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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音》有關「修道」的乩示 （八課） 

1. 玄音要旨 

2. 修心之道 

3. 清靜之法 

4. 修道之階 

5. 論道 

6. 真虛 

7. 外修內煉 

8. 精進修行 

年份／日期

（農曆） 

訓詞 題目 頁數 

1. 玄音要旨 

一九七二 

六月二十四日 

靈侯大帝示 養性葆命，眞道是求 31 二四三 

一九七三 

八月十五日 

柳天尊示 從無爲而至眞虛，爲道法之至上 33 二六一 

一九七五 

二月十九日 

觀音大士示 靈臺悟澈，自必返本還原 37 二八二 

2. 修心之道 

一九八二 

四月十四日 

呂祖先師示 奉道之士，煉心尤重於煉性 49 四二九 

一九八二 

四月十五日 

鍾離太師示 再述心法之源 50 四三〇 

一九八七 

四月十八日 

白眉先師、華

陀先師、雲龍

祖師三師示 

學道者心要清性要靜，當能見眞 59 五〇一 

一九八七 

五月十三日 

關聖天皇示 先後二天雙修之道 60 五〇二 

3. 清靜之門 

一九七七 

十月十五日 

呂祖先師示 內煉須知 43 三四四 

一九八三 

四月十八日 

白眉先師、華

陀先師、雲龍

祖師三師示 

學道者之修養法門 52 四四七 

一九八三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入清靜門，始能越五行，離三界 53 四五〇 

一九八五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內外雙修基本之道 54 四七六 

一九八六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闡述無爲法 56 四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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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修靜要恆心以爲，勿有始無終 61 五〇三 

4. 修道之階 

一九七一 

六月二十四日 

靈侯大帝示 人道能盡，天道隨之，能盡天道，

眞道見之 27 

二一七 

一九八二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寧神之法 51 四三五 

一九八七 

十二月初一日 

呂祖先師示 闡述修道之南針，凡我門人，宜三

讀斯篇，必有所得 62 

五〇七 

5. 論道 

一九六六 

九月初十日 

呂天尊示 道之得失，繫於人心 6 一〇四 

一九六七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論道 12 一二八 

一九七八 

四月十四日 

呂祖先師示 論道 45 三五四 

6. 真虛 

一九六七 

四月十五日 

鍾離太師示 一眞之微，在乎人心，一眞之妙，

在乎修養 8 

一二二 

一九七一 

七月二十四日 

鄭安期金仙示 能淸靜而無爲，乃證眞虛之境 28 二二〇 

一九七二 

二月十六日 
王天君總護法示 略說虛無之道 29 二二八 

一九七八 

三月廿二日 

濟世聖佛示 養眞之道 44 三五二 

一九八一 

七月初一日 

太上道祖示 養眞之旨 47 四二〇 

7. 外修內煉 

一九六六 

潤三月初四日 

呂祖先師示 外修爲本，內煉爲輔，一經果證 ，

便可還眞 1 

八七 

一九六七 

三月十五日 

呂祖先師示 苦煉修行，若無善德爲輔，難修果

證 7 

一一五 

一九六八 

九月初三日 

呂祖先師示 再論外修爲主，內煉爲副之理 17 一五八 

一九七五 

四月十五日 

鍾離太師示 先修福慧，後煉虛無 38 二八五 

一九七五 

四月十八日                                                                                                        

白眉先師、華

陀先師、雲龍

祖師三師示  

煉道疏於善德，不求外功之助者，

難證眞道 39 

二八六 

8. 精進修行 

一九六六 

三月十五日 

呂祖先師示 信、念、行、虔、修、煉、六字，

實爲道之本 2 

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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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 

六月二十四日 

靈侯大帝示 習、行、信、守、煉、乃爲學道之

過程 11 

一二七 

ー九六八 

五月初一日 

呂祖先師示 釋堅、志、篤、誠、虔、信、六字

之義 16 

一五二 

一九八六 

二月初二日 

陸雨松眞仙示 論學、行、修、煉之層次 55 四八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