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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神”解释中的问题 

从现代眼光看，《黄庭经》的存神思想有大量内容颇符合科学认识。它描述的脏腑功能与传统中医学是一致的。它描绘

的身神衣貌外表，实则是人体组织器官解剖学形态的形象再现。如心神“丹锦飞掌披玉罗，金铃朱带坐婆娑”[1]，因心脏呈

红色，故称“丹锦朱带”；又为铃形，故作“金铃婆娑”。再如胆神“九色锦衣绿华裙，佩金带玉虎龙文”[2]，“锦衣绿

裙”乃指胆之颜色为绿色；“虎龙文”实是象征胆膜的纹路。另外身神名字也非随便而来，乃是根据其所居器官的部位、形

貌、生理功能或五行所属而得。如“发神苍华字太元”，发色有白与黑，故名“苍华”；发居头上，故字“太元”。“舌神

通命字正伦”，咽液以舌，性命得通，故名“通命”；分别五味，各有伦理，故字“正伦”。根据现代标准，这些思想的确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至于《黄庭经》中将人体器官功能人格化、神化的做法，目前一般认为是神学玄想的产物，最

多被视作功能神。 

当然，以现有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为准绳研究传统修炼养生思想，将其中符合当前理念者视为可取，不符合的视为糟

粕，不失为一种理解的途径。但考虑到这些养生方法历代都作为一个完整的操作体系在发挥实际作用，上面这种肢解性研究

势必会导致整体性方面某些重要内容的丧失，也许正是这些东西才是修炼发生作用的关键。 

对于《黄庭经》的“存神”思想，如果我们以为经中描述脏腑功能、外表的内容属于科学范畴，将脏腑器官想象为神的

形象则是封建神学的糟粕，可以弃之不顾，就法理解古人何以有必要采取“存神”这样的方式来修养身心——在已经有了如

此之多的医学生理知识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直接运用，非要找个“神”作中介呢？而事实上，历代的道教修炼经验都证明，

存神的确是一种非常独特而有效的养生方法。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存神”是怎样产生作用的？即是说，“存神”作为一个有效而完整的心身修养体系，

它的机理究竟是什么？古人采取这一修炼方式的原因何在？ 

我们注意到，存神修炼中无论有多少合理不合理、可取不可取的因素，它们都集中在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化的神上面，

作为它的特点或属性而存在。离开这个神，以上因素便只能是孤立的解剖学、生理学或宗教神学知识。仅懂得这些知识，可

以行医或宣教，但无法进行存神的实际修炼。所以，具有一位可供想象的独立的人格化的生命体——神，乃是存神的基础，

是存神修炼得以展开的保证。当然这也就成为我们理解存神思想的出发点。但如此一来，岂不又落入了鬼神迷信的老套？  

分析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解释思路。 

 

三、从分析心理学看“存神”思想 

分析心理学是二十世纪早期诞生的一门探究人类心灵原始意象的深度心理学，至今仍在发展。它的创始人——瑞士精神病学



家、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卡尔·荣格，以弗洛伊德对人类无意识的发现为基础，根据自己亲身体验、对临床病人的大量观察

和广泛研究各民族宗教神话，提出了一套颇具说服力的人类心灵深层结构理论，用集体无意识、原型、自性、个性化等一系

列概念，勾画出人类心灵的原始面貌及发展模式，为沟通过去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架起了一道心理学的桥梁。 

荣格认为，人类的心灵拥有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这个基底就是集体无意识，所有意识现象都从集体无

意识中生发出来。集体无意识是本能性的，它的存在与人类生理结构的存在同样古老。但荣格不同意将本能的范围仅限于人

体的几项生理功能上，他认为“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

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3]。如同蜜蜂凭借本能构筑起高度复杂完美的蜂巢一

样，人类诸多被文饰的复杂行为背后，往往是本能在发挥作用，尽管人们并不自知。对本能定义范围的扩大，使荣格发现了

一个普遍规律，即本能活动会带来对自身的感知——这就是直觉。本能作为“执行某种高度复杂的行动时的合目的冲动”，

直觉则是对其“高度复杂的情境的无意识的、合目的的领悟”[4]，所以，直觉与自觉意识无关，是无意识的产物，是本能的

另一面的体现，它与本能同属一个充满生气的活动过程，并无先后之分，“既不比它更令人惊奇，也不比它更不令人惊

奇。”[5] 

荣格还发现，人类存在一些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即知觉和领悟的原型，或可称为原始意象。它们“是一切心理过

程必需事先具有的决定性因素”。像本能把一个人强行迫入特定的生存模式一样，它们“把人的知觉和领悟方式强行纳入特

定的人类范型”。这些原型是本能的自画像，“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

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6]。“在最深的深处，本能和原型彼此决定”，每一种本能都有一种原型与之相对应，

本能与原型共同构成了集体无意识。 

从生理基础看，人类意识现象对应于身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运动神经，集体无意识对应于自主的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

统包括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它们的功能不受意识支配，自行调节人体内脏的基本生理活动，如呼吸、心跳等，可谓维持生命

最基本的本能。荣格称集体“无意识是深入到长期被称为交感性神经系统中的精神”，“尽管它不用感官的辅助以行使其功

能，它还是保持着生活的平衡，并通过交感神经兴奋的神秘路径向我们提供他人内心生活的知识，同时对他们施行内在的影

响”[7]。也就是说 ，脏腑器官的每一种本能的生命活动，其实都会通过交感神经兴奋，产生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直觉领悟原

型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影响着人类心理过程。荣格在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神话、童话、传说中找到了大量原型，包括

出生原型、再生原型、死亡原型、儿童原型、英雄原型、骗子原型、上帝原型、魔鬼原型、智者原型、大地原型、母亲原

型、巨人原型，自然物原型（如树林、太阳），人造物原型（如圆圈、武器）等等。这些原型，都是人类本能活动的无意识

直觉领悟的模式。但根据分析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荣格意识到，他只发现了很少一些重要的原型，实际上原型的数量还要多

得多。因为每一种本能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原型，而人的本能是如此之多。 

由于资料的缘故，荣格并没有在原型与人类的生理本能之间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或许荣格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机械和呆板，

背离了他一贯坚持的心理经验中心论的原则，但的确他对中国道教修炼方法的接触，除了与之相关的《易经》外，仅限于卫

礼贤带给他的那本讲述内丹法的《太乙金华养生秘旨》。虽然这部被翻译成德文的书带给荣格的震撼已非同凡响，使他确认

古老的中国文化早已洞悉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荣格看到了我们正在探讨的这部通篇充满与脏腑器

官相匹配的神仙形象的《黄庭经》，情况就会更加不一样了。从分析心理学的观点来看，《黄庭经》建立的这个如此完整的

身神世界，正可视为一种促进个人身心进化的象征体系。它为荣格的原型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佐证，并更直接而深刻把握

住了原型与本能的关系。 

下面我们尝试着根据荣格已有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对《黄庭经》存思的身神体系加以分析，并就上文的疑问
给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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