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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致成 博士 

Dr. Chih-Ch'eng Tuan 

 

台北商業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副教授 

 
 

學歷 Education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經歷 Working Experience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淡江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研究專長 Area of Specialization 

 
道教思想與文化、道教內丹學、道教易學、《周易》象數學、宗教學、兩漢哲學、

本國語文能力表達 

  
 

教學 Teaching 
大一國文 

五專國文 

宗教與人生 

 
研究 Research 

*期刊論文 Journal Article 

 

1、〈《太平經》中的承負說〉，《宗教哲學》，第三卷，第四期，1997 年 10 月       

2、〈論《太平經》的長生成仙思想〉，《中國文化月刊》，第 216 期，199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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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太平經》文獻考辨（上）〉，《孔孟月刊》，第三十七卷，第六期，1999 年 2 月

4、〈《太平經》文獻考辨（下）〉，《孔孟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七期，1999 年 3 月

5、〈《太平經》的寫作動機與產生的歷史背景〉，《鵝湖月刊》，第二十四卷，第九期，

1999 年 3 月  

6、〈《太平經》中的「建除」學說〉，《鵝湖月刊》，第二十五卷，第五期，1999 年

11 月 

7、〈《抱朴子˙內篇》中論「儒道關係」初探〉，《鵝湖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三期，

2001 年 9 月 

8、〈試論金丹南宗張伯端之「內丹」思想與「禪宗」的關係〉，《鵝湖月刊》，第二

十八卷，第九期，2003 年 3 月 

9、〈試論道教金丹派南宗張伯端的內丹思想與鍾呂金丹派的關係〉，《國立台北商業

技術學院學報》第六期，2004 年 6 月 

10、〈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試論「外丹」與「內丹」派對《周易參同契》的不

同詮釋路徑〉，《輔仁宗教研究》，第九期，2004 年 9 月 

11、〈俞琰的丹道易學思想研究〉，《台灣宗教研究》，第 4 卷第 1 期，2005 年 6 月 

12、〈張伯端的《悟真篇》與《周易參同契》的關係〉，《丹道研究》，創刊號，2006

年 7 月 

13、〈大學通識教育中「宗教教育」的定義、困境與省思〉，《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

院學報》，第十四期，2008 年 7 月 

14、〈一個「詮釋學」的觀點--北海老人《談真錄》之「內丹」思想初探〉， 

  《元亨學刊》，2010 年 9 月 

15、〈略述《道藏》中「易學」的分布、研究狀況與「道教易學」的定義〉， 

  《經學研究論壇》，2012 年第一期，2012 年 11 月  ( ISSN : 2305-1337 ) 

16、〈試論張伯端法脈傳人與「南宗」法脈的定義〉，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19 期，2012 年 12 ，頁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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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SN : 1813-6400 ) 

17、〈試論翁葆光《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以「煉己修性」之法為討論核心〉，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20 期，2013 年 12 月，頁 85-110 

    ( ISSN : 1813-6400 )  

18、〈試論翁葆光《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 ——以「玄關開竅」與「先天一氣」

為討論核心〉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22 期，2015 年 12 月，頁 109-158  

    ( ISSN : 1813-6400 ) 

19、〈試論翁葆光《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以「金液還丹」為討論核心，兼

論鍾呂金丹派的「金液還丹」理論〉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23 期，2016 年 12 月，頁 89-124 

    ( ISSN : 1813-6400 ) 

20、〈試論翁葆光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以九轉金液還丹與佛教禪學為討論核心〉

    《新世紀宗教研究》，15 卷 3 期，2017 年 3 月，頁 81-117 

    ( THCI ) ( ISSN :1684-3738 ) 

 

*研討會論文 Conference Paper/Presentation 

 

1、〈試論道教金丹派南宗張伯端的內丹思想與鍾呂金丹派的關係〉 

「台灣的宗教研究－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1 年 7 月 4 日，地點：政治大學百年樓 

 

2、〈從道教的觀點看人與自然的關係—試以《周易參同契》為討論對象〉 

第四屆海峽兩岸易學論文發表會（易經學會主辦） 

時間：2003 年 11 月 9 日，地點：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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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伯端的內丹思想與《周易參同契》的關係〉 

「第一屆北區技專校院：宗教與人間關懷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4 年 12 月，地點：龍華科技大學 

 

4、〈試論彭曉的「丹道易學」思想〉 

「台灣的宗教研究的本土性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時間：2005 年 7 月 2 日，地點：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 

 

5、〈《上清大洞真經》初探〉 

第四屆台灣宗教學會年會--「宗教對話」學術論文發表會 

 時間：2006 年 6 月 25 日，地點：台北 保安宮 

 

6、〈陳致虛的內丹雙修理論初探〉 

  國立中正大學「丹道、思想、科學的相遇」學術論文發表會 

  時間：2007 年 12 月 16 日， 地點：台北縣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7、〈一個「詮釋學」的觀點--北海老人《談真錄》之「內丹」思想初探〉 

  台灣宗教學會年會--「2008 當代台灣宗教」學術論文發表會 

  時間：2008 年 7 月 2 日， 地點：台北 保安宮 

 

8、〈略述《道藏》中「易學」的分布、研究狀況與「道教易學」的定義〉 

2011 年國際易學大會 第 23 屆台北年會  學術論文發表會 

時間：2011 年 11 月 26 日， 地點：台北 經國紀念館 

 

9、〈試論張伯端法脈傳人與「南宗」法脈的定義〉 

    「丹道實踐與人文、科技相遇—2012 年國際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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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12 年 12 月 16 日，地點：台北市 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第五會議室 

 

10、〈試論翁葆光《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 ——以「玄關開竅」與「先天一氣」

為討論核心〉 

      「2015 海峽兩岸道教經典學術研討會」 

        2015 年 11 月，高雄師範大經學研究所主辦 

 

11、〈試論翁葆光《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以「金液還丹」為討論核心，兼

論鍾呂金丹派的「金液還丹」理論〉 

      「2016 年台灣宗教學會年會第 9 屆學術研討會」 

        2016 年 7 月，政大宗教研究所主辦 

 

12、〈現存南宋金元時期《悟真篇》註本分析與「悟真學」的提出與定義〉 

【2017 台灣宗教學會年會】 

時間：2017 年 6 月 30 日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大樓 3 樓 

 

*學位論文 Dissertation/Thesis 

 

1、《太平經》思想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 

指導教授︰高柏園 博士 

 

2、《道教丹道易學研究－以《周易參同契》與《悟真篇》為核心的開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5 年 6 月 

指導教授︰林安梧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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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Books) 

 

1、一個「詮釋學」的觀點--北海老人《談真錄》之「內丹」思想初探 

  

  收載於： 《臺灣的仙道信仰與丹道文化》， 

  台北：博陽文化出版社，2010 年 8 月，頁 227-249 

   ( ISBN : 978-986-6543-30-2 ) 

 

2、《太平經》思想研究（上）（下），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 年 7 月 

    ( ISBN : 978-986-254-695-6 ) 

 

3、〈試論張伯端法脈傳人與「南宗」法脈的定義〉 

  收載於： 《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 

  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 ISBN : 978-986-647-5405 ) 

 

4、宋元時期《悟真篇‧注》的內丹理論研究 

                   ——以 翁葆光《悟真篇‧注》為討論核心 

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7 年 9 月 

    ( ISBN : 978-986-485-17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