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妙真經第八章

煉虛品

紫微星君曰：
大道之宗，萬法之祖，運神於虛，包孕萬有。形

形相相，色色空空，只此上下，通幽澈微，秘密玄
靈。闔闢之機，虛中涵養，章美於外，細無不入，大
莫之載。穹穹者天，日月照臨，四維八極 1，度量難
齊，星羅碁布，象麗其上，聲臭闃寂，莫測莫名。扣
萬啟一，乃含大美。
大寶曰三，精與神炁，與身具存，先身而立，豈

立身先，更先天地，無始劫來，於今罔替。一人一
具，千萬化身，千萬具足。具足之體，是萬還一，
其昭明明，其繫密密，存乎人者，莫良於此。三歸
一物，一化而三，是三非三，是一非一，非三非一，
一一三三，非三非一，是一是三。曰惟此寶，具足 

莫參。
總由有象，以歸無象，按之至實，實而仍虛。

充虛之量，萬變莫窮，煉之為要。名之難紀，為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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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龍，曰鉛曰汞，於坎於離，位置其地，木植火炎， 

又充其類，極形之肖，極名之似，名之形之，不出 

一是。
拋卻即走，操之斯有，聖不異凡，仙與佛偶。凡

夫異等，惟此一本，增減不形，生滅無盡。具此大
者，百體率從。從之百歧，乃生色相 2，相不一相，四
相 3終累。誰為空者，莫煉其至，煉則超之。
非比物類，胎卵濕化 4，蠢動而已。佛性亦靈，

亦識其具，矧靈於物。胡不煉此？可為可追，可進 

可啟。
玄則空空，靈無不通，通靈啟玄，妙秘寰中。 

鑰橐 5開然，萬象羅前，渾然無物，自然生生。執靈
往運，不識其程。形聲動靜，表裏圓明，叩之寂寂， 

聽之冥冥。若愚若晦，若亡若存，存乎至道，煉虛 6

歸真。

翻 譯

紫微星君說：大道的根本，以及諸種修煉法門的源

頭，在於煉神還虛，「虛」包含、孕育了所有物象。洞悉

各種形態的物象，其本質上都是幽微靈妙的。陰陽闔闢

運轉的關鍵，在於外表華麗，而內中虛空以化育萬物，

小到無所不入，又大到不容裝載。天空廣闊，日月在其

間照臨萬物，四面八方，難以測量，星辰像羅列在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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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棋子一樣分佈，附麗於廣袤的蒼穹，一切歸於無聲

無味，不可測量也不可稱名。「虛」啟迪千萬生靈，讓他

們知曉共有惟一本原，其內涵至豐之美。

人有三寶—精、炁、神，三寶與身體一同存在，

或者說先於肉身存在，豈止是先於肉身，更先於天地存

在，從宇宙創立至今，就一直存在著。每個人都有三

寶，無論是哪種存在形式，都具足三寶。雖然存在形式

多種多樣，但其本質不變，千萬如一，內蘊的三寶狀態

顯著又聯繫緊密，在人身上沒有比這更好的。三寶歸於

先天的本原，先天的本原化為三寶，但三者並非本質不

同，本原雖是一，但又並非毫無差別，因此既不是三，

也不是一，先天的本原與三寶，可以說既不是三，也不

是一，也可以說既是三，也是一。惟有這個珍寶，人人

具足，卻沒有完全參透。

從有形有象歸於無形無象，既實際存在，卻又沒有

實體。實和虛相互轉化，變幻莫測，煉虛是修煉的關

鍵。但很難用專一的名稱來記述，所以用虎龍、鉛汞、

坎離來表示煉虛的地方，以木火指代煉虛的類型，用這

些極其相似的形象和名字來形容、命名，實際上都是一

樣的。

煉虛在於放下即可了無束縛，修持之時又真實存

在，聖人與凡人、修仙與學佛並無二致。平常之人雖

然不盡相同，卻有這個共同的本原，其增減並不表露出

來，生滅轉化也沒有盡頭。由中虛之心來主宰，身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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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無不遵從。如果順從軀體的欲念，就會產生對物

象的分別心，終究為四相所累。認為一切皆空的人，是

沒有修煉到盡頭，通過煉虛才能超脫。

這與其它物類不同，胎生、卵生、濕生和化生的物

類，只是愚昧無知地行動而已。佛教中所謂的「佛性」也

就是一點靈光，人人具足，亦包括物類。為什麼不煉虛

呢？這是可以修煉，也可以尋求的，可以精進，也可以

得到超脫。

大道深奧而沒有實體，靈通而沒有滯礙，開啟天下

之玄妙奧秘，這些奧秘就在宇宙之中。就像鑰橐鼓風，

萬物都呈現在面前，看似渾然沒有實體，卻自然運轉、

生生不息。一味地執著於追求虛空，不能正確認識修煉

的進程。無論是形象、聲音，還是運動、靜止，均內外

圓通明朗，向其叩問，靜寂而沒有應答，聽起來又幽遠

深沉。似乎愚拙晦暗，似乎無又似乎有，這就是大道的

存在方式，煉虛而歸於本原，最終與道合一。

疏解

此品乃玄通微妙真功，昔吾與百丈佛祖 7同降覺
壇，祖云：「道曰靜，釋曰止。」靜與止一而已。一者
何？惟心造，心本虛，無方體。煉其虛，道在邇。
青華上帝 8亦云：「結丹之道，一而已矣。」一無

他，虛而已矣。煉丹者，煉虛也。虛非空空之虛，乃
實實之虛。虛非散散之虛，乃渾渾之虛。煉虛而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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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虛，則丹成矣。形神俱妙者，形神俱虛也。
又曰：「煉丹件件皆虛。黍珠一粒，渾然太虛之

體。」又曰：「修持之要，千聖萬真，總歸寂滅。」學
道而不至於寂滅，未有能度劫者。仙佛有分，在煉性
煉炁之間。究竟到得，無上根源就是氣也，是性長生 9 

也，是寂滅。何也？仙家所煉之炁，蓋有超出於陰陽
五行之外者，所謂元始 10以來一點靈光，渾融週遍及
太和至真之炁，而實無物也。至哉言乎！妙哉虛乎！
此品開首云：「大道之宗，萬法之祖，運神於虛，

包孕萬有。」已將全旨揭明。「形形相相」十句，言煉
虛之闔闢機關。「穹穹者天」八句，即天象之昭垂，示
人工之默契。
人人皆具三寶，人人皆秉一元，三三一一，總歸

虛煉。故歷歷詳言，而復明結之曰：「總由有象，以
歸無象，按之至實，實而仍虛，充虛之量，萬變莫
窮，煉之為要。」誠微妙玄通之真訣。
彼一切虎龍鉛汞坎離水火等，極形之肖，極名之

似，名之形之，不出一是也。但此煉虛之妙，「拋卻
即走，操之斯有，聖不異凡，仙與佛偶。」可見玄禪至
詣，本自相同。煉虛之功，萬真莫異。彼凡夫不知煉
虛，何能超界？而物類更無論矣。
「玄則空空，靈無不通，通靈啟玄，妙秘寰中。」

此四語是煉虛秘妙，言玄靈則無滯機，言寰中則有實
證。妙煉既久，時刻無懈，斯鑰橐開然，而萬象羅



 第八章 煉虛品 ︱ 95

前矣。蓋須渾然無物，聽其自然之生生。若「執靈往
運」，意想非真，是「不識其程」也。
「形聲動靜，表裏圓明，叩之寂寂，聽之冥冥。」

煉虛還虛也。「若愚若晦，若亡若存，存乎至道，煉
虛歸真。」煉虛合道也。
噫！玄靈妙道，煉虛秘傳。天仙之丹法，大羅之

捷徑也，萬古真宗。幸於此經拈出。

翻 譯

這一品講的是玄通微妙的真功夫，昔日我與百丈佛

祖一同在覺源壇降乩，百丈佛祖說：「道教講靜，而佛教

講止。」其實靜與止是一回事。為何呢？一切都是心造

就的，而心本虛無，並無實體。將心修煉得虛無，就離

道不遠了。

青華上帝也說：「修煉內丹的方法，不過是『守一』

而已。」「一」並非其他，即是「虛」。煉丹，也就是煉虛。

虛並不是空無一物的虛，而是實有之虛。虛也不是散亂

之虛，而是全然一體之虛。煉虛並成為其一部份，內丹

也就煉成了。形與神相合於虛，無形無象，微妙靈通。

青華上帝又說：「諸種修煉內丹的方法都是煉虛。

黍米玄珠，也就是渾然太虛之體。」還說道：「千萬聖真

修持的根本皆歸於寂滅。」如果學道沒有達到寂滅的狀

態，也就不能超脫劫難。仙與佛的區別，也在於煉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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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炁。究其根本，氣是一切的根源，就是性長生，也是

寂滅。為什麼呢？仙家所煉的炁，有超出陰陽五行之外

的，也就是宇宙發生之初的一點靈光，渾然融合，遍佈

萬物，是太和至真之炁，其實並無實體。這些話包含了

最深的道理，煉虛即是最玄妙之事！

這一品開始就說：「大道的根本，以及諸種修煉法門

的源頭，在於煉神還虛，虛包含孕育所有物象。」這一

句已經將本品的主旨揭示出來。「形形相相」及以下共十

句，講的是煉虛的關鍵。「穹穹者天」及以下共八句話，

顯示天象的昭示，表明人的行為與之暗相契合。

每個人都有精、氣、神三寶，每個人也都秉承一元

之炁，三寶的本原也就是炁，修煉三寶最終歸於煉虛。

因此又逐一詳細說明，並明確地總結說：「從有形有象

歸於無形無象，既實際存在又沒有實體，實和虛相互轉

化，變幻莫測，煉虛是修煉的關鍵。」這實在是「微妙玄

通」的真正秘訣。

所謂一切虎龍、鉛汞、坎離和水火等名稱，用極其

相似的形象和名字來形容、命名，實際上都是一樣的。

不過煉虛的玄妙之處在於，放下即可了無束縛，修持之

時又真實存在，聖人與凡人、修仙與學佛並無二致。由

此可見，道玄與佛禪的至高旨意本來相同。所有仙真在

煉虛的功夫上並無不同。凡夫俗子如果不知道煉虛，怎

麼能超越此界？更不用說其它物類了。

「玄則空空，靈無不通，通靈啟玄，妙秘寰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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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是講煉虛的奧妙，說「玄靈」意味著無所阻礙，說「寰

中」，就表明有實證。長期煉虛，而時刻不鬆懈，那麼

就像鑰橐鼓風，自然造化，一切物象都展現在面前。煉

虛必須渾然不著於物象，任其自然發生。如果「一味地

執著於追求虛空」，而認為「虛」不是實際存在的，是「不

能正確認識修煉的進程」。

「無論形象、聲音，還是運動、靜止，內外均圓通明

朗，向其叩問，靜寂而沒有應答，聽起來又幽遠深沉。」

這是煉虛又歸於虛。似乎愚拙晦暗，「似乎無又似乎有，

這就是大道的存在方式，煉虛而歸於本原。」這講的是煉

虛與道合一。

唉！深奧而玄妙的大道，煉虛是其隱秘的法門。天

仙派的內丹修煉方法，是修成大羅天仙的捷徑，是萬古

以來的真宗。現在有幸能從這部《靈妙真經》中摘引出來。

註 釋

1 四維：指東、南、西、北四方。八極：在「四維」的基礎上再
加東南、西南、西北和東北四個方位。

2 色相：佛教術語，指萬物的形貌。
3 四相：佛教術語，指生、住、異、滅等四相。
4 胎卵濕化：佛教將六道眾生的生成劃分為四種形態，稱為四
生：1、卵生：從卵殼出生，如鳥類；2、胎生：從母胎而
生，如獸類；3、濕生：從濕氣而生，如腐肉中蟲等，亦稱
因緣生；4、化生：無所依託，藉業力出現者，如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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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鑰橐：原指鼓風吹火的裝置，猶如風箱，代指天地萬物生生
不息，鑰橐喻其本體。出自《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之
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6 煉虛：道教內丹術語，代表內丹修煉三個階段之一，分別為
煉精化炁、煉炁化神和煉神還虛。《呂祖全書》，卷九，《八
品經》云：「精化為氣，氣化為神，鍊神還虛，號之長生。」
《唱道真言》，卷三云：「煉丹無所煉也。何以說無所煉？煉
其所無也。無者，虛也。心本虛，情識意知實之。煉心還於
本然之虛，則丹可成矣。何以言之？丹本虛也，是以心虛，
而丹可成。」

7 百丈佛祖：俗姓王，名懷海，唐朝禪宗禪師，拜於馬祖道一
門下，亦稱「百丈懷海」。

8 青華上帝：即太乙救苦天尊，又稱東極青華上帝、青玄上
帝，有無數化身，在天界為東方長樂世界的太乙福神，在人
間是救苦度厄的大慈仁者，在陰間是薦拔亡魂的日耀帝君。
明《正統道藏》收有《太乙救苦護身妙經》，云：「救苦天尊，
物隨聲應，或住天宮，或降人間，或居地獄，或攝群邪⋯⋯
神通無量，尋聲救苦，應物隨機。」

9 性長生：陳攖寧著〈孫不二女功內丹次第詩注〉解釋「性長
生」：「佛家重煉性，一靈獨耀，迥脫根塵，此之謂氣長生。
仙家重煉氣，遍體純陽，金光透露，此之謂性長生。究竟到
了無上根源，性就是氣，氣就是性，同者其實，異者其名
耳。」

10 元始：指宇宙發生的最初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