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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洞玄玄 

主講人：玄元 

文稿整理：徐慧姿 

各位同修大家午安！今天講經驗的主題是「洞玄玄」。從字面來說，洞是

洞悉，洞察，洞達明白。玄玄一搬來講就是玄妙，玄疑奧妙，事理深奧難懂。

所以老子道德經開宗明義第一章說：世上萬物之道皆是「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玄元今天把「玄玄」解釋為「玄而不玄」。 

如廣成子：「大道隱而無名，無言．無相，無形。」雖言「道之無名，無

狀，無形相。但若能洞察其玄理，即能玄悟其不玄也。」因此，老子才在第七

十一章說：「知不知上……」。人若能時時知道自己所知有限，便知隨能向人學

習。即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啦！一但學習到了真理，您便成為上等智慧的人

了。俗曰：只能意會，不能言傳這是常有的現象。就如同世尊傳法予迦葉，拈

花微笑，這個也就是玄。」而無法萬法王這句話，出處也在此。若有人向您說：

「盡在不言中。」這個就叫做「玄」。因為大道的降生與毀滅均沒有原因可尋

找，它有具體的事實，而沒有可見的出處就好像人是怎麼來的？沒有了人身之

後又往何處去？到目前為止尚無定論。有長久的淵源而沒有開始到根本，有出

生的處所，又找不到竅孔。但卻有事實的存在，又沒有確定的所在。這樣便構

成了「空間」。這個空間叫做「宇」。有長久的淵源，而又無開始的根本。就形

成了「時間」。這個時間叫做「宙。」宇宙就是這樣被命名的。玄之門。」宇

宙萬物皆有生，死，來，去。但無法看見他們生，滅的途逕。這個看不見的途

徑就是天門。而這個天門呢？也就叫「無有」。萬物就是從無有而來的。佛說

往生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眾生，無中生至有，至有奠乾坤……」以及老

子第四十章：「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所講的都是這個涵意。 

但是他們的名稱，一個叫做「有」，一個叫做「無」，從人類的立場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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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與無是不同的。若用心去探討，去追根究底，您才發現「其大無外，其

小無內，深不可測」即所謂的「玄」了。這個「玄」雖然無法解釋，但卻是天

地萬物及一切妙理的門戶啊！ 

讓玄元借莊子的「知北遊」裡，泰清，無窮，無為，無始的一段對話中去

品味什麼是「玄」。泰清問無窮：「你了解道嗎？」無窮說：「我不知道。」泰

清又問無為，無為說：「我知道。」泰清又問：「你說你知道，是否可以具體的

說明白嗎？」無為：「可以」。太清：「那是什麼呢」？無為說：「我所了解的道，

貴可以為帝王，賤可以為僕役，可以聚合而為生，也可以分散而成死。」泰清

便把這個答案去請教無始說：「無窮說他不知道，無為又這樣解釋，到底哪一

個才對呢？」無始說：「不知道才是深遂的，是有內涵的知道的就粗淺了，只

是說個表相而已。」於是，泰清很無奈嘆道：「不知才是知，知反而不知，那

麼什麼人才能說出那個「不知」背後的「知」呢？及宇宙大道萬物之天門？（來

去之門戶）。所以老子才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無始回答：「道不是用耳

朵聽來的，聽來的道不是道。」道也不是用眼睛看來的，看來的道也不足以為

道。道更不是可以用言語說出來的，能說出來的道非真道。您可知道主宰形體

的並不是形體本身嗎？所以，道是不應該有名稱的。」 

（非禮物聽，視，言，出處在此）然後又說：「有人問道，立刻回答的，

是不知「道」的人，而且也沒聽過「道」的。道是不能用問的，即便問了也無

法回答，不能問而一定要問，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空洞乏味的。無法回答又一定

要回答，這個答案當然不會有內容，用沒有內容的答案去回答一個空洞的問

題，這種人向外不能觀察宇宙萬物，向內不能知「道」的本源（自身的來處）。

當然也就不能攀登崑崙（心靈深處）而遨遊太虛境地。各位同修，他們的對話

講了很多高深莫測的大道理，但仍然沒有答案，也沒人能真正懂其中的道理。

有人聽懂嗎？沒有對不對？這個就是「玄」，不懂是玄，懂了就不玄了啦！（台

語：講呼人聽莫 A，我尚會，反正大家攏聽無，青菜講嗎沒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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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如果「道」真的都不能講，不能問，那麼古今中外這麼多聖賢在台上

講道，問道，包括仙，佛，都用講道來救度眾生，難道台上的都是瘋子？台下

的都是傻子嗎？當然不是啦！其實莊子所表達的是修行悟道後的高標準，非凡

夫俗子能領會。而修道，行道，問道，傳道，悟道（證道）是不同層次的過程。   

簡單的說，「道」在辭海註解為「理」也，謂一定之理。中庸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朱子（朱熹）注，道乃日常之事物，當行之理。意思就是說：在日

常生活的行，住，坐，臥。吃，喝，拉，撒當中都應該遵守的理，便是道。比

如人自出生以來，便結上道緣，肚子餓了會哭是道，便溺污濁了身體會哭是道，

身體發燒生病會哭是道。開始學步走路，更是結了「道」路之緣。稍長入學求

知，學習而行大道，才不致偏入邪途。孔子之道，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一生不停致力學談，目的在此，有句俗諺，三歲小孩都知道，八十歲老

翁做不到。這句話出自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問「道」於方丈禪師。禪師答曰：「諸

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聽了，以為了無新意，很輕率的說：「三歲小孩

都能了解這個道理啊。」禪師笑曰：「對的，三歲小孩都知道，但八十歲老翁

卻做不到！」因為倫理道德並非口頭禪說說而已，而是要去實踐的呀！ 

玄元說：「道」是可以解釋的，比方從道學的觀點來講： 

1.道學的本體是真理一陰一陽之謂道  

2.道學的目的是正義道是教人向善。 

3.道學的方法是智慧，是不斷學習成長，淨化心靈。 

4.道學的本質是科學的唯物論。（機械兩齒輪→互相嵌合→正轉反轉） 

因此「道」生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正反是道，矛盾的統一也是道。陰陽

矛盾論的內涵非常遼闊，它的相互作用，直接影響了自然界的平衡與和諧,也

主宰萬物的生長過程，以及人體的健康，從這當中我們找出了六個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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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讓玄元用這六大定律來把道做粗淺的闡述與大家分享。這個另類新

解想必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但起碼可讓大家從古書上所不了解的「玄之又

玄」之外可以找到一個「玄而不玄」的啟示了吧！ 

六大定律： 

○1 循環律：佛曰：「成，住，壞，空，成」俗曰：「生，老，病，死，生」陰

極而陽，陽極而陰，物極必反，這是一個不變的定律，以自然而言，日出

天亮日落夜晚是一個循環，以人體而言，營氣（臟氣）由子時到亥時為一

晝夜，是一循環，天干十甲乙……地支十二子丑……組成一個最小公倍數

是六十，叫做一甲子，也是一個循環，由於陰陽存在於萬物之中，彼此之

間一直不停相互轉化（電）。太陽在晚上雖然不見，但並非一去不返，因

為宇宙的循環律確保安在一定的時期新出現。因此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會在一定的時間內做道回應（因果）。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太上感應篇中開頭就說：「福禍無門，惟人自招」。所

以聰明的人以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這是一種物理

上的反作用力。（反之亦然，如空谷回音）。發揮您的慈悲愛心，將來必有

一個美好的循環屬於您。 

○2成長律：由於陰陽的存在，萬物必定會出生，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必定

要順應自然。否則長得越快，就消失的更快，就像農作物，農人為了快速

增加收穫，用了大量的化學肥料及殺蟲藥，而這些農作物對人體的傷害，

是眾所皆知的，又如人類發明原子彈，核能，基因改造，複製羊（桃莉）

及相關的化學藥品（止痛藥）…等，而使現代人了很多的怪病，也醫不好，

而這個後遺症，現在大家都已看到了。發明本來是為造福人群，沒想到少

數人「野心」過度違反了自然界萬物的「成長律」（道）。所以閩南語有這

麼一句諺語：「緊紡不好紗，緊嫁不好担家。」意思是"欲速則不達"。因

為這已違反了「道」的成長律。如果樹上的果子尚未熟透就急著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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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會好吃嗎？雖然在水果攤買到的香蕉很漂亮又好吃，對嗎？玄元在此

忠告各位同修。那些香蕉通通都有"毒"。千萬別吃。因為商人(傷人)把尚

未成熟的香蕉採下放入密閉的倉庫裡。用"電土"加水產生「熱烟」悶熟的。

倉庫內的螞蟻小蟲全都被毒死。各位聰明的您說一句公道話。可不可怕

呀？以後還敢吃嗎？又有科學家發明了避孕藥。讓女人吃了就不會受孕。

其實那是刻意阻礙人體自然排卵。改變了人體自人的成長。而產生了諸多

的婦女病。各位說吧！這些商人是不是既要錢又要命呢？唉！真是越想越

心疼。(扼腕啦)所以老子說：「不知常，妄作凶」（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了解這個道理的人，在日常飲食及作息中也必定會遵守這個定律，而達到

身、心、靈健康的成長目標。 

○3得失律：由於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以得或失都不是絕對的。老子：「既

已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捨得」先捨而後得，如

果人人都只想得而不願捨，那麼所得何來呢？寒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寓言故

事，內容告訴我們的再清楚不過了，所以人們要學習「得之不喜，失而不

憂」的隨緣心態，能在得與失之間，把持心靈中陰陽兩氣平衡，身心自然

健康，也叫做「中道康」。 

○4時間律：陰陽轉化的過程，是絕對離不開時間，「得時則生，失時則死」，

生死榮辱都在時間中進行，沒有人能夠控制時間，就像（美←→台）時差，

「春夏秋冬」之按時轉化，並自己完成使命。每個人也都有他一定的使命，

但當他完成使命後就應該懂得如何掌握時間律，而作到「功成身退」。列

舉歷史上幾個大人物：范蠡，張良，孫中山，華盛頓，他們都是完成使命

後「功成身退」的。老子：「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唯有了

解這個道理，並且做到了，才能在時間律之中完成「精神無限的延伸」，

老子：「死而不亡者壽」，什麼叫「壽」？人活到 80，90，100 歲叫做長

壽嗎？金剛經曰：「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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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才是「壽」。人雖然不能控制時間．但可以在精神方面無止境地「享有」

它。就像儒家的聖賢。釋家的佛菩薩。道家的神仙他們偉大的精神永遠活

在人們的心中。這就是「死而不亡者壽」啊！ 

○5調節律：陰陽在天地之間，經常性的自然有所調節，否則萬物不是熱死便

是冷死。在人類世界裏亦然如此，不能一味前進，也不能一味的後退。（工

作←→休息）（餓←→吃飯），所以人的一生就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策略。

我小時後練武的師父曾再三告誡，練武是為了強身．不是為了打架。不可

以任意出手，非必要時不可出手傷人。所以對生活中不如意之事，盡可能

容忍。但到了忍無可忍，則不必再忍。不到必要，不任意出手。老子第七

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欤？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補之」，「高，有餘」是陽，「下，不足」是陰。我們「道醫」為人條理

身體，就是依據這個「陰陽調節律」作為基本裝備，再配合五行→生 尅

補洩使人體恢復他應有的機能。 

○6包容律：陰陽在相互依持轉化中，沒有絕對的完美（考試１００分？第一

名？都是假的），真正的完美是包容？（陰陽）涵蓋了美與不美包含在內

（就像道包含了天與地）又像彩虹所以美麗，因為它包含了各種不同顏

色．彼此相互包容而不相爭。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道——人道，之分別心）（聖文經：人道—

人有念，上下分。天道—天地間，線無界。）也就是告訴人們，凡事不可

有分別心，而應該去學習「包容心」，就像「水」—老子第八章：「上善若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水可被萬物包容，又可包容萬物？）

氣在天地之外？天地之內？上次知氣化不也講過嗎？和水同是也！ 

神農大帝出了一首心藥，就是在講"包容"。(容人難忍)四字為偈首：容忍

為懷真。人溺己溺心。難渡眾生見。忍辱波羅密。(解)……這就是道的「包容」，

在大自然界中具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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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們上課談的是「道醫」，道醫它是一種「醫術」，可能有少數

同學心裡納悶，「醫病」和這些「定律」有關係嗎？其實非旦有關係，而且是

大大的有其重要性，因為這些定律都是「自然的道」，而人是自然界萬物中之

一，只要你把這六個定律揣摩清楚，並且還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達

到「心會神領」的「意境」，這個「意境」不僅是面對病症（人）時產生「大

法力」，尤其對您個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諧」，「敦親睦鄰」及社會的「人

際關係」都能無往不利，特別是對您的事業，「它」將為您帶來意想不到的「輝

煌成果」。 

再來我們舉一些日常生活中「未知曰玄。知而不玄」的例子，提供給大家

當飯後甜點： 

一.自古曰：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以當時的人來講，人在家中座，天

下盡皆知。當然玄啦！若以現行社會，只要您在電腦上了線，不就是人人都成

了秀才嗎？何「玄」之有？ 

二.民國七十六年農曆十月某一日，當天我下班回家，一進門我母親便拉

住我到廚房說：「你爸爸已經走了，下午兩點時我看見他出去了，到天黑都沒

回來，你們準備後事吧!」我回說：「媽，您亂講，爸爸不是好端端的坐在那看

電視嗎？」媽說：「是他的靈魂穿門而出的。」我心裡想：天下哪有這回事，

太「玄」妙了吧！結果三天後父親便往生了。我覺得真是不可思議。但是到了

現在我們都已經了解人的「靈魂」是一團「炁」或稱為「能量體。」這個能量

無形無相變化莫測可穿強過壁，不受時空的限制。神與鬼都一樣。所不同的只

是清與濁之分而已。道醫炁功所修煉的內涵與目的就也在這裏去濁存清，了解

到此，又有什麼「玄」的呢？ 

三.生活中在現代的人是「有卡走遍天下，無卡寸步難行。」您若手中沒

有悠遊卡，很多地方都行不通的，不是嗎？有些人打開皮夾理一看，哇！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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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各式各樣的卡。這些統稱為「塑膠貨幣」，聰明的商人為了節省人力，物

力，以及確保交易過程的安全，不為肖小所乘，而發明了這玩意兒。這東西確

實方便好用。但各位想想看，看不見有人在作業，而您的錢自動被扣掉了，上

網購物，也沒見有人作業，只是電腦與電腦對話，您的錢就自動繳付，而貨品

自動送上門，若落後國家的人民聽到，一定說那真「玄」。就好像有不電影叫

〝上帝也瘋狂〞的男主角，第一次看見汽車，他說那是個怪物，為什麼他四隻

腳走路是那樣滾動的呢？對他來說是"玄之又玄"啦！而我們了解"機械原理"

及"電腦交易程式"就"玄而不玄"了！ 

其實這種交易程式，只是把"實務化為虛擬，虛擬中有實體"，它是存在於

事實的。如同"空氣"，"電腦"，"人體之炁"，"宇宙之大量能"，"道"…等。我

們看不見而已。所以「知而不玄」。不知則「玄之又玄」也！ 

四.民國 96 年 6 月 10 日上午，神明賜教於鸞盤，詩曰：「是非成敗終是

空。非需莫辨理智通。是人是夢皆虛幻。非神非物不但空。」佛曰：「二乘人

觀察一切事物，只見但凡皆空未見不空，是為但空，亦為偏空。菩薩乘見但空，

亦見空中之不空，則為不但空，亦稱中道空。」此即虛無中存真有，真有中含

虛無。看似有實是無，看似無實是有。把實體化為虛，把虛化為實體。（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能洞察這個真理，不也就是把道德經所說：（玄之又玄，眾

妙之門）解為（玄而不玄，方便之門）嗎？好！今天"洞玄玄"就談到這裏。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