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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外丹黄白术理论
与古代化学思想略析

盖建民

[摘要 ]道教外丹黄白术的理论体系中, 阴阳五行说和万物自然嬗变论、物质性质转移与改性论、物质

自然进化与人工调控论等金丹理论思想,巩固了人类对自然界物质元素组成与性质的认识,反映了古

代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的基本组成、性质和相互变化结合方式的认识,这实质上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化学

思想的萌芽和原始形式;同时也以思辨的形式抽象概括了物质性质变化之规律。尽管在道教金丹理论

中不乏臆测成份乃至神秘主义的种种谬见,但这些金丹思想无疑可视为中国古代朴素的物质组成论、

物质结构论和物质反应论的原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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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丹术是道教的一种重要方术, 包括外丹黄

白术和内丹术。道教金丹理论是道教徒从事金丹

活动的思想依据、思想方法。隋唐至北宋时期,道

教外丹黄白术发展达到了高峰, 出现了一批重要

的外丹黄白术著作, 外丹黄白术的理论与方法日

臻完善;与此同时, 道教内丹炼养也逐步兴盛, 内

外丹合修逐渐成为道徒修仙证真的一条主要途径

和手段。

外丹黄白术从内容上分炼丹术和炼金术两部

分。它以丹砂、铅、汞、硫、砒霜为主要原料, 与其

它药物相配合, 置于炉鼎之中。运用 飞 、抽 、

伏 、 点 、 关 、 养 、 煅 、 炙 、 封 、

研 、沐浴 、渍 、烧 、淋 等手段加以烧

炼,以求制得服饵后能使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

仙丹, 以及能点化铜铁等贱金属为贵金属的丹药。

道教丹家从事炼丹作金活动有其特有的金丹理论

思想和方法。道教丹家在长期的炼丹烧金实验中

逐步形成一整套以阴阳五行说等道教哲学为统

摄,以万物自然嬗变等金丹思想为核心, 服食丹药

以求长生不死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道教外丹黄白术的理论体系中, 阴阳五行说

和万物自然嬗变论、物质性质转移与改性论、物质

自然进化与人工调控论等金丹思想, 就以思辨的

形式反映了古代人类对自然界物质的基本组成、

性质和相互变化结合方式的认识, 这实质上是中

国古代朴素的化学思想的萌芽和原始形式。本文

拟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阴阳五行说与道教外丹黄白术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道教外丹黄白术理论体系由三个

不同层次的概念、思想和经验方法构成。最高层

次是道家的哲学思想, 主要以道论、天人观、宇宙

论、阴阳五行说等为基础; 其次是中间层次的, 由

万物自然嬗变论、物质性质转移与改性论以及物

质自然进化与人工调控论为核心的三大金丹思想

构成;第三层次是由道教外丹黄白术的一些具体

经验总结、操作方法、步骤等。

外丹黄白术是道教的一种主要修炼方术, 是

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道教的理论基

础,特别是道家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就构成了道教

金丹术理论的 硬核 。阴阳五行说即中国古代阴

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 在道教哲学思想体系中是

被 道 统辖下的二级理论。阴阳五行说的形成,

不仅巩固了人们对世界物质性质的认识, 同时也

触及到各种物质形态间相互变化的规律。因此它

自然被道教金丹家奉为炼丹作金的基本指导思

想,并被金丹家广泛用来解释、归纳他们在金丹实

践活动中观察收集到的各种事实和现象, 成为道

教金丹术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道教金丹家认为,自然宇宙之中, 万物各有阴

阳属性;阴阳互抱相配, 以阴制阳,以阳制阴, 方得

成大药。金丹家认为, 还丹大药的制作, 必须同

子母相生、夫妇配偶之理
[ 1 ] ( P 275 )

一样符合阴阳

大道。 若解阴阳相配, 即如夫唱妇随; 若高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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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药乖谬, 即何以配合
[ 2 ]
。例如, 硫黄本太

阳之精,水银本太阴之气 。因此在丹鼎中, 取阴

阳之精,法天地造化之功,水火相济, 自无入有,以

成其形 。经过这一过程, 阴阳相制,于是 阳魂死

而阴魄亡, 乃夫妇之合精, 阴阳之顺气 , 这样, 硫

黄和水银就能合炼成还丹。

根据阴阳相配方得成还丹大药这一思想, 道

教外丹黄白术还进一步把各种炼丹原料按其 禀

性 划分为阳药与阴药, 黄金、白银、雄雌黄、曾

青、石硫黄皆属阳药也; 阴药有七, 金三石四, 水

银、黑铅、硝石、朴硝皆属阴药也。
[ 3] ( P 6 )

南宋道人吴忄吴在 丹房须知 中也首先强调炼

丹之人必须掌握阴阳八卦理论, 并以此来指导炼

丹活动。他说: 修炼之士, 须上知天文, 下知地

理,达阴阳、穷卦象,并节气。
[ 4]
因此,吴忄吴认为在

结伴而行进山烧炼的三个金丹术士中, 必须有一

人专门 轮阴阳更变造化、卦象 (来 )进退水火, 随

其节候
[ 4]
。

根据这一操作要求, 金丹家在实际炼丹操作

中就必须根据不同时间从不同方向的炉门加炭进

火,金丹家据此还根据易数原理制订出了一套炼

丹炉火操作的口诀。

金丹家在论及炼丹作金各种原料的性质和彼

此制约关系时,他们则运用了阴阳统摄下的五行

说来加以阐释。例如唐代著名丹家陈少微在其

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砂诀 中就用五行说来比

附说明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的性质:

夫五石之金, 各皆禀五神之阴精, 合于山泽异

气,结而为魄。且铁所禀南方阴丁之精, 结而成形

(因赭土色赤 ); 铜所禀东方乙阴之气, 结而成魄;

银禀西方辛阴之神,结精而为之质,铅锡俱禀北方

壬癸之气,锡受壬精, 铅禀癸气,阴终于癸, 故铅所

禀于阴极之精也;金则所禀于中宫阴巳之魄,性本

至刚。
[ 5 ] ( P 24)

陈少微在论及 四黄 即雄黄、雌黄、砒黄和硫

黄所具有变转这五种金属性质的功能时又说:

四黄者雄、雌、砒、硫, 其质属于中宫戊土之

位,性各含阳火之毒, 毒能败五藏之气。若别制伏

去其火毒,则能成易, 变转五金之质 雄黄功能

变铁, 雌黄功能变锡, 砒黄功能变铜, 硫黄功能变

银化汞,且四黄功亦反铁为铜, 反铜为银, 反银为

金,转转变化。
[ 5 ] ( P 24)

总之,道教金丹家在阴阳五行说理论的指导

下,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都是在阴 (坤、雌 )与阳

(乾、雄 )的彼此交媾、相互作用下, 使精气得以舒

发的结果;他们把五行说融于炼丹作金的理论中,

把五行、五方、五色、五藏等以类比方式相互对立

和统一起来,并以阴阳统摄五行, 再以这些对应模

型外推各种物质的属性, 以此来说明它们的性质

和彼此之间的制约关系。

二、道教三大金丹理论

(一 )关于万物自然嬗变的金丹理论

道教外丹黄白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变

化之术。这种变化之术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就是万

物自然嬗变论, 即认为各种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

化。南唐道士谭峭著有 化书 六卷, 分道、术、德、

仁、食、俭六化, 共一百余篇。其主题思想是自然

万物之间可以互化, 所谓 化化不间, 由环之无

穷 。
[ 6 ] ( P 592)

化书 卷一 死生 云: 虚化神, 神化

气,气化血,血化形, 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 少化

壮,壮化老, 老化死。死复化为虚, 虚复化为神, 神

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 由环之无穷。

化书 认为万物之间的转化是没有穷尽的, 其中

无机物可以转化为有机物, 老枫化为羽人,朽麦

化为蝴蝶,自无情而之有情也 ; 反过来,有机物也

可以转化为无机物, 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

合,自有情而之无情也。
[ 6] ( P 590)

这些都是当时社

会先进的科学思想。万物自然嬗变的这一金丹思

想是金丹家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 受到制陶、采

矿、冶金、染色、酿酒、制醋等古代物质变换工艺的

影响,以及在自然界特种变化、日月回转、寒暑交

替、沦海桑田等大量事实的启示下, 并在继承和吸

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中的变化观思想

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自然嬗变的这一金丹思想指导下, 道教金

丹家深信 金可作也,世可度也
[ 7] ( P 286)

。炼金炼

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一种变化之术。只要在适宜

的场合和时间里,选择适当的原材料,经过一定的

中间手段处理, 就完全能使物质的性质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炼制出仙丹和金银来。例如道教金丹

家很早就认识到汞的性质十分活泼,所谓 见火则

飞,不见尘埃 。故千百年来, 道教外丹黄白术的

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样 伏汞 、死汞 , 即克服、

制伏水银的挥发性。为此, 金丹家们想尽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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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去 伏汞 ;同样硫黄性质也很活泼,也须伏火

硫黄。 诸家神品丹法 卷四中就记载了 伏汞青

布术 、孙真人丹经内草伏汞法 、伏汞结西方

砂法 、伏汞砂法 以及各种 伏火硫黄法 等。

伏汞最常用的方法是加入铅或硫等等所谓 黄

芽 ,使之与汞生成汞齐, 这样就降低了汞的活泼

性。道教炼丹家认为, 如果能使汞的性质降伏到

与黄金一样不活泼,达到所谓 真死 程度, 汞的性

质就发生了彻底性的变化, 汞就可以嬗变为黄金

了。

自然嬗变的金丹思想早在 周易参同契 、抱

朴子内篇 中就得到详尽阐述。道教外丹黄白术

的奠基人葛洪,明确指出变化是天地万物之本性,

金银是可以由异物炼制的。他说: 变化者, 乃天

地之 自 然, 何为 嫌 金 银 之 不 可 以异 物 作

乎?
[ 7] ( P 284 )

葛洪还以泥土制陶瓦可久存、柞柳烧

成炭化墨写字不败朽为例, 来类比说明肉身经过

适当变化可以长生不死,他说: 泥壤, 易消者也,

而陶之为瓦, 则与二仪齐其久焉。柞柳, 速朽者

也,而燔之为炭, 则可亿载而不败焉。
[ 7] ( P 112)

就是

说,泥土是容易损耗消失的, 但烧成瓦则可以与天

地共长久;柞柳是容易腐烂的, 但烧成炭则可以化

墨写字永不衰败。道教金丹家从古代的染色、煮

胶、酿酒、制陶、烧炭等生产实践中受到启发,得出

运动变化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 是一种极富辩证

法的科学思想。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 道家

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 是他们最深

刻的科学洞见之一。
[ 8]
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道教金丹家从古代的染色、煮胶、酿酒、制陶、烧炭

等生产实践受到启发, 得出运动变化是自然界的

必然规律,乃中国古代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思想。

(二 )物质性质转移与改性论的金丹理论

道教徒从事炼丹、炼金的一个最主要动机就

是为了达到肉体长生、羽化成仙。那么, 为什么服

饵了丹家用五金八石炼制出的金液、还丹就可以

使人长生不死呢? 对此, 道教金丹家自有一套理

论思想依据, 这就是道教的另一重要金丹思

想 物质性质转移与改性论, 即通过某种方法

或步骤,可以使一种物质的性质转移, 移植到另一

种物质上, 假求外物而使后一种物质的性质得以

改变, 进而达到改变物质本身的效果。

金丹家在长期的炼丹作金实践中, 认识到黄

金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抗腐蚀性, 不仅在

自然界里可以长期存在并且保持性质不发生任何

变化,而且在丹炉中经过高温加热也不影响其稳

定性。因此丹家认为只要把黄金的这种奇异的特

性移植到人的肉体中, 就可以使肉体也获得与黄

金同样的 永不腐朽 特性, 从而 寿与天地相毕

了。魏伯阳称: 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 自开辟

以来, 日月不亏明, 金不失其重 。所以, 金性不

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 寿命得长久 。葛

洪则明确以 假求以外物以自坚固 的思想阐述了

这一金丹理论。云: 夫五谷犹能活人, 人得之则

生,绝之则死, 又况于上品之神药, 其益人岂不万

倍于五谷耶? 由于 黄金入火,百炼不消, 埋之毕

天不朽 , 服之则 炼人身体, 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此盖假求以外物以自坚固, 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

灭,铜青涂脚, 入水不腐, 此是假铜之劲以扞其肉

也。
[ 7] ( P 71)

丹家深信物质之间的性质是可以通过

移植这一途径而改性。在他们眼中, 黄金者, 日

之精也,为君服之通神轻身,能利五藏, 逐邪气, 杀

鬼魅, 久服者皮肤金色。
[ 3 ] ( P 5)

服食了黄金这类的

东西就借黄金的灵性换骨成仙,易贱为贵。 金液

入口,则其身皆金色 。
[ 7] ( P 71)

刀圭入口, 换骨成

仙,锱铢入质,易贱为贵
[ 1 ] ( P 256)

,服食了黄金就可

以 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了。 张真人金

石灵砂论 承袭了葛洪思想,也认为 食金如金, 食

玉如玉。金之性坚, 煮之不烂, 埋之不朽, 烧之不

焦,所以能生人。
[ 3] ( P 5 )

但是直接服食天然黄金则

会中毒,早期就有不少人因此而中毒身亡。而道

教丹家自然有一套解释理论, 张真人金石灵砂

论 就声言: 黄金者,日之精也 积太阳之气薰

蒸而成, 性大热, 有大毒。 若以此金作粉屑,

服之销人骨髓, 焦缩而死也。
[ 3 ] ( P 5)

由此之故, 凡

服金 银, 金 银 多 毒, 必 须 炼 毒尽, 乃 可 服

之
[ 9] ( P 821 )

。于是道教炼丹术士便转向人工炼制

药金和神丹。

道教丹家不仅对 金银可自作 深信不疑, 而

且认为人造药金无论在质地还是药性方面都胜过

天然黄金。葛洪在 抱朴子内篇 黄白 中曾明确

表明了这一思想:

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胜于自然者也。仙

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故山中

有丹砂,其下多有金, 且夫作金成则为真物, 中表

如一,百炼不灭。故其方曰: 可以为钉。明其坚劲

也。此则得夫自然之道也。
[ 7] (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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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用人工方法炼制的药金,含有黄金

的精气,具有极其坚硬、永不朽败的性质, 且不含

天然黄金的毒性,功效自然胜过天然黄金。

至于服食了还丹等神丹大药也能长生不死,

也是因为制作还丹大药的主要原料丹砂、雄黄、铅

黄等物料, 在金丹家看来也都具有黄金的特性。

例如, 丹砂被丹家视为 内含金精 , 具有 烧之成

水银, 积变又还成丹砂 , 烧之愈久, 变化愈妙 的

特性。而且由丹砂烧制出来的汞, 在丹家心目中

也是一种神奇之物, 它具有金属的光泽, 其状如

水似银 , 见火则飞, 不见尘埃 ,正与道教孜孜以

求的 羽化飞升 之目标相吻合;而且道教丹家很

早就认为丹砂可以化金, 服饵丹砂可同时获得金

与水银的精气, 从而达到长生不死。所以丹砂倍

受道教丹家的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也。

此外,雄黄、雌黄由于颜色与黄金相似, 在一

些金砂中又常有雄黄共生,所以雄黄被认定 乃金

之苗, 而有金气, 是黄金之祖矣
[ 10] ( P 410)

。丹家相

信:雌黄经过千年可以转化为雄黄,雄黄再经过千

年就可以转变成黄金了。因此雄黄、雌黄就成为

炼丹制金的主要原料之一, 被丹家广泛应用于各

种丹方和黄白方中。

同样,铅与铅丹历来也被丹家重视。这有两

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铅变化多端, 可以

生成多种化合物,诸如白色的胡粉 (碱式碳酸铅 )、

黄色的黄丹 ( PbO )、红色的铅丹 ( Pb3 O4 )等, 而且

单质铅与各种铅的氧化物之间还可以互相转化。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铅具有很强的 伏汞 作用, 能

与汞齐生成铅汞齐,从而降低汞的活泼性, 在汞嬗

变为黄金的过程中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于铅的这种特性,魏伯阳早就注意到了, 他这样描

述道: 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 转而相亲,

化为白液, 凝而至理。
[ 11 ]
这里太阳流珠指汞, 金

华指铅。正是因为如此, 单质铅自然被道教金丹

家认定为 内怀金华 , 成为道教外丹黄白术烧制

还丹大药的一种重要原料。由此可见, 物质性质

转移与改性论这一金丹思想贯穿于道教外丹黄白

术炼丹、炼金的整个过程,是外丹黄白术的一个最

基本的指导理论思想。

三、物质自然进化与时间人工调控的金丹理论

无论是西方的炼金术还是道教外丹黄白术,

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信念, 即都相信万物都有一

种自然完善化的趋向。古希腊的炼金家认为: 自

然界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是活的和生长着的。

一切实体是由种子不断生长、不断完善发展起来

的,这种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种子具有某种形式的

灵魂或灵气。换句话说,万物趋向于完善, 无生命

物也是有生命的, 矿石可以 长 成金属, 贱金属

(铜、铁、锌等 )总是力求变成黄金一样尽善尽美,

也可以 长成 贵金属。在古代西方, 矿山开采了

一段时间以后就要停工, 以便让矿山再蕴育出新

的矿藏。人们相信铋可以长成银, 铋的别名就是

未长成的银 。所以每当矿工开采到铋矿时, 就

会惋惜开采的时间太早了。古希腊炼金家还认为

从不完善的金属长成完善的金属, 其过程要经过

埋在地下深处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而用人工炼制

的方法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全部实现。炼金术的关

键在于找到或提炼出一种类似黄金所具有的灵气

之类的东西 (点金石或哲人之石 ) , 把它注入到贱

金属中,贱金属就能转变成贵金属黄金。

无独有偶,中国的道教外丹黄白术也有与此

极相似的思想。如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就认为丹

砂经过无数的转变, 就可以返朴归真,长成黄金:

丹砂色赤能生水银之白, 物变化之理颇亦为

证。土得水而成泥, 埏之, 山下有金, 其上多丹砂,

变转不已,返复成金,归本之质,无可怪也。
[ 9] ( P 835 )

道教认为,在自然环境中, 某些天然金石类物

质具有一种自然进化的倾向, 可逐步演化为最完

善的黄金白银, 只是这一自然进化的过程太漫长

了。但是,金丹家自信可以人为地对这一过程进

行调控, 即在模拟宇宙自然环境的小宇宙 丹

房的炉鼎中,采取某些强化手段, 缩短完成这一自

然进程的时间,在较短时间内炼制出黄金、白银或

仙丹。这种人工炼制的仙丹中凝聚了被压缩了的

时间,所谓 洞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的说法正是

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道教丹家认为, 人服饵

了这种仙丹后,被压缩的时间又释放出来, 从而使

服食者寿命延长, 甚至通过扭转时间之矢, 逆修

成仙 。道门最青睐的是九转金丹。因为在他们

看来, 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 服之

二年得仙。三转之丹, 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

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 服之百日得仙。六转

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 服之三十日得

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 服之三

日得仙。
[ 7 ] ( P 77)

丹药在鼎炉中经过周而复始的多

次烧炼,称为 转 。转数越多,说明其中浓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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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越长,炼制出的金丹药力也就越强, 服食后得仙

也越快。 其转数少, 其药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

得仙迟也。其转数多, 药力盛, 故服之用日少, 而

得仙速也。
[ 7] ( P 77)

这一金丹思想我们姑且可以名

之为物质自然进化与时间人工调控论。

关于金石类物质可以自然进化的思想, 早在

西汉时就已出现。热衷于炼金术的西汉淮南王刘

安,在其所著的 淮南鸿烈 地形训 中就有 黄埃

(指雄黄 )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 的说

法。道教丹家普遍认为, 物质进化的最终目标是

朝着最完善、最完美的黄金转换, 即道人常说的

雌黄千年化雄黄, 雄黄千年化黄金 。道教丹家

之所以会深信这种金石类物质自然进化的思想,

与古代人们对一些矿物共生现象的认识有很大关

系。古代先民通过观察发现了许多金石类矿物有

共生现象。在 山海经 西山经 中就多次提到金

和银、白银和雄黄、白玉和赤铜等矿物的共生现

象。不同矿物之间相互共生这一现象大大启发了

人们的思维, 使得金丹家相信贱金属可以自然长

成、进化为贵金属。类似的见解也出现在明代李

时珍的 本草纲目 中, 可见这一金丹思想影响之

大。

在道教丹家看来, 物质自然进化的时间太漫

长了。那么怎样才能加快和缩短这一自然演化过

程呢? 道教外丹黄白术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指

导下, 认为 一鼎可藏龙与虎, 方知宇宙在其

中
[ 1] ( P 276)

。只要模拟宇宙自然环境来设置丹鼎

和配伍药物, 仿照天地阴阳造化的原理, 依据 阴

阳二十四气七十二候 的节律来掌握火候, 运用

水火相济 等各种手段,外加祈祷祭祀的科仪,就

可以人为控制和调整丹鼎这个小宇宙的时间流动

之矢。

正是在上述金丹思想的指导下, 道教丹家坚

信,在与自然大宇宙相对应的丹鼎小宇宙中,凭借

丹炉中水火的促进作用, 就可以加速金石自然进

化的历程,在较短的时间内炼制出真金和仙丹来。

四、道教外丹黄白术理论与中国古代化学思

想的萌芽

纵观整个化学发展的历史,在 17世纪近代化

学产生之前,化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古代时期,化学知识的积累虽然东鳞西爪, 十分零

散,还没有形成一门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知

识体系,但古代化学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即实用部分 (或称工艺部分 )和理论部分的化学思

想和化学知识。在古代, 前者主要是依靠工匠们

在化学生产工艺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 后者则

是在自然哲学家的思辨中萌芽。这些出于古代自

然哲学家的理论包含有人们当时对物质的化学组

成、性质和化学变化的一些认识, 成为后来一些化

学概念和化学理论的渊源。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 实用部分和理论部分

的化学知识在古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有着

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所处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

中国古代,实用部分的化学知识是古代劳动人民

在制陶、制瓷、冶金、酿酒、染色、制革、制醋等生产

工艺中获得的; 而理论部分的化学思想和化学知

识则主要是以思辨的形式存在于道家哲学思想之

中,并通过金丹家的炼丹、炼金实践活动而逐步积

累起来的。

具体说来, 在道教外丹黄白术的理论体系中,

阴阳五行说和万物自然嬗变论, 物质性质转移与

改性论,物质自然进化与人工调整论等三大金丹

思想,就以思辩的形式反映了古代人对自然界物

质的基本组成、性质和相互变化结合方式的认识,

这实质上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化学思想的萌芽。

这是因为:阴阳五行说把千差万别的物质存

在归纳为客观存在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形式,

并通过这五种基本元素的相生相克关系去寻找自

然现象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不仅认为宇宙万物由

这些基本元素构成, 而且还运用阴阳矛盾对立统

一的观念来说明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物质变化的规

律。所以,阴阳五行说的形成,不仅巩固了人们对

自然界物质性质的认识, 同时也触及了物质形态

变化的规律, 构成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元素论和物

质结构论。

而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指导, 以万物自然转

化为核心的三大金丹思想, 则认为物质之间可以

相互转化,物质性质可以改变,物质变化的速度可

以用人工的方法加以调控, 集中并且具体体现了

古代人对物质的组成与性质关系以及物质之间相

互作用规律的认识, 这无疑可以看成是原始形态

的物质反应论。

道教外丹黄白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变

化之术。这种变化之术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就是万

物自然嬗变论, 即认为各种物态、物质之间, 包括

有情之物 (有机物 )和无情之物 (无机物 )之间都

可以相互转化。 化书 认为, 自然之道的一个重

要规律就是变化, 化书 称之为道化。道化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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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化趋势,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化书 名之为

道之委 :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

生而万物所以塞也。
[ 12 ] ( P 1)

二是从有到无的过

程, 化书 名之为 道之用 : 道之用也,形化气,

气化神,神化虚, 虚明而万物通也。
[ 12] ( P 1)

不仅有

无可以转化,有形之物和无形之物可以互化,而且

存在 老枫化为羽人, 朽麦化为蝴蝶, 自无情而之

有情也 ; 贤女化为贞石, 山蚯化为百合, 自有情

之无情也
[ 12] ( P 2)

等现象,这段话若转换成近代化

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无机物可以转化为有机物,有

机物也可以转化为无机物。这一认识在五代时期

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科学思想, 要知道西方近代化

学一直到 19世纪之前,始终认为无机物和有机物

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直到 1828年德

国青年化学家维勒用无机小分子人工合成有机物

尿素, 才打破了这一陈旧的思想。道教认为只要

通晓造化之源,在适宜的场合和时间里, 选择适当

的原材料,经过一定的中间手段处理, 就完全能使

物质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炼制出仙丹和金

银来。

道教外丹黄白术在中国盛行了近 2000年,道

教金丹家顽强不息的实践和探索活动, 客观上刺

激、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道教外丹黄白

术中的金丹理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化学思想史上则

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道教外丹黄白术金丹

理论思想的形成,不仅巩固了人类对自然界物质

元素组成与性质的认识, 同时也以思辨的形式抽

象概括了物质性质变化之规律。尽管在道教金丹

思想中不乏臆测成份乃至神秘主义的种种谬见,

但这些金丹思想无疑可视为中国古代朴素的物质

组成论、物质结构论和物质反应论的原始形态。

所以,如果我们要探究中国古代化学理论的思想

渊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古代道教外

丹黄白术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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