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李道純生活在宋元之際的社會大變動時期。他對於南宋滅亡的教訓有著深切體會，其「致

中和」學說中貫穿著「極體利用」的價值訴求。「極體利用」實際上是針對南宋後期相當一部份

深受理學浸潤的士大夫只知尋微於「體」而不知廣施於「用」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旨在克服

這個時代的主流思想中重「體」輕「用」的理論偏頗和價值偏失。作為一名道教思想家，李道

純的「極體利用」思想是對中國哲學體用思想的重要發展。作為一名內丹學家，李道純還兼採

內丹學南北二宗之理，創立了內丹學中派的理論與實踐方法，以為實現「極體利用」的最高目

標而服務。李道純所開創的內丹理論與實踐方法，深深影響了元代以後內丹學的發展。對李道

純中派丹法的研究，也是內丹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份。

本文的主體內容由引言（緒論）與正文（共六章）兩大部份構成。

緒論部份主要是點明本文題旨，在概括和總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指明本文的創意所在，

尤其指出，本文的獨創性思想集中體現在：綜合已有研究成果並經過獨立思考，將李道純道學

的核心思想概括為「極體利用」。正文是圍繞這一獨創性概括來論述李道純思想的。

第一章是鑒於以往研究中對李道純生平與學術缺乏細緻考察和對其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缺

乏說明的情況而設立。本章雖以較多篇幅用於考釋其生平及學術活動中所尚存的疑問之處，然

其思想重心實在借助於古今學者的有關思想成果，審視李道純所處的時代，尤其是審視其思想

的歷史文化背景，旨在說明，李道純是有感於南宋士人重「內聖」而輕「外王」、重「體」而

輕「用」的弊端，才提出了他的「體用兼」的思想，其「致中和」學說則是表達這一思想

的理論模型。這是依據古今學者的思想成果所做出的一種邏輯推斷。

第二章是通過對「致中和」學說與道家、道教「守中」學說發展過程的梳理，旨在說明，

李道純的這一學說主要是為表達他的「極體利用」思想服務的，它在理論形式上借助於「體用」

範疇來思考和辯說「中和」，其以「中」為「體」、以「和」為「用」的「致中和」思想，對道

家和道教的「守中」思想既有所繼承更有所發展，其價值乃是導向於「應變」。

第三章是順著內在於李道純「致中和」學說中的「應變」價值導向來考察和論述其常變觀。

其「常」「變」範疇實是其「體」「用」範疇的理論展開形式。從其對《老》《易》的闡發可見，

李道純非常重視「常」「變」的對立統一：其《老》學以論常為特色，《易》學以論變為特色。

這體現出其老學和易學對《老子》《周易》思想的有機整合之功，既以《易》之「變」補《老》

之「常」，又以《老》之「常」補《易》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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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接著上章更加具體地考察李道純心性學的「動」「靜」範疇。按李道純思想的內在

邏輯，形而上之「常」與「變」的具體意義即落實於形而下之「動」與「靜」，其心性學即以

對「動」「靜」關係的探討為理論特色。其「本心」概念是表示與「道」相合的虛靜無為之心境。

在李道純看來，虛靜是心的本來狀態，是謂「道心」。人心與道心的區別在於動靜的不同，而心

之動靜又是可以相互轉化和涵攝的，由人心向道心的回歸需要以致虛守靜的工夫作為基礎。

第五章是進一步考察李道純「致中和」思想在其「三教」關係觀中的具體表現，指出了李

道純是以「中」來統一儒、釋、道三教之義，即認為「中」是「三教」的一貫之道，這是其「三

教合一」思想的理論特徵。

第六章是考察李道純「極體利用」觀念在其內丹修煉理論中的具體表現，認為其修煉理論

是以「有為與無為交替為用」為思想特點的，並指出：在李道純的內丹學體系中，有為與無為

是交替運用的，有為可以「了命」，這是「利用」向度的體現；而無為可以「了性」，這是

「極體」向度的體現。在李道純最具特色的玄關理論中，「玄關」是體用、動靜、內外轉換的通

道，可以統攝未發、已發，從而合體用而為一，這其實也是其「體用」思想的體現。

本文最後以後人對於李道純的幾則經典評價作為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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