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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文
文/林明華

天下(乾天所維繫的下界)之中，什麼是那最貴重的、如何治生、如何
審察陰陽?

       吾人的細胞靈命眾生居住在「九譤」、「十二節」的時位裡，為何其意志知覺
中樞會先於各眾生而死去?《參看:前章.「天下至道書」》
       飲食時，不去集中意志知覺中樞；謀慮時，不去集中意志知覺中樞。逆緯其功
能、名相，而使其不能指令各個物性、肉體、器官；其功能、使令的分佈轄境是眾

多的，但卻沒有讓其能“寬容”的“獻祭”、“儀禮”，使之薰習(治氣·調息)。故，
祂與身形共生，而卻先於眾生的身型死去。

      要如何治理,才能導正呢?必先讓眾生在「心口」上獲得“大、堅、熱”的沖氣和
合，在寬容其身中“喜之而愛”，才能從教引中謀求補救。必須在飲時、食時，設
立「禮、法」；從「禮、法」中引到“主題”的義理，並使此義理在疊增的智藏與
覺性的提引中，來緩步的增加事理的體會。必須如鹽融於水般，不直接給予鹽吃；

而是將鹽融入其食、飲中的食物(指:依「禮、法」所研發的義理)中。又必須是在
“喜樂”的奉行中，此「禮、法」所研發的義理，才能融入、融洽，而不會遺漏、

遺失。能不遺漏、遺失，那麼此義理在積蓄的量化、量變下，就能成「材」(資材)。
有好的「材」(資材)就能含化更多的“生生之氣”，使之入眾神所穿服的衣、索。在
「神氣」之下，眾生就能依附此「褚」(眾神所穿服的衣、索)而行年百歲，賢於上一
代。這是吾人接合坤陰、治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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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跑步治氣修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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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幢」的修練

張開脊尾的孔竅止合「氣、息、靈」時，應深長

厚實、規律恆常的「慎密」(大開大合的內縮、緊
密)為用，集中意念“斂合、穿透、結印”，勿忘、
勿困、勿窮。筋骨將此“脊尾孔”的「開尻」，
而輕凌、剛強。「幢」《陰陽二氣揗氣、撞擊，
「道口、爻口」洩漏「靈泉」，使下界眾生得以
穿過脊尾的八孔，登上「龍船」的剎邦時，食用
此「靈泉」所散佈在週邊，如“粉粒”冰涼般的

芬芳之「靈糧」(氣液)。在此「孔竅」流出「靈糧」
時，應讓它在「出入口」處微出、微入，侍侯它

成為一種“恆常”的現象。等到「三爻」(靈脈、
心識脈、金剛脈)的「靈、息、氣」，皆能穩定
「止合」在此 「幢」的「孔竅」後;「道中」的
“下界道口”(會陰穴,稱:道門、空門、玄門)就將
被開啟。而「道體吾身」中的下界各“脈絡、質
軀”，也就因此而“堅勁以強”。

「下界道口」被開啟時，「先天」的道藏、靈氣就直接的從「道、爻」中，流露在「後天」

的「我」身「識作」(八識)之中。此時，欲調用此「識作」，必害其言(必產生“變音、抖
擻”的恍惚狀。)此際，應「幢」以玉閉」(讓「息、氣、靈」在此密閉的「孔竅」與「道口」
上，能时时可保持穿串“止合”;而使此“玉潔冰清”的「靈泉」能暢通出入無阻)。如此，
就可讓下界眾生「幢」經由此      的「靈泉」穿串，壹次、齊全的遷引渡往到「道體我身」
中，上界、彼岸、淨土的各個「佛室、羽翼、塔身」之每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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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堅、熱修練

      未先有「大、堅、熱」與燃燒「丹
田的火爐」下，就教授人“打坐、参
禪、靈修”，以及各種“意象性的自

我感官催眠”-----奥修、超覺靜坐、禪
七、某法輪功、特異功能、人電神功
等，數拾百種“玄、密”法要。

       人體是一組「道、爻」(靈道、靈
脈)所維繫的肉身，它本身是一種「導
體」。讓它失去「大、堅、熱」下的
正用開展，過度自我麻痺最表面的心
理、感官感知，而安舒、放下、妄想，
再被冠以某種修行、品德、文學意境，
中國文化之所以被病化、弱化，主因
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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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尻式修練之1

      晨起、坐正、拉挺脊柱(华肩、凹腹、

叩胃)、「開尻」(打開臀部、雙腿，雙腳

掌平貼地面、合併相對，坐正，軸凸出

“脊尾”的「尻」處;有“八孔”)，「翕

州」(收斂肛門、尾閣各神經叢的“下氣”,
止合於「脊孔」上)。「印下之」《翕州後，

停頓一下守著氣，再“提肛”加壓上提，

同步將「心口」中己含陽剛胎息之“上氣”

徐徐「印下之」，穿透入脊孔、結印〉。          
如此，在「脊孔」上“下氣-上氣”對撞

(產生「口津」後)，稱為“治氣”。

【按:“治氣”需配合「長跑」訓練，才易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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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尻式修練之2

     “陰、陽二氣”在脊尾交沖“化氣”

時，喉嚨將生成“口津”飲食、嚥下

此口津，垂尻〈垂直脊尾神經束叢〉、

直脊，奮内勁收縮在此“三道脈口”

<尾閭處>交合之氣，渦旋【卍】周轉

<翕周、六合>，讓此"會陰穴”處的氣

息，能通達、穿串脊尾「尻」處，打

開屍尻的“八孔”通氣，而「致沫」。

       此處的「致沫」，凝成“精”液。

此為:「煉津化氣」後的“化氣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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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尻式修練之3

「開尻」後陰囊的靡遺之氣(精氣)，生
出“蓮蕊”的「智生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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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印生智修練

        下界眾生的“本命”與其所攜之
“知見與形質”，應如何經由“ 十
幢    ”的「道口」開啟，而渡往上界
彼岸。入此「腦幹」與「羽翼」，而

產下“後天”所再生之「神明」(子、
聖子:新增的覺性)。
       以腦幹的「七重塔天」為“軸心”
而與腦皮質層輪內的「八道」羽翼，

彼此「十」字會;並經由「 幢 」中
「道口」(內含陰陽、五形)的開啟，讓
眾生與其所攜之信息，可以不經由睡
眠，在禪定、修道之際，一樣可以登

上「龍船」(回首的乾陽靈脈)而得安藏
其「本命智身」(如來藏、智慧於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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