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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體章 第一 

第二節 

 

【玄義】本節演義，闡明「真道」自心「真體」者，

鴻蒙未判，炁具於理，曰「無極炁理」，極靜理態之

「一真元炁」，即吾人先天靈體（先天元始真炁），謂

曰「真心性體」。此「真體」為生命宇宙之始祖，天

地萬物之元根，統宗宇宙萬物生息之理則。太極始判，

理具於炁，曰「太極理炁」，炁態始分之「一數元氣」，

為後天靈體（後天原始元氣）。混沌既分，「一數元氣」

陰陽剖判，二氣流行為生滅一數對待之妄心相用，流

末於人間萬事、天地萬物，而為「事物始源」，顯現

有為生滅之世間法。 

 

  「無極太極」者，太極未判，「一真元炁」，混沌

初分，無極而太極，「一真元炁」橐籥為「一數元氣」。

此一真一數之「一函中道」者，乃無極元炁和太極元

氣之空有不二，真心與妄心之性相圓融，體用一如，

理宗對事源之一心理事。道奧萬法者，宇宙萬法，天

地萬物，無不藏於道之奧。萬法之外，奧無不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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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中，奧無不在。一真之心性，一數之心相者，乃

萬法造化之本始，萬物生成之根柢。道奧若能得之，

我之真心即道，我之自性即奧。是以，道奧萬法，天

地萬物造化生成之重要關鍵，非由我心，其由誰乎？ 

 

 

【真文】  

無極炁理 一真元炁 真心性體 理之統宗 

 

【疏文】無極炁理者．達本窮元．炁具於理．

曰「無極炁理」。一真元炁．真心性體者．極靜理

態之「一真元炁」．先天靈體．謂曰「真心性體」；

此「真體」雖無名狀．而生命宇宙．天地萬物皆

蘊其中．唯未成象而已也。理之統宗者．一理具

而無所不具．是以．自心「真體」為生命宇宙之

始祖．天地萬物之元根．統宗宇宙萬物造化生息

之理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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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炁理 一真元炁～ 
 

【鈔文】無極炁理，一真元炁者，達本窮元，炁具

於理，曰無極炁理。此即極靜理態之「一真元炁」，

即是吾人先天靈體（先天元始真炁或稱先天能量體），

謂曰「真心性體」，簡曰「真體」，是為「真道」之本

體。無極炁理之「一真元炁」者，空寂如如，至虛至

靈，融於太虛，無可見聞，乃「真道」恆無生滅之無

為法界，謂曰「一真」或「無極一真」法界。此無極

一真者，太極未判，陰陽未分，雖無名象，亦無朕兆；

天地未始，先天地而恆常不易，無名為天地之始。雖

無見聞，亦無名狀，全具無而不無之妙有，有而不有

之真空，空有一如。是以，無極炁理，一真元炁之「真

道」者，圓具「真空妙有」之中道實相也。 

 

～真心性體 理之統宗～ 
 

【鈔文】真心性體，理之統宗者，象帝之先，一炁

未動之前，無極一真，至理之真心性體，雖無名狀，

而生命宇宙，天地萬物皆蘊其中，唯未成象而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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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天地》篇中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有一而未形。」故一理具而無所不具，真心性體（真

體）之「一真元炁」，得之此一，則至中至正之炁自

此而生。無而生有，虛而御實，無形能形，無聲能聲。

靜極而動，萬物漸生，動極而靜，萬物漸滅。湛兮寂

兮，寂靜不染；恆兮常兮，堅固不壞。是以，自心「真

體」為生命宇宙之始祖，天地萬物之元根，統宗宇宙

萬物造化生息之理則。此即無極炁理，一真元炁，真

心性體，理之統宗。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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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太極理炁 一數元氣 妄心相用 事之始源 

 

【疏文】太極理炁．一數元氣者．鴻蒙未判．

炁具於理．素存於「無極一真」；太極始分．理具

於炁．曰「太極理炁」．乃炁態始分之「一數元

氣」．後天靈體（能量體）．謂曰「太極一數」也。

妄心相用．事之始源者．太極化機．一念不覺．

失本真心「一真元炁」無為之體．流行為妄心「一

數元氣」有為之相用；是以太極生兩儀．陰陽流

末於萬事萬物．而為「事物始源」也。 

 

～太極理炁 一數元氣～ 
 

【鈔文】太極理炁，一數元氣者，鴻蒙未判，炁具

於理，素存於無極至理，「一真元炁」無名之始。太

極始分，理具於炁，曰「太極理炁」，此乃炁態始分

之「一數元氣」，為後天靈體（後天原始元氣或稱後

天能量體），謂曰「太極一數」。是以，太極之「一數

元氣」流於「妄心相用」，故而太極生兩儀。此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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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元氣」分判，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而無所不

生，此即「有名萬物之母」。如是陰陽二氣流分而後

天之器生成，非「真體」一真元炁之道體不能載器。 

 

  「太極理炁」之「一數元氣」，得自「無極至理」

之「一真元炁」。則至正之「元氣」自此而生，至微

之「一數」自此而起，天地以此「一數元氣」為始，

萬物由此「一數元氣」得生，一數立而無所不立，此

即「有名萬物之母」。是知，「無極一真」乃為能生之

母，而「太極一數」是為所生之子。混沌初開，太極

「一數元氣」，無聲無息，無臭無味，陰陽始分，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清濁已分，乾坤定位，發為五行，

變化莫測，散為萬物，有形有象，可見可聞。順而生

之，綿延不絕；逆而用之，塵塵歸一。「太極一數」，

曆數之始，始之於一，一為萬事始源。 

 

～妄心相用 事之始源～ 
 

【鈔文】妄心相用，事之始源者，太極之造化圓機，

始由一念不覺之妄心念起，迷背「無極一真」之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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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失本真心「一真絕待」之無為法，因而流末為妄

心清濁向背「一數對待」之有為法。此即「無極一真」

混化為「太極一數」；乃真心「一真元炁」無為之體，

變為妄心「一數元氣」有為之相用。此即諸事之本始，

亦為萬物的發源，乃混沌初開，「一數元氣」分判為

陰陽二氣，以陰靜陽動互為運化。流行為生滅一數對

待之妄心相用，流末於人間萬事、天地萬物，而為「事

物始源」，生命宇宙由是而生，天地萬物由是而成。

非後天器成修學「真道」之陰陽和合，無以見「真體」

之大道。 

 

  陰陽動靜之運化者，靜久而動，無中生有；動極

復靜，有而返無。由是乾坤定位，清濁分明，天地開

闢，萬物生成。無情器世間，有花草樹木、山嶽澤海、

日月星辰、雷雨風雲；有情人世間，蜎飛蝡動、飛禽

走獸、人類社會之萬事萬物……。天壤之間，形形色

色，品彙何窮。如是一生萬法，生滅成毀，生即意味

著死，死又孕育著生，生死交替，相因造化，變易無

常，新陳代謝，器世間的物理現象有成住壞空；有情

眾生之心理現象有生住異滅，生理現象有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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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生生滅滅，變化無常，周而復始，輪轉不息的現

象，都是太極橐籥化機的範疇。 

 

 

【真文】  

無極太極 一函中道 性相圓融 一心理事 

 

【疏文】無極太極者．無極是太極之靜．太極

為無極之動．動陽靜陰．陰陽動靜．唯發無極太

極中道之理也。一函中道．性相圓融．一心理事

者．無極一真與太極一數之一函中道．乃元炁和

元氣之空有不二．真心與妄心之性相圓融．體用

一如．理宗對事源之一心理事也。一是生命的原

發力．造化總樞紐．萬物根柢之共同基因。乃伏

羲之一畫開天。是也。 

 

～無極太極～ 
 

【鈔文】無極太極者，無極無名天地之始，太極有

名萬物之母。無極太極者，無極是太極之靜，太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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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之動也。動而為陽，靜而為陰，天地間唯陰陽動

靜矣。陰陽動靜，唯發無極太極之理。無極太極中道

辯證之微妙關係者，無極無名是「道」，太極有名是

「可道」。無極是先天之理態，曰一真元炁；太極是

後天之炁態，曰一數元氣。無極是靜的太極，太極是

動的無極。無極是真心之一真法界，太極是妄心之九

法界。無極是能生之母，太極是所生之子。無極是元

本，太極是源流。根本之總體是無極，分枝之枝末是

太極。無極是性定之覺明，太極是相動之無明。動心

無極化太極，靜心太極返無極。無極一真空寂無相，

吾人一念不覺，始化太極一數顯現宇宙萬法，天地萬

物。吾人靜心靜定返歸一數太極，現福壽雙全的有為

世界。淨心性定返歸一真無極，回復壽命無量，常寂

光明的無為世界。 

 

～一函中道～ 
 

【鈔文】真道者，其理高深莫測，至玄至妙；其變

化奧妙無窮，極細極微。理深莫測之玄妙，變化妙窮

之細微，莫過於無極而太極，自然無為之「中道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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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極太極微妙之中道關係，「無極炁理」之「一真

元炁」，乃真心之性、理、無（空）、體……；「太極理

炁」之「一數元氣」，乃妄心之相、事、有、用……。

是故，無極太極，一真一數之一函中道者，乃元炁和

元氣之空有不二，真心與妄心之性相圓融，體用一如，

理宗對事源之一心理事。宇宙萬法、天地萬物無不圓

融於一之中道，含一中道者存，失一中道者亡，此乃

一函中道實相之基本法則。 

 

  「一真元炁」者，乃無極之性空理體，是絕待無

為之不生滅法。「一數元氣」者，乃太極之相有事用，

是對待有為之生滅法 。一真性空圓融於一數相有，

一真一數之一函中道者，即是無極太極之中道實相。

故一函中道之一者，乃生命宇宙自然的原發力，天地

造化之總樞紐，萬物萬有根柢之共同基因。同時，一

即簡易者，大道之理至簡至易，乃《易經》簡易、變

易、不易，「三易」之簡易，亦即伏羲(生卒年不詳)之

一畫開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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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圓融～ 
 

【鈔文】性相圓融者，無極一真是心之性，太極一

數是心之相。無極心性與太極心相，互為體用者，無

極心性是太極心相之體，太極心相是無極心性之用。

其二者本是一心，所以無極心性是太極心相的本體；

而太極心相是無極心性的方便、權巧、妙用，故太極

心相是無極心性的作用。二者的關係，猶如金與器、

水與波、燈與光，相成互用，不即不離。所謂「以金

作器，器器皆金」，金與器不分不離，相成互用。亦

如水和波，波本是水，波不離水，離水覓波，波從何

得？又如燈與光，於暗夜或闇黑處，有燈就有光明，

無燈則無光而黑暗。 

 

  同理，無極心性與太極心相，亦是不即不離，相

成互用。二者如鳥之雙翼能飛翔，人有無極心性與太

極心相的和合中道，才有人生之妙用。另則，以性體

而言，無極心性與太極心相，同以心為法本，性相俱

心，故二者非異而相同；以相用而言，二者非一而不

同。無極心性與太極心相，本具一心之非一非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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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極與太極之性相圓融。 

 

～一心理事～ 
 

【鈔文】一心理事者，道之一心圓融，以理事彰之。

理者，無極心體，心之性也；事者，太極心用，心之

相也。理事無礙者，理事具攝於一心中，一心觀理事，

於斯「一心」中，無極之體，太極之用，體用一如；

無極之性，太極之相，性相俱心。「相」係心所役，

「心」為相所依，依役不二，心相一如，萬相唯心，

萬法歸一。如是，一心理事，一心體用，一心圓融。

心者，乃六根六塵六識和合之力用感知，故歸於一心。

以一心明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之理事無礙。是以，

智深觀照自心，明達無極太極之性相俱心，由是得證

「真道」之奧義深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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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道奧萬法 橐籥樞紐 非由我心 其由誰乎 

 
【疏文】道奧萬法者．萬法深藏道中．宇宙萬

法之外．奧無不有．天地萬物之中．奧無不在也。

橐籥樞紐．非由我心．其由誰乎者．無極一真之

心性．先天地而素有．後天地而不改．是謂萬法

造化之本始．萬物生成之根柢；我之心性．無極

一真．乃是天地之始．我之心相．太極一數．即

是萬物之母；是以．道奧萬法．無極太極．天地

萬物造化生成之重要關鍵．非由我心．其由誰乎也。 

 

～道奧萬法～ 
 

【鈔文】道奧萬法者，萬法深藏道中，無邊際形影

之可見可求，大而無外，心包太虛，小而無內，芥納

宇宙。宇宙萬法之外，奧無不有，天地萬物之中，奧

無不在。非陰非陽，一切陰陽本此；非動非靜，一切

動靜藏此。無極一真之心性，與太極一數之心相，貫

乎陰陽，通乎動靜，圓機順化，能生有無。先天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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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後天地而不改，是謂萬法造化之本始，萬物生

成之根柢。道雖無形，宇宙萬法，天地萬物，無不藏

於道之奧；道雖無位，道之貴無所不尊。道奧若能得

之，則無為真心自圓，無形自性自妙，變化無窮，隱

微莫測，靈通無礙。隨心性造化，我之真心即道，我

之自性即奧。如是，明真道之理，得真道之奧，體用

悉備者，是謂敦本立極，修之於身，用之於天下，無

往而不止於至善也。 

 

～橐籥樞紐 非由我心 其由誰乎～ 
 

【鈔文】道者無極一真，乃吾人自心「真體」。萬法

之奧斯為道者，無極而太極，自然無為，自心「真體」，

乃造化本始，生成根柢。故我之自心即道，我之真體

即奧。然我心性「真體」，本是無極一真之真體；我

心相之妙相，本同太極一數無相之相。是故，我之心

性，無極一真，乃是天地之始；我之心相，太極一數，

即是萬物之母。是以，道奧萬法，無極太極，天地萬

物造化生成之重要關鍵，非由我心，其由誰乎?造化

由我心，我心即造物主，更有何者可為我心之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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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吾不知也。既不知吾心之母是誰?是知，無極未

分之先，乃我真心先前，太極未立之始，是我自性先

早。故我之真我，先始於象帝，是也。 

 

  道奧萬法，天地非藏此奧，則天地無以覆載；萬

物非藏此奧，則萬物無以生成；奧者，統御萬物無遺

無間而貫古今。奧者，視而無見，聽而無聞；取而無

得，捨而無失。世人日用而不知之，日為而無見之，

或知之見之，又不足以為奧。天地之間，靈性至神，

宇宙至大，萬物至繁，道奧萬法，不出自心「真體」

之無極一真。現代科學，總以妄心有為之生滅，尋覓

真心無為不生滅之生命真相，宇宙奧祕。如是以虛妄

因，欲求道奧實相的真實果，此乃「離性逐相」、「捨

本逐末」的探索。如尋龜毛兔角之虛頭，無有是處；

如覓鏡花水月之幻相，徒窮四壁，好不令人惋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