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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开合一气转，清静无为大道生 

内经伤寒一气贯，返朴归真道自然 

感恩老师 

感恩整理文字的师兄 

   

师感言: 

感谢各位整理我的讲课录音，当时由于工作繁忙，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

基本都是边讲边发挥，里面有很多不当的地方，我至今还有些不忍，担心误了

听众。现在提醒大家听时知其大的方向即可，不必执于细节。我之所以以气之

角度给大家讲中医、内经，重要因素即希望大家了解气界，我们现在的人见的

是形，听的是声，触的是物，如果没有人说出气化成形的道理，那么大家可能

真就囿于形界，不能跳出形的思维，我国文化之所以可贵，也即知道形上的世

界，气与神。中医亦是神气文化的一脉，若不解神与气，尤其是气，则内经，

伤寒，本草是不可以解释清楚的。希望大家能关注气的规律，努力从这方面理

解中医经典，中国文化，想必会有思维的一个飞跃，对临床也是大有益处的。

中医要想复兴，神气文化必须回归。临床疗效必须上来。不然也是虚火，不能

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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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开篇 

我记得原先在民间中医讲气学中医的时候，第一堂课就跟大家说过，什么是气

学？气学的几个原则是什么？这次我不想说他有几个原则，不想把这个东西搞死

了，因为大道至简，没有定死的规矩、理法，一切活变，活变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我就想通过跟大家闲聊这种方式把这个规律、现象生动地告诉大家。为什么古人写

书尤其一些经典的书籍不是系统的而是语录式的，这个是与所讲内容有直接关系

的，因为你要系统必然僵化，必然有条条框框，那么就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违背了

道，所以说还是语录式的这个方式更灵活，每一句话有所启发，启发的多了，慢慢

的、点点滴滴的，能让你最终有所体会。这个体悟是内心的体悟，不能言之于文字

的，就像感情一样，谈感情谁也不可能把这感情系统地描述出来，只能自己心领神

会。那么学道也是同样道理，不可能把道化一，完完整整的系统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不可能的。像情感一样，如果情感可分析可化验可重复，那么也不称之为情感

了。所以说思前想后不想给大家设条条框框学医，我会用朴素的生动的语言，不断

的打比喻来告诉大家气学规律，并且告诉大家气学如何应用在中医上。 

咱们直接开门见山的来讲气学中医的基础课。首先说一下这个中医，大家知道

中医几千年来是我国的一个特色，是祖国的一大瑰宝，它是一种传统医学，几千年

下来仍然指导我们临床，并且行之有效。现在科技发达，通过各种仪器、理论也检

测不出来，探讨不出来，各持一辞。研究经络的、研究脏象的，靠这个系统论来创

立出来，现在很多通过物质的微观的手段，最终没有把中医研究透。尤其近一两年

中医热，出了很多书，大家也都看了，有的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一些理论，都是行

之有效的，但是这些能不能代表中医？或者说大家能不能深入的理解中医？在这里

学过中医，有的学过很多年的应该深有体会，中医越学越摸不着头脑，像一个迷宫

一样，学来学去，古代的中医书汗牛充栋，书太多了，你看一本觉得有道理，看多

了各种理论错综复杂，有时候互相冲突，无所适从，而且这东西虚无缥缈，每一个

大夫的理论不一样，开的方子也不一样，有的治病有的不治病，同一个病人大夫会

开出千奇百怪的方子，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明白的检测手段，那么中医怎么学呢？

二就是中药，中药不可能完全量化，也不可能标准统一，不同地方种的药材质量不

一样，功效不同，都是略有区别。那么这些我们用什么标准、什么依据呢？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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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早就说中医要现代化，要科学化，搞了几千年，搞来搞去，搞不下去了，就走

西医的道路，现在很多中医人研究中医都是按西医的模式来研究，这样研究来研究

去，到底是不是中医，大家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现在中医虽然热，但是中医内部

对中医还是很迷茫的，各说一辞。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向，但是这些方向能不能走通

呢？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两方面，第一要认识中医，什么是中医，你知

道你了解的是不是中医？你学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中医？第二个我们如何了解中

医？既然你不能确定你学的是不是中医，或者你要重新审视你学的是否是中医，那

么我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来了解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如何来学？这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中医很神奇，脱离现代文明体系，因为

现代文明体系不能很好的框定中医，用现代文明的手段不能解释中医。这是为什

么？我记得黑客帝国里面，那里面不是造了一个幻想，我们大家可以把黑客帝国的

幻想引入到中医的思考方面。 

最近几年我看现代人写的中医书很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思潮，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如果从物质层面去研究中医，那么中医没有出路，也不可能认识中医。那么

应该在什么角度上研究中医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切入的正题。重新认识真正的中

医，之后我们还要讲我们应该如何学中医，今天第一堂课主要讲这两个问题，然后

以后的课程，我可能给大家从气学角度讲阴阳、讲五行八卦、讲脏腑、讲辨辨证、

讲中药，按这个顺序讲下来。 

1、重新认识真正的中医 

这个世界的构成，是由神气形三个层次构成的。什么叫神气形呢？先从后面往

前面说，这个形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诸多可见，桌子椅子板凳、原子分子、这个

肉体，我们能够解剖、能够分析、能够化验的这些东西叫做物质世界，这个叫神气

形的形。物质世界之上，还有一个世界叫做气的世界，这个气的世界不是我们吹口

气的气，也不是水蒸汽的汽，而是有别于能摸得着、看得见、能化验、显微镜下能

看到的这个物质存在，是另一种存在的形体叫做气。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慢慢的随

着咱们学习的深入，你就会了解更多类型。那么在这个气的存在这个层面上还有一

个神的存在，神不是神仙的神，你可以理解成神识的神，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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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维、我们的情感意识，这叫神。植物有植物的神，动物有动物的神，一切含

灵蠢动都有明显的神。 

什么叫含灵蠢动呢？含灵就是含生灵，什么叫做蠢动呢？能够蠢蠢欲动，能够

动的当然也包括植物，植物每天也在生长也在动。蠢动，蠢蠢欲动的生灵这些都有

神识，那么神气形都有存在，构成了我们人类世界。首先我们要明确这种世界观，

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才能谈气学，才能谈中医。神气形三界，古人几千年来清楚的认

识到了这三种存在，现在科学，近百年发展的科学，不知道神和气的存在，只重视

形的存在，那么就相当于只知道三分之一的自然现象，认识三分之一的世界，这是

残缺的。所以现代科学不能完好的解释这个世界，很多现象解释不了，比如飞碟一

飞没了，你说去哪了。还有这个火箭都靠巨大的能量，液氢液氧推动，才能飞到月

球，人类要想实现飞向其他的星系，通过什么呢，把火箭加速到光速是极限的，超

越光速怎么实现呢？摆在现代科学文明面前的问题很多，他已经在一个框框里框住

出不来了，在这个框框里可以达到极限，他这个框框本身就给他局限住了，这就是

现代文明。几百年的现代文明，局限在形的层面当中，气的文明和神的文明没有涉

及。 

最近几十年，西方科学人也在反思，他们也对很多灵异现象、神秘现象、超科

学现象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仍然用物质世界的研究方式去研究，取得进展不多。

作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当中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他是正

确的、先进的，受他熏陶感染，所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是这一套，让我们没

有机会去了解气的文明和神的文明，这两个世界对我们是陌生的。那么古代不是，

古代文明没有这么发达，物质文明没有这么发达，他的神气形三个文明是相融均衡

的发展，这个大家可以在读古代典籍，理解古代文化当中去体会，今天不多说。 

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背景下，我们学中医，想了解中医就首先要了解神和气。

因为中医这个文明这个文化是神气文化的延续，或者可以叫神气文化促生出来的，

如果你忽略或者你这个中医人只用形文化来处理，这个是南辕北辙。和那个水一样，

水中有鱼，鱼就是中医，水就是神气，如果水没了，这个鱼就要死掉，神气文化没

了，中医就要死掉。前几天还有一个西医把这个营养成分剖析来了解中医的中草药，

像这种都是在毁灭中医，中医真正的精华不在各种成分，中医真正的在于神气文化，

大家从《黄帝内经》第一章上《古天真论》就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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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再重申一下，如果不能很好的了解神、气，中医学不好。很简单，比如说

你上火了，上火了就牙疼，西医怎么治，吃一些药，止痛片，如果说牙龈肿痛很严

重，西医就会建议拔牙。那么中医就不是这样，中医认为你肝火旺，循经脉上来导

致牙疼，吃一些泻肝火的药牙疼就能好，那么这个里面如果说你不加上气不加上神，

这个问题不好搞。你只说是肝火旺，肝火旺他是一个概念，一个模型呢？还是真的

有肝火旺？那肝肾阴虚，什么叫肝肾阴虚？肝肾阴虚应该用什么药，肝火旺应该用

什么药？比如说用龙胆泻肝汤，有什么缺点不足，那么这些如果只是从阴阳五行脏

腑分析，就陷入机械的形式模型当中，这样研究多年也是隔靴搔痒。后来又衍生出

很多流派来，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模型，那就不好办了，始终是隔着一层摸不到，

这个是学中医人的一个苦恼。他也不一定是优势，很多人学中医学了一辈子觉得这

个是优势，西医看机器，把人当机器，那样不行，中医的话是模型、系统论，是暗

箱，是黑箱，动这一块那一块就有反应，通过动各个部件去调某个部件不调，比如

说用阴阳五行，但是火旺，是金旺，是木旺，还是水衰还是土衰，用五行相生相克

的理论去把人的身体当成一种有机体，五行配五脏，既相生又相克，你太相生了就

要克，我克的衰了就要生，搞这一套东西，搞来搞去的，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学中医的多少应该感觉到：你再优势于西医，你问一下自己，你是否了解到、

知道这里面怎么去运作？大家都不敢回答，怎么就创造了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怎么

和你的临床症状相吻合？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五行不要用，五行对指导临床有没有什

么实际意义？但有的人大声疾呼这个五行太好了，这个应该运用，但能不能用的非

常熟练呢？谁也不敢说，大家都打一个问号，扪心自问一下，能不能实际解决临床

上的实际问题，谁也不敢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模型是怎么创建的，

这个模型背后是什么东西，你如果说只是一个体系，永远是和真相保持了一定的距

离，模型不可能永远代替真相，你不可能接近真相，你只能通过模型去套，含含糊

糊，你学中医也好，学中国文化也好，你包括学《周易》、算命都是含含糊糊的，

学来学去都是晕头转向的，搞的很多人学到半道自己都不信了，或者说相信没有能

力再进一步向前突破了。 

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读过《悟真篇》、《周易参同契》这些书，那么这些书看不

懂，束之高阁，知道是好书，但是看不懂，然后想学一些有具体解释的书，读来读

去走入了邪路，大有人在，这跟搞修行的人是一样的。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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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视神气形三个层次，就是三种世界，三种存在互相影响，构成了我们这个完整

的世界，所有现象事物都是因这三种世界为依托而演化出来的。我们不仅要学形的

思维方式，也要学习气的思维方式，还有学习神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会从隔靴

搔痒的那种状态进入一种能够感知真相的这种状态，实际是怎么回事我们能把握，

就会越学越开心，越学越明白，心明眼亮，这个需要我们去转变，下功夫。 

2、何学习真正的中医 

这个就说到了怎么来学习中医了，第一个问题已经给大家说了，什么是真正的

中医，神气的中医是真正的中医，抛弃神气只从形的角度来认识中医，或者通过形

来解释的中医，这个不是中医，或者只能说是中医很小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来学

中医必定是死路一条。中医从先秦两汉隋唐再到宋再到金元，对神气的认识一步一

步下台阶了，一步一步衰弱，金元到清到民国到现在，对神气的认识衰弱到了极点，

已经不承认有神气这个东西了，想通过单一的一个形即西方的思维方式，你别看他

讲五行，讲脏腑，这也是西方的系统论这一套东西，想从这一方面来继承规范中医，

并且想给他科学化，这条路是不可能走通的。那么在这也没有必要大声疾呼，这也

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这大家知道就可以了，真正的中医必然是神气的中医，如果大

家想学好中医，比如现在有学了很长时间的，有刚入门了的，还有是感兴趣的，如

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劝大家尽快接触神气文化，用神气的语言、神气的思维方

式，去理解中医，你就能读懂《黄帝内经》，能够读懂《伤寒论》，能够读懂《本草》，

甚至可以读懂周易。这些书没有什么难的，为什么现在人啃他像啃迷宫一样，啃不

动进不去，学了几十年还在门外绕，就是因为没有从神气角度入手。现在《周易》

像天书一样没人能够读懂，谁敢说能够读懂《周易》，很少有人说读懂了《周易》，

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什么意思，很少能敢这样说，原先是五经之首，那原先人是怎

么学的，谁写的，写完了由谁来读的，伏羲做八卦，文王演周易，六十四卦，周公

写系辞，孔子做十翼，这一系列都是有传承的，都是保留《周易》这个精神代代传

下来的，到现在失传了，解释不清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神气文

化，或者说是忽略了神气文化，以至于不敢承认，不想去承认有神气文化的存在。 

今天咱们第一堂课，我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你们要想学好中医就从神气入

手，中医没有什么特别难学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学错了。很多大家，所谓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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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民国当代的，只要不从神气入手都不能学好中医，你别管他创建了什么理论。

只要大家学好神气，《黄帝内经》就能够解释，没有什么难的，你学经络学的再好，

你不把气灌进去，学经络没用。比如你扎一个穴位，这个穴位他刺激整个经脉，神

气发生怎样的变化，你不从这方面入手，你这扎某个穴，走某条经，这和血管有什

么区别，没有意义的。你看现在很多人扎这个针灸，扎针一下扎上去完了，捻拉提

按这些动作他说是得气，什么叫得气，酸麻胀叫得气，我跟大家说得气不是那么回

事。什么叫得气，得了他的气叫得气，神气文化，什么叫补什么叫泻呢，你要补要

把气聚到一块再补到经络里，你要泻，把里面的聚在那的邪气泻出来叫泻。迎随补

泻还有什么虚实补泻你要知道，里面确实有气，你要没有气你叫什么得气，叫什么

泻气叫什么补气，都谈不上了，酸麻胀只是得气之后有气的推动鼓荡所表现出来的

一种现象。 

像这寒热一样，大家都讲寒热，寒用附子，热用大黄，那么这个寒这个热是哪

来的要清楚。原先讲课讲过，寒热都是标，你要知道后边寒热是怎么产生的，《内

经》明确写着，气聚则热，气散则寒，气聚在了一块就产生了热，气散了就产生寒。

你看现在很多人虚寒性体质，什么叫虚寒实寒呢？实寒是经络阻滞，经脉凝滞了，

导致了这里气不通，气不通，气来不了了，那就是寒，那么你把经脉打开，气流过

来，温煦了受寒的部位，人就不寒了。什么叫虚寒呢，整个身体素质下降，导致重

要的一些地方气少过不来，像河水干了一样，没有气就寒，这时候你用艾灸、用火

烤、用附子通没有用，水少你再去挖河床通经脉没有意义，你把河床挖的特别宽，

他上边没有水你还是干。 

像前几天病人给我打电话他就说，他是个虚寒性体质，拿五个艾条熏肚子，把

自己关在卫生间，拿五根艾条熏肚子，熏的都虚脱了，也没见到有温暖的感觉。那

么这个就是不对了，治错了。伤寒不是说了，火气虽微，内攻有力，拿火去烤肚子，

火不是阳气，他不能去虚寒，火不是气血，不是阳气。“火就是一个用来烤火，阳

气足的很”，没有这么回事。以后要跟大家讲这个气以后，那你身体里有股气，这

气喜什么恶什么你要知道。拿火去烤的不能益气，大家要从神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所以说很多人学经络，我就跟他说你先学好气，是气在经络当

中流的，气是在变化的，经络是随着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把气搞好了，气的大致

的运行方向、运行方式你知道了，你再学经络就是瓮中捉鳖，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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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什么是神和气 

前面我们说了神是神识，就是大家所有的心里想的思维都叫神，既然说到这我

就多说两句，你不要认为你这个身体是你自己支配的，大家想想，你这个心脏不停

的在跳动，受你大脑支配了吗？没有。你这一热了出汗，也没受你大脑的支配，那

谁来支配呢？只有神可以支配这种事情。你看你的脏腑运行的良好，相互协调的很

好，谁管呢？这些问题你都想过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器官井井有条的在那工作，是

怎么运行，怎么回事？这个都是生命科学，西方人一直在研究，想把这个神经研究

透，研究到现在他也没研究透，在这直接跟大家揭一下谜底，是怎么回事，我跟大

家说过，听我课的应该知道，你这个身体是众神合成的，不是就你一个人，不是就

一个脑子指挥你整个身体，不是那么回事。《黄帝内经》讲过五脏皆有神，读过《黄

庭内景经》的也应该知道，不只五脏皆有神，四肢百骸皆有神，不独四肢百骸皆有

神，你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皆有神，每根毛发皆有神，不只是简单的心神的问题。 

众神和合，你是一个神识的和合体，是大家组织在一起，融洽的构成你这个身

体。怎么融合融洽的构成你的身体呢，每一个神与神之间是通过感相沟通的。什么

叫做感？相互追随，你感我、我感你，感在一起。神气发怒则产生气，有了气就能

成聚，象云彩一样。大家看看天上的云彩一大朵，那这一大朵是什么呢？都是气，

形成心气，这个心云含含糊糊的都是气。那么这个不是可见的，我只是打个比方，

其实气是不可见的，你肉眼看不到的。有了气，他就会化成形。那我讲过神统气，

气化形，就这么一个过程，有了神，他能统出气来，有了气，他就能化出形来。那

么这个就是三界是怎么派生出来的，所以说你这个人一样，灵肉结合，你不可能是

光有肉没有灵，那是尸体，那是死物件，那里有灵在里边，灵魂，神，神识，在里

面居住，你这人才是活物，你才能动才能有感情，才有喜怒哀乐。没有神就像一个

房子一样没有主人，主人走了，主人走了这个房子几年就不行了，没有人修缮，房

子就不行了。 

神统气怎么理解呢？比如有个人吓你，你神哪儿去了，你神乱了则气乱，气乱

则形乱，你这一哆嗦差点尿裤子，就是神统气气化形，比如一个人一激动一发怒，

是因为你神发怒，神怒导致气上冲，整个气都是向上冲，带着血顶到脑瓜门上就头

晕迷糊，高血压犯了，那么这个就是神影响气，气影响形的一个过程。神动则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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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随则形变，神一动气就得跟着，你看你这个脑子天天不停的在转，情感不停的在

波动，他都在影响你整个的气，那么气久而久之就会影响你的形体，那么这个就是

神气形了。 

西医就不讲这个，他就单独讲一个形，长一个瘤子，瘤子怎么长的，气聚则成

瘤，那么气又是怎么聚在那呢？比如说你爱生气，比如说肝癌，我们就说肝癌这个

病，生气郁闷，他老郁闷，这个气本身应该是周流上下的，不停的像云雨一样，但

他一郁闷，气就凝在哪儿了，那成为积聚的聚，凝在那儿就上腹饱胀，打嗝，不想

吃东西，他气聚在那儿，就不走了，很多生理功能就弱了，久而久之他气聚不走，

时间一长他就化形了，肝硬化肝癌就产生了。你比如说食道癌也是，导致食道这块

气长期聚在那儿，气机不调，导致那个地方越来越不正常，感觉食道吞咽不适应了，

时间一长了那个血管就发生病变了。那你这时拿下去那块血管没用，你拿下去他的

形体，拿走了，神和气都没有改变，你拿的那段时间气无所依，气完全是附着在那

块血管的病变上的，也就是你那块血管拿去之后那个气当时就无所依，但是这个气

在你体内，这种病气在你体内他就会附着在周围的其他的细胞组织上，继续的去改

变你这个形体，所以说相当于扩散，把这拿了他就跑别的地方扩散。这个就像小偷

一样，你不把小偷赶走，你把这个房间插上，他就跑到其他房间作乱，象耗子一样。

就是说你只讲形体不讲气神那是很可怕的。 

现在很多病治不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治不了，很多人不知道气机的规

律。比如那个发烧，我们讲过多次了，现在你看很多中医拿发烧也没办法，也治不

了，西医挂水，挂水当时烧能降下去，但是回头复烧，或者是转变成其他病，那么

身体壮的暂时性的在自己体内消化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是你这发烧是怎么产生

的呢？我们中医知道，是外感风寒袭击肌表，使毛窍闭塞，里面的气出不来，在里

面聚而发热，气越聚越多，憋在肌表体内产生热，就是高热，这个时候你应该迅速

打开肌表毛窍，让里面的气能够泻出来。房间里面的温度高了，你知道开窗开门，

这个是一个道理。你把毛窍打开了则热泻，所以汗出使得烧退，马上就退下来。有

的发完汗烧不退，这是在里面化热，那么你还要加清热的药，他如果不化热，汗解

热退，他直接热就解了，不用加清热的药了。汗出热不退用点清热的药，里面化热。

我看到有两种，第一种是挂水后由高烧变成低烧，他还高兴呢，我说你别高兴了，

高烧代表你体内抗击能力强，产生高烧，小孩要是高烧一下三十九度，老人一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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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度左右，正因为你身体衰了。这气聚在里面不能很好的发热了，只是低烧表现

出来的一种病变。有的挂水回来还是低烧三十七度多，那么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

都是证明你机体衰退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个发烧的，发烧不要怕，烧一两天烧不死，

不会烧成脑膜炎之类的疾病，因为人本身有一个抗邪能力和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三天内高烧都是属于正常的，所以一般三天内这个烧就可以退下去，自然可以退下

去，如果用药一到两天可以把烧退下去，但有时候邪气方盛，虽然吃了几贴药第一

天不容易退的情况下，不要着急，等过了一宿第二天再吃一些药，一般到晚上烧就

退了，一般是这规律。如果你三剂药下去三天你还没有烧退，用药有问题。前些日

子有个病人跟我说，第一天没退，第二天喝药晚上我说你怎么都得搞出一点汗来，

那么还是灌药怎么着还是吓唬小孩，小孩哭了，打小孩，小孩一哭哇哇一哭，一下

子汗就大泻，烧就退了。为什么这一哭烧就退呢，你一哭神就处在一种宣泄的状态，

他再哇哇一哭，气就从毛孔闭塞顶出来了，宣泄出来了，气就散出来了，一散出来

毛窍一解，烧就退了，外邪就瓦解掉了。 

所以说大家要站在神气的角度去研究疾病，理解疾病，了解我们这个身体，以

至于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观神气所在，每个人他们在干啥呢？望神望气，闻

神闻气，切神切气，都是在干这个。我记得原先给大家讲《难经》的时候摸脉，你

摸脉摸什么，你不就是感觉这个脉的力度，他顶在你手指头上，你就体会是一种什

么样的气在顶你的手指头，是一种衰弱的气在顶你的手指头，还是一种旺盛的气在

顶呢，还是紧急的气在顶，还是粘滞的气在顶，哪个部位在顶，这个通过什么去体

会，这个通过你的心，因为你就是神气所合，什么是神气所合，神气化合的，你就

有这个能力，你先天就具备这个能力去感知同类，他的神气你的神气，你先天就有

这个能力去感知，这个不是特异功能。那么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有，比如说对眼神，

对一下眼神就了解对方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你是恶意是善意，他怕你还是

你怕他，两个人对一下眼神就知道了，对眼神是什么呢？就是神和神的交接。目及

而道存，这两个人目光一碰，就心领神会了，道就在其中了，传承了，就在这里体

现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学中医，怎么学，从神气方面学，用什么学，用心学，不要

用教材学，不要用机械的方式学，用神学用气学。以后还会告诉大家怎么练气，神

的存在方式、运行方式，气的存在方式、运行方式，他们是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又

是通过哪些方式，我们身边唾手可得的各种方式，拿过来去了解神气，这个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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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习气学的基本的立意点，才能学好。  

说句题外话，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神气文化，书法艺术建筑、各种理论方方

面面、世界观、医学，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神气文化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人都认识

到了世界是由神气形三界组成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那个山水画吧，中国的

泼墨山水画也好，还是其他山水画也好都是写意，画不求象但求神气，但求有气韵，

这个直接就带出来了。什么叫神气，怎么来判断神气，这就要你心领神会，因为你

也是有神的，你才能体会对方的神，你要无神也就无法体会对方。什么叫气运，有

气在里面填充，那个形都无所谓，画的那个形都无所谓，里面的气好不好是关键。

现在那个动画片，尤其那个神话动画片，搞的都是激光来激光去的，这个是西方的

物质世界，不对。大家要想看中国传统的动画片，你就看看大闹天宫就知道了，那

个云是怎么走的，云形是怎么来回的变化，他里面充分的体现神气的文化，因为现

在演的很多神话电影电视电影之类的搞的都是西方那一套，他不符合神气的运行规

律，神气也不是那样运行的，神气是不走直线的，很简单，世界都是曲线构成的。

你看看云，哪有直线走的云，多多少少的都是曲线的，有的云他象一条链，你仔细

看他也不是一条直线，你再看敦煌的壁画那种飞仙那种造型都是体现的神气文化。

关于具体的我们会在以后的讲课当中告诉大家神气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你掌握

了，你就知道这个气机是怎么动的，人得病是怎么回事。 

你看鼓出一个包来，怎么鼓出来的呢，就是气推动鼓出的包了，这个不是发炎，

你看这个包红红的，一个包在那鼓着，是里面气的推动，经络堵塞，气聚向外顶，

顶出包来。你看磕这个脑袋，嘭，磕出来个包，这个包怎么产生的呢，是磕的时候

把那个经脉给磕伤了，淤阻在那了，气淤在那不行，顶出来个包，那么这个包是不

是当时就能下去呢，下不去，气散才能下去，淤阻的气怎么散呢，你把经络调开了，

让气沿着各个的经脉让他化开，气一散这个包就塌瞥下去了，慢慢平复，这个病就

好了。你说你磕了一下，你伤了，出血了，出血了之后，这个血能凝结，那为什么

能凝结？这是因为那地方的神他要保护你的身体，他自主地激发了凝结的这种功

能，使你的血能够凝结，凝结之后结痂，结痂之后长肉，这些由谁来完成呢，由你

的总神和当地的神配合完成。那为什么年轻的人磕了之后好的快，老年人磕了之后

好的慢呢？就是因为老了，人的神气衰微，他的能力下降，导致你磕碰之后迟迟不

愈。那有的人身体很弱，这一块长疮了，迟迟不愈，那怎么治，让神气充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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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自己就会治愈那个地方，不需要人为干涉，这就是神气的自主性。 

咱们看病人吃药，病情好了，不是药让病好的，是药推动神气自主的去修复去

调节，使疾病痊愈，这个大家要搞清楚。你不要依赖一些偏方来治这个病，不要自

己逞能，这个不是你治好的，是你帮助身体，身体的神气治好的病，神气有自主性，

就是说你自己就能调病就能愈病，调病愈病的本事哪里来的？从你的神来的，是你

这个总神和下边的各个的分神来完成。也就是说这个直接就否定了这个机械论，机

械是由各个零部件组成的，一个东西就支配零部件，这个机械论不对。每一个零部

件都是一个生命，你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件都是生命，无数小的生命组成一个大的

生命，大生命组成一个更大的生命，大家融洽的生活工作，构成了你整个的人或者

构成了你这个个体。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蚂蚁洞，一群蚂蚁，你看他是一个个个体，其实这么

多蚂蚁比作一个大神，只不过他是分散的。人细胞是紧密的结合，蚂蚁的细胞是分

散的结合，每一个蚂蚁都当成一个细胞，所有蚂蚁往外出，你就相当于一个触手，

触角一样从洞里面伸出来了，辐射到周边地区。蚂蚁回家了你就当做这个触手一下

子又缩回去了洞里面一样，本身这蚂蚁是松散的神气的一个结合体，人是一个致密

的结合体，很多动物都是致密的结合体。乌龟某一天到那个岛上产蛋，这个小乌龟

到某一天孵化出来了，就可以把整个的乌龟群都看成一个生命体，那这个问题就好

解决了。 

再比如睡觉，为什么你就知道十点睡觉？所有的细胞都开始睡觉，只是睡觉的

轻重形式不一样，那为什么所有细胞到那时候都睡觉了，就是因为众神相感都到那

个时候睡觉。同样很多动物的回游，或者候鸟的迁徙，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同样我

们作为中国这个魂，你就是一个细胞，那中国有魂，只不过站在你这个层次上看不

到，中国什么时候腾飞什么时候崛起什么时候衰落，这个整个的是一体，这个是一

个魂，你就是中国魂的一个细胞，同样若把你比作中国魂，那你的细胞组成了整个

魂，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4、回答学员问题 

4.1、肚脐为什么叫神阙穴？ 

以后会跟大家讲经络的命名，每一个穴位的命名都有他的含义，包括每一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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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的命名都有他的含义，神阙，阙是门户的意思，神是交通往来，就是神的交通往

来的一个门户，那么肚脐叫神阙。气海，里面气的海洋，叫气海，里面充满了能量，

是气的聚集地。什么叫经渠穴，经脉渠道，这个气灌充的很通畅的一个渠道，经渠

穴。尺泽，什么叫泽，沼泽，所有带泽字的都代表水洼的地方，当然不是水洼，是

气洼在那，带海带泽都是气之所注的地方。什么叫精明穴，为什么叫明呢，他的气

很光明。你看很多胸部的穴位都叫神。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经络的命名，他都

是从神气的角度去命名的，气之所注，气之所行，气之所发，气之所去，气之所聚，

都是从这个层次来讲。你要说不了解这个神气文化的话，很多东西咱没有办法解释

说清楚，说不清楚。所以说大家如果没有接触过感觉很突兀，无从下手，不知道从

哪里学，应看什么书，和教材写的有很大的出入，这个没关系，随着咱慢慢来讲，

我告诉大家应该看哪些书，应该怎么从神气入手，教材上的或者传统医书上的他那

些理论我们如何来解释，我不想单纯的谈神气，还是希望能够结合传统的中医术语

来谈。 

比如说我们马上来讲阴阳五行，五行是怎么回事，金生水是怎么生的？是不是

金属融化就成水，这肯定不是，你这大笑话了。木克土怎么克的土？什么是木什么

是土？这个都要跟大家讲。讲阴阳的时候，有时候阴生阳长，比如说你这个阴阳是

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只说这一句你无法理解阴阳，阴阳相随相长相错相交相杂相间，

阴阳相济，所有的这些东西他是怎么体现的？阴阳又是什么？这个咱们以后在讲课

时都会涉及到，会详细生动的给大家讲阴阳的特性，讲五行的特性，讲八卦的特性，

讲脏腑的特性，讲经络的特性，讲辨证的特性，是怎么的辨证，来一个病人往那一

坐，什么病你得八九不离十能说出来，症状不一定能够说出来，有时候轻微的症状

说不出来，起码你知道他肚子里什么气在那呆着，你应该知道，搭一下脉看一下神

色，吐一下舌头看一下舌苔，基本知道他的身体里包着一股什么气，这股气靠什么

神来统御。前两天一个患者带着母亲过来，舌头一伸出来白苔，厚腻，一看就是瘀

滞之气停留在中焦，你不管这个瘀滞之气哪来的，第一眼就应该判断出来，瘀滞之

气在那摆着，肯定中焦的问题没错，那怎么治，散其瘀滞，保持心情舒畅，别生气，

多运动，把瘀滞之气化开，这身体就会好些了。 

4.2、晴天阴天雨天雾天的气机何在呢？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周易》里面有句话，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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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要不理解的事情，你要用比喻的方式或者说用类比的方式去思考，不熟悉的

东西要用熟悉的东西来解释，因为天下万物一理，都是一个道理，任何事物都是气

组成的，气的运行规律都是一样的。你这个不理解用其他的东西去对比，近取诸身，

身边的各种东西的变化，比如水壶开，一杯水倒那，水产生的对流，烟囱冒的烟，

小狗叫两声，这些东西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你身外的东西拿来做比喻，

天地日月星辰都可以做比喻，都可以类比。近取诸身什么意思呢，比如身体打个哈

欠怎么回事，放屁怎么回事，一听水声响想尿尿怎么回事，别人吓你一跳直哆嗦什

么原因，有一个包一起浑身打一个激灵怎么回事，一上火这两天口腔溃疡什么原

因？那这些平时都要琢磨、思考，久而久之用心思考就入神了，一入神你研究的非

常精美非常到位，最终达到了入神的程度，忘乎所以了，什么都忘了，就想着一件

事了，叫入神，入了神之后你就接触了神气文化了，因为摸不着、看不见你怎么接

触，你只有入神才能接触。打坐一样，你不入境打什么坐？或者说学习神气文化，

套用老子的一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什么叫学，不断的看书看很多的书，

记很多的历史典故，很多理论灌到脑里，最后看的越多脑子越出问题，很多中西汇

通的大家学来学去人格发生分裂了，他消化不了，脑子承受不了这么多东西，这么

多思想的碰撞，碰撞出的不是火花，而是很多自己消化不了的一些怪物。 

一门深入进去，入了神了就好，卖油翁一样，为什么他那个葫芦，一勺油一下

子就给他倒到葫芦里了，葫芦上还放一文钱，这个手熟天天练，这么天天练怎么能

那么准呢，又没有说计算机控制，一倒就进去了，这个入神了，心领神会了，拿来

这一勺油倒到那个铜钱葫芦里。所以说我们学任何东西不求多，不要贪多，每一门

学通了深入进去，门门通。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学医学好了为人做事也能做好，你

为人做好了你行医也行，只不过中间你要学习技术的东西。比如说你为人比较缓和，

那么他开的方子也缓和，为人急开的方子也急，为人弱开的方子也弱，为人中正开

的方子也中正，这为人偏斜开的方子也偏斜，用药也偏斜。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

他这个人邪写的字也邪，你可以去看他的字，这人圆滑写的字也圆滑，方写的字也

方，所有东西都是一样，一气贯通，一点知天下，一粒米知道大千世界，都是从这

里引申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学习，只要学好了气学，各方面触类旁通，什么都懂了，不用学那

么多东西。读万卷书，几千年下来书多如牛毛，读不完，有人说你读《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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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你就成佛了吗？你就可以傲视群雄了吗？不可能的。你再读那么多大藏经，你

也成不了佛，你也不能傲视群雄。还得在道理上明白，不在乎读多少书，在乎是不

是能够了解自然规律，了解自己的心性，了解自己的神识，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么阴天雨天雾天晴天，咱们说过天地要气交，天地气交就下雨，那么你把喜

怒哀乐用在这个上面，人高兴的时候就是晴天，不高兴的时候就是阴天，人哭的时

候就是下雨，人凝重的时候就是雾霾天。气开则是晴天，天地气交就是下雨，气压

抑就是阴天，气昏蒙就是雾天，气动荡就是飞沙走石狂风暴雨，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气激荡就变成了雷雨天，气气相磨就产生了雷电，这个是在古书上有明确记载的，

暴气像雷，都是相通的，人与天地相参，天人相应，为什么会应？都是气气相感。 

今天就不特别深入神气的规律了，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说什么，

你不感这东西就通不了，电流不是一个电子跑到那边，而是电子互相碰撞互相感应

产生了电流，感应线圈吧，电磁场吧，都是感出来的。那么同样我们这个神气很重

要的一条规律就是感。放水龙头这边想撒尿，你说中间有什么物质往来，没有，就

是感应到了；有人闻木声惕惕然，刮锅的声音他就受不了，你那个木头吱吱的相互

摩擦，两个木头夹的声音，像木头椅子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很多人听不得，这个都

是感应到的。那望梅止渴，都是神感，其实梅子没有吃到嘴里他就能起到止渴的作

用。 

4.3、两性相感到底什么是相感呢？ 

你想想感情是怎么相感的，你就知道这种是怎么感的。没有感，神气是很难交

流的，如果都是物理的传递那就坏了，那么怎么去判断自己的相感是正确的呢，多

磨练，多认识，凭经验慢慢你就心领神会了，就像那个炒菜放盐一样，放多少盐呢，

难道每次炒菜你都要拿那个量杯量一下放几克盐吗？不是这样，拿勺一舀放一些，

你感觉还不够又加了一点，吃饭的时候刚刚好，那么这个就是长时间磨练出来的感。

象咱们跑步一样，从小锻炼的走路的能力，长大了跑起来你不会摔跟头，基本不会

摔跟头，可能一千次一万次你能摔一次，大部分时间不会摔，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神

之间的一种感应，是一种协调配合，但你不会说在跑步的过程中，你还要用你的大

脑控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迈到哪个位置上，多少厘米，这个不会，抬脚就跑，

大家想过没想过这个为什么呢，神和神之前长期交感产生一种默契。 

我不知道大家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底子，如果想学中医的话，我建议要正视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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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门见山就跟大家讲了这个世界观，神气文化，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如果不能

正视神气，只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是科学的，那么就不要学中医了。不要因为

陌生而忽略或者拒绝，你陌生才代表着你不足，你越陌生你越要学，否则你就是固

步自封，不能前进，你都熟悉的东西你还学什么。那么中医是在神气文化的汪洋大

海上的一滴，你光要这一滴是不行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无是有的基础，有的

是无的发用，各有各的的用处，因为有了一了才有了二，如果把一楼都刨了那么二

楼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大家上来就学医，我劝大家不要学医，因为你上了一楼才

能上二楼，文化是一楼，你一楼还没建立，学什么二楼？很多学医学来学去的最后

发现还没学成，传统文化学不好，医没法学。你如果只想把他当成一种专业的医学

来学，那么不要去学，如果不能在神气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中去学中医，那中医不

要学，没什么意思，他不是一门技术，你说艺术也行，但是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 

中医是根植在神气文化当中体察人体奥秘的一支，如果你仅想开一个方子就能

治病，你也不要学中医，方子好开，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开方子难。我可以告诉你一

个方子，治常见病非常有效，你只要照这个方子去做就行了，几种常见病几个方子

对应可以治病的，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比专家教授治病还要好，还要快，但这有什

么用？你学一辈子你可能拿这个方子去赚很多钱，到老了死守这个方子，再传给下

一代，那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很多人有一个方子要保密，谁也不能告诉，感觉拿这

个方子当宝贝一样，这样中医就没有办法发展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

这样开方子呢？他如果加了一个症，你这个方子不灵了，独守一个方子就没有意思。

很多医生拿出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一个方子，希望攻克某种疾病，这个路子走的就不

对。看似捷径，其实走远了，没有从道理上明白。道理上怎么明白呢？内则观其身，

外则观察这个世界，最终确立你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最重要，应用于人身上，就

是中医。 

还有一定跟大家说一下学中医，中医之所以难学不是中医本身难学，是因为学

中医的错路岔路太多，大家上来拿一本书，你说《黄帝内经》你能看懂吗，看不懂。

那怎么办呢？你又想看《黄帝内经》，看注解？可以讲大部分注解都是错的，错路

或者岔路，包括解释伤寒。昨天我看那个《周易参同契》，前两年看的，谁做的注

可能很经典的一个注，那个注就错了，如果说通过看注解想了解原文的话，南辕北

辙看不懂《周易参同契》。直接读原文很明晰，你建立在神气的基础上就能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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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书都这样。我不建议大家上来看明清的书，民国的建国以后的书不建议看，那

么这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初学者应该看谁的书，那没书可看，初学者

古文不过关，古文太差，这个就是文化的割裂，语言的割裂。首先简繁字看不懂，

第二个是文言文和现代的白话文，把大部分想学中医的阻挡于真正中医的门外。那

么好，你看注解吧，或者看翻译过来的白话文，这就坏了，看注解是错的，这个翻

译人的水平就在那摆着呢。大家都知道，翻译过来的没什么意思，因为《黄帝内经》

他自己都读不懂，他给解释成白话文怎么看？没法看。所以说中医难学不在中医本

身，而在于错路岔路太多，可见大家都走向一种错路，一去不回头，有的学到老不

回头。都说要想学好中医很困难，尤其现代人，怎么办呢？没办法，从传统文化学

起，从古文学起，从经典学起，经典的注解不要读，不要听他那种解释越解越错。 

关于修道多说一点，现在修道者多如牛毛，成道者凤毛麟角，为什么呢？把修

道人搞复杂了。现在是混乱的一个年代，传统文化没落的一个年代，不管修道还是

学医搞的乌烟瘴气，以人为代替天为，以假乱真，以错路代替正路，很多东西学来

学去越来越复杂肯定是错的，这个不用说。 

4.4、修道的书籍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可以读吗？ 

当然可以读，读那几部经典就行了，庄子老子的，《悟真篇》、《周易参同契》、

《修道真言》，你就读大家的书就行了，读不懂也读。注解不用看，尤其清朝人写

的著作，并不是说贬低清朝人，清朝人很多厉害的，估计也不知道谁厉害谁不厉害，

他写的注解是原文的三十倍四十倍，那样的注解都不用看，你想想看三十倍四十倍，

你是看注解，还是看原文，一句话解释半天，都把你绕糊涂了。 

比如说解释玄关一窍，我看那个解释玄关一窍，那简直是花样百出，玄上加玄，

最后把你搞的迷迷糊糊的。什么是玄关一窍根本就不知道，你也不可能知道，什么

理论方式都用上了，来解释这玄关一窍，本来不是很难解释的一个东西，让人解释

的乱七八糟，玄关非凡窍，他是在哪在哪，搞的人心里都紧张，怎么才能进入这个

玄关一窍。你就读读这个《悟真篇》就可以了，里面都是大道理，这个大道理的基

础上你才读其他的书，说的很明白。比如说这个《悟真篇》有一句话，“房中空闭

尾闾穴，误杀阎浮多少人”，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修道，要闭尾闾穴就是绝欲了，这

就一条就枉杀了或者说耽误了多少中土的人，人生不在于绝欲当然也不在于纵欲。

读一读这个《悟真篇》写的真好，真是得道人写的，“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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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丈夫”，每一句话都发人警醒，尤其关于他这个阴阳五行的论述，功夫到位，还

有这个《参同契》，前两天我读过《参同契》，这次正好有机会又读了一遍《参同契》，

这个《参同契》直接读原文，深入阴阳之理。以后给大家讲阴阳的时候，我会细致

的讲一下阴阳的运化的道理，可见这个阴阳的理论和气的理论是一同的。一分二二

分三，不断的分下去，比如说阴阳卷舒那确实是阴阳的卷舒，什么是卷呢，卷在一

起，一团阴气可以卷在一起，一团阳气也可以卷在一起，阴阳可以互卷，阴阳可以

互包。舒什么舒，像叶子一样展开，阳气舒展开来，阴气舒展开来，阴阳之气相互

舒展开来，这些气都来源于气的体察，你没有气你怎么体现阴阳的卷舒，云卷与云

舒，龙虎相啖时，什么叫龙虎就是阴阳，怎么互相吞噬，阴吞阳，阳吞阴，互相包

卷。说阴阳氤氲万物化醇，怎么化的，阴阳二气是交融，繁杂，化生外物的，这些

都是通过气这个媒介来体现运化，不然的话这些东西没法说，他太抽象了。 

《四圣心源》这文言文不是很难，可以读，很多医家的书都可以读，但是你必

须在熟读经典的基础上去读，不然的话你又要偏。我建议大家要背经典，《黄帝内

经》不难理解，《黄帝内经》在那个四书五经当中算是白话，没有什么难的，为什

么不拿来读呢？尤其《内经》到后面讲到一些具体一些病症细节性的描写的时候，

都是从气机的角度气化的角度去描写的，大家可以往后面看，看不懂的就略过去，

尤其细节性的精彩的描述非常值得玩味。比如说这个寒性肿瘤的描写，打哈欠等都

有一些描写，对卫气循经走向，对营气循经走向的描述，你看他是怎样的描述，用

的字形象的体现了气的运化，古人选字选的非常精到，之所以那样选这个字是因为

想方设法想体现这个气的运行。 

关于气的运行，我想在说阴阳五行八卦的过程当中把气的道理慢慢的告诉大

家，如果上来就告诉大家，怕大家到时候摸不着头脑，讲来讲去光讲气了，什么也

看不到摸不到，我想在阴阳五行八卦脏腑经络用方用药诊断这一块，顺带把气的运

行规律告诉大家，所有东西都是为气服务的，为神服务的。 

4.5、中医的营气和荣气有没有区别？ 

营气和荣气是一个，营卫之气荣卫之气可以说是一体自有，或者都想解释一个

东西，什么是营，营养，什么是荣，荣养繁荣，是一个东西。营气、卫气、中气、

肾气、肝气、脾气、精气都带一个气字，为什么后边都带一个气字，水谷之气，二

气相搏，搏阳则热，搏阴则寒，都是在说气，所以说《黄帝内经》是一部写气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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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大的指导下写气的一部书，如果说你读来读去你读不出这个气来，《黄帝内

经》你没法学。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气怎么行，卫气怎么行，这个你首先要知

道气的运行规律，进一步才能学习他的经脉循行走向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点这个气是分层次的，有浮气有里气、中气外气，《黄帝内经》所说的

气他只是展示了气的一个层次，经脉也是一个层次的经脉，他深层次的经脉、深层

次的气机，《黄帝内经》也没有说。如果说你想进一步了解，你可以读一下《黄庭

内景经》，他所谈的要比《黄帝内经》的气的层次要深一个层次，所以说大家也不

要把《黄帝内经》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威来看待，都是阶段性的。《黄帝内经》上没

有涉及的不一定不存在，比如说中脉，《黄帝内经》就没有谈，前边谈了一个任脉

后边一个督脉加十二经脉，八奇脉，你看这有条非常重要的经脉没有说，就是从脑

顶上一直到会阴这中间一条，这中脉没有说，佛家道家都说了，这个是不同层次不

同的体现。大部分病不会是中脉的问题，一般都是外边层次的经脉有问题。 

还有很多病不是单经单脉的问题，尤其现在很多慢性病，拿那个针去调单经单

脉是没有效果的，都是整体出问题了，整个一团气出问题了。咱们一看整个一团气

发黑、发灰、发红、发青，这个都是气的一些描述。看整体，就一定不要被形体障

碍住，要通过形体看到背后的气，那么我们在认识上就上层次了，这也是我们一个

人突破形界所必须的，你要突破不了形界，你就在一种幻像中，你就被幻像所拘束，

你这幻像是形的物质的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