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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陰陽】一書在講述「靈道」的導引術。如何依「五音」、「八幢」、
「十勢」、「十修」、「十已」....等，將「心口」所擬合的「男魂、女魂」，
經由「下界道口」的“開尻”，而渡往「上界道口」內的「乾元-坤元」(頂
輪-眉心)彼岸，【横8】字合和其“陰陽二儀”，並依「五形」與「八道」，
觀修出「十」字校叉的「九會成身」「產神明」(聖子)要法。

      【諸天、眾神對話錄】(十問)是一本「神學史」(創世史)。經由在「上界
道口」(天門)内行走的諸天、帝、王、天尊...等，彼此在「各陳己志」中把
各自所“虚凝實境”的義理，全數的述說出來。此亦為神學、佛法、氣功、
哲學原理的集大成。從「黃帝、堯、舜」到「大禹治水」，這些中國歷史課
本上，周朝以前的“先王、先帝、仙人”，在本書中都做了“法身說法”。
讀了本書，才能讓國人推開東周、漢 初以後，儒家所“自妄”寫作下的各
「史、書」。以及懂得古人立「神廟」，「行不言之教」的真實義。



       本書篆文版是取自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1987年由十二名學者
參與考註完成，分別從中醫學、中藥學、中國醫學史、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
視野，來研究其中的文義、文物。並且由「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馬王堆醫
書考註」一書。此書內容計有帛書11種，木簡1種，竹簡3種。
       竹簡最早，為周代以“篆文”譯自:「古埃及神學」的“宇宙人身論”學說。木
簡、帛書則是周、秦、漢初的民間學者，在於對此「周代宮廷神學」「中原文化」
不求甚解，完全無“篆文的象形字源”基礎與「形而上學」概念下，所“百花齊放”
而創作。
       又，「閩南語」(河洛語)是與古埃及語同音、同源。甚至於有近似的宗法血源、
文化、曆法、民俗、信仰。由於周末漢代以迄今日的學者，並無此「象形文・字源
學」的任何思惟，致使“帛書考注小組”在穿鑿附會其思想下，因而將【天下至道
書】、【合陰陽書】等聖書，誤註成:「性交特技」的醫書。而「諸天對話錄(十問)
亦譯的也毫無相干。
      “帛書整理小組”考注方式是在不解其字義下，常是先拿“毫無相干”的字義，
去附會原句。再引經、據典、長篇大論，注解所附會的“毫無相干”字句。而其所引
用、附會的字句，其字義原意也不是如此的。最後再把“原考注的字句”與考注者
所錯引的字義，相互劃上等號。
       這種傳統典型的“註解模式”，從古至今，漢、唐、宋、明、清、民初、當代
的漢學、國學者，大都是如此來做學問的。故筆者「全文」依原義重註，並附列其
“考注”，以警惕後人。



五千年前埃及、中國的三大聖典之一

古漢墓馬王堆出土·文譯本(竹簡)

「合陰陽」書

古篆文的真實原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