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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初中期是全真道相对比较沉寂的时期&这一时期能够留下著作并有系统思想可考的道教理论学家
不多!因而对他(她)们中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道渊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根据其著作!主要
考察了其$道%的思想和$人%的思想!即其对宇宙本体论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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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中期是全真道相对比较沉寂的时期#这
一时期#能够留下著作并有系统思想可考的道教理
论学家廖廖可数#因而对他们的各方面思想进行研
究#对于了解当时全真道的思想状况是很有意义的%

活动于元末明初的王道渊即是这样的人物之一%

王道渊#名玠#号混然子#江西南昌修江!今江西
修水"人%其具体生平及师承无足考#仅可从正一道
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0还真集4序1中所述#获取
一些有关他的信息%张宇初在该序中说)&55南昌
修江混然子#以故姓博学#尝遇异人#得秘授#犹勤于
论著#予读其言久矣%间会于客邸#匆遽未遑尽究%

今春吾徒袁文逸自吴还#持其所述0还真集1请一言#

予味之#再信达乎金液还丹之旨#其显微敷畅可以明
体会用矣%使由是而修之#虽上紫阳(清庵亦未知孰
先后也%矧予尝悯夫世之肤陋狂避之习#驳溃滋久
有莫得而尽绝者#犹喜其言足以振发末季之弊也%

55尚容招黄鹤凌空而下#相与共论乎湘滨岳渚之
间未晚也%是书于编首以俟%洪武壬申夏五月嗣天
师张宇初序%'

*

B

+

+F于此可知以下几点%

其一#王道渊与张宇初曾偶遇过#后又送其0还
真集1予张之徒袁永逸#此篇序正是在张宇初读了其

徒带来的0还真集1后所做#其时为明初洪武壬申年#

即洪武二十五年!

B!(+

年"%另据0重刊道藏辑要1

斗集所收的张果(王道渊注#高时明订正的0黄帝阴
符经1#标明混然子为元时人%因而可推断王道渊乃
元末明初之人%

其二#张宇初于序中追溯丹道渊源时#自钟吕之
后#列举了张紫阳!伯端"(石杏林!泰"(陈泥丸!楠"(

白紫清!玉蟾"(李玉溪!简易"(李清庵!道纯"等南宗
代表人物#而未提及北宗之传%此后过渡到王道渊#

可见#张宇初是把王氏作为南宗道士的%而王本人
也曾校正李道纯之0三天易髓1#刊刻0清庵莹蟾子语
录1六卷#表明他是极尊崇李道纯的%李道纯为南北
宗融合过程中南宗之代表%从王道渊的内丹修法来
看#他主张性命双修#理论与李道纯相近#其著述中
多引用张伯端(白紫清(萧廷之等南宗道士的语录%

并且主张随机应物(大修于廛#亦是南宗风范%因
而#王道渊乃全真南宗道士#他为异人相授#此异人
盖为南宗之传%

其三#王道渊在当时道教界应是个较有影响的
人物#许多道士与他有来往#和他交流或向他请教修
丹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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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备受明太祖朱元璋青睐(也是著

+G



名道教理论学家的正一天师张宇初都对其极尽赞誉
和钦佩#为其书作序#并期待再次与之相见%王氏的
著作被其后不久的正一教徒完整地收存在0道藏1

中#与当时其他全真道士少有著述#更少有著述被收
于0道藏1中形成鲜明对比#是其颇有名气且受尊敬
的有力佐证%

王氏的撰作有0还真集1

!

卷#0道玄篇1

B

卷-注
释有0太上升玄说消灾护命经1(0太上老君说常清静
经纂图解注1(0崔公入药镜注解1(0黄帝阴符经夹颂
解注1及0青天歌注解1等#都收在0道藏1或0道藏辑
要1中%如上所述#王氏是明初全真道士中著作甚丰
且传世较多的代表人物#其0黄帝阴符经夹颂解注1

&可谓以丹道释0阴符1之集大成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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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0太上老
君说常清静妙经纂图解注1&经水精子增注后#!0道
藏1未收"为0清静经1注本中最通行者%'

*

!

+

"G"王道渊
笔耕不辍#勤于著述#其弘扬道教#诲人不倦的精神
在文章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在全真道式微(社会
地位及影响急剧下降的明初#是非常不易的%正是
靠这少数人的不懈与坚持#才使全真道爝火不熄#能
在为时不长的调整中#积蓄力量#在以后机遇来临之
时#迅速中兴%

言为心声#王氏的道教思想即零散地体现于其
撰注中#笔者对其思想进行了系统整理#发现其关于
道及人的论述与同时代其他道教学者相比是非常丰
富的#依此我们正好管窥当时道教界关于宇宙本
体$$$&道'的认识及人的认识#特阐述如下%

一
!

道论
道教吸收道家哲学中关于&道'的论述#并进一

步将其宗教化(方术化#成为自己的核心教理和最高
信仰%&道'是道教用以阐释宇宙(人生和社会一切
问题的思想基础#是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重要标
识%作为道教徒的王道渊#其著作中有大量篇幅论
述到&道'#体现了其对&道'的体悟%

!一"道乃宇宙的本源#万物生成的由来
&大道者#至虚无体#本无形无情无名也#当浩劫

之始#已有梵清景三气#太清太微太素#隐而无象#溟
溟涬涬#辽廓无光#一混沌而已#浑是阴气#裹外虚
中#有个乾健不息之理#蟠旋而极#是有一阳初动于
中#便生奇偶#分阴分阳#生育天地#清气上而为天#

浊气下而为地%天地既判#万物居其中#阴气出地而
复上升于天#阳炁从天而复下降于地#阴阳往来#循
环不已#是以日月运行#五炁顺布#四时行焉#故能长

养万物#大则天地#小则微尘#无一物不是道之化育#

善参究者反身求之#我身即天地%道虽生我无名#我
故名之道也%'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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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这是一幅完整的宇宙创生和演化
图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详细
注脚%这种万物以道为本源的宇宙生成思想是与道
教历来的观点一脉相承的#王道渊并未脱出这个固
有模式#其创新之处在于以道为阴气的提法%在其
对&阴符'二字进行注解时#他又一次提到&太极未判
之始#溟溟涬涬#辽阔无光#纯一阴炁而已'

*

"

+

*!G

%所
谓&太极未判之始'#就是无极之道%可见以&阴炁'

等同于&道'是王氏很明确的提法%在道教众多经典
中#以&道'为炁(以炁为道生一之&一'或以元炁化生
万物的观点不乏其有#如宋代编成的道教类书0云笈
七签1中#有0元气论1一文#其中有记载称)&元气蒙
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
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焉%'

*

A

+

BF!

&人与物类#皆禀一
元气而得生成%'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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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早期道教0太平经1中有云)&元
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
也%'

*

F

+

BA吴筠0玄纲论4元气章第二1说)&太虚之
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运神而元
气自化%元气者#无中之有#有中之无#55万象之
端#兆联于此%'

*

*

+

AFG因为&道'是&虚无之系'#至虚之
体#是一种无形质的存在#它要化生出万物之实#只
有通过&气'这一中介#即万物生成依靠&气'的运作#

这是道教界普认的观点%王道渊于此当然也是根深
蒂固的%那么他为何又在炁前加一&阴'字呢, 探其
根底#不外乎两方面%第一#道乃&清静空虚'#在原
初混沌状态下本是&静'的!尽管其中蕴含动静之理
而表现出非动非静"#&阳主动#阴主静'#故其性质为
&阴'%第二#乃是道教传统的主阴贵柔思想之反映%

以&阴炁'为万物之母是合情理的%王氏认为万物皆
由道(气所生的思想是符合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有
其合理因素%但他毕竟是宗教家#不能不受宗教思
想的束缚%他在承认万物生生化化是由一阴炁絪緼
阖辟(动静往来的同时#又把这个炁人格化为太上老
君%&太者#无大可谓之太也-上者#无极可极谓之上
也-老者#道尊德贵亘古今也-君者#主也#一灵为万
物之主宰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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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太上老君之神圣#居混沌之始#

为万炁之宗#变化不可测也'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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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太上之圣#超生
死而独立#亘今古而无双%'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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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这样#王氏又滑入了
唯心主义%

!二"关于道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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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宇宙的&道'#在形状上#它&无形无象无情#

也无名唤#不可以言名其状'-在空间上#它是虚空#

大包天地#小至微尘#无处不有#&天下无无道之
乡'

*

+

+

B(!

-在时间上#它亘古长存#不生不灭#居天地
之先而万物形坏&道'不灭%除此#它也&不可思#不
可议#亦非动#亦非静'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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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于这并非为无#却也
非有的道体#究竟该怎样把握, 唐代以后的道教徒#

吸收佛教中观派(三论宗的论证方法#以双遣双非的
手法来描述这如同佛教&真如'的道#遣到最后#即是
遣除了一切有无是非之念#&名言道断#心知处灭'#

方可悟得道体#而所谓得者#实亦得无所得%王道渊
亦继承这一做法#他认为&道'最终只能通过自身去
体悟#即&不可离了此身向外别求'#只要澄心明神#

涤除玄览#&不堕顽空#不著邪见#唯存一心湛然常
寂'#则&了了真空#无所不知#无所不透'#领悟到
&道'在我而不在于彼#如此方是得&道'%但这还不
够#还要更进一步修持#直至&得无所得#不被相惑#

但吾一灵真性觉照常居#象帝之先#朗朗分明处乃曰
真得'

*

G

+

B++

%才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总而言之#道体并不是外在于自我的客体或认
识对象#而是一种既体现于外物#也体现于自我本身
的存在#只能体悟和内观式的冥想#而非不动声色的
逻辑推衍%为此#王道渊批判了那些强把&道'定为
某性的人#说)&道本非象#执之者著相-道本非空#执
之者著空%著相著空#不识道之宗%是故无相之相#

即是真相#不空之空#即是真空#真相真空#万物混
同%'

*

+

+

B("认为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就在于&执著幻
形为有#昧了本来之性#道本不空#执著为空#道本无
色#执著有色#道本无形#执著有形#道虚真有#执著
无有%以此为有妄心#不信真道#不知其来#不知其
去'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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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道与物
道生成万物#但不随万物的生成而有丝毫增减#

也不会随万物的分化而被分割成无数部分#更不会
随万物形体的败坏而消失%道与物是不一不异#而
一而异#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无所不在#而所在非
道%道与物之关系#唐代著名重玄学家王玄览有非
常生动形象地比喻)&万物禀道生#万物有变异#其道
无变异#此则动不乖寂!如本印字"%以物禀道#故物
异道亦异#此则是道之应物!如泥印字"%将印以印
泥#泥中无数字而本印字不减!此喻道动不乖寂"#本
字虽不减#复能印多泥#多泥中字与本印同!此喻物

动道亦动"%'

*

BB

+

A()也就是讲#道本寂#应物而动#但
又不为物累%道物之关系#前人所论极详#王氏虽然
未在这一方面做更多的探讨#但他无疑是极为明白
的%他说)&道包天地#故能生天地#天地包万物#故
能育万物%万物芸芸#莫不有道#道虚无体#故能生
物以立道之体%形者#道之室-神者#道之机#万物各
有太极#动静与道而不离%'

*

+

+

B(!

&万物之生#同此之
理#炁质化行#各从其类#生生化化#则道无不一
焉%'

*

G

+

B+A

&天下未有无理之物#天下未有无道之乡#

有物之形#即有物之性#有物之性#即有物之情#有物
之情#即有物之道%道之寓物#假形游世以张化也#

是以无物不可化%'

*

+

+

B(!不过#王氏更强调&道'的第
一性和主宰地位#认为万物不过是为道的体现而生
的#&道不自立#故生物以立之-道不虚行#故生人以
行之%'

*

+

+

B(!所以万物的真实本性其实是道性本身%

他说)&舌之能语#孰为言之主, 手之能拳#孰为握之
先, 达斯理者#可以通玄%'

*

+

+

B("斯理即是道性%理
乃是宋明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朱子就认为#某物之
所以为某物乃是有其理先存#无此理则不能有此物)

&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

*

B(

+

(A

#&如舟只可行之
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也是有其理在先%由此可
见#王氏的&道性'#极具理学家&理'之神韵%他又进
一步说)&蜘蛛结网#蜣蜋转丸#不待学师而能巧#此
天性之自然也%'

*

+

+

B(F此皆道性在众生身上之表现#

人同样有天性#亦该体道自然#而不能妄为#如果人
&心执'(&事膠'#则不合乎天性)&心不可执#事不可
膠%心执则性不达#事膠则理不通%处心合天#性自
达矣#行道合义#理自通矣#是以圣人隐心于罔象#故
任事不膠%'

*

+

+

B(A这样#王氏就为人应如何修身(治世
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

此非无佛性也#乃形质之异也%人与万物之性同#人
与万物之形异%'

*

B!

+

B)"即君臣父子之道亦是道性使
然#子孝臣忠是自然而然的#&入则移忠孝于亲#为子
之道尽矣-出则移忠孝于君#为臣之道尽矣#是故君
与亲一而已#忠于孝亦一而已#其善忠善孝者#天之
道也%'

*

+

+

B(A这样#儒家的伦理规范也成了&道'体本
有之性#是先天的#&名教即自然'#人人身中俱有%

故而圣人大观天下#以谓人人同体#个个同真#于是
制言行#施教化#立天道#定人伦#布告天下#使人人
知其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三纲五常之理#率性
修道#尽敬其身%此正是儒家0中庸1的&天命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B"

!!

张晓粉
!

全真道士王道渊的&道论'与&人论'



由此观之#王道渊的&道'论#亦道(亦儒(亦释#

从道生万物#到万物有道性-从道虚空清静(不生不
灭到由心悟道(与道合一#最终落脚于人之修身治
世#正可谓是道体之二用%

二
!

人论
道教追寻宇宙的根源#其动机与目的乃在于发

现人的根源并依此决定人生及生活态度%&以人生
哲学为主#以宇宙本体论为辅'是道教哲学的一个重
要特点%正如前文所述#王道渊的道论最后也着落
于&人'#而其关于&人'的论述最后也着落于其对人
生的态度%

!一"人之生成与地位
万物皆由道生#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是由道化

生而来%&阴因之极#一阳生于中#便分奇偶#阳动阴
静#两仪判焉#人生其中#三才立焉%'

*

"

+

*!G

&大道生
化#无出于河图五十五之数%55是故形而上者曰
天#形而下者曰地#配两形而中生者曰人%人与天地
配曰三才%'

*

B!

+

B))即人与万物一样#乃是阴阳和合#

降精结胎的产物%具体到个人#即是禀父精母血而
生%对于人的具体孕育(发育成长过程#王氏没有论
及#盖以前人思想为约定俗成%他只是再次强调了
人之形!即人的肉体之躯"是虚幻的#&四大一身是地
水火风假合而有此形#到头终有败坏#睹其万物之有
形者无不同此理%'

*

G

+

B+F真正永恒不灭的是人之元
神#亦即性%他说)&性也者#先天一点至灵#人身中
元神是也%'

*

B!

+

B)"

&神之为言#灵也#性也#人之灵性#

虚明无象#在父母未生已前#不有其始#居父母已生
之后#不有其终%至灵至圣#至幽至微#包含众体#总
廓万灵#不生不灭#不方不圆#55此神不是思虑之
神%'

*

"

+

G)此神此性是人天生所具有的#是道化生人
时所赋予的#它其实就是&道'体在人身中的体现#是
道性#是人可以修道(体道#与道合真的内在依据%

人与万物皆由道生#皆有道性#那么人与万物是
否有不同呢, 答案是肯定的%从表象上看#二者的
不同表现在形质上%王道渊说)&人与万物之性同#

人与万物之形异%'

*

B!

+

B)"此并非根本性的差异#因为
万物间的形状最终是可以互化的#&夫天地之间#阴
阳化生万物#随气成质#随质变色#有情而变无情#贞
女化为石#山蚯化百合之类-无情而变有情#丹枫化
羽人#腐草化为萤之类%'

*

B)

+

"+)人与万物根本的不同
在于&人为万物之灵'%这样相似的表述#在王氏的
著作中处处可见%人何以为万物之灵, 因为&万物

同一气而生焉#唯人得天地全秀而生%天付之神#地
付之精#中和付之气#三者备于一身%'

*

B!

+

B))天生于
人#唯人得其全体#道必假人以行之%&无极大道#化
生天地万物之多#无物不有其妙#唯人得其秀而最
灵%'

*

B)

+

"**其&秀'就是阴阳五行之秀#那么其&灵'表
现在哪里呢, 在于人可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审
地之理#法地之用%夫惟用是用#返本还元#以复之
效天地之道以修其真也%'

*

"

+

*!A在于人&一心包含万
物之理#师天地而知运化#师蜘蛛而结网罟#师蜜蜂
而立君臣#师拱鼠而制礼#师鸣凤而作乐#师蝼蚁而
设兵阵#圣人能取万物之理以致一身%'

*

"

+

*!+概而言
之#人可以效法天地(万物#汲取其长来为人自身服
务#可以知&道'(体&道'#从而修道#与道合真%以今
天的语言来讲#即人有理智有情感#有思维能力#有
精神生活及对精神生活的反思#能理解自然规律#并
创造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这些都是&灵'的内容
和效果%&人为万物之灵'#是中国哲学一个很古的
传统说法#据冯友兰先生的考证#最迟不会晚于西
汉#在0书经4泰誓1及0礼记4礼运1中就有提到%

至宋代#道学家们从哲学的高度对人何以为万物之
灵给予解释%集大成者朱熹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它
对后世道教的人生观(修行论有较大的影响%朱子
认为人(物所禀之理都是全的#但因气禀之不同而使
得理的显现度不一%&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
是气而生-自精细而言#则人得其气正而且通者#物
得其气之偏且塞者%'

*

B(

+

B)王道渊继承了前人的思
想#以&灵'来说明人类的特点#是很中肯的%尽管由
于当时种种条件限制#他还未正确地意识到人与万
物不同的真正根源#但以&灵'来形容高级动物的人#

足以说明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
说明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人的分类
同为万物之灵的人#个体间也存在着诸多差异#

首先是有男女性别之不同#王氏认为此是阴阳二气
交感时的先后顺序不同导致的)&二气互交#阳气先
者为阳道#阴炁先者为阴道#易系所谓.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

*

G

+

B+A其次#也是较重要的#即人们在智力(

德性上的参差不齐%对此#王氏吸收理学家解决相
关问题的观点#认为由于人人气质不同#禀受各异#

而致得自道体的天然之性有昏有明#表现出不同的
气质之性%&唯人得其秀而最灵#然虽灵也#人生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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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不同#禀受则有殊异#是有贤愚不等%'

*

B)

+

"**

&人之
生也#性无有不善#而于气质不同#禀受自异#故有本
然之性#有气质之性%本然之性者#知觉运动是也#

气质之性者#贪嗔痴爱是也%'

*

B!

+

B)"

&其于人也#性有
善有恶#其于物也#性亦有善有恶%何也, 此气质之
异也#非性之本然%'

*

+

+

B(!即是说#人的本然之性是善
的#万物的本然之性也无不皆善#平时所见的人之有
善有恶#有贤有愚#乃所禀气质不同带来的%为了更
清晰表明此观点#王氏借用禅宗&月印万川'之说来
比喻#说)&性!天性"如空中之月#形犹地上之水%万
水澄清#一月普明-万水浊浑#一月普昏%非月之有
明有昏#乃水之有清有浊%人为圣为哲为贤#得气之
清者也-人为愚为昧为恶#得气之浊者也%佛乃曰)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是也%'

*

B!

+

B)"人
虽气质之性不同#但其天性是相同的#是与道合一
的#这种解释就为其人人可修性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气质之不同及天然之性的昏明程度#王道
渊眼中的人就有了不同的级别)有圣人(贤人(愚人
之分)&行中庸之道者#唯圣人能之#贤人犹不可及
也#况愚人乎, 何以, 圣人圆之#贤人方之%圆之者
则转而不执#方之者则执而不转#是以圣人云)贤者
过之#愚人不及也%'

*

+

+

B("有上智(中智(下智之分)上
智之人了悟本性#寸丝不挂#万法昭然-中智之人则
半明半惑#操之存#舍之亡-下智之人神无所守#随念
生情#贪著其事%有上士(下士#上德(下德(众生之
分-还有善人(不善人之分等%众多分法#一言以蔽
之#建立在对道的了悟度以及对外界或自身的执着
与否及执着程度上%圣人(上智(善者(贤人和哲人
的共同点是禀气之清#愚人(恶人(昧人则禀气之浊%

其中圣人(上智又为清中之清#因而他们能参透人之
一点灵明和宇宙的本质#了悟本性#不被一切境界所
移#不执著于世俗的名利纷挠#内观于心#绵绵无间#

独立虚空#以道的规律指导人生%贤哲等中智之人
禀气清#比一般人有更高的聪明才智#有更好的德
性#但却不能完全悟&道'的本性#&半明半惑'#仍执
著于空(色等世俗事务%此类人#有两种前途#一是
他们通过学习或经人指点#能离形弃智!即一般的小
聪明"#存神抱中#居有象而不执#明悟&道'#则可进
入圣人行列-二是他们不学#亦不去探究#更不修性

命之功#而满足于自身的功绩或成就%不明一切有
为法#有成便有败#最终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等身心内
外的羁绊#不但成不了圣#还可能因过于执著而为愚
人%至于愚人(恶人(昧人#则被五贼迷其性#执著贪
婪#人之天性$$$一点灵明之真心如同黑云遮日般
被欲望覆盖#妄心不止#失去真道#舍死贪生#作下烦
恼种子%他们争名夺利#患得患失#身心皆受百般煎
熬#更有甚者#为了私欲#不忠不孝#欺天瞒人#违反
王法#&形须人身#心乃是兽'%他们的这些行为#其
实已被鬼神暗录#在日后要么遭到报应#要么报应到
子孙头上#自身落入轮回之中#难以翻身%

愚人的人生与圣人随机应物#乐天知命#逍遥自
为的喜悦人生#实乃天壤之别%圣人修道不但身体
健康长寿#还能因其高超的品行赢得世人的尊重-不
但心情愉悦#且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位列仙班%

两相比较#王道渊呼唤人们从沉迷之中苏醒#告诉人
们现世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不长久的#&人生百
岁似浮沤#莫待光阴催白头#地水火风身假合#精神
魂魄意为修%'

*

B!

+

B)+人生如梦#不可执著#我们应及
时回头#不应&弃本逐末'#把宝贵的生命用来追逐这
些虚幻的东西%&除是决烈丈夫#信得及#参得透#割
得断#一悟回头#直超无色之界#向吾大道而
修%'

*

BG

+

*+!明心见性#归根复命#修之与道合真#从而
超生死#出天地#入仙境#享天下之至乐#此是人生最
终的目标%而且王氏还告诉人们#因人人具有先天
之性#所以人人有修仙之可能#只要坚持不懈#即可
有美好的结果#&我命在我不在天'%

综上#我们大致考察了王道渊对&道'和&人'的
认识#可以看出其总体上以承袭前人思想为主#在此
基础上又有发挥%而其思想中三教融合的时代特征
也是很明显的#可以使我们体会到三教融合的时代
思潮对当时道教界的影响%

同时#作为&一代内丹大师'

*

B"

+

"!!

#王道渊还有
着丰富的内丹修行思想#正如前文论述中所言#其道
论最终是落脚于人#其人论最终是落脚于人生的态
度#这些都为其内丹修行实践$$$性命双修提供了
深厚的理论支持%关于王道渊的内丹修行思想和三
教合一思想#笔者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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