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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氣 朝 元 訣  

成道之路以陰功德行為本，以操持涵養為要，不可單執修性鍊命內功而已，

更要知盡性以致命之道。孔子曾告訴顏子：「為仁之端，必從視聽言動下手。」

所以制於外者以養乎中是也。 

其中原理為：目常視善則肝魂安，耳常聽善則腎精固，口常言善則心神寧，鼻常

嗅善則肺魄泰，手作善事、足行善地則脾土常安；身體健壯，六門不入非禮之事，

再用內養之功蘊蓄五臟元氣。 

則〝肝氣化而魂朝元，肺氣化而魄朝元，脾土凝而意朝元，心火旺而神朝元，腎

水壯而精朝元〞，故『五氣朝元』三花聚鼎而凝成一個法身。所以行者下手之初，

以外積功，內積德，內外交養而成潔白晶瑩可鍊成真丹，以此築基必堅必固。 

 

 

 

真 陽 訣 要  

鍊丹須養後天之神氣，更須養先天之心性以成法身，雖然色身、法身有精粗

表裡不同，但不可相離；無色身則法身何依，無法身則色身無全。所以行者先保

固後天神氣，而後修先天心性。 

道中常言「鍊精化氣」其實氣就是心之靈也；「鍊氣化神」其實神即性之虛

也。惟有存精氣則心靈才能見，保元神則性真自存。 

行者在神定氣壯之候則元氣浩浩，元神躍躍，則本來心性自然洞徹其諦，由此返

還金液之丹不難；故說「築基」是了性之事，「還丹」是了命之功。將性以立命，

即以虛無之性鍊成實有之命，化身是性之凝結而成。 

所以知道「修鍊」是成就一個〝性〞字而已，也就是說還我未投胎前的一個

〝磁場〞而已，磁場落入人體之後，內變為陰陽二氣而生五行幻化之身。行者修

鍊將陰陽五行凝成一氣即是『丹』也，養之久鍊之深之後必成一個至靈至聖之仙

佛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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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 精 化 氣 訣  

行者靜坐至浩蕩了靈，遊心於虛，運息於虛，在似內似外之時，心氣與天地

靈陽之氣相通時，須凝神調息，忽然恍惚而入於虛極靜篤之時，便是安身立命之

處。若有忽然一覺即是現出在未出生前原來真面目，也就是磁場本體與萬物同根

共蒂處，在此一覺而醒即以先天一點元陽主宰其中。 

行者更進一步運用呼吸之神息招攝元陽，不許一點漏掉，經過半刻則氣機上

升，直覺上天地內外一氣流通貫注，這就叫「性地初圓」也，叫著「性陽生」，

也是「精陽生」；此時行者唯順其呼吸之常息止，神志之思收回即放下，即是「採

取先天之精」也；此精降入水府之中，以元神勾起乾宮，收回元氣即是所謂『鍊

精化氣』。 

行者注意！竅初開即下水府中，鍊為藥嫩不可採，至少到氣足則採而用之，

若久藥老不可用。行者須多體認，不可空燒空運，必須從精入氣中，火降水中再

運神息，自陰蹻攝入中宮與離中之精配合，自然水火既濟，神氣結成一團。此時

須知常守藥鑪看火候，但安神息不可再向陰蹻行火。 

當神氣初交但覺熱氣自湧泉穴一路向上，久久溫養，行者自覺身中氣沖頭

上，此時當運「河車」以意引導，凝而不散，自行旋轉不息。若運至頭頂後即陰

初生，降至黃庭，歸鑪封固，則行者自覺如失一般，若再動再鍊，從此靜而養，

動而鍊，循環不已則基可築矣。 



佛道參玄     5 - 4     【卷五】講義 

玄 關 與 精 生 氣 生 訣 論  

行者鍊精化氣之時有精生玄關，如靜坐時凝神調息到恍惚時，神凝息調當時

一點真精藏於陰蹻一穴中，從恍惚中一覺，急攝取陰蹻之氣歸於中黃正位，與離

中久積陰精鍛鍊為一。 

然藥有老嫩之說，何謂也？ 

『藥嫩』是說未至靜極時則無藥，若已靜極中神氣融合為一時，急於採取為「藥

嫩」。若在靜極一覺時不提攝採取，至後動外馳時是『藥老』無用。 

氣動玄關，如何分別藥之老嫩？ 

從精生攝之而歸與離宮靈液配合，當時神入氣中，氣周神外，剛開始神與氣有合

有分之狀，不能合在一起，必須離宮神火與坎中神水融成一片，宛轉於丹田中，

悠揚活潑，也就是身中靈氣與天地外來陽氣合而為一。此即是〝氣陽生玄牝現

象〞，所謂「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所謂「露」是外來靈陽之氣是也。 

行者從恍惚中一覺時是水源至清，不染雜塵，於此採取二分火去鍊二分新嫩之

水，正是藥苗新生，所謂「離噴玉蕊，坎吐金英，是二者交媾成丹。」所以，在

未靜極大定時，未到玄牝大交而採取為『藥嫩』；如大交而不急採取，等藥氣散

為『藥老』 則不堪用也。 

另一簡法是能靜極固好，不能靜極只要自覺綿綿密密，寂炤同歸，恍惚有象，

時而有知，不起一明覺心，和暢不分，後見身氣與外氣相合，蘇軟快感時，急運

「河車」大丹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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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陰 神 陽 神 訣  

『玄關一竅』是乾坤合成，中藏神氣之穴，其中有坎離精，人在未出生前是

磁場真氣，懸於太虛是鋪天合地，大不可測，由父母精血相合後，先成鼎鑪之身，

其中有一竅道容受磁場真氣，此處即叫〝竅中妙〞，又叫〝竅中竅〞。正是佛家

所言「涅槃妙心」，道家所謂「玄牝之門、天地之根」，儒家所說「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也」。人出生後，因塵緣所移，此竅已窒，縱然有時竅開出時不知，現

出一輪新月，恰似如來真面目，又因塵緣而消去。所以行者修行，在忽生忽去之

際，一眼窺定，如手捏定，不失其機也。 

行者總知當神氣混合丹田當中，有融合清淨無為之妙時，即是竅中發現真實

色相，可以超生死輪迴成仙佛之種子。當然一陽初動，其機甚微，其氣尚嫩，必

須再鍊去心私，使心遊太虛，氣貫於穆虛而無邊，才算妙手。因此竅本虛，必須

以虛合虛至竅中生機活潑，元神靈動，使神氣交鑪鼎之，再用陰陽神火慢慢烹鍊，

而使清淨神丹在內，何患真藥不生而靈胎不結。 

行者至真陽一動，氣機蓬勃，在虛極靜極之際，自有一重天地竅開而見妙相，

即是『真陽大現』，方可運行「河車」而得丹成聖仙佛之陽神。 

若未得真陽之現而鼎內無真種，而妄行水火，反而將陰氣逐陽氣而使陽消陰

長，後來全是一派陰邪用事，也知未來及神通，所成工法與陽神皆一樣，最後積

成一個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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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來 面 目 訣  

行者修丹則無他法，唯有確認本來面目，這個本來面目「磁場」就在眼前，

如皓月當空不偏不倚，九州萬國無不炤臨當中，即是「先天真面目」，也就是「性」，

是「心」，也是「佛仙無二」。行者於靜定之時，忽然覺得心光明不沾不脫，無

量無邊而一無所有，即是『明心見性』，也是實得『先天真面目』。 

大凡行者靜坐時有渾然與天地同體之感覺時，不妨再定再靜，不可分心，忽

入而見真性本體，更加溫養使心性入於定中，返回原來面目，如此久鍊始能返本

還源歸根復命也。 

行者從靜定如懶人，不願起居，飲食，此時已將是大藥自生時，更宜入胎息

修持，尤要矢志彌堅，方可得道成真，要不然回家千里，只差臨門一腳，才是可

惜之至。 

 

 

天 罡 斗 柄 之 釋  

鍊丹之道，主靜立極之道也，內伏天罡外推斗柄是言君臣之道。所以孟子言：

「一正君而國定」。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由此可見天地之

位，萬物之育，一則為主，一則為流。行者一以定為主，一以靜為臣之；以陰陽

造化而言，以靜為主，以動為臣。所以朱子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

氣順則萬物之氣順。」不待移一步一念而自有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神化也，人

一身中尚有邪怪，何況天地萬物。 

行者靜坐須先養神，「神」與「太虛」同源，先游神於虛，方能養得純，使

神自來歸命，即凝神於虛後，收回丹田中調之養之至神歸命。虛極靜篤時，再以

神入水府，也就是神入氣穴，以元神下水府，少時火蒸水沸而真陽生，即是『水

中金生』。此時，神已定，息調身心暢快，一團和氣上下往來，神氣會萃化三元

為一元，五氣為一氣而還玉液之丹。 

老子所云：「谷神不死」，即是虛也。「神」即是靈也，「不死」即是不昧

之謂也。所以，行者欲成大道，必須取〝虛靈不昧〞者為丹本，以〝玄牝〞為根

基；玄牝不立則胎息未形，惟有胎息見，一開一闔之中，靈明知覺從此起，成真

作佛從一動一靜立基，惟有一出一入間，實為『玄牝之門』。由此竅隧發端，以

天下之至虛生天下之至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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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情 六 慾 害 道  

人心本是虛活洞炤，只因七情六慾，動其心，勞其身形必搖其精，而導致精

不足，使氣亦不足，也因損神而不靈，何況人身之精如油，氣如火，神之靈者即

是燈光之明。所以行者鍊心者必先寶精裕氣為始，況神虛則神即靈，精足則氣自

旺，行者必有功圓丹熟，而自有慧光現眼前。 

行者立志修行，必不許七情六慾擾心，其功必須持久三年五載，全心養內慧

光如天之日月，人之兩目亦同，所以平時收攝眼中神光，返炤丹田氣海之中，久

之其內自然慧光發現，如明鏡高懸物來必炤除。故平時戒色欲以固精，寡言語以

養氣，節飲食薄滋味，有害之情慾皆當前除袪。 

行者修行日久，不見〝精固神明〞為何？ 

是因為平日凝神斂息之功不夠，時有間斷，如能行住坐臥用工加深，更袪除物慾、

情慾之私，久之自見一靈當空如皓月之明也。 

 

 

天 人 合 一 理  

行者凝神靜養，內在自性，由我自化與天地育位相同，不須將天地看大，以

為造化之權，自有天主之，其實不然，因天地人為三才，人須賴天以為生，然天

也須人以立，因人而調和造化陰陽，而生育無窮。蓋人心一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雖至微至妙而其用只在一動一靜之間，也就是天人本

一氣相通，彼此動靜安危皆在一呼一吸之微。只要人能清心寡慾以自明心境，清

明廣大之天，能一念不苟則一念即天地，一息不妄則一息即奠天地，至自然境界

則天即我，而我即天是也。 

行者修鍊上乘丹法，以神入於虛無中，不著色，不著空，空色相忘，久則渾

然融化，連〝虛無〞二字也用不著。也就是莊子所說「上神乘光者是也」，佛家

牟尼文佛即用此真空妙有之法以成佛者，因後人不知之妙義故說「如來佛法中有

修性不修命之說」，其實不知此光中已包含神氣在內，況磁場中無相為相，無聲

為聲且是神氣發生之根本。 

故鍊此一〝光〞無不完備具有，而不是後天之神，須分陰陽，所以莊子所謂「下

神乘精者是以不淨不潔之神，凝於後天精竅之中，久鍊而成，亦能入定，亦能出

神」。然總是一個污濁鬼耳，即得長生亦只是守尸鬼耳，斷無靈通變化且無仁義

道德，雖有奇技異能只是一個精伶鬼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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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性 真 命  

真性真命者：.心神之融融洩洩，絕無抑制者是『真性』也。.氣機活活潑

潑，絕無阻滯者是『真命』也。總不外乎神氣二者而已，元神元氣是它，凡神凡

氣也是它。古佛有說「在凡夫地界識強智劣，故名識性；在聖賢地界智強識劣，

故名正覺。」所以行者須認取正覺，不可取識神。所以行者更須知〝心〞本無知

由識而知，〝性〞本無生由識而生，然有生即有滅，有知即有迷，故生滅知迷皆

後天識神所為而成人身輪迴種子。 

元神則真空不空，妙有不有而與天地長存；所以元神湛寂，萬古長明；所以

疑空空無者，取方寸之中，胎靈一物，以為元神之在。所以景岑說：「學道不悟

真，只因當初認識神一念之差而淪於禽獸，可不慎耶？」朱子云：「人欲淨盡，

天理流行，神無一息之不舒暢，氣無一息之不流通，此等〝玄妙天機〞也。」子

思云：「素位而行，無入不得，而是任天而動，率性而行，即適其性，合於天。」 

所以，行者先須認得本來面目，自能瞥地回光，自然心冷如冰，氣行如泉，

性空似鏡，神靜於淵而大道之所在也。 

 

 

修 行 真 機  

初學行者靜坐時，心神不爽，氣機不暢，有如天地初開，陰陽肇判，萬物無

形，唯有定意將神氣聚會於下丹田中，亦猶天地主位立。一呼而出，如天地之氣

輕者上升；一吸而入，如天地之氣重濁者下降。然陰陽升降，我只順其自然運度，

久則自有蓬勃不可遏之機在，然陽盛之後，須知持盈保泰，歸根返本之道，否則

陽盛之後必有隆陰，所以要成純陽之體則難矣。所以邵子云：「美酒飲教微後，

好花看到半開時」，能言出此道中之感者，非明道者無法形容也。所以行者在氣

機壯旺，心神開朗，必須返還本始方不致斷滅生機。 

老子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此言真法矣。 

至於守候之道，古人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就是觀炤丹田，恪守規

中，不須多久，真陽自空而出，身如壁立，意若寒灰，當時氣機蓬勃，即是陽生

活子時，可行「河車」之時，此〝陽生〞為「四候運河車」，各有其景。 

 

行者自此以後，凡是日用一切喜怒哀樂之生時，皆是真機發動，須收之養之，

回光返炤足矣，但是必須在四種情發之時，無思無為者是真，如有思有言者是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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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行者在一日當中，此四端萌動不知有多少，若能乘此機採而收之服之，正是

遍地黃金，時時在煉丹，時時藥生。所以大道日用在人倫紅塵中，不在深山幽谷

中，只是道機發見人不知返而求之耳。 

 

 

長 生 訣 竅  

修鍊之道所貴綿綿密密，不二不息以致神化之域，不可躁切為之。所以孟子

云：「進之銳者，退則速矣。」何況迫切之心即屬凡火，不但無益且有焚身之患，

所以正確是不疾不徐，忽忘忽助才是自然真火，天地生萬物，聖人養萬民都不離

此溫溫神火也，修鍊不外乎時常了炤，不失其機則可。 

行者藏神於心，藏氣於身，時常續念，即可復命歸根，可成長生不死之丹。

所以要能使神氣藏於身心而時時不失，才是最重要之訣。 

方法：是在玄竅開時磁場一動，陰陽分張時，可進則進，勢當止時則止，因為玄

竅初開只見離宮元性謂之『性陽生』。然此是神之偶動，非氣之真動，只可神火

慢慢溫養，聽其一上一下之氣機往來內運，蘊藏於中黃正位，此即是「守中」一

法，也是「水火與坎離交之候」，也是「二候探牟尼」。因神火下炤，水見火化

為一氣，自有溫熱之感，所謂『水底金生，陽生活子時』是也；又說是『命陽生』。

只要有此氣機之動，充塞一身內外，因坎離交而產藥，只要微陽初動，即可勤採

運河車停於泥丸，可還精補腦，還精長生之道在此。故人欲長生，除此〝守中、

河車〞二法，行持不停，別無積精累氣之法。 

行者注意！守中之法，拙火溫養，河車逆運，不論是文火或武火常持，務令

元神常居於心，元氣常潛於身，使神氣交媾不失，不論行住坐臥，皆收神於心，

歛氣於身，久則神氣渾化，前不知有古，後不知有今，不知天地人我，如此者仙

佛近矣。在此時尤其注意或見任何異事神通皆是〝識神〞用事，現前只有〝無心〞

而自滅，不可不知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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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端 夫 婦 釋 義  

（ 密 宗 時 輪 金 剛 大 法 ）  

子思曰：「造端夫婦」是所謂何來？ 

一般儒家學者云：「閏門之內，肅若朝廷，交而知禮，接而知有道，以此擴而充

之，足以化家國天下而無難事。」如果以此而言道，應該說是小視乎道而不能充

滿流行，而能充天地，因以其有形有跡有作為尚可限量，而不足以言道之大哉。 

然其實所言之〝夫婦〞是在人身中一乾一坤而已；一坎一離也是水火，或說

是神氣又是性命之說。然「性命合一」即還於磁場，由於磁場中一動一靜，一陰

一陽無不在與天同，以此修之而己，無不以此治世而世無不治。總之，神氣歸真，

返我初生前一團太和之氣，時常在抱，如果以有形有象人世間夫婦而言，縱使舉

案齊眉，相敬如賓，亦不能化家理國，移風易俗至無處無時不是天人合一。所以

古之成就者不肯說出，必待學者積功累德，倫常克盡，然後傳與大道。 

行者初以神入氣，神氣交則真鉛生，即是『真陽生』。陽出即是靈父，至氣

機壯旺，再從下丹田起火而行河車，上至泥丸時再由泥丸凝神，溫養陰精。此所

謂「陰精即是藥」，即久積泥丸之陰精，被神火一鍛而化成甘露神水，也叫「靈

液」，使之下降而心中靈性靈知從此而生矣。 

所謂氣化液再引入丹田，再以神火溫烹一番，靈液又化為真氣，如河車運動千萬

次，千燒萬煉靈液所為之氣，即是『先天乾元一氣』。從此一動即為「外藥生」，

由坤而起火升至乾首，降至坤而一動一靜，不失其時，則如頑金也鍊成百鍊金剛。 

如此採外藥以結內丹，久則外丹成然，內丹亦然。 

總之，外丹貴用剛，內丹貴用柔，不柔丹不結，如此用工，百日可築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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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藥 小 藥 之 別  

大道本無奇，只有完自己本性而已，然知道者眾而得道者少，只因被自己血

氣之私所困，情欲所迷，能克己求性者尤難，雖然難，只要能念念知非，事實求

是則心明無物介入，就是如佛家謂「無善無惡中，獨見空洞了靈。」就是靈之真

主宰，即是『道』矣。 

行者在於妄念作狂，克念作聖中取一〝敬〞字，而「性」即還真，「道」即

返本。也是明得一念回觀，一念即道，念念皆真，能耐久而行則到清淨真詮地位。

所以有些行者一念之初，本是完純圓融具足，因疑而添意其中而失真失本。 

仙佛神妙無窮，豈有他術，也是一念之萌而日積月累而成，然天性自動，氣

機之萌有大有小。所以一陽初動及採取過關服食溫養之後，則有： 

.丹田火熱， .兩腎湯煎， .目有金光， .口有異味， .耳中鷲鳴， .

腦後風生，此皆是所謂『小藥之生』。 

行者至有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在於目前充塞兩大之間如此之盛，自我神覺神

知謂之『真陽大動』，又說『大藥發生』。 

故曰真陽要注意，行者一陽之動不要走作，不外滲漏久則一氣薰蒸，所以說「藥」

是它，「火」也是它，由外而內，下而上，逆而收即是採取之道，收回火藥也就

是太和一氣，只有空洞了明，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內有氣機，似有似無即是『道』。 

靜坐時有一氣薰蒸即是「藥」，收斂神氣不參念即是「補」，從古至今仙佛

皆由此而修。 

「呼吸之息」也是鍊藥修丹之要務。若無內呼吸則水中真金不能由下而上，

自外而內全憑此神息逼催而上至泥丸，神氣交媾，下注黃庭，溫養成丹也是神息

作用。 

體內天然真火，必須靠外火文武抽添運用而藥生丹成，無文武火調候，雖然

有真火虛靈洞徹，也只能了性，不能立命，所以內外二火一性一命，有內火無外

火，性無以戀命，命無以戀性。 

凡呼吸與真呼吸二者一體一用，無先天神息則凡息無主，無後天凡息則真息

無自而生。所以逆施造化，顛倒內修而金丹自逆還於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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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意 了 炤  

行者能知過去未來，原因只不過一個〝靈明不昧〞而已，也是來自一個〝覺

炤之心〞而已。佛說是「長明燈」、道家言「玄關竅」、儒家所言「虛靈府」，

其中主要訣竅是從無思慮，無善惡之中，有一個了炤之神，再由虛無中養出一個

靈明妙覺，洞徹內外之神出來作主宰。 

行者在靜坐前必須先將萬緣放下，知覺之妄與物慾之私丟棄，然後起風運

火，鍛化於丹田之鄉，自家內炤，一是無念之染，一是無約束，空蕩不知，起始

之空性，才是見著本性。本性見後而有個覺心炤而不炤，不炤而炤，即是『主宰

常存』，有人說是『主人翁』，也是『鍊丹之主帥』。〝本性〞則是鍊丹之丹頭

也。 

行者更須注意！在初見本性時，無邊無際不能起心動念，只要泰然處事，心

中清涼有感就是清朗浩淵，大無外，小無內時則是火候到家，塵緣不沾，〝放下〞

即是「見性」。 

行者修行至陰陽交時，須行持不懈，扶持真陽以抑制群陰，久則陽欲進不能，

陰欲退不能，有如醉漢之狀時，雖能以陽為主，但陰來除卻。此時不可用〝武火〞

動後天陰氣，須以虛寂之性，靈應之神作主，一念虛靜即是「見性」，只有收回

放下，放下收回，久持自然本性常圓，所以時常了炤，隨時覺炤而成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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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屯 暮 蒙 訣  

行者〝陽生時進火〞，應明易經「朝屯暮蒙」法則。 

因屯卦是「坎水」在上為藥，坎中一陽生；「震」在下為火，以震下一陽。所以

進火只要陽生時，不計較氣機如何往來，只有注意下丹田，久之氣機自後上升至

泥丸，取其自然不須用〝意〞引導就是。 

『暮取蒙』之義，「坎水」在下中有一陽，是藥在下，「艮山」在上，上有

一陽。「陽」即是所退之符。因陽氣昇於泥丸，溫養片刻，化為甘露神水，是因

陽之化，行工至此精化為氣，氣化為丹行順道，此時因氣化為丹，固不宜再進陽

火，故說『陰符』。總之，藥朝上泥丸，當時氣滿藥靈有一片清涼恬淡之象。 

當陽氣上升於頭目後退陰符之時，也不須引之降下，但以神主宰泥丸，意定

於高上之天，自然循降下重樓而入絳宮，溫養片時，導入丹田與氣打成一片，和

成一團，當不進不退無出無入，靜候其中消息，再行周天，此即是「大周天」之

景。 

若論陽生之時，氣機以微以嫩為主。所以，孟子所云：「平旦之氣為最切斷

而抽鉛抽汞，漸採漸鍊，愈結愈堅。」又說：「其氣至大至剛，以道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所以古之成就者云：「吾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也是說此

氣。 

行者在下手之時，必須明此中之義，若至水火調和，金木合併則剛者不剛，

柔者不柔，且至純熟之候，更不知剛柔，惟有順其氣機之流行就可，然而最怕行

者不耐久坐而已。 

『藥』是一氣丹，就是鍊一氣而積成，唯有日夜精鍊了徹本源，視死如歸，

見得理明，信得命定，以得真常之道，將從前打散之神氣，攢聚一家以火鍛鍊凝

合一氣與天之虛空相同，了卻塵緣生死而成金剛不壞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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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人 合 一 訣  

天地之間是個空，中含一團元氣而生育萬物，亦只有順其氣機之常，而渾沌

無知識，所以億萬年而不朽。反之人身亦包含一個元氣，但不能如天地長存何也？

蓋因人有七情六欲，日夜摧殘先天元氣，又因後天凡氣之遮蔽，耗散而不自知，

而後有生老病死之苦。 

天地之氣運並非萬有，而以日月運行為功，所以日月是天地之功用，故一往

一來寒暑交換而成歲。再言人身之氣機運行作為，參贊乾坤如無胎息不能作用，

故說天地以日月之運行，而有陰陽往來而成造化；人身以呼吸之神息運行其中，

綿綿密密寂惺中亦可悠久無窮盡與天地相同。 

悟真云：「安鑪立鼎法乾坤，鍛鍊精華制魄魂。」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搗鳥

兔來烹（鳥兔是說離中之陰，坎中之陽是真陰真陽），合化為精華一氣即是『藥』，

即可制伏後天魂魄之靈，使之渾淪返於「磁場」，神仙大藥即此一味。總之有心

性之藥，有命氣之藥。 

『性中藥生』是從恍惚中之物，是從無中生有。孔子云：「樂在其中」，是

行者靜坐守中，如有一點樂意時，即藥苗新嫩，開始採取服食就是。 

『身命之藥』是從杳冥中之精，此精一動則有憑據，因丹田有溫熱之象，活

動之後一身上下流通溫熱，充滿有感，無孔不鑽，無竅不到，此即是命陽生。初

學行者但感有溫熱感時，即可採取服食，因丹家取嫩不取老，因老則氣散不堪用，

何況取得新嫩藥氣可消百病。 

老子云：「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是知精生藥產的真效驗証。 

亦有成就者云：「符信一至浩浩如潮生，溶溶似水溶。」雖是初層景象，但也是

得真精真藥，在此當中，虛而能靈，靈而實虛，與天地不知始終，日月無從間斷，

虛而無極，所以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足以配天地而合一。唯其最要者是〝息

機主靜，寡慾安神〞，則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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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道 首 機 訣  

行者要得道妙，須於混沌寂靜，才能進入未生前〝磁場〞祖氣之象，出身後

感磁場之真，二五之精凝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時四大未分，五行未著是

完全之元氣，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以此為修道是第一首機。 

然知道此機也在渾淪之中，若漫無主宰又墜入頑空而成昏昧，所以在五行混

合為一氣時，必須以〝元神〞為主宰，使道氣常凝金丹方可鍊成。 

所謂「道氣」何在？因人起念即見，開眼便明，不管隨時隨地，遇常遇變，

皆有道氣存在其間，只是人不自覺，不肯靜定去感知而已。 

道氣在未發之時，有如昏瞶在睡中，安然寂靜，行者不用心回光返炤，保護無聲

無嗅之靈源。 

道氣已發者，精明好動，行者不知它氣凝神，操存在不識不知之天德當中，若一

和中節不得，以致任意氣縱橫而成私欲，將道氣遮蔽消滅，生理已亡，生機安得，

不墜入牛腸馬腹才怪。 

「道」在人身，無時不有，無時不在，只要其中一個元神，時常了炤以保其

固有之天，致中致和即是『修道』，也是『鍊丹』。 

人在世間不知修道者無論，如入道門修鍊者，大部份皆能於靜處而見知道

源。但是因日間事務之來，而使心受其亂而失去其真者，因為這些行者只知靜中

之道，而不知動中無處不是道，所以不明道軌中有〝靜存而動是散之理〞，尤其

動機時，頭頭是道，無處不是天花亂墜。 

故說會心古今遠，放眼天地寬，唯有悟入真道才識得此化機，但是剛開始是得於

日用百端之際勉強支持，久則大至天地山水之間或戎馬戰場，細至家用油鹽菜米

皆是道機。（如遇親則孝，遇兄則恭，前無思，後無慮，從心而出，不計功利，

即是所謂「天良」）。 



佛道參玄     5 - 16     【卷五】講義 

動 處 鍊 性 驗 證  

天機發動，行持覺炤，日日無虛度，心定自然妙義環生，隨時隨地皆在修道，

此機一發即時採而鍊之，日間應酬，不論大小，不論何事皆是前無思，後無憶，

如心而出，因物而施，所以有所謂「無心即是道」，就是心到無時無處尋也，這

就是〝動處煉性〞之情景也。若能與靜處修命，時用回光返炤法，至內不見有我，

外不見有人時即是「玄關竅」、「玄牝門」立其基礎之本也。 

行者以一個收心於虛無氣火之中，如以火鍊藥至忘清忘事之時，就是「元神

發動」，也就是「心無其心即是元神」，也為「鍊丹之主帥」，當下一眼炤定，

即是由鑪立鼎，元神發為真意，採取先天氣為結丹藥物，才不致只有修性的一半

學問。 

行者必須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才能先得先天元精，方能得元氣之生，

而使根深蒂固，所以在十二時中不動躁性，不生忘心，使凡火無從生起，而後

凡精才有形，元精能有象矣。 

所謂『凡精者』是指口中之甘露也。『元精』又是何物？是指甘露中一點白

珠，就是如珠如玉，精緻瑩潔者是也。行者日夜行修中，津液微生，即是微陽初

動，唯有勤收採納入玄宮，不久氣機大動，運行河車，勿失其機也。廣成子曰：

「母搖爾精」，「精」即是〝汞〞，也就是心中之靈液，元神之所依託靠者是也。

所以人只要汞竭也，就是油乾燈息而人亡也。 

行者靜坐在無知覺時，忽然心地清涼，口中滿口口水，就是產元精之真驗。

能在此時收之即鍊，以呼吸之風，一上一下，聽其往來即是『鍊精』，也就是『二

候採牟尼之法』，道之至要在此一刻間，呼吸之息不失其機，即玄關竅開水源至

清之時也，從此一生一採，毛竅疏通，而有晶瑩如玉之狀時，此即〝精化氣〞之

時，急忙採取運行「河車」，勿失其機也。 

靈液滋生，口有甘露，俱是後天有形之精，養之久久，忽然一有動機時是元

氣之動。動時則為〝化精〞，當時周身有溫熱感，從無知覺中而有靈覺時是元精

化生，稱為『真知靈覺』，也是所謂『精生而水源至清』。「靈覺」也叫真意主

宰，也是督精為丹頭。 

一呼一吸之胎息為「火」。尤其慢慢呼吸也叫「神火溫養元精於丹田之中，

久之火力到時，則變化而生出神妙玄機。」 



佛道參玄     5 - 17     【卷五】講義 

 

行者以「神」主宰，以「息」吹噓，不久丹田有一股氣機，從下元湧起漸至

全身，似有似無，不大有力，就是孟子所云：「浩然氣暢，至大至剛，有充塞天

地之狀」，此即〝精化氣〞時，以其動而言則為精，以其靜而言之則為氣，採之

返於鼎中，久之慧悟頻開，前知後曉也在此中。 

 

 

成 道 首 務  

行者修身為本，而修身以〝凝神〞為必要之方法，所以收神光於兩目，則神

聚於身方有個主。如孟子所言：「持其志，毋暴其氣」，常提醒自己，首先使呼

吸之氣平順，而後可見胎息，在似有無之中，先天元氣也在其中，而一來一往，

陰陽造化，充滿一身內外，人修至此，直養無害則跳出乾坤之外，包於日月之中。

此天地尤大，不外一神光之內炤，調後天呼吸以引先天胎息，而使元神元氣包含

於內而已，而自身不朽之主，而生死由我至真息大動，而仙佛之果證矣。 

然〝胎息〞之用，有勉強與自然之分，也就是我常說分文武之用，最重要是

萬緣皆空，一塵不染，如如自在，心中常明，以元神化為真意主宰而運用，如日

之運其光常炤，如此久久，胎息常存身中，不循口鼻出入，一息定萬古，而結成

刀圭妙藥，凝成玄黃至寶，終則大而化，化而為神，千古道成。所以以〝神〞為

胎，以〝氣〞為胎之輔，以〝息〞助胎之成。故說「胎息」是成道之首務。 

行者凝神調息注意丹田，呼吸綿綿，不快不慢神氣相合，凝於丹田中，即是

『鑪鼎安立』，至胎息和平，神凝氣聚，使陰陽持平，二八平分，採取元陽真氣

收回玄宮，即知〝採藥〞尤要明得〝鍊丹〞，更知〝服食〞。 

『採藥』是陽生。 

『鍊丹』是陽壯時行〝子午卯酉〞四正之功。 

『服食』是藥氣收回鑪中溫養，就是如煮食物一般，採煮二候俱有工夫。所以涵

養太和之天，遊於光天之下，悟此則修鍊工夫盡矣，大道亦了於此。 



佛道參玄     5 - 18     【卷五】講義 

神 氣 性 命 釋 義  

神者心中之知覺，因其靈明，故說是「神」，然有先後天之分。 

『先天之神』是「元神」，〝神〞即是性也。因心中之知覺是神，而心中至善之

理是性，其開於一源而知覺是從〝性〞分而出；如小孩時知要，稍長知敬，其中

知即神，要物即性也。所以見神即是見性，從而不分，此是先天之神。 

『後天之神』因人七情六慾所蔽，神之所發常與性反，因失其天之配，故稱「識

神」。然其兩神分別是：先天之神靜，後天之神動；先天之神完整，後天之神虧

損；先天之神明，後天之神昏；先天之神與性合，後天之神與性離。修道者修性，

所以去蔽性之私，絕其性之慾，寂之又寂，使至靜定，去其心念至清，以〝至清

淨之源〞才是修性而養先天之神。 

氣者是行於人體之中，而使人受生者是也。然也，先後天之分。 

『先天之氣』是〝元氣〞是也，「氣」也是命也。 

『後天之氣』是〝呼吸之氣〞，是受天氣之門戶也。因有元氣，而後才有後天呼

吸之竅，所以先天之氣為本，後天之氣為末，先天之氣源，後天之氣流，也就是

一為本，一為末也。 

所以，人怕斷呼吸之氣，只有〝培本養源〞是唯一之方法。 

行者，養先天之神，謂之『修性』；養先天之氣，謂之『修命』。 

所謂「性命雙修」之旨也。 

邵子有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鴻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

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

是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