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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氣論思想之界定 

 

「氣」最早為天地之間所產生的自然現象而言。許慎《說文‧气部》云：「气，

雲气也。」段玉裁注云：「气、氣古今字。自以氣為雲气字，乃又作餼為廩氣字

矣。气本雲气，引伸為凡气之偁。」
1氣是一種有形無形的存在，在中國哲學上

具有獨特的特質，有別以心學、理學等而論，是為中國哲學範疇系統中重要的範

疇之一。中國哲學範疇中，關於「氣」的特點，張立文歸納出：(一)、氣為客觀

存在的物質，本身沒有形質，但無所不入、無所不包，貫通於一切天地萬物之中；

(二)、氣本身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充塞孙宙中，構成一切事物的基礎，兼納物質

及精神現象；(三)氣具有滲透性，例如，氣能滲透到其他事物成分中，使自身變

為「陰氣」、「陽氣」、「雨氣」……等。2 

 

氣是貫通天人，時間，空間，既是形上也包含形下。人是由小孙宙構成，而

天地是由無數個小孙宙所構成的大孙宙，氣之觀念很早就已存在。3氣是絪縕、

聚散、振蕩不已，陰陽二氣凝結成萬物具有創生作用。氣論從哲學上發展出屬於

自己的一套新的路線，萬物是氣化凝結成具體有形的形體，氣具有生生義、自然

義、創造義、道德義。劉又銘認為，所謂氣本論，狹義地說，就是「理在氣中」，

「離氣則無道亦無理」的以氣為本的基本主張和立場；廣義地說，則是進一步包

括在上述立場下的心性論與修養功夫論內在的思想。4因此萬物之理蘊藏在在氣

化生生之道中，故理氣是一而非二。真理蘊藏在人倫日用中，而人倫日用中的展

現就是道德的表現。「氣」的思想概念，全體而言，可以視為組成人和自然生命、

物質運動的能量。但根據不同時代、不同領域，「氣」所表現的狀況和所引發的

作用未必相同。5因此，氣所蘊涵的概念及流變需要仔細地去探究，因其在思想

史上佔有很大的部分及影響力。 

 

「氣」具有本體義、生生義、道德義，萬物各具其主體性，萬物的生成各異，

                                                     
1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1 年)，頁 20。 
2 張立文著：《氣》（臺北：漢興書局公司，1994 年)，頁 15-17。 
3
 關於氣的哲學發展，劉長林將其分成四個階段：一、春秋和春秋以前：氣概念逐漸形成。二、 

戰國：氣概念臻於成熟。三、兩漢：建立起系統的氣學理論。四、宋、明、清：氣概念向更高 

層昇華。收入於楊儒賓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說「氣」〉。（臺北：巨流

圖書公司，1993 年) ，頁 109-117。故可知，氣學發展到漢代時期，已成為了一套系統，且漢代

論氣之思想家相當多。 
4  劉又銘著：《理在氣中》（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0 年），頁 3。 
5  小野澤精一、福永光司、三井湧編，李慶譯：《氣的思想——中國自然觀與人的觀念的發展》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原序，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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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所稟陰陽二五比例不同之氣種。氣從有形到無形，涵攝上下，內外是一，「氣

學」基本觀念是元氣與形氣本質是一，一氣貫穿天、地、人三者之間，順著時間

空間螺旋式的前進，循環不已。「氣」不僅具有材質義，更具有本體義，客觀機

率決定一切。氣也具有生生義，生生之必然性引申出其道德義來。萬物各具其主

體性，肯定所有氣化所生之下的萬物，皆有其存在本身的價值義。
6現在研究氣

學之路，可將氣質之性以分解義與圓融義加以詮釋，關於心、理、氣之間的關係，

現在研究氣學者多分為三條路線，一則是純粹氣本論者、二為理氣是一、三為心

理氣是一。純粹氣本論者，將氣之本體義位階提高。理氣是一論者，認為氣之本

體除了有本體義、真實義外，又賦予其道德義。而持心理氣是一的學者，除了認

為氣質之性有真實義、道德義、整體義外，又賦予良心有感通義、主宰義的功能。

大陸學者都以唯氣論來說氣之本體，視為自然客觀存在的現象，比較缺乏心體意

義的探討。但我們知道，氣化生萬物，不僅具有本體義、真實義外，也同時具有

道德義和創生義。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大多以唯心論和形上思想，來討論人性的價值義和存在

義，很少以「氣」為本體的方向來討論。到了近代，研究氣論的人愈來愈多，不

再認為「氣」是沒有主體義的。氣化流行就是一種道德意識的展現，萬事萬物皆

由氣化而成真實具體的存在。「氣」不但具有道德義、生生義，更為孙宙生成之

本體。其貫通天、地、人三者之間，包羅萬有，形上形下皆為一體。 

 

在台灣的中國思想史的專著中，對於隋唐的思想大多以佛學為主，對於道教哲學

的著墨不多，然而道教哲學不僅繼承及發揚先秦道家哲學，同時又吸取了儒家與

佛家思想而成，其地位不可被忽視。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時期著名的「道門領袖」。其上承唐代道教的重玄哲學，

下啟宋元時期道教內丹思想，道教中是位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杜光庭學識

淵博、著述豐富，被當時人譽為「詞林萬葉，學海千尋，扶宗立教，天下第一7」。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道教人物的代表，在思想本質上以道家、儒家為主，另外還融

入了佛家的思想，並且在「崇老」的風氣中，具有將老子神格化的道教色彩。在

《道德真經廣聖義》中，杜光庭以「道」、「氣」、「道氣」來詮釋「本體論」、「孙

                                                     
6 王俊彥：《王廷相與明代氣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5 年)，自序，頁 1-3。 
7 （明）張孙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三十二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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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論」、「道性論」、「成仙論」。因此本論文將杜光庭的思想，以「道」、「氣」、「道

氣」的方向切入討論原典，並完整的呈現出他的思想特色。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 研究範圍 

 

 

以杜光庭撰《道德真經廣聖義》為主（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

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年（明）張孙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十四冊。）

輔以其另一著作《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上海：上海書店、文物出版社、天

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4年（明）張孙初編撰、李一氓主編：《道藏》），第

十四冊。 

 

 

 

二、 前人研究成果 

 

 

(一) 書籍 

 

    今人研究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書籍相當地少有，但筆者認為，要了

解杜光庭之思想，亦可由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及風氣來切入。故對於道教之學說，

必定要有一定的了解，以及一些談論氣論思想的書籍，用來探討杜光庭氣之哲學

義涵。關於今籍方面筆者其分為三類，一是以對杜光庭研究的專書為主。第二類

則是在唐朝大時代下所流行的思潮和其朝代發展的過程。第三類則是今人研究有

關氣論思想的專書，以輔助筆者對氣論思想發展的釐清。 

    關於研究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專書有孫亦平撰《杜光庭思想與唐宋

道教的轉型》8，金兌勇撰《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道教哲學研究》9，以

上這兩本書對於杜光庭的研究及其思想有較深入的探討。 

    本論文除了對各家研究杜光庭的專書作分析研究之外，另外對於影響他哲學

思想背景的專書，一些對當時唐代歷史背景及當時哲學的探討，作為了解杜光庭

                                                     
8  孫亦平撰：《杜光庭思想與唐宋道教的轉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9  金兌勇撰：《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道教哲學研究》（四川：巴蜀書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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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輔助資料。例如李養正撰《道教概說》10，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11，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12，盧國龍撰《道教哲學》13，李大華等撰《隋唐道家

與道教》14……等。皆是有助於了解當時杜光庭所處的時代背景，進一步了解杜

光庭思想的特色。另外現今研究氣學思想的書籍也漸漸在增加當中，為了更深入

地去了解氣學所代表的哲學意義，及對於氣論思想的發展脈絡，當代研究氣學的

專書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張立文撰《中國哲學範疇精粹叢書－氣》16、王俊彥撰

《王廷相與明代氣學》17、劉又銘著：《理在氣中》18……等。等對「氣」之定

義及源流發展的說法，以提供筆者做為研究論文的參考資料。 

 

 

 

(二) 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方面，對於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討論亦不多，對於杜光庭

生平事蹟，可由，王瑛撰〈杜光庭事跡考辨〉15 ，張澤洪撰〈青城山道教述論〉
16，來作參考；陳弱水撰〈隋唐道性思想的特色與歷史意義〉17，可以提供唐代

道性論的資料；而孫亦平撰〈論道教女仙崇拜的特點─從杜光庭（墉城集仙錄）

談起〉18，（法）傅飛蘭撰〈《道教靈驗記》─中國晚唐佛教護法傳統的轉換〉19，

孫亦平撰〈論漢唐《道德經》注疏與老學思想的發展─以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

義‧序》為中心〉20，可以對杜光庭思想作一參考。希望藉由相關性的討論來探

索杜光庭的思想。 

 

 

 

(三) 學位論文 

 

    關於學術論文方面，發現學者對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研究著述不多，

                                                     
10  李養正撰：《道教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11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2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3  盧國龍：《道教哲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 
14  李大華等撰：《隋唐道家與道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5  王瑛撰：〈杜光庭事跡考辨〉（《宗教學研究》第 1 期，1992 年） 
16  張澤洪撰：〈青城山道教述論〉（《道教學探索第玖號》1995 年 12 月） 
17   陳弱水撰：〈隋唐道性思想的特色與歷史意義〉（《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

成功大學，1999 年） 
18  孫亦平撰：〈論道教女仙崇拜的特點─從杜光庭（墉城集仙錄）談起〉 （《中國道教》第 1

期  2000 年） 
19 （法）傅飛蘭：〈《道教靈驗記》─中國晚唐佛教護法傳統的轉換〉（《華學》第五輯，2001 年） 
20  孫亦平撰：〈論漢唐《道德經》注疏與老學思想的發展─以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

為中心〉（《中國哲學史》第 40 期，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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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羅月華撰《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研究》21 ，孫亦平撰《杜光庭思想與唐

宋道教的轉型》22 為主，然亦可由與氣相關的論文中，找尋其依據如：楊婉羚撰

《《淮南鴻烈》氣論思想研究》 23 陳靜美撰《莊子「氣」概念之研究》 24強昱撰

《成玄英李榮重玄思想研究——從玄學道重玄學》25 。從上面的研究資料當中，

沒有一家學者是從「氣論」思想角度的方向切入，來對杜光庭做一探討。因此筆

者打算從此方面著手，試圖詮釋杜光庭思想中關於氣學思想的哲學意義。 

 

 

 

三、 研究方法 

 

 

 

(一) 原典之摘錄歸納 

 

    過去對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研究著述不多。本文試圖藉由杜光庭原

典，即《道德真經廣聖義》中的字句重新檢索，將其中具有哲學意涵的關鍵辭，

如「道」、「氣」、「精」、「神」、「心」、「性」、「情」等，摘錄出後做一整理歸納，

以期建立其理論架構，進而找出彼此的關係，並加以論證，希望能重新詮釋《道

德真經廣聖義》的「孙宙論」、「本體論」、「道性論」、「成仙論」等思想理論。 

 

 

 

(二) 諸家佐證 

 

雖《道德真經廣聖義》鮮少被學者討論，然歷代學者對《老子》、道家思想、

道教思想的論述成果豐碩，本文希望能在前人的努力之上，再進一步的做一資料

整理分析歸納，並重新檢討詮釋杜光庭的《道德真經廣聖義》 

本文希望藉由以上的研究成果，以及不同的研究角度，對杜光庭《道德真經

廣聖義》的分析與歸納，進而對唐代的氣化流行思想，與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

義》中所呈現的思想架構，做一個完整性的分析與討論。希望能清楚地將杜光庭

《道德真經廣聖義》中的「本體論」、「孙宙論」、「心性論」、「修養論」等範疇，

                                                     
21  羅月華撰：《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 
22 孫亦平撰：《杜光庭思想與唐宋道教的轉型》（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3 年） 
23 楊婉羚撰：《《淮南鴻烈》氣論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24 陳靜美撰：《莊子「氣」概念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所博士論文，2008 年） 
25 強昱撰：《成玄英李榮重玄思想研究——從玄學道重玄學》（北京：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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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中的「道氣」思想，做一個完整且全面的討論，具

體的呈現杜光庭的思想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