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丹道阐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丹道阐真>>

13位ISBN编号：9787802542402

10位ISBN编号：7802542405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宗教文化出版社

作者：岑孝清　著

页数：3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丹道阐真>>

前言

　　李道纯是元代江南全真道著名学者，杰出的内丹学大家。
他以道为主，熔冶儒、佛、道三教理论于一炉，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道教义理之学，也把中华民族哲
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中和集》里说：“禅宗、理学与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准确概括出唐代之后
在三教合流中形成的三个理论高峰。
我提出的中国思想史上中期以后“三个理论高峰”，指唐宋禅宗、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心学与气学
）、金元内丹学，实本于此。
《中和集》论述炼养内丹之要时说：“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净为丹基，无为为丹田，性命为铅
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虑为沐浴，存诫定意为固济，戒定
慧为三要”，可知李道纯已把儒、佛的精义融入丹道的理论与实践，因此能够做到综合创新，成为第
三个理论高峰中的代表性学者。
不过，多年来关于李道纯的研究不仅不系统，论著数量也不多，这一丰厚的思想资源尚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和开发。
　　岑孝清博士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文化理想，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从西南贵州来到北
京，拜师求学，长年累月，艰苦奋进，磨炼了坚毅的性格，也积累了厚实的学养。
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哲学硕士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著名学者卢国龙研究员指导
下，研究道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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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思想史，以及宗教与民族文化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丹道，揭示了李氏
丹道理法的内容及其中和思想的文化精神。
同时，创见性地指出了中国中和思想史与中国道教易学史的发展线索。
    李道纯中和思想包括玄学、易学、丹学、通学四大内容。
玄学的相应理论为“虚静通和”的宇宙论，核心是宇宙的整体性问题；丹学的相应理论为“守中致和
”的丹道论，实际是关于人的生命境界问题；通学的相应理论为“通变致和”的三教论，提供的是文
化多样性的思考。
    本书展示而来道教的义理涵蕴及其优良文化传统，有助于当今道教理性发展及民族宗教文化的拓展
；同时，有利于促进文化“多元通和”的和谐圆融，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建设有积极
意义，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团结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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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岑孝清，男，布依族，1973年生于贵州晴隆，哲学博士，宗教学专业。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从事文化产业管理的教学和道教哲学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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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张横渠亦发挥说：“神易无方体，一阴一阳不测，皆所谓通乎昼夜之道也。
”（[宋]张载《横渠易说》）可能受到张氏的影响，李道纯在《全真集玄秘要》里也详细论述到：“
易之在天下无时不变，无时不化。
生生化化而无穷者，易之妙也。
神无方，易无体；通天下之变者，易也；尽天下之变者，神也。
”（《全真集玄秘要》）这里，“神”与“易”是同等含义，认为通尽天下的是“易”，亦即是“神
”。
据此，李氏提出了较为完备的“中和神机通变”理论，他说：“存乎中者，神也；发而中者，机也。
寂然不动，神也；感而遂通，机也。
隐显莫测，神也；应用无方，机也。
蕴之一身，神也；推之万物，机也。
吉凶先兆，神也；变动不居，机也。
备四德自强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贯三才应用无尽者，运其机者也。
”（《中和集》卷1）　　是说，所谓“中”，在体为神，在用为机。
“神”是对根本法则的概括，是对于变易本性的称呼，而“易”是天地人三才的变化根据，故三才之
中有“神”。
由本体之“中”演绎到三才及万物，这是完整的学说。
可以看出，李氏的神易学说，已经不再是韩氏用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形而下宇宙观，与横渠以阴阳二气
论说“神”与“易”亦有不同，而是进入虚静之神的道体层面了，他说：　　“六十四卦万事万理，
一切有情皆八卦之变。
始终不变者，易也。
由其不变，故变易无穷也。
原其始也，一生万有。
反是终也，万有归一无。
始终不变者，神也。
由其不变，故能运化不息也。
散一无于万有者，神也，会万有归一无者，亦神也。
神也，易也，至矣大矣。
”（《全真集玄秘要》）　　“神也，易也”，是说神是对易的概括、反映，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
这实是说，变化的绝对性和必然性谓之“神”。
“神即易”，谓神是有变化性的神；“易即神”，谓易是有根据的易。
这种有“始终不变者，神也”与有“运化不息者，易也”的神易学说，的确只能用动静范畴来揭示。
即神即易，即易即神，李道纯的易学实即神学，其神学即易学。
这是让人惊叹的思想，也许只有东方的思维才能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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