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煉己持心 存心養性  

 張懿鳳 理事長 

接續唐末五代內丹探究興趣，入宋以後熱衷丹道修鍊與理論建設的人越來越

多，廣佈社會各階層，幾乎成為民眾生活文化的一部分。1在此文化氛圍下，內

丹學迅速發展，陸續出現專言內丹的經典著作，2其中較突出者當推張伯端（約

987~1082）的《悟真篇》，此書總結了此前《參同契》流系之丹道理論，3對後世

內丹道的發展影響很大。
4
張伯端內丹理論係以「性」、「命」為核心旨要，從《悟

真篇》內文安排囊括「養命固形之術」與「本源真覺之性」即可知，5「性命兼

修」為其修鍊金丹大道之基本前提，他認為這正是內丹道與禪宗的根本差異處，

禪學直修性宗不復修命，行如槁木一志不散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

唯有性命雙修，聚成形散成氣，形神俱妙以成陽神才是真正進入與道合真的境界。

6此想法乃是延續司馬承禎、吳筠以來形神雙修兼重的主張，張伯端則是在此基

礎上以性命之學充實內丹理論與修鍊功法，並進一步試圖會通儒釋道三教，以引

導修道者參透三教性命之奧，從而超脫生死契入終極圓明道境。《悟真篇》序云： 

老釋以性命學，開方便門，教人修種，以逃生死。釋氏以空寂爲宗，

若頓悟圓通，則直超彼岸。如有習漏未盡，則尚徇於有生。老氏以

煉養爲真，若得其要樞，則立躋聖位；如其未明本性，則猶滯於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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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其次，《周易》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辭，《魯語》有「毋意、必、

固、我」之說，此又仲尼極臻乎性命之奧也。……以命術寓諸易象，

以性法混諸微言耳。至於莊子推窮物累逍遙之性，孟子善養浩然之

氣，皆切幾之。迨夫漢魏伯陽，引易道陰陽交姤之體，作《參同契》，

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國師，於語錄首序老莊言，以顯至道之本末

如此。豈非教雖分三，道乃歸一。7 

三教各自有其獨到的性命修鍊方法，張伯端認為應能彼此借鑑，相互啟發，

方可克服執性或執命之種種侷限。故謂：「饒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

何事更兼修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8更云：「丹是色身至寶，煉成變化無窮。

更能性上究真宗，決了無生妙用。」9然而不論悟性或是修鍊內丹大藥關鍵皆在

於「心」，因為「心者，眾妙之理而宰萬物也，性在乎是，命在乎是。」10學道之

士務先了心，煉己持心，11心靜則精氣神始得發用，12故張伯端在《悟真篇》後序

云：「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

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13內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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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關鍵就在「心」與「道」冥合的工夫上，心靜定自然能與道體相應，此時「心

即道」，彼此同生共息，自可返本還元入於超脫之境。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將「心」

上升至與道體同一層次，已具備了本體概念，與當時儒釋二教以「心為本體」的

思想傾向如出一轍，足見以「心」為本體概念闡發心性理論在北宋時已是三教共

同的思想趨向，「心性」議題增進了三教之間思想的會通與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