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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身心靈整合學會 
上師課程第 038堂課：列子上師「神之眼」課程講義 

 

註： 

1、這是列子上師於 2011.11.01(二)傳下來的課程。 

2、「神之眼」屬於釋迦牟尼佛管轄。 

3、列子上師於2019.12.15再次補充。接訊者：白光。 

4、列子上師：金星人，等地是第 8.32 地菩薩。 

 

神之眼：這是屬於「意識出體」，前往第九次元「神之眼」。 

 

一、步驟：將我們的意識集中在「靈魂中心點」，請「靈魂中心點」

帶我們前往第九次元「神之眼」的地方。先觀察看看「神之眼」

的樣貌。 

 

二、功效：若第三眼有受傷或功能損壞，可前往此處修補。 

 

三、贈送「第三眼」：請「神之眼」提供我們「第三眼」，不是每

個人都有，必須是有任務需求，有緣者才有，且需以福德做交換。

放在「松果體」處。 

  

四、回歸：將意識回到「靈魂中心點」上，意識慢慢回到這個空

間。 

 
＊列子(人)的簡介：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國圃田（今河南省鄭州市）人，

在古籍中又寫作列圄寇、列圉寇或子列子，東周威烈王

時期人，與鄭穆公同時。 

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道家代表人物。終

生致力於道德學問，曾師從關尹子、壺丘子、老商氏、

支伯高子等。 

隱居鄭國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靜修道。列子對中國人思想影響甚大。列

子才穎逸而性沖澹，曲彌高而思寂寞，浩浩乎如馮虛禦風，飄飄乎如遺世

獨立。在先秦諸子中對生命表現出最達觀，最磊落的就是列子。主張循名

責實，無為而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1%E5%AF%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91%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7%A9%86%E5%85%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6%97%B6%E6%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6%97%B6%E6%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6%83%B3%E5%AE%B6/12144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5%AE%B6/12112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5%AE%B6/1313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5%B0%B9%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5%9B%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A%E5%90%8D%E8%B4%A3%E5%AE%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A%E5%90%8D%E8%B4%A3%E5%AE%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4%B8%BA%E8%80%8C%E6%B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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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的活動時期應該是約於戰國早中期間，與鄭繻公同時，晚於孔子而早

於莊子。列子聚徒講學，弟子甚眾，一次，列子往謁南郭子時竟挑選“弟

子四十人同行”，可知列子後學眾多。 

從《莊子》中可以看出列子學派在戰國中後期影響很大。 

 

先秦道家創始於老子，發展於列子，而大成於莊子。列子先後著書二十篇，

十萬多字，《呂氏春秋》與《屍子》皆載“列子貴虛”，但依《天瑞》，列

子自認“虛者無貴”。徹底的虛，必定有無（空）皆忘，消融了所有差別，

也就無所謂輕重貴賤等等概念。 

 

莊子曾在《逍遙遊》中說“夫列子禦風而

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

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列子可以“禦風而行，泠然善也”，

似乎練就了一身卓絕的輕功。因為莊子書中

常常虛構一些子虛烏有的人物，如“無名

人”“天根”，故有人懷疑列子也是“假人”。不過《戰國策》《屍子》《呂

氏春秋》等諸多文獻中也都提及列子，所以列子應該實有其人。 

 

根據歷來的看法，如《呂氏春秋》說：「子列子貴虛」。故列子思想的核

心是"貴虛"。虛即虛無，它一方面是道的特徵，另一方面，也是對人心的要

求。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務崇不兢，合於六經。在心和道之

間，列子非常強調「氣」的作用。他認為，心與道的合一通過守氣的途徑

來實現。另外，氣也是道產生萬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思想對後

來的莊子都有很大的影響。 

 

“貴虛” 

虛者，有無（空）皆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 “貴”這個詞不是列

子本人所取，而是戰國其時的學者概括列子其說的總結。列子認為虛無貴

可言，一言貴就已經是有而不是無了。真正的無，需要有無（空）皆忘，

差別消融，而這正是虛的意義。虛一旦徹底，也就無所謂貴賤有無（空）

等等的概念。 
 

＊列子(書)的簡介： 

《列子》又名《沖虛經》、《沖虛真經》，是道家重要典籍。 

 

在先秦曾有人研習過，經過秦禍，劉向整理《列子》時存者僅為八篇，西

漢時仍盛行，西晉遭永嘉之亂，渡江後始殘缺。其後經由張湛搜羅整理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1%E7%B9%BB%E5%85%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84%E5%AD%90/24516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B0%8F%E6%98%A5%E7%A7%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91%9E/158681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D%E9%81%A5%E6%B8%B8/15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8%99%9A%E4%B9%8C%E6%9C%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A0%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B8%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B0%8F%E6%98%A5%E7%A7%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B0%8F%E6%98%A5%E7%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6%99%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98%89%E4%B9%8B%E4%B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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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全。今存《天瑞》《仲尼》《湯問》《楊朱》《說符》《黃帝》《周穆王》《力

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書，其餘篇章均已失傳。其中寓言故事百餘

篇，如《黃帝神遊》《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憂天》等，都選自此書，

篇篇珠玉，讀來妙趣橫生，雋永味長，發人深思。後被尊奉為“沖虛真人”。

是介於老子與莊子之間的道家學派重要傳承人物。 

 

《列子》一書深刻反映了夏末周初交替與春秋戰國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

面。《列子》可以說是一篇恢宏的史詩，當時的哲學、 神話、音樂、軍事、

文化以及世態人情、民俗風習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現，《列子》保存

了神話傳說、音樂史、雜技史等眾多珍貴的先秦史料。是先秦散文的代表

作之一。 

 

列子“貴虛”，其根本義旨與老莊思想接近，關涉的是精神境界問題，屬

於養生治身的學問。虛即道，表示沖虛自然，不執不為之義。 

它既是宇宙生成的起源，即萬物存在變化的根據，又是養生治身所當奉行

的根本準則。 

《沖虛經》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消解種種執著，上達於虛無之境，實現心

靈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 

這一以“貴虛”為要旨的根本精神，大體包括以道為本、齊物為一、體道

求真、無心之境、安命處順等幾個方面的內容。 

 

說道體沖虛、無目的、無意志，因此，《沖虛經》進而以“自然”解說道

體之性。所謂“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所顯示的

就是自然之義。萬物的生成變化皆在其自己，皆是自然而然，此即是道。

這說明，在萬物之上根本不存在一個主宰者。因此，“謂之生化形色智力

消息者，非也”，意謂，認為有一個有目的有意志的實體作為萬物生化之

源是錯誤的。 

 

《沖虛經》以沖虛自然規定道體之性，並以道作為萬

物的宇宙生成的起源，這就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確定

了一個根據。它意在表明，道不僅是天地萬物存在的

原則，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則。 

人生的方式和目標，就是求得與道體合一，達到沖虛

自然之境，使生命存在獲得無限的意義，實現心靈的

自由。 

 

唐代時，《沖虛真經》與《道德經》、《莊子》、《文

子》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91%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2%E5%B0%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4%E9%97%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8%E6%9C%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4%E7%AC%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8%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7%A9%86%E7%8E%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9B%E5%91%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9B%E5%91%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9A%E5%85%AC%E7%A7%BB%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B8%E7%88%B6%E8%BF%BD%E6%97%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E%E4%BA%BA%E5%BF%A7%E5%A4%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2%E8%99%9A%E7%9C%9F%E4%BA%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2%E8%99%9A/119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BE%B7%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8A%E5%AD%90_(%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