研究
甘肃省名胜古迹、历史、地理、人物、民俗着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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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刘一明 合著者：孙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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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乃至四句偈之说，亦系比喻，非实有四句之偈。
极而论之，四句一句也，一句无句也。
日旬日偈者，随机指点，是在学者神而明之耳，故日教外别传，又日口传心授。
日教外别传者，不在文字语言中也。
日口传心授者，借言语暗指其秘也。
故经中五举四句偈，而不明说是何四句偈，此非不明说也，特以拟之则非，议之则失，不能明说，待
其人而自会自悟耳。
果若能以明说，昔佛祖已明说矣，何必设此谜语，使后人乱猜乱觅乎？
昔日佛祖拈花示众，迦叶微笑而纳，笑者，即笑此四句偈也。
后迦叶呼阿难，阿难一诺，诺者，即诺此四句偈也。
此四句偈，在经乎？
不在经乎？
“于此经中受持，为他人说者”，说有字经也。
“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者”，说无字经也。
说有字经，人易知。
说无字经，人难晓。
难晓者，不可以口解，不可以手指，惟在口口相传，心心相授耳。
佛祖拈花示众，迦叶微笑者，口口相传也。
一示一笑，而无容再示者，心心相授也。
迦叶呼阿难，阿难一诺者，口口相传也。
一呼一诺，而无容再呼者，心心相授也。
口示口呼者，借言点醒也。
一笑一诺者，以神相契也。
外而口传，内而心授，故日教外别传。
以其是教外别传，故经中无此四句偈。
或曰：既经中无此四句偈，何故又言“为人解说”？
殊不知佛祖大慈大悲，愿人人成佛。
如拈花示众，是为人人示，不仅示迦叶一人，而迦叶独笑。
迦叶呼阿难，不仅呼阿难一人，而阿难独诺。
盖以学人资性有利钝，识见有大小，在人自己会悟耳。
愿人人成佛，不能必人人成佛，而心愿已了，此即经言“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
之意。
如必求一句二句三句四句有字之偈，则大失经中之妙旨。
况“四句偈”之下，加一“等”字，则经中不能明言者尤多，不仅“四句偈”。
非实有得乎教外别传之旨，不能知之。
如六祖已悟“本来无一物”矣，五祖半夜说《金刚经》，所说者又是何事？
可知“四句偈等”，别有秘密，难以明说者。
故日：“四句偈等”，乃教外别传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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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兴隆山乃陇右名山，树木苍翠，风景秀丽，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修道者居之。
到清朝刘一明时，其声名便已闻名天下了。
对于刘一明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以《道书十二种》为主要分析资料的成果，为以后的进一步探讨打
下了基础。
如今有榆中县道教协会秘书长孙永乐先生多年搜集资料，将未收入《道书十二种》的许多资料分类整
理并做了自己的诠释，写成《（栖云笔记）校注》一书，由榆中县道教协会、兴隆山道教管理委员会
资助出版，此书付诸于世，于内则成就了作者修养心性之夙愿，于外则为研究者和爱好者展现了新的
发现与成果，实为盛事，得到县、市政府领导和兴隆山旅游中心的大力支持。
兴隆山道教管理委员会特对帮助此书出版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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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一明:栖云笔记》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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