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孔令宏（$&’& # ），男，云南弥勒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道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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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道纯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以此为理论基础的修炼，在现实中不得不涉及到人心与身、

意、精、气、神、性、情等概念的关系，由此转后天的人心为先天的道心，进而上达于道。其中的关键是处

理好性与命的关系。为此，李道纯运用有无、体用这两对范畴从身、心、精、气、神等方面详尽论述了性与

命的关系。他的上述思想，是对全真道南北二宗思想的综合，也是对道教心性论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元

代中国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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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纯（公元 $!$& # $!&’ 年）是元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他的著作有《道德会元》、《三天易

髓》、《周易尚占》、《中和集》、《全真集玄秘要》，此外还有《太上大通经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注》、《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注》、《无上赤文洞真经注》等多种注释类著作，他的弟子辑其语录为《清

庵莹蟾子语录》。

一、心即道

以心为修道的出发点何以可能？这是李道纯的理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对心与道的关系，

他说：“以心观道，道即心也。以道观心，心即道也。”类似的观点，如“修道即修心，修心即修道”等，

南北朝时期的《太上老君内观经》和盛唐前后的《大道论》、《三论元旨》等道教经典都表达过。不过

它们都是从功夫修炼的角度来说的。李道纯则是在哲理的层次上直接把道等同于心。这对后来王

阳明的心学思想当不无影响。

“道即心”、“心即道”所说的“心”，显然不是现实的人心，而是道心、本心、真心。为此，李道纯吸

收宋代理学把心分为人心与道心的做法，也把心分为道心与人心，但区分的标准不是理学的天理与

人欲，而是动与静。不动之心为道心，不静之心为人心。“古云：常灭妄心，不灭照心。一切不动之

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0 %)(）把心分为道心与

人心并不是说有两个心。心只有一个。道心与人心是心的两种状态。道心是先天的，人心是后

天的。

以心的二分为理论基础的修炼，在现实中不得不涉及到心与身、意、精、气、神、性、情等概念的

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修炼才能成功。这里一一分梳这几个方面。

心得依托于身而存在。李道纯对身心的关系非常重视，他说：“全真至极处无出身心两字。离

了身心便是外道。”［!］（/0+"!）在他看来，处理身心关系是修道的核心，重视身心关系是全真道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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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道教宗派的标志。

同心可分为先天的道心与后天的人心一样，身也有先天与后天的区分。“予所谓身心者，非幻

身肉心也，乃不可见身心也。”［!］（"# $%!）那么，这种不同于肉体身心，不可见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呢？

“身者，历劫以来清静身，无中之妙有也。心者，像帝之先，灵妙本有中之真无也。”［!］（"# $%!）这谈的

显然是先天的身心。用先天与后天这一对范畴解释精、气、神，是道教从五代宋初就开始有的做法，

但把身心划分为先天与后天，很可能是李道纯的首创。在他看来，身是永恒不变、万劫不坏、常清常

静的实体。这可能是受佛教把释迦牟尼佛划分为肉身、法身、报身的影响，但把身视为无中之妙有

则是他自己的观点。心作为“像帝之先，灵妙本有之真无”，显然只能是道。结合前面所述的道心与

人心的思想可知，这里的心实际上等同于道心，只不过道心是从后天修道的角度来考察心时对心的

理想状态的指称，这里的心则是从形而上的层次，“以道观心”而对心的指称。把身界定为“无中之

妙有”，把心界定为“灵妙本有之真无”，这就用有无关系把身心关联起来了。李道纯的这一思想，在

道教哲学史上是有意义的。总体来说，唐代之前，道教仅仅重视炼形炼气，即只是修身。盛唐前后，

道教提出了“修道即修心，修心即修道”的主张，修心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但修身实际上也没

有被废弃。那么，修身与修心的关系理应加以探讨。可惜在李道纯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人在基础

理论的层次上自觉地加以解决。李道纯把身、心都划分成先天与后天两重天地，用有无关系把形而

上与形而下、先天与后天统一起来，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丰富了道教哲学的内容。

李道纯认为，修炼中实际运用的是先天的身心。“如何是烹炼？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际，若有一

毫相扰，便以刚决之心敌之，为武炼也。身心既合，精气既交之后，以柔和之心守之，为文烹也。此

理无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铅炼汞也。”［!］（"# &’(）李道纯直截了当地就身心关系而言修炼，有多

方面的意义。首先是把修炼归结为身心相合，在理论上简单明了。其次是可以直接打通与形而上

的道教哲理的关系。身是真无中之妙有，心是妙有中之真无，二者同为先天，同为道的存在形态，这

就把形而上的哲理与形而下的实践融会起来了。再次，在实践中简便易行。身、心作为修炼的对

象，类同于药物。但传统的内丹修炼是把气作为药物，以火（神）炼药而成丹。这样就遇到了如何处

理神、气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不需要作太多的探讨，但在实践中操作起来颇

不容易，在内丹传承中要用语言把这一点说清楚也很困难。由于道即心，心即道，身不过是有精、有

情、有信的先天之道在实体方面的体现，也就是心之体。与此相应，心可视为道在功能方面的体现，

即道之用。这样，先天的身、心的合一无非是促成体用关联，即体即用，体用圆成，而体与用本来就

天然地要关联双成的。这样一来，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就变得既简单，又容易了。这样，通过语言的

表达同样也变得很容易。最后，可以圆融地解释修炼的目标和归宿。“或问：如何是丹成？曰：身心

合一，神气混融，情性成片，谓之丹成，喻为圣胎。”［!］（"# $%)）在李道纯之前，丹究竟是什么，内丹家

们一直说得不是很清楚。李道纯用身心合一来解释丹成，意味着丹就是身心合一的结果。这不失

为一家之说。

李道纯强调，在修炼中身心固然重要，但也不可执著，否则会被身心所累。“须要即此用离此

用。”［!］（"#$%!）

修炼固然只是用先天的身心，但先天的身心得依托于后天的身心而存在。后天之身包括精和

气。后天之心即人心。身心修炼的第一步是炼精化气。“炼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动则虎啸风生，玄

龟潜伏，而元精凝矣。”［!］（"# $%!）身不动则后天交感之精转化为元精，心不动则元精转化为元气。

元气与元精同属先天，所以元气又称为祖气。呼吸之气属于后天。“祖气者，乃先天虚无真一之元

气，非呼吸之气。”［(］（"#&**）先天气是修炼的种子，修炼以纯阳为目标，所以被称之为“一点真阳”。

后天的心中并非空无一物。意和情是其中两项重要内容。“思虑念意根心也，因事物而有。”心

通过眼、耳、鼻等感觉器官与外界的事物发生联系，促使心由静而动，这样心中就有了意。心有道心

与人心之分，意也可分为一般的意和“真意”、“胎意”。一般的意与人心、欲心、尘心是同一层次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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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真意”、“胎意”与道心、真心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着眼于后天的修炼，李道纯多在一般的意义上

论“意”。

心动而生意，这就有了价值判断和选择，意于是转化为情。李道纯说：“喜怒哀乐爱恶欲，情也。

因意而有。”情中的爱一旦与色相联系，就因男女两性关系而指向身中之精。李道纯由此得出了身

是精与情的着落处的观点。“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系。精与情同系乎身。”［!］（"#$%&）

内丹修炼只用先天，不用后天，所以李道纯强调“意不动”。意不动则情不生，此时神在心中的

功能发挥即可达到最佳状态。

神首先是玄妙不测之意。《全真集玄秘要》说：“物之大者，终有边际。惟神之大周流无方，化成

天地，无有加焉！由其妙有难量，故字之曰神。神也者，其无极之真乎！”［$］（"# ’!(）神玄妙不测，化

育天地，泽被万方，没有边际。而且，神的作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正如《中和集》所说：“不生

不死，神之常也。”此外，神还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大哉，神也！其变化之本欤！”这显然有把神实体

化的意蕴。神为什么能如此灵妙地变化呢？因其本性是虚。“神本至虚，道本至无。”［)］（"# $%$）在

这里，神是用以表征道生化万物时的伟大功能。这里的神显然是先天的。

从修炼的角度，李道纯继承白玉蟾的思想，把神区分为先天神（元神、阳神）与思虑神（识神）等。

先天神是与道心同一层次的概念，思虑神是与人心、欲心同一层次的概念。元神又被称为“真金”。

“或问：何谓真金？曰：金乃元神也。历劫不坏，愈炼愈明，故曰真金。”［*］（"#’()）对元神与思虑神二

者之间的关系，李道纯看到，思虑之神的宁静可以促进元神的凝聚。思虑之神不宁静则会干扰元

神。反过来，元神的凝聚可以促进思虑之神泰然安静。修炼中运用的是元神。但元神得借助于思

虑神而进行修炼方可产生，由少到多到全。“欲全其神，先要意诚。意诚则身心合而返虚也。”［*］（"#
’(*）“意诚”则身心交合，神的玄妙不测、无所不能的作用随之而出现。“意诚”这一提法是受《中庸》

和理学家对《中庸》思想的解释，如“正心诚意”的影响。但其实质不同于理学的伦理动机判定，而是

“意不动”。《中和集》说：“炼神之要在于意。意不动则二物交并，三元混一，而圣胎成矣。”“意不动”

并非意静如一潭死水，了无生气，而是在保持与外物之间的关系时做到常应常静，在静中保有动的

可能性和潜力。李道纯认为，这就是玄牝：“举心动念处为玄牝。”［*］（"# ’((）玄牝是丹胎凝结的关

口，是由有向无转化的关键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意不动”指意在静中含有动的可能性和潜力说明，意涉及到身与心两个方面。为此，必须考察

神与身、神与心的关系。神与心的关系比较简单。李道纯认为，“神藏于心”，心是神之舍。神与心

之间，一实一虚。《道德会元》说：“毂虚其中，车所以运行。心虚其中，神所以通变。故虚为实利

（体），实为虚用，虚实相通，去来无碍。”［’］（"# +$+）以虚、实这一对范畴而论，虚实相通，虚因实而存，

实因虚而用，虚实相生相得，互相促进。心为虚，神为实。心与神相得益彰。神与身的关系比神与

心的关系复杂一些。李道纯在《中和集》中认为，“神乃身之母，神藏于身，喻为母隐子胎。”神与身之

间是类似母子之间的关系，神为母，身为子。就李道纯以身为无中之妙有而言，应该说是身为母而

神为子，为什么这里颠倒过来了呢？这是因为，这里不是从本源论的角度来讨论，而是从本体论的

角度来讨论。在这一阶段，神比后天的形气之身更具有能动性。母有教育管理子之责，以神为母，

可以说明神对后天身的调节与控制。再则，从修炼实践来看，修炼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母能生子，先

天之身作为无中之妙有，比神更趋近于作为修炼目标的丹。以神为母，以身为子的关系，能够恰如

其分地说明这一点。这样看来，神与身的关系必须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一体贯通的方面来考察。

就理论而言，道是神的主宰，神是气的主宰，气是形的主宰，形是生命的主宰。就实践而言，不执著

于生命则形稳定，形稳定则气安定，气安定则神宁静，神宁静则虚、静而归于“无”。总之，神与身的

关系是：“道者神之主。神者气之主。气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无生则形住，形住则气住，气住则

神住。神住则无住，是名无住住。”［)］（"#$%$）

炼神以神住为目标。神要住，则人心要虚，促成先天的身心合一，为神化虚创造条件。正如《中

,第 $ 期 孔令宏：李道纯的道教心性哲学思想



和集》所说：“虚心养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采而饮之，性圆明也。”神化虚在义理上就是性从心中

凸显出来。

什么是性？李道纯说：“夫性者，先天至神，一灵之谓也。”［!］（"# $%&）这里的“性”，实为道性，又

称为“真性”、“本来真性”，与先天之神同体。从修炼的实践操作来说，性也就是“大丹”、“金丹”：

圣师云：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是知大丹者，真性之谓也。［’］（"#$%&）

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

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

李道纯把性与金丹等同的意义在于把丹道哲理的探讨与功夫实践直接打合在一起，形而上与

形而下不再分隔为两块，显示了他在促进道教哲学即体即用，体用圆成方面所作的努力。

性是“心明神化”的结果。心与神的关系，前已述及。那么，心与性的关系是什么呢？《中和集》

认为：“性在心先，心自性生。”这里的“性”，显然是指先天的道性，这里的“心”则是指后天的人心。

从先天来说，性是源，心是流。换句话说，性是人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根据，而只有在人产生之后才有

心，所以说“心自性生”。从后天来说，性是心之体，心为性之用，明心即可见性。“心虚澄则性本圆

明，性圆明则无来无去。”心自用归体就是性的彰显。这与人心的消退，道心的开显是同一过程，故

《中和集》有“心潜性生，犹流归水止”之说。李道纯谈性是从本源论的角度，谈心则是着眼于呈现、

运用、现实的角度。心的澄明虚静的状态与性是吻合无间的。所以他有“心中之性谓之砂中汞”之

说，用从砂中提取汞来比喻自心开显出性。

但是，心只能说是提炼性的炉鼎，性从心的开显必须借助于神这一中介。“性乃心之主，心乃神

之舍。性与神同系乎心。”［*］（"#’&(）这里的“性”是本性、真性、性体，“心”是人心、欲心、尘心。心、

神、性是三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概念。神是人对身心内外的各种关系的调节与控制的能力的体现。

与神侧重于功能不同，心具有实体的意味，是神与性的着落之处，也是炼神显性的下手处。所以《中

和集》卷一有“虚其心则神与性合”之说。炼心既是以神制约心，也是以性主宰心。从修炼活动来

看，心是修炼的起手状态和起点。性是修炼的目标。神是在修炼过程中沟通心性的中介，也是人这

一主体在修炼中的化身。心明、神化、性现在逻辑上依次出现，但在现实中则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

性主宰心是从未发向已发转变的过程。一旦性以已发状态表现出来，它就不得不应对外界的

物而转化为情。李道纯继承张伯端以来全真道一贯的观点，以四方五行配性情魂魄意，其中情属

金，配西方，以数称则为四。性则属木，配东方，以数称则为一。按照五行理论，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就是说，性生魂，魂生意，意生情。“情逐物，性随念，情性相达。”［%］（"#
$+,）情因物而生，随物而变。性则随意念而变。情一旦被物诱惑而转变为欲望，就会表现为意念，

从而干扰性。所以说性情相通。但情如果应物而不被物所诱，心中无欲，则性仍可获得安宁。正是

根据这一点，李道纯把性情比喻为夫妇。性为夫，情为妇，二者相和而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家庭

中夫妇的关系是夫唱妇随，那么，性与情的关系也是“情来归性”。虽然情来归性的意思，李道纯说

是“性情混然，则金木交无间矣”，但由于性是修炼的目标，情有转化为欲望的危险，所以其实质仍然

是“摄情归性”，空情见性，促成“本性圆明”。从五行理论来看也是这样，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

克土，土克水。金克木即情克性。情有阻碍性的袒露的危险，所以《中和集》说：“性寂情泯，照见本

来。抱本还虚，归根复命，谓之丹成也。”

情在应对外物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价值判断，进而有所选择和追求，这就产生了欲望。情一

旦转化为欲望，就成为性袒露的障碍。世俗之人，往往汲汲不舍地追逐声、色、名、权、利等，弄得心

神不宁。《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说：“权利牵于外，念虑煎于内，心为物转，神为心役，心神既不清

静，道安在哉？”［)］（"# ,’,）如此，性怎么能呈现呢？所以李道纯主张“以道制欲”，而不能“以欲制

道”。“以道制欲”的实质是绝欲。“绝欲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者，内忘其心，外忘其形，远忘其

物。三者既忘，复全天理。”［)］（"# ,’,）“忘物我”的目的是要达到“空”。《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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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以空谴欲，欲既不生，和空亦无。空既无矣，无亦无也。无无既无，湛然寂然，湛寂亦无，是名真

静。湛然常寂者，凝神入空寂也。寂无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 $%&）达到了空之后，要进一步

超越它而达到“无”，进一步超越“无”而达到“真静”。《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说：“所谓真静，非不

动也。若以不动为静，则是有定体也。有定体则不足以应变，所以真常应物、真常得性者，动而应物

而真体不动也。作如是见者，常应常静，常清静矣。”［!］（"# $%&）真静不是死静，而是在动中应物而性

不为物所动。在世俗社会活动中，自自然然地以动求静，这是道教与禅宗的区别。真静是凝神入空

寂而寂无所寂，故其实质是融神出空寂。不执著于空寂，这也是道教与禅宗的区别。总之，既忘物，

也忘我，但这还不够，还要忘记“忘”的本身，忘记操作“忘”这一活动的心，达到空、寂。但对空、寂也

不可执著，必须忘记操作这一活动的神，从而超越空、寂。其间的操作，正如李道纯所说：“丹从不炼

炼中炼，道向无为为处为。”［’］（"#($&）

从实体方面来看，谴除欲望，心虚则神与性合而可显性，身静则精不动而情不生欲，意可宁静地

贯穿这四方面并起到统帅的作用，这样丹胎就可形成。《中和集》说：“收拾身心之要在乎虚静，虚其

心则神与性合，静其身则精与情寂。意大定，则三元混一，此所谓三花聚，五气朝，圣胎凝。”“五气

朝”即“五气朝元”，指的是：“身不动精固水朝元，心不动气固火朝元，性寂则魂藏木朝元，情忘则魄

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则意定土朝元。”［&］（"#())）性与神是一家，情与精是一家，意是一家。意可贯穿

统一前两家。三家相见，丹胎形成，真性凸显。

这里谈了性、神、情、精、意五者，并未涉及气，却把这五者的相合称为五气朝元，为什么呢？因

为这五者只是五行的功能性的方面，不是实体。它们得依托于五行在人身的实体而存在，即心、肝、

脾、肺、肾。那么，功能性的方面和实体性的方面的关系如何？如何处理？这就涉及到了性与命这

一对范畴。

二、性与命

张伯端把老释之学概括为性命学。受其影响，李道纯把处理性命关系视为丹道的核心，说：“炼

丹之要，只是性命两字。离了性命便是旁门。”［&］（"# ())）对性命之间的关系，李道纯从多方面作了

详细的探讨。

李道纯用有与无的关系来解释性与命之间的关系。他在《道德会元》中说道：“有与无，性与命，

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有无交入，性命双全也。”［(］（"# *%+）性为无，命为有，有无交融，

性命即可双全。李道纯又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角度，与体、用结合起来探讨性命之间的关系，说：

“形而上者无形质，形而下者有体用。无形质者系乎性，有形质者系乎命。”形而上者无形无象，无所

谓体与用，故系于作为无的性。形而下者有形质，有体有用，故系于作为有的命。性为命之体，命为

性之用。那么，性、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李道纯说：“夫性者，先天至神，一灵之谓也。命者，先

天至精，一气之谓也。精与性，命之根也。”［*］（"# ()+）性为灵妙的先天元神，命为先天的元精。元精

生元气，故命也可视为元气。元神生元精，故性为命之根。这显然是用南宗白玉蟾的先天精、气、神

的思想来理解性与命的内涵。不过，他引用过王重阳的“神是性兮气是命”的说法，说明在这个问题

上他对南北二宗的思想均有所继承。

精、气、神之间关系的处理离不开身与心。所以李道纯进一步从身、心关系的角度来阐发性与

命的关系。他说：

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见解智识，出于心也；思虑念想，心役性也；举动应酬，

出于身也；语默视听，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则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则有往有来。是知身心两

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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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身心两方面组成。性的状态取决于心，命的状态取决于身。见解智识出于心，可促成人把

握性理。但思虑考较也出于心，它们则奴役性，使性埋没不彰。举动应筹出于身，为命的存在所必

需。但语言、沉默、观看、听闻也出于身，是身体器官的功能，它们则会劳累命。性一旦受奴役，则既

有来，也可去；命一旦受劳累，则既有生，也有死。由此可知，身、心是精、神的寄存之处，精、神是性

命的根本。身、心、精、神的状态决定了性命能否保持其本来状态。

身心合一方为人，故性命也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其名虽二，其理

一也。⋯⋯虽然，却不可谓性命本二，亦不可分为一件说，本一而用则二也。”［!］（"# $%&）性命同为先

天之玄，故是一。但后天的运用则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让它们发挥好各自的作用。这其中，必须

明了，性如果没有命就失去了存身之所，命如果没有性就失去了航船的舵手，性命相互依存，可以两

全。炼丹时，不能只修性或只修命，因为“各执一边谓之偏枯。”要性命双修，促成性命交和圆融。

虽然性命相互依存，修炼时必须双修，但这只是基本原则。对根器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在炼

丹的不同阶段，对性与命的修炼是可以有所侧重的。“学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

此生而知之也。根器浅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从有至无，自粗达妙，所以先了命而后了性

也。此学而知之也。”［’］（"#()$）李道纯认为，学道的人，根器优异的，可以只修性不修命，因为了性

自然了命。这是生而知之者才可以运用的方法。根器浅薄的，不能一直了性，只能渐修，从有至无，

从粗至精，先了命而后了性，这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生而知之者并不存在，所以，只修性不修

命只是在理论上虚悬一格，在实践中行不通，还得先修命后修性。这是李道纯对北宗先性后命的主

张和南宗先命后性的主张的综合。不过，李道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提出，要以“中”为原

则，在玄关（即“中”的实体）处促进身心合一，神气不二，摄情归性，以一灵真性交通虚无空灵之境

界，从而达到性命双修而成丹的追求目标。这是对内丹学理论的一个新发展。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李道纯对身、心、性、命的关系作了一个总结：

身定则形固，形固则了命。心定则神全，神全则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谓之丹成

也。［’］（"#$%’）

人之极也，中天地而立命，禀虚灵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命系乎气，性系乎神。

潜神于心，聚气于身，道在其中矣。［*］（"#(+(）

身安定则形体坚固，形体坚固则人可达到生命的极限。心安定则神全，神全则性归本返源。

身、心与性相合，性与形体相合，神妙灵通，丹就可形成。如此修炼，人就能开掘潜力，达到生命极限

的巅峰状态。此时，人在天地之间安身立命，禀循虚、静而立性。性命既立，则神自然也立。命与气

相关，性与神相关。气聚于身，神藏于心，神气相交，得道成仙指日可待。心、神、性是一组相互有紧

密联系的概念，具有观念的，或者说形式方面的共性。身、气、命是一组有紧密联系的概念，具有实

体的，或者说内容方面的共性。这两组概念又都归于道。道作为本源一旦发挥生化万物的作用，则

性命即从先天的一体分离绝待。作为生化万物的具体承担者的气，具体到人而论，就归属于命而存

在于形体中。人一旦出现，则道作为本体的作用就隐退于幕后，性则成为其化身并以神的面目来表

现自己的存在。神非实体，故不得不依托于心而存在。总之，先天的性命、神气、身心均是一体的，

后天则都处于两两二元分隔对待的状态中。人为万物之灵，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促使这三者重

新合一，返回先天的大道。

李道纯以虚空为本，从先天与后天两重天地出发，在北宗的自身阴阳（清修）、南宗的自身阴阳、

同类阴阳（双修）之外，别立以中脉为实体、以玄关为入手点的虚空阴阳之法，开后世内丹中派之先

河，并以此为背景展开了内丹学心性理论的探讨。他的上述思想，是对全真道南北二宗思想的继承

与综合，也是对道教心性论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元代儒、佛二家没有出现大思想家，思想较为贫乏

的时代，李道纯的心性论思想从一个方面昭示了道教思想发展所达到的深度，显示了中国哲学发展

的生命力。当考虑到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潮及其来源时，则李道纯心性论思想的价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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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低估。总之，李道纯的心性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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