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鍊形氣  養和心虛 

――淺析司馬承禎的鍊養觀（一） 

★ 張懿鳳 理事長 

道教在隋唐以來積極發展的重玄1思辨哲學，至中唐時發生了變化，學者們

開始試圖將理論與修鍊實踐結合，朝著修性與養命兼融之心性鍊養工夫進行深入

探索，司馬承禎（647～735）的「修鍊形氣，養和心虛」2主張為此轉化階段提

供了新思路，使傳統內鍊養生術（指服氣、導引、吐納、胎息、存思、守一、……

等術）融合老莊與重玄義理，不僅提升了理論高度，也充實了心性修鍊的內涵。
3
本文將從司馬承禎思想之代表作《天隱子》、《服氣精義論》、《修真精義雜論》

與《坐忘論》中進行剖析，以求進一步了解司馬承禎的鍊養觀。 

 

一、長生成仙之道以養氣為先 

司馬承禎立論前提是建立在肯定人自己可以掌握成仙契機的特點上，他認為

修鍊自身虛氣是成仙的先決條件，4因為「氣全則生存」，5長生乃能成就神仙之道，

由此特重養氣、保氣的修鍊工夫。由於虛氣在人受生時即有，6為「胎之元，形

之本」，不過「胎既誕矣，而元精已散，形既動矣，而本質漸弊。」7所以須要納

氣凝精，保氣鍊形，使元本充實，才能長生，8故司馬承禎提出服氣功法，以「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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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澄心注想」9配合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10使「養精光於五藏，導營衛於百關，

既祛疾以安形，復延和而享壽。」11足見服氣與靜心功法並用的重要性。 

二、坐忘修心 

「坐忘」概念源自於《莊子‧大宗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此謂坐忘。」
12
一文，其義是要人忘掉形體與智慧，心無執滯，從而與道

為一，司馬承禎即以坐忘為修心總綱，引導人逐步從敬信、斷緣、收心、簡事、

真觀、泰定、得道等階段13漸次修道養志合真，達到「心閑自適，體逸無為」，14進

入與「虛無合其道，神靈合其德」15的境界。在論述修心功法上，司馬承禎的貢

獻是將理論具體化為宗教實踐，16其援引《老子》、《莊子》義理及重玄思維方法

做為修鍊背後的理論依據，對之後內丹性命之學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啟發意義。 

司馬承禎曾在《天隱子》序中明白指出修鍊長生久視之道必以老莊思想為

本： 

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

視，無出是書。17 

因此在其《坐忘論》中屢屢可見對老莊思想的發揮與實踐，例如於斷緣階段即引

老子「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18為依歸，

                                                     
9【唐】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服氣論，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三十一冊，頁 39。  

10
 因為「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引自【唐】司馬承禎，《天隱子》，序，收錄於《正統

道藏》，第三十六冊，頁 735。另《修真精義雜論》云：「夫人之為性也，與天地合體，陰陽混

氣，皮膚骨髓，藏府榮衛，呼吸進退，寒暑變異，莫不均乎二儀，應乎五行也。」引自【唐】

司馬承禎，《修真精義雜論》，慎忌論，收錄於《正統道藏》，第八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7 年，頁 67。 

11【唐】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三十一冊，頁 37。  

12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內篇大宗師第六，收錄於《正統道藏》，第十九冊，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77 年，頁 375。 

13【唐】司馬承禎，《坐忘論》，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三十八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年，頁 617-625。  

14【唐】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三十一冊，頁 37。 

15【唐】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三十一冊，頁 37。  

16
 盧國龍，《道教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年，頁 279。 

17【唐】司馬承禎《天隱子》，序，收錄於《正統道藏》，第三十六冊，頁 735。  

18
 老子，《道德真經》，卷下，歸元章第五十二，收錄於《正統道藏》，第十九冊，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77 年，頁 218。  



 

逐漸斷絕有為俗事，並以莊子所云：「不將不迎」、「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

知主」19作為具體修鍊的原則。於收心階段以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

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20為修心靜定根旨。簡事階段引莊

子「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21為應物態度準則，奉勸養生者不務超

過能力的事，對長生無益之事也要除去，當知取捨，使「處事安閑，在物無累。」
22
真觀階段即引「常無，欲以觀其妙。」

23
作為進入此境界的最佳註腳。於泰定階

段為了清楚表示「慧而不用」深旨，引莊子「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24與其說相呼應，引

導邁向「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25的理想境界。在闡發修心階次同時，司馬承

禎亦運用重玄思維強調安坐收心須離境住無所有，使心不著一物，入於虛無合於

道的修鍊工夫，26他並提醒修鍊者切莫「執心住空」因為「執心住空，還是有所，

非謂無所。」
27
唯有心無執滯，才是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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