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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证科学与悟证之学　　现代实证科学以人的两只肉眼加上延长工具三大镜——放大镜、显微镜
、望远镜 ——探索宇宙奥秘和生命现象，所见仍然有限。
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实象，难观虚相，所获皆系相对真理。
从而不断演出"真理"否定"真理"的科学喜剧。
例如前天牛顿的经典力学、经典物理学科学真理，被昨天爱因斯坦等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所否定。
而真正的真理，只能是一个：独来独往，无古无今。
　　后天的人体生命现象与先天的宇宙生命本元，应当是有情人类倾全力于与关注的课题，而几乎全
体现代科学所关心的，确是与生命现象无关的、仅为满足人们物欲需要的"死理学""机械学"。
在圣哲们看来，纯粹是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久矣！
　　这也难怪现代实证科学家们，他们的肉眼及其延长工具能见度实在有限，在奥妙的生命现象以及
更加奥妙的精神领域实在是无能为力，满眼都是秘之与谜。
其中也有少数"唯物"的生命科学家们，专攻有机生命体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测得到的物质组织结构
部分，条分缕析，定量定性，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建构起了庞大的物理生命科学体系，其功甚巨！
并发现了DNA大分子链上有序排列的生命密码——在这个生命原声带上，只有百分之五左右为生命信
息编码区，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竟然是空白的！
无任何遗传学意义。
科学家们推断，如果在生命原声带上人为的将生命密码有序地排满，人类个体生命将会活到1200岁以
上！
这为道家传统"长生不老活神仙"的理想境界，做出了精彩的科学注足。
　　中国古代的圣哲们乃"悟证学家"，"一目了然"观宇宙。
他们关闭肉眼，开启"慧目"与"天眼"——"道眼"，"一目了然"，具备"全息、全视"功能，能够洞察显隐
，透视虚实，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深参造化。
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知，一开始就心物齐观，自己认知自己，不单认知肉体，而且认知心灵；自己既
是被认知的客体，同时又是进行认知的主体，主客一致地加以彻底认知。
无须把自己杀死来解剖死尸，而是直视活灵灵的生命过程；没有仪器中介，所以不会曲解，得到的都
是生命的真实。
而且人天共参，他们不但熟知组成生命体的生命分子之"精"，还了知精中的生命能量流之"气"运行其间
，更深知指导气行有序的生命信息体之"神"，并彻知精气神三者之间相互生化的深刻关系，还悉知为
神编制生命信息原码的"天命之性"高高在上，从而全知人是"精气神一体、先后天一脉、天地人一体"的
负阴抱阳太极结构，天之骄子，宇宙杰作！
　　"万物自得以道，宇宙统一于气"——统一于宇宙元气大用之流行。
所以道不是别的，乃是宇宙元始造化能"常道元气"及其运动变化之相。
"万物一气"，宇宙万物皆系气聚、精生、形具而成；"化不易气"，无论万物怎样变化，"常名元气"它是
不变的。
常名元气贯穿于天、地、人、物之生、长、化、藏的始终。
见物既见道，体物既体道，用物既用道。
正如本书作者悟证所示：道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中，也在日常生活中，回心关注即是。
　　"道因气而立，气遵道而行。
"道乃气之道，气亦道之气，道气乃一体之二名，虽恍惚无形，但却可以悟证，就像本书作者那样。
首先炼气——遵道而行。
然后用气，改造肉身，开发智慧，替天行道。
如果我们肯在炼气、用气上下功夫，下得深而且真，直至深得说不清，真得道不明，大道就会来敲门
了。
本书作者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心悟"之路。
对老祖宗的《道德经》作者也是"以心印心"地进行悟证，心有所得，便形之于笔，书之于纸，可谓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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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一得。
读者们读过本书以后，如果感到平平，不必奇怪，其中若有一言半句，与君共鸣，有助于开拓悟境，
启人心智，有益人生⋯⋯作者就会感到无限欣慰了！
这也是我的读后感，并因之为序。
　　存诚子　曾庆余　　己丑金秋　于成都存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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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的圣哲们乃“悟证学家”，“一目了然”观宇宙。
他们关闭肉眼，开启“慧目”与“天眼”——“道眼”，“一目了然”，具备“全息、全视”功能，
能够洞察显隐，透视虚实，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深参造化。
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知，一开始就心物齐观，自己认知自己，不单认知肉体，而且认知心灵；自己既
是被认知的客体，同时又是进行认知的主体，主客一致地加以彻底认知。
无须把自己杀死来解剖死尸，而是直视活灵灵的生命过程；没有仪器中介，所以不会曲解，得到的都
是生命的真实。
而且人天共参，他们不但熟知组成生命体的生命分子之“精”，还了知精中的生命能量流之“气”运
行其间，更深知指导气行有序的生命信息体之“神”，并彻知精气神三者之间相互生化的深刻关系，
还悉知为神编制生命信息原码的“天命之性”高高在上，从而全知人是“精气神一体、先后天一脉、
天地人一统”的负阴抱阳太极结构，天之骄子，宇宙杰作！
《道德经本义解》作者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心悟”之路。
对老祖宗的《道德经》作者是“以心印心”地进行悟证，心有所得，便形之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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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元君，本名殷晓鸣，湖北武汉人。
　　1954年出生于政法干部家庭。
　　1970年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政策，在湖北武汉东西湖农场当过知识青年五年。
　　1975年招工回城，做过生产统计、材料库保管员、幼儿园园主任等工作。
　　1983年在湖北华中师范大学进修四年制《学前教育行政管理学》。
　　1985年后因身体患多种疾病，住院治疗无效，后求助于道家经典《道德经》，在学习和实践《道
德经》的过程中，逐渐治愈了自身的疾病，从此正式走上道家专业修行之路。
　　自1989年起至今，结合自身修行实践，开始走向祖国各地进行《道德经》养生健身的经验讲学和
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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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体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原文句子义解：　　[道可道，非常道]　　对于道的认识，要从生活的规律中去体悟。
道不是表面物质现象，不能从事物的表面去理解它，道的实质就在于内在的规律不可以用眼能见、用
耳能听，对道的认识不可以用常态的观点去理解。
因为，道贯穿在有与无的万事万物之中，道的规律是运动的、变化的，极其微妙。
　　[名可名，非常名]　　宇宙有了道的规律，才有了万物的诞生。
有了万物而后才有了名，名是随着万物的演义而后产生的，名贯穿在有与无的形象之中。
对于名的认识，也不可以单从表面事物去理解其中的含义，名的奥妙非常深远。
　　[无名天地之始]　　无名之时期，是天地的开始。
天地的自然法则为万物之母，有了母体的出现，才会有子的继续。
因此，天地之始也就是天地之母的开始。
　　[有名万物之母]　　天地开始后，万物之母开始运作。
万物开始诞生，名也随着诞生。
　　有了名后就有了形。
名与形是相连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万物的名与形的变化越来越奇妙无穷。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修心治身的法则是以无欲的心态而达到内在的清静效果。
内在的清静能观到事物运动规律的表里，是人的内在潜能意识活动的灵感现象。
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清楚的内心感受。
　　妙，是透过事情的表里而悟出的事物规律。
若要了解事物的内在和外在，常守住清静无欲的心念是重要条件。
　　[常有欲以观其徼]　　心随着形形色色的物象而运动，看到的则是表面的变化，感觉到的只是主
观意识上积累的经验。
徼，是形象变化的总和。
心随物动，只能理解物的表层，而不能了解物的内在规律。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无欲、有欲同时出自于道。
两者虽然同出于道门，而结果是相反的。
　　清静无欲获取的是道中的妙，心随欲动获取的是形形色色的表面所留下的内心追恋，有欲者对欲
感兴趣，积累的结果是心中的欲垢。
　　无欲和有欲的心境发展都很微妙，各获其果，各有所得。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变化都非常的奥妙。
静者能观无形，动者直观有形。
无形与有形之问的变化全离不开“心”这个“门”。
心念的变化，也就是万象变化的根源之一。
有名则有形，有形则有象，有象又生象，哪有尽头啊！
静者心同清水映物一样，一目了然。
人的心灵变化过程，微妙无比。
宇宙之“门”包容着万象的综合，万物都在宇宙之道中生存衍化。
虽然看起来各有千秋，各有规律，但都离不开道的大规律。
道也就是那“忙而不乱，混而有序”的大网络。
　　道门向着万物和众生开着，芸芸众生各去获取所得。
　　本章义解小结：　　《体道》这一章论述了道存在于阴阳两面物质之中的道理。
以物质的混元开始而分出阴阳(正负)物质，由阴阳的组合而又无穷地繁衍后代物质，形成一个五彩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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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奇妙世界。
　　老子因此说：“道可道，非常道”。
道不是一般的大道，也不是一般能理解清楚的道理。
道是万物之规律总源。
　　有了道的总源，就有了万物生育的开始，这也是有形、有名的开始和继续。
形与名之间的变化以及结果，涉及到了万象的演义，涉及到了有形与无形之中的变化，是其妙无穷的
。
　　外观到的一切物象是有形的，而内心的思维与灵性的变化是无形的。
而无形反能制造有形，这就是无形是母的意思。
万物的起源是由无形而生有形，有形则又影响无形的变化，生生不息。
　　老子总结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开始是无名之期。
人的出生，开始不也就是天地的混沌开始吗？
　　人刚出生，心灵一遍空白。
随着环境的影响和教育，随着各感官的发育和完善，逐渐有了思维、情感和生活的经验，这些不就是
由思维之象而产生的形与名的开始吗？
名与形的产生是与思维、思想有关系的。
　　有名与无名的内在意义都非常之深奥，循根查源，全起源于道。
道生养万物，凡在于道中的生命，都与道的实质有关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两点就说明了道的奥妙无穷。
对道的体悟和认识，老子又提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如何去认识道的真实面貌呢？
万物虽然出生于道门之中，为何有的人能长寿，有的人则短寿；有的人富贵，有的人则贫穷。
这些人态现象也就是道中的奥秘。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是对万物认识后的总概括，也是从万物的变化中体悟了
道的结论。
　　清静能看到事物的起因，躁动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清静能反朴归真，躁动是欲的积累所形成的
不安宁。
欲则是来自于事物的繁多而留下的追忆。
追忆的内容越多，产生的心念也会越多。
内心残留的污垢会使人的心灵在妄和幻中游觅。
　　无欲与有欲同出心念一门，妙不可言。
无欲有无欲的收获，有欲有有欲的收获。
无欲者喜欢清静，有欲者喜欢繁华。
　　无欲者观到的是事物之本质，有欲者观到的是事物之外表。
真是各有所得啊！
　　从有欲到无欲返回的过程，称之为“悟道”。
从有欲中观其表，又从无欲观其里，这不就是“玄”吗？
知道了其里，就掌握了其表，这就是“玄”之又“玄”了。
　　“玄”是指事物的规律性，从形式上无法掌握，是心灵上之意会过程。
“玄”是不能用肉眼看得见的物质运动规律。
　　“玄之又玄”是通过事物再去了解事物。
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也就是看得见形的是如何产生的？
清静能帮助人了解和认识那看不见的实质，使心灵正确地对待看得见事物的发展。
“玄”协调着事物发展的因果性。
　　⋯⋯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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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本义解》是一部文字浅显道境深邃的证悟佳作。
它由当代丹道大家元君所著，是她本人按照《道德经》体系实修丹道的经验体悟，是真正的“过来人
”写给丹道爱好者的修持体会，有缘人宜深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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