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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关于作者与成书 黄元吉，名裳，字元吉，为清代著名养生学家、传统内丹功宗师，其 生平
不详。
黄氏系江西丰城人，乃博学鸿儒，深究经史，兼精佛乘，曾遍 游名山胜地，卒获异人传授道门心法真
诀，终而人道。
据编辑《乐育堂语 录》的弟子原序中记载：“先生自丰城应运而来，设帐于兹十有余载，每 于注《
醒心经》、《求心经》、《道德经》之余，辄与及门讲究性命双修 之理、天人一贯之原，无一不阐发
尽致。
”而龙腾剑跋中称“是书成于道 咸年间”，由此可知j清道光、咸丰年间，黄元吉自江西丰城至四川
“乐育 堂”讲学，于四川自贡、富顺、荣县等地，设馆授徒十余载，朝夕讲解老 子《道德经》，并
传授道门真法，门人众多，法席隆盛。
黄元吉亲撰《道 德经注释》一书，门人又将其讲道语录集成《乐育堂语录》，流传于世。
 《乐育堂语录》系黄元吉于清道、咸年间讲学四川乐育堂时所授道门 心法，由其门弟子记录整理而
成，为流传于世的丹道巨著。
据黄元吉《道 德经讲义》“自序”，《讲义》一书刊于清光绪十年(1884），则《乐育堂 语录》可推
知其整理刊行的年代应为道咸之交至光绪年间。
 据《乐育堂语录》“原跋”记述，黄元吉先生是元代人，并言《张三 丰集》中列举师承中有黄元吉
之名。
又称黄元吉遁形隐迹，直到清朝道咸 之年“犹聚徒讲学”，言黄元吉“历时几历千载”。
以此说，黄元吉在世 之寿几近千岁。
然查《三丰全书》，其“隐鉴”中仅有王原吉、沈元吉之 名，其事迹均与黄元吉不符，全书他处亦未
见提及黄元吉。
《乐育堂语录 》“原跋”所记或系讹传，但此书著成于道咸至光绪年间，黄元吉当为清 时人。
 元代净明道第三代宗师亦名黄元吉(1271～1325），字希文，号中黄子 ，江西丰城人，编有《净明忠
孝全书》。
则此黄元吉与《乐育堂语录》的 作者黄元吉，姓名籍贯都相同，这也是一大奇案，难怪一般人容易将
他们 混淆。
加上清代的黄元吉生平无记载，神龙见首不见尾，从神仙长生不老 的角度上说，修道的人容易联想他
们可能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仙家成就金 液大还丹，留形住世历千年之久，在神仙的意义上说也并非难
事。
或者可 以附会说，清之黄元吉为元之黄元吉之“再来人”。
当然，这都是超出我 们一般人的认识范围的，是真是假，方外方内之人可有自己的看法。
从学 术的立场上说，则凡无有确切证据的事，都要存疑。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 教史》称“《乐育堂语录》，托名元黄元吉说，实则成书于道咸间”，则 似乎
认为清代无黄元吉其人，《乐育堂语录》乃为清人托名元黄元吉所说 。
按《乐育堂语录》、《道德经讲义》中并未提及元代净明道之黄元吉， 且其所述丹道思想与元黄元吉
思想不类，托名之说恐非实情。
实际上历史 上名为黄元吉者有多人，这与《易》有“黄裳元吉”之语有关，因而元代 净明道之黄元
吉与清代内丹宗师黄元吉并非一人。
 《乐育堂语录》成都二仙庵刻版原为五卷，镇江道德分社版则为四卷 ，少后一卷。
泰国赞化宫、复圆堂版亦均为四卷。
香港正德公司版将最后 一卷合刊于四卷末，成五卷本，其所据何版未叙明。
可能此书原为四卷， 书成后黄元吉续看讲录，又录成一卷，后补入四卷本成五卷本。
此书后经 多次重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五卷本、《道藏精华》第六集之五、北京天 华馆四卷本(并收
入《藏外道书》第25册）等。
以上诸版本以北京天华馆所 印四卷本成书较晚(1934），校勘较为完善，字句错误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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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蒋门马先 生《道德经讲义·乐育堂语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版）校 注的《乐育
堂语录》是现代人整理的最新的版本，也应是点校较完善的版 本。
 二、《乐育堂语录》的丹道思想及其特色 学术界一般将李道纯之《中和集》、尹真人高弟之《性命
圭旨》和黄 元吉之《乐育堂语录》归为内丹学中派的典籍，中派由李道纯以“中”字 概括三教心法
而得名，其实在《乐育堂语录》中“中”字并不完全能概括 其丹法之要。
将黄先生的《语录》(以下依行文需要，《乐育堂语录》或简 称《语录》）归于中派，乃为一传统说
法，其实《语录》应属各派内丹学之 综合集成之作品，相当于一部内丹学的综论。
又，中派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宗派”，其中也不一定有前后相继的师承关系，其实是一个“学派”
的概念。
严格说来，丹道的派别很多是属于个人化的宗教，他们只是修炼 丹道以成神仙，功成之后再传授有缘
的弟子，有的有自己松散的组织，有 的就只是隐传而已，与官方的或正统的组织化宗教有所不同。
丹道思想的 流派与正统道教教会、官方组织是不同的，丹道思想的分派更多地是作为 道教一个修道
思想的学派而存在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交代的。
 综观各种讲丹道的经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通灵型 丹经，是由扶乩、降神等特异
状态下所出的经典，皆是各类神仙降笔，问 附玄理，偶有真知，但逻辑上常常有点纷乱，可说是杂而
多端。
二是学者 型丹经，是由道教学者、论师所创作出来的各类丹经及注疏，其文思理一 贯，理论上较系
统，但多思辨玄谈与名词术语，有时属于纸上谈兵，不切 实用。
三是悟道型丹经，是得道高真著述或由讲道记录所成的作品，其文 义理深微，前后一贯，语语自心中
流出，可为修道者之指南，最具理论与 实践价值，《乐育堂语录》就是属于上述第三类的丹经。
 像《乐育堂语录》这样兼备通俗易懂与高深义理之道教作品，殊不多 见。
《乐育堂语录》的丹法，从理论特点上说是性命双全，理法并重；从 所被根机上说是顿渐相资，普被
三根；从语言风格上说是亲切详明，出语 警策；从讲道宗趣上说是三教贯通，直指大道。
 内丹学南宗从命至性，其中丹禅之融通尚分成二段，较详于命功，但 其文多诗歌吟颂，不易了解。
内丹学北宗由性摄命，偏重于性功而命功较 略，禅之色彩浓厚而不显丹家本色。
而黄之《语录》丹禅完全融合成有机 的内在的系统，性功了悟与命功丹法俱详并重，虽融通儒佛而不
失丹道本 色，是站在道教立场而融通三教的代表作，真正形成”性命双修”的系统 伟构。
《语录》中既有系统的丹道理论，又有切实详明的丹道功夫与火候 的描述，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这
也是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仅有系统理论 而无具体的实践功夫，则其理论是空的；仅有实践功法而无系统理论，则 其实践是盲
的。
《语录》是黄先生讲述自己的切身体悟，不尚空谈，但同 时又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义理系统精当，这
样的作品，当然就是内丹学文 献中的精品了。
 丹道修炼有一个由浅人深的系统的修道过程，对于不同根器的弟子， 对于修道到不同阶段的修道者
，相应地他们所需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也都是有所不同的：由于《语录》是针对不同的弟子和不
同的修道阶段应 机所作的开示，因而其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从下根到上根、初级到高级 等各种不
同的人不同的阶段所需要的丹法，能够适应不同人的需要，因而 可以说是普被三根的、适于广传的内
丹心法。
当然，这也造成阅读《语录 》时的一个困难，因为此书并非黄先生自己亲著的书，而是随机讲授、应
机说法的记录，虽然全书蕴含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但内容的前后排列却 并不是由低到高系统组织的
，有的内容是重复的，需要读者认真反复钻研 ，从中找出一贯的系统来，并寻找到适合自己当前需要
的口诀与心法。
 一般内丹学作品多隐语譬词，殊难了解其真义，而此书对内丹学的重 要名词术语都有直接、根源性
的指示，通俗易懂但又深微精当。
因为是讲 道的记录，所以语言都是亲切详明的，句句指归大道。
这在当时是完全口 语化的文本，但到今天有些也难于理解了，与现代的白话文还是有差距， 可以说
是比较浅近的文言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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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很多的名词概念，虽然黄先生已经 用当时的浅白的语言加以解释了，然而到现在也还需要进一
步地用现代语 言进行诠释。
 内丹学东西两派都重男女阴阳双修的丹法，其法难行而易生流弊，《 语录》的丹法清静纯正，既有
详细的下手功夫和中间过程，又指归大道， 人于无为道体，下学上达之理法俱备，可以适于普传广授
，为丹道之正宗 。
《语录》以丹道为中心，同时贯通儒释，随手引用儒释两家的经典加以 解释丹道的义理，体现了黄先
生贯通三教、直指大道的讲道宗趣。
 从理论特色上言，《语录》之于道教内丹学，犹《六祖坛经》之于佛 教禅宗。
然而在实际影响方面，《坛经》为佛门显学，而《语录》则没有 取得应有的影响，实为可惜。
这可能是因为黄氏并未建立宗派传法系统， 没有得大成就的后继者来光大其学。
现在是我们重新发掘其重要意义的时 候了。
 根据《乐育堂语录》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看出研究《乐育堂语录》 的重要意义： (一）《乐育堂语
录》可视为一部内丹学的概论，是传统各宗各派内丹 学成果的融会贯通，通过对《语录》的研究可以
系统总结道教内丹学的理 论成果和实践意义。
这对于道教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 值。
 (二）明清以来三教融合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其中有儒家立场 的三教融合、佛家立场的三教
融合和道家立场的三教融合三种类型。
《乐 育堂语录》虽为道籍，但可视为三教真传的要典。
通过对《语录》的研究 ，可以了解以道教立场融通三教的代表性成果，从而加深了解中国思想史 上
的三教融合特征的一大类型。
 (三）《语录》对现代人的身心修养和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仍具有现代 意义，从现代哲学、宗教学、
精神分析学、超个人心理学和人体科学等多 学科的角度，重新诠释其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乃是一富
有生命力的研究 方向。
 这样一部重要的道经，前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先生非常看重，指为研 究道教之必读丹经，曾经构想
依据《乐育堂语录》撰写一部《口诀钩玄录 》，虽然只完成了初集，但可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 外尚没有对这部道经作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殊为遗憾。
本书将全面整理《 乐育堂语录》的丹道思想，对《乐育堂语录》进行分章注释和研析，这将 是道教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一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
 三、撰稿说明 本书以《乐育堂语录》原文中的每一大段为单元，每一大段作为一章 ，每卷分章从“
一”开始，以大写数字标序。
每章依“本文、章旨、注释 、研析”等四项为序进行注解工作，其中有关作者、成书、思想特色等概
述性内容则在全书“前言”部分作统一的说明。
章旨则概括大意，注释则 解释专有名词或难解术语，研析则申述奥义，附论己见。
 因为本书的体例是注释与研析分开，注释部分主要就是对《乐育堂语 录》作文字解释的工作，只是
帮助读者阅读原文，减少文字障碍，尽量少 掺入作者自己的见解，而研析部分则是作者对原文的疏通
与阐释，较多作 者的理解，是对原文的进一步总结、引申和深化，包含了作者多年研究内 丹学的心
得，但不敢说尽合原意，仅提供一种理解的思路供读者参考。
 本书注解皆以简便明晰为主，兼顾专业读者和一般大众的阅读需要， 既有专业化的注释和学术性的
问题讨论，也有一般性的名词解释与疑难问 题的说明，一切皆以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典为宗旨。
对书中引用的典故， 则尽量在注释中给出原典，以供读者查阅经典的原文。
《乐育堂语录》虽 然已经包含了系统的丹道理论，但其表达的形式并不是系统的理论建构， 而是讲
道的语录，为适应不同层次听众的需要，语录前后多有重复之处。
 所以在前面的注释中尽量详尽一点，对首次出现的丹道术语和重点难点都 加以注释，但后面重复性
的内容，除非确有必要，不再作重复性注释。
当 然，同一个概念在前后不同的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故有时需根据不同的 上下文作相应的解释。
 又原文每大段不再细分小段，以保持原文的分段结构。
每章原文无标 题，为醒目起见，本书依其中心思想加以标题，一般以四字为题，都是尽 量采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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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现成的语汇。
本书以北京天华馆四卷本为底本，参考蒋先生 的最新校注本，对四卷本《乐育堂语录》进行分章注释
和研析。
蒋校本基 本上解决了《乐育堂语录》的点校问题，本书在此基础上修订了少量的错 误，因重点在注
解和评析，故原文之校勘非是此书之重点，只根据已有各 版本择善而从，除非有特别意义的文本校勘
加注标明外，一律不作校点说 明。
本书的分段和标题，则参考各本而最后由自己综合裁定。
又，天华馆 本原有少量眉批，但无关大旨，其意义不大，本书一律不加录入，读者如 有兴趣，可于
其他诸本中参阅之。
另外孔德先生曾内部出版过一部《乐育 堂语录注解》(十堰市气功科学研究会编印，1995年），对四
卷本《乐育堂 语录》进行过译注，其译与注混在一起，不是对原文的直译，这使其译文 较生动详尽
，但也有不少误解原文之处。
 对经典进行注疏，本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写作形式，一代 代的学者通过对原始经典的不
断的注解，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既诠释 了古人，也借以表达了注疏者自己的思想见解。
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越 来越注重系统体系的建构，而较少再作这种扎实的文献整理的工作。
对我 个人来说，对道教经典进行注疏式的研究，也是我的第一次尝试，算是个 人对已有研究成果的
一种新的突破。
 本书通过对《乐育堂语录》进行全面的注释与疏解，把文献的整理与 思想的诠释有机结合，一方面
普及了内丹学的基本知识，对丹道的基本理 论及其话语系统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另一方面通过对《语
录》的丹道思想 的阐释，研究了《语录》的内丹学理论及其思想特色，并结合作者多年的 内丹学研
究心得，对《语录》所涉及的内丹学理论进行富有现代意义的诠 释。
希望这种写作方式，更能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也希望此书能够推进 道教内丹学研究的继续深入，并
对现代人的精神修养有所启迪。
 古籍整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笔者虽然充分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但大部分工作仍是自己从头开
始做，限于自己的学力，书中难免还会有曲 解古人的地方，不能充分传达先贤的大道，这是笔者需要
交代的，敬请读 者谅解。
只希望此书能引起读者研究《乐育堂语录》的兴趣，由此进一步 深入原典，直接探取原书中无尽的瑰
宝。
 戈国龙记于馨港庄园 2006年9月21日定稿 2007年9月5日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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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乐育堂语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丹经，它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朴实说理，大畅玄风，系统阐述了道
教内丹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功法。
其丹道思想可谓性命双全，理法并重；顿渐相资，三根普被；贯通三教，直指大道。
《丹道今诠——乐育堂语录注解》以作者多年研究道教内丹学的学术功底与实践体验，对《乐育堂语
录》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注释和疏解，把文献的整理与思想的诠释有机结合，既普及了内丹
学的基本知识，又阐发了道教内丹学的理论特色与微言大义；既对道教内丹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也是一般读者深入内丹学堂奥的最佳入门读物，对现代人的身心修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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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阳生之道章第二 诸子谈及阳生之道，已非一端，总不外无思无虑而来。
即如贞女烈妇 ，矢志靡他，一旦偶遇不良，宁舍生而取义。
又如忠臣烈士，惟义是从， 设有祸起非常，愿捐躯以殉难。
此真正阳生也，不然，何以百折不回若是 耶?由是推之，举凡日用常行，或尽伦常孝友，或怜孤寡困
穷，一切善事义 举，做到恰好至当，不无欢欣鼓舞之情，此皆阳生之候。
只怕自家忽焉见 得，忽焉又为气阻。
又怕自家知道，因而趾高气扬，喜发于言，形动于色 ，洋洋诩诩，不知自收自敛，视有如无，因被气
习牵引而散矣。
又或读书 诵诗，忽焉私欲尽去，一灵独存，此亦阳生之一端也。
又或朋友聚谈，相 契天怀，忽然阳气飞腾，真机勃发，此亦阳生之一道也。
更于琴棋书画， 渔樵耕读，果能顺其自然，本乎天性，无所求亦无所欲，未有不优游自得 、消遣忘
情者，此皆阳生之象也。
总要一动即觉，一觉即收，庶几神无外 慕，气有余妍，而丹药不难于生长，胎婴何愁不壮旺?即或不
至成仙，果能 持守不失，神常返干穴中，气时归于炉内，久久真阳自发生矣。
尤要知人 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以此思之，纵自家鲜有功德，不能上大罗而参太虚 ，亦可迈俗延龄，为世间地仙人仙④焉。
诸子从此悟得，方知阳即道，道 即虚无自然。
子思子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其即此收敛阳光、不 许一毫渗漏之说欤?诸子卓有见地，吾故
以铺天匝地、亘古历今之真正元阳 无时无处而不有者示之。
若以此教初学人，反使无路入门，将他本来色相 一片欢欣鼓舞之机亦窒塞焉。
 【章旨】 此章透彻开示阳生的种种表现，使我们认识阳生不仅是在练功时才特 有的现象，而是随时
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到达无 思无虑的境地，都属于阳生现象，关键在于阳生
时不要错过，要及时收敛 精神，因而修道的人随时随地都要警觉用功。
 【注释】 ①阳生：道家炼内丹，是消阴成阳，阳生从命功方面是指阳气发生， 从性功方面是指元神
显现，阳生之时是练功时要把握的火候关键。
②一动 即觉，一觉即收：阳生的时候要能立即觉察到，把精神收敛，不起杂念， 这样方能阴消阳长
。
 ③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丹道中的阴阳有特殊的含 义，与一般哲理上的阴阳不同。
从哲理上说，阴阳相互依存，阴阳不能独 存，而丹道中的阴阳有其象征的意义，阴代表生命中导致死
亡的消极力量 和无意识的成份，阳代表生命力，代表光明和有意识的成份。
 ④地仙人 仙：神仙等级在不同道经中有不同的分类，在《钟吕传道集》中仙分为五 等，即鬼仙、人
仙、地仙、神仙和天仙。
其中人仙不离于人，只可安乐延 年；地仙不离于地，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
 【研析】 悟大道的人，要有迥异于常人的高远见识，凡事要做到透彻透顶才行 。
比如说道家注重阳生时的火候，要及时采取，但一般修道者多认为只有 在练功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阳
生的现象，从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修行。
 其实，真正的大道不离日常生活，只有随时随地用功，将整个生活融人修 道之中，才能修到高境界
。
不然，你专门打坐修道的时间有多少呢?道不远 人，我们本来就生活在道中，只是我们一味向外驰求
，而没有觉察到道的 显现，而道的显现就是阳生，也就是一种虚无自然、无思无虑的状态。
一 般人也都可能经历阳生的现象，但不能把握采取，为习气所牵，当面错过 ，实在可惜。
这里黄仙师指示随时随地一直都有的真正的阳生现象，这是 从道的高度来理解阳生的现象，就是要我
们在生活中随时体认，及时返照 ，使神不外驰，真气内充，事事合道自然，如是成仙有望了。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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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乐育堂语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丹经，《丹道今诠：乐育堂语录注解》更是以深入浅出的语言
，朴实说理，大畅玄风，系统阐述了道教内丹学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功法。
其丹道思想可谓性命双全，理法并重；顿渐相资，三根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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