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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身心靈整合學會 
上師課程第 031堂課：老子上師「反璞歸真」課程講義 

 

註： 

1、這是老子上師於 2011.10.25(二)傳下來的課程。 

2、老子於2019.10.19再次補充。接訊者：白光。 

3、老子：昴宿星人，等地是第 4.12力如來。 

 

點化「反璞歸真」：回歸「本源」之意。 

請「本源能量」，經由「中脈」灌滿上、中、下及身外丹田，啟動「九

龍心法」，請龍去採珠，補充上、中、下及身外丹田能量，請「本源

能量」匯聚「命門」，點燃「命門之火」，讓這份能量持續活化，讓

我們「自性之光」顯現至「表意識」來，請我們的靈魂將我們肉身的

年齡一步一步縮小，回歸到嬰兒狀態，回到出生前那一刻，回到靈魂

與肉身結合前那一刻，將這份感覺帶回到地球的肉身上，將這份能量

散佈到全身各細胞。 

使用時，念「啟動反璞歸真」。 

 

功效： 

1、可以刺激荷爾蒙、生長激素分泌，回復青春、活力，有「回春」效

用。 

2、恢復「赤子之心」。 

 

注意事項： 

1、一天最多只能練 4次。 

2、這功法與「回春功法」比較：不容易引起讓血壓上升。 

 
註：靈魂並不一定是在從母體產道出生前才進入肉身，那要看靈魂所要體驗的是甚麼。如果靈

魂要體驗流產、難產..等項目，就會提早進入肉身。  

 

＊「命門穴」簡介： 
我們的身體裡有一扇“神奇之門”：「命門穴」。 

命門是什麼門？說簡單點，就是生命之火出入的門。認真看它的位置就會發現，

生命之門絕對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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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門穴位於腰後部正中線上，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中。命門穴的神奇之處，從

它所處的位置就可以窺見一斑。 

 

一、它與肚臍處於同一水準線上。 

肚臍又稱為「神闕穴」，曾是人體與外界相連的最後

一個通道。它蘊藏生命形成之初的原始資訊，彙聚元

氣之所。而命門與之相對應，為後天滋補的最便捷通

道，它與神闕穴遙相呼應，決定著生命成長變化中的

元陽盛衰。 

 

二、命門穴位於督脈上。 

督脈，中醫稱“陽脈之海”。行於背正中，能總督一身之陽經，是人體諸陽經的

總匯，與腎臟及腦部關係非常密切。其功用主要是督率陽氣，統攝真氣。金代名

醫張潔古言：“督者都也，為陽脈之都綱”。督脈是人體的主宰，對調節和振奮

全身經脈氣血起著重要的作用。 

命門穴是督脈氣血運行的重要支點。此處一旦瘀滯，會導致督脈不通，全身迴圈

就會受阻。如果命門受補，則督脈氣血運行強勁，正氣充足。 

 

三、命門穴位於兩腎之間。 

腎是人的先天之本，人體當中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精，就藏在腎當中。腎精是

不是充足，直接決定著人體是不是健康。 

 

明代張介賓在《景嶽全書》中說：“命門為元氣之根，為水火之宅，五臟之陰氣

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認為命門的功能包括腎陰和腎陽兩個方

面的作用。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命門之火就是人體陽氣的根本，生命活動的動力，對男子所

藏生殖之精和女子胞宮的生殖功能有重要影響，對各臟腑的生理活動，起著溫

煦、激發和推動作用，對飲食物的消化、吸收與運輸，以及水液代謝等都具有促

進作用。 

 

 

＊老子（道家學派創始人）的簡介：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ㄉ
ㄢ，一字伯陽，或曰諡伯陽。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詳，

大約出生於西元前 571 年春秋晚期陳（後入楚）國苦縣（古縣名）。中國古代思

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6%83%B3%E5%AE%B6/12144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6%83%B3%E5%AE%B6/12144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B2%E5%AD%A6%E5%AE%B6/39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2%E5%AD%A6%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5%AE%B6%E5%AD%A6%E6%B4%BE/340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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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與莊子並稱老莊。在道教中，老

子被尊為道教始祖，稱“太上老君”。 

 

老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其思想核心是樸素的辯證法。在政治

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在修身

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老子傳世

作品《道德經》（又稱《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老子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老子》一書裡。《老子》，又名《道德經》或《德道經》，

和《易經》《論語》被認為是對中國人影響最深遠的三部思想巨著。 

其成書年代過去多有爭論，至今仍無法確定，不過根據 1993 年出土的郭店楚簡

《老子》年代推算，成書年代至少在戰國中前期。 

此書共計五千字左右，最初稱為《老子》而無《道德經》之名。 

後來稱《道德經》，並分成八十一章，編為上下兩篇，上篇道經三十七章，下篇

德經四十四章。全書的思想結構是：道是德的“體”，德是道的“用”。 

 

老子思想的主要範疇是“道”，“道”字在《老子》書中出現了七十三次。 

道是一種混沌未分的初始態，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為

化生萬物的根源； 

道常無名，無為而無不為，它像水一樣，善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以柔弱勝剛強，

是最高的善； 

道是不可言說的，人的感官也不能直接感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持之不得。 

 

道既是宇宙的本體，又是萬物的規，還是人生的準則。 

 

儒家以天、地、人為“三オ”老子則以道、天、地、人為“四大”。 

“四大”在“三オ”之上增加了道，就給中國文化思想的架構，打開了一個極其

高遠、極富想像力的思想空間。道是出自形而上，而貫穿形而下的。而且在貫穿

中，不給天與帝這類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餘地。 

 

天道自然無為是《老子》一書的主旨。在二千

五百年前，老子之道是在從根本上改造原始道

論的基礎上的一個偉大的發明。 

 

道作為天地萬物存在的本源與本體，締造、成

就了天地萬物。但道成就天地萬物，並非有意

作為，而完全出於無意作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5%90%8D%E4%BA%BA/154527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84%E5%AD%90/80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6%95%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4%B8%8A%E8%80%81%E5%90%9B/539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3%B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5%BE%B7%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AD%90/10672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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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自然者，自

得其然也。自然是對道之狀態與作為的形容，而非道之外更有一實體的自然。道

雖然成就了萬物，但道並不是有意要成就萬物；道成就萬物並不是為了達到什麼

目的，而完全是自然而然，完全是自然無為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一切因其自然，一切順其自然，這就是道的本性。道

之本性是自然無為，但正是這種無為，成就了有為；正是因為無為，才成就了一

切。這種現象，被老子加以哲學的高度概括，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而無不為”，不僅是道之大德、大用，同時也是支配天地萬物之最根本規

律，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根本法則，是所謂“道理”。“不自生，故能長生”，“以

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這是天地萬物之理：“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這就

是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則。“無為而無不為”，不僅是道之用、道之理，同時

亦是“道術”，是侯王治理國家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侯王之“王”天下、治天下，

亦當以道為法，“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以“我無為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辯證思想： 

老子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美醜、善惡、有無、難易、長

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惡。表面看來，正相反

對的兩個方面是相互對立的，而實際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滲透的。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

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提出“反者道之動”。這就是說，事物發展到一定程

度，必然會向相反的方面轉化，所謂“物壯則老，“兵強則滅”。 

同時，事物的發展、事物向反面的轉化，並不是一下子實現的，需要經歷一個數

量上不斷積累的過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社會理論： 

老子認為，道之本性即是自然無為，自然無為乃支配宇宙萬物的根本規律，也是

人類應當信守的基本行為準則。 

從無為的原則出發，老子反對人之有為，因為有為破壞了人的原始的自然淳樸，

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帶來了虛偽、狡詐、貪欲、罪惡等種種社會醜惡現象。“大

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天

下有道，一切都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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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標榜仁義，而自有仁義。等到以仁義相標榜，則意味著仁義已不復存在。由此

老子提出“絕智棄詐”“絕巧棄利”，主張“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

用”，“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 

這是一種復古思想。 

與這一社會理想相適應，老子還主張貴柔處弱，認為“堅強處下，柔弱處上，“天

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進而主張“上善若水”，認為最完善的

人格應具有水一樣的心態和行為，“處眾人之所惡”，去別人不願意去的地方，

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堅忍負重，居卑忍讓。 

 

美學思想：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的本性即是自然，出於對自然的推

崇，老子也很推崇素樸和稚拙，認為“大巧若拙”，讚美嬰

兒“含德之厚”，主張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古樸、

稚拙作為一種美的形態，在中國古代一直受到人們普遍的讚

頌，與此對立的華豔輕浮，歷來為人們所蔑視，這一傾向即

受到老子思想的影響。 

 

古樸、稚拙之外，老子也很推崇恬淡，認為“恬淡為上，勝

而不美”。平淡之美，也為很多人所崇尚，在宋代更成為一

種審美風尚。 

 

老子“有無相生”以及“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思想，對中國傳統美學及

傳統藝術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國繪畫中國戲曲一貫強調虛實結合，強調“計白當黑”，強調“空靈”，這些

理論源頭，正是老子“有無相生”的理論。 

 

老子還提出“味無味”。“味無味”本來是講體道的，因為道無形無味，所以對

於道，不能靠感知來認識，只能靠體味才可以覺察。 

中國古代審美理論很早就認為審美非認識而是體驗，這也是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

響。 

老子講“滌除玄鑒”，這一理論本來是講觀道的，而審美也必須滌除物欲之心，

所以這一理論就為後代美學家所繼承，成為中國美學審美觀照的理論。 

 

文學成就： 

老子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學性，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不小。首先，《道德經》

高度地發揮了文學的特定社會作用，對當時人們認識自然現象與社會生活起了重

要作用。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好的文學作品是其實地再現自然和社

會現象中的各種場景，反映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描寫不同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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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層，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反映人們的各種現實關係，使讀者獲得關於歷

史和現實、社會與人生的各種正確認識，《老子》在這些方面有很大成就。 

其次，老子在文章技巧上的成就。僅有五千多字的《道德經》，包容那麼豐

富的內容而且首尾貫通，這全賴作者寫文章運用技巧之高超。 

 

老子的文學技巧可歸納為： 

一、文簡意高，文短味長，善於三字四字構成對句繪聲繪色地描寫自然現象和社

會生括圖景。後人把《道德經》分為八十一章，每一章字數不多，多者八十餘字，

少者二十餘字，但它卻像一串串的八寶珍珠，一句一理間錯而不斷，中間還往往

押韻，以增加文章的音樂性。 

 

二、妙用比喻妙用對句。妙用比喻如第五章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第二

十六章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妙用對句如第一章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第二章的“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類。每句話都熔鑄著作者的強烈

思想感情，這就老子妙用比喻和對句的結果。 

 

三、老子文章都很容易理解，並不是“難識微妙’，但要從他的語言運用上找出

它的妙處。 

 

四、老子文章善於用矛盾說明事物相互轉化的自然法則，在造句時信手拈來反正

詞，巧妙地結合一起使用它揭示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本質，如：有無、同異、

美惡、難易、長短、上下、高低、前後、虛實、強弱等等。 

 

五、老子文章是以明理的散文為本。自六經以下諸子百家論述，文章皆為寓理的

工具，老子也不例外，但老子文章情節結構和表現形式，則別具特色。老子力求

文工，一個道理常以數個同義詞，反復論證，再因語短而味長，理明而事核，而

不覺重複；老子要文章形式從其內容不是“文章必以體制為先”；老子文章不求

駕空、纖巧，而是靠實，敘述議論，辭正理備，《道德經》八十一章，從頭到尾

前後呼應條理清晰沒有混淆之處，體現了結構服從主題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