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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之解經特色 
（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陳韋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明代（1368－1644）焦竑（1540－1620）的學術中多夾雜著儒釋道三家思想， 

因此本文著重從其易學著作《易筌》來探就此一現象的情況，從《易筌》的名

稱就可知，此當與《莊子》有非常明顯的關係。藉由對文本的閱讀、歸納與分

析，《易筌》明徵暗引道教經典的情形有《老子》4 處、《文子》1 處、《列

子》2 處、《莊子》19 處、《素問》2 處、提到黃老1 處、《淮南子》4 處、

《周易參同契》1處、《黃庭經》2 處、《抱朴子》1 處、《陰符經》1 處、提

到丘處機1 處、楊慎《丹鉛錄》2 處（實際有3 處），共計41 處，其中以引用

《莊子》為最多。這些雜引道教經典的內容多主要集中在《彖傳》6 處、《大

象》3 處、《爻辭》與《小象》共16 處、《繫辭傳上》5 處、《繫辭傳下》2 

處、《說卦傳》5 處、《乾．文言傳》2 處、《序卦傳》1 處、〈易筌附論〉1 

處，多集中在《爻辭》與《小象》。除此之外，《易筌》中雜引佛教經典者有9 

處。焦竑《易筌》雜引道教經典以試圖疏通《周易》經義的內容，如此的詮釋

特色形成焦竑以儒釋道三家思想融合的情形。本文的研究成果除有效提供實證

的答案之外，也對焦竑易學的詮釋方式與特色以及在易學史方面有著部分的學

術研究價值。 

 

關鍵詞： 焦竑 易筌 道教經典 

 

 

 

 

 

 

 

 

 

 

 

 

 



 

論道教信仰的生命關懷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道教信仰的生命關懷，以道教所特有的生命智慧為考察對象， 

希望藉此闡揚老子的生命智慧，以厚實現今生命教育的思想基礎，期望以對道

教信仰的理性思維及生命關懷的覺照能力，去提昇道教信仰者的生命層次與境

界。 

 

 

關鍵詞：生命智慧、生命教育、道法自然 

 

 

 

 

 

 

 

 

 

 

 

 

 

 

 

 

 

 

 

  



 

伊斯蘭的朝覲：平等與博愛的典範 

初雅士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加朝覲,成為一年一度的大規模聚會,吸引了超過250 

萬的朝覲者。如果一個朝覲有足夠的能力負擔，那麼在有生之年，必須完成至

少一次的朝覲。這是所有穆斯林朝覲中最為重要的活動，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

且兼具文化與地域多樣性的集會。朝覲來自於真主的認主學（認主獨一）與穆

斯林社群（烏瑪）的象徵。穆斯林在體現這些觀念的同時，實現高度的統一與

團結，賦予真主給他們在今世的事業，並為他們帶來後世的天園。不同民族、

祖先、與文化的穆斯林聚在一起，來自於信仰的一致性，這是伊斯蘭在全世界

的力量標誌。麥加一年一度的朝覲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精神上的回歸儀式。

本文探討朝覲在伊斯蘭中的地位、描述朝覲的儀式，並探討朝覲對穆斯林的意

義。進而試圖介紹並分析朝覲如何對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朝覲對於穆斯林而言，是一個改變人生、豐富精神的體驗。本文的研究結果是

基於訪談與個人觀察而完成。 

 

 

關鍵詞：朝覲，朝聖，伊斯蘭，平等，博愛，認主獨一 

 

 

 

 

 

 

 

 

 

 

 

 

 

 

 

 



 

佛教對泰國政治的影響之探討 

Jiranuwat Swaspitchayaskun1 

(泰國納黎萱大學東盟研究學院 副院長) 

摘要 

從泰國歷史來看，泰國的政治結構與理念從第一王朝，素可泰王朝，一直到 

曼谷王朝都建構在佛教思想的基礎之下，且國家、佛教與國王之間的關係密不

可分。泰國從1932 年實行君主立憲制國家并採取西方民主制度取代以泰式佛教

與風俗習慣治國的概念，也經歷了80 餘年的發展時間，但泰國民主卻沒有很大

的發展，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若從佛教的民主意識分析，佛教思想或道德觀逐

漸被西方民主理念有所淡化，部分泰國對佛教產生質疑甚至忽略佛法與道德

觀，泰國大部分人民仍然習慣傳統的政治模式，只有少數人民與統治者能夠理

解真正的西方民主與其運作機制，使得政治的貪污腐敗成為普遍現象，而都市

人受過教育且有修養的中產階級反對腐敗，支持民主價值，但其他地區沒受過

教育的大批民眾則常常易被不道德的政客所左右，即使最終帶來泰國政治動蕩

與社會的矛盾。 

 

 

 

關鍵詞：佛教，泰國政治，民主主義，道德觀 

 

 

 

 

 

 

 

 

 

 

 

 

 

 

 

 



 

論老子《道德經》的生死觀念 

陳德和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教授） 

摘要 

道家思想是傳統的義理學問，對華夏文明的陶冶融鑄有著關鍵性的決定，本 

文以通行本老子《道德經》為詮釋之依據，從實踐智慧學的視域，揭露其解放

生死的智慧。從實然說人是向死之存在，老子形容為「出生入死」，然而老子

又主張「長生久視」、「沒身不殆」，則老子於實然之生死外，更有其應然之

道的賦與，且此應然之道的賦與乃以神聖為訴求，故能見證永恆，是故依老子

之見解，人非僅為向死而已，更當是向道成道者。老子以「無」為道的實踐智

慧本在證成神聖性的人格典範，其工夫境界則偏重解構與消融，若聖人之無為

無執致虛守靜對於生死議題而言，即是解放生之執迷與死之恐懼，讓人立足當

下皆能所遇皆適而逍遙以過，是之謂「知止不殆」，是之謂「知足之足，常足

矣」，此同時亦印證身雖可死其德長存之偉大理想，是之謂「死而不亡者

壽」，是之謂「深根柢固，長生久視之道」，若莊子本與老子慧命相續，所以

老子如是之主張和理念莊子皆能克紹箕裘而有效繼承，凡內七篇中均可歷歷在

目而毋庸置疑。老莊哲學，素無三世輪迴之說，亦無靈魂不滅之論，且無了斷

生死之意，更無上帝救贖之見，其乃立足於當下之生活世界，試圖從有限以證

無限，其於神聖之肯定與不朽之實現，雖非宗教卻充極朗現宗教之意識與虔誠

而彌足珍貴。 

 

 

 

關鍵字詞：老子，生死，解構，虛靜，無為，圓融 

 

 

 

 

 

 

 

 

 

 

 



 

「黃河逆流」兩種 

山田俊＊ 

熊本縣立大學教授 

摘 要 

道教文獻之中見的「黃河逆流」之句，通常認為 男女交媾之際，男方閉 

精不泄而還精補腦的技法。就是因為將男女交媾為前提，所以數它為房中術之 

一，而鍾呂系煉丹派算它為與自派不同的「傍門小法」而指責。但不少道教文 

獻卻積極地使用「黃河逆流」之句也真實的；即「黃河逆流」具有褒貶兩義。 

而且，鍾呂系煉丹派也並不完全否定「黃河逆流」而保留些其意義。本論對於 

相關兩種「黃河逆流」的如此複雜的情況，從「概念史」的角度來加以基礎性 

的檢討。 

 

 

關鍵詞：黃河逆流 鍾呂系煉丹派 男女交媾 《道樞》 《悟真篇》 

 

 

 

 

 

 

 

 

 

 

 

 

 

 

  



 

兩個道教宮觀之經韻音樂的比較觀察與分析— 

來自嶗山太清宮和陝北白雲觀的田野報告 

劉紅 

（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悅 

（上海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 

文章以道教經韻為研究物件，通過對嶗山太清宮與陝北白雲山的早壇功課經 

韻進行表觀察，意欲就不同宮觀於經韻唱誦上的差異、形態特徵中的異同，以

及經韻與科儀之間的關係等問題進行探討。全文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道

教經韻概述；第二部分，嶗山太清宮與陝北白雲山早壇功課的觀察與記錄；第

三部分，通過對嶗山太清宮和陝北佳縣白雲山早壇功課的對比發現其個性與獨

立性，並對形成這種特性的原因進行探析。 

 

 

關鍵字：道教；經韻；嶗山太清宮；陝北白雲山；道教儀式；宗教功能 

 

 

 

 

 

 

 

 

 

 

 

 

 

 

 

 

 



 

《南華經》的神仙思想與養生哲學探微 

金清海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莊子》一書即《南華經》。 

《史記‧封禪書》載戰國齊威、宣王及燕昭王之時，均曾派人入海求仙，神 

仙思想已盛行。先秦古籍以《莊子》論述神仙思想及養生哲學最多。《莊子》

的神仙思想及養生哲學奠基於其宇宙論及生命觀。而《莊子》宇宙論的核心思

想是道，道的氣化論影響後世道家、道教對神仙與養生思想哲學的發展至鉅。 

本文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莊子時代的神仙思想背景說明，散見於《莊子》、 

《楚辭》、《列子》等先秦古籍。第二部分是莊子的生命觀及宇宙觀，與莊子

神仙思想與養生哲學的聯結。第三部分對莊子的神仙思想探微。第四部分為莊

子的養生哲學探微。第五部分是《莊子》神仙與養生思想對後世及道家、道教

的影響。第六部分是結語。 

 

 

關鍵字：《莊子》宇宙論、生命觀、神仙思想、養生哲學、《南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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