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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华经典的秘藏

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有连续的远

古传承的文明。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传

承具有独一无二的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

观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华文明中的一些关键

的文化现象。我们必须自信而客观地正视历史

事实，才可能看清楚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并

把它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造福当代的中华民

族子孙和世界人民。

文字的产生被当今学术界看作国际通行

的“文明成熟的标志”。这一认识显然达不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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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智慧高度。一种

文明的产生，并不以文字的产生为前提，文

字也不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当一个人在某种

时机之下，一下子明白了那个“文”，“文明”

就在当下成熟了。例如，伊斯兰文明起源于

《古兰经》的诞生，可是穆罕默德并不识字，

整部《古兰经》是其口述出来的。汉明帝永

平十年以后，在修学佛法的炎黄子孙当中，

只有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被称为“经”，

可是众所周知，六祖大师是不识字的，可见

达到释迦牟尼那样的“明心见性”与文字无

关。在《道德经》中，老子说：“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

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可见悟道证道

也与文字无关。并非文字不重要，而是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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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本身与文字无关。

现在可考见的中华文明的起源，肇端于

6400年以前的伏羲画卦。据说那时没有文字，

可是《易经》的道理已经通过阴阳变换的“二

进制”法则揭示出来。现在所说的中华文明的

传统文化，道、儒、医、武等各家学说，都离

不开《易经》的法则，所以《易经》才被称为

“群经之首”或者“经典当中的经典”。

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记录，构成中华文

化传统原创经典。在没有文字之前，宝贵的

文化学说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

叫“传说”，所以“传说”原本并非不靠谱

的臆说。圣贤体悟天心，证悟天道，后人把

他们申明（神）天地万象本源的话语记录下

来，叫“神话”，所以中国上古文化传统中

“神话”原本的意思是：人修行达到普通人不

可知的境界。犹如孟子所描述的，“可欲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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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

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

之之谓神。”

举例言之。“女娲补天”是“传说”，也是

“神话”，但是真的就是先民们没谱的文学创造

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它是在说明一个修道的

人如何炼精化气、反补先天的过程。“天”是代

表“阳”，是人得以出生的先天物质能量，“补

天”就是添补人的阳气，以后天的修炼来添补

人的先天元精元气的“渗漏”，中国道家修炼

一直有“添油续命”的法门。根据医圣张仲景

的揭示，“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

有五脏”，仁义礼智信、肝肺心肾脾、木金火

水土和青白红黑黄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女娲用

“五色石”补天，就是在说人通过修炼来调和自

身五行的意思！是一个拨阴取阳、自我升华的

修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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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以神话

传说面貌出现的道家修行寓言，说的是“水火

既济”的过程：精卫是炎帝的女儿，炎帝表示

“阳”，在五行上是“火”，在卦象上是“离”

卦，表明精卫是出生于南方离卦的“丽人”，丽

人行，行到哪里？行到海里，海底是人的身体

的精关，“精卫”其实是“保卫元精”的意思。

“精卫入海”就是人的阳精潜入水中形成“坎”

卦的作用，蒸腾水气，营养五脏，带动血液，

荣华全身。犹如中医火神派祖师郑钦安先生所

说的“坎中立极”。

2007年12月，时年94岁的周元邠先生亲

口告诉我：修行的全部秘密就是“气化”两个

字，就在《庄子》的第一章《逍遥游》里。也

就是说，“逍遥游”说的也是修道的体会，是

修道人对禅境的描写：在人体下部，在方位上

说属于北方，本来清静的海底生出“欲”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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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是什么？

“日比鱼”，就是阳气变化的欲念！为了更好地

说明这一点，我们先看《道德经》二十一章的

经文，“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庄子》把

人体海底部“窈兮冥兮”的状态描绘成“北

冥有鱼”，方位、境界、状态都非常准确；把

人“炼精化气”的修炼过程描绘成“鲲化为

鹏”的壮观场景。而精卫所投入的海底精关，

是人体要妙之穴位，变化刚刚萌生兆头，还是

幼苗阶段的“对象”，被《诗经·关雎》描绘

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若以《易经》卦象论之，鲲和精卫则

是“坎卦”和“离卦”的运动形态，但是运动

方向相反，精卫是由南方（离）火位填充北海

（坎），鲲则是由北方（坎）化为鹏飞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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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是“取坎添离”化为纯阳的“乾卦”的

过程。这一过程完成，就是清代明医彭子益先

生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所说的“五行顺

转，一片空明”的纯净健康状态，也是清末民

初王凤仪先生所说的“拨阴取阳，全转到阳面

病就好了”的道理。

至于为什么神话中总是出现圣女、神女和

淑女，大家可以从《内经》《易经》《道德经》

中寻找关于阴阳两仪、天地气交、性情转合、

天人合一的深邃密意，彻底打开中国传统文化

的宝藏。按照儒家后来的说法，人人本来是尧

舜那样的大圣人，本来都是“常乐我净”、清

净无染，可是那个“常我”忽然“北冥有鱼”

了，忽然身边有了女人，“常我”就变成了“嫦

娥”，其后命运如何呢？奔向月宫！月是太阴

之地，是说这样的人就落入广寒宫，在广大苦

寒之地不得出离！也可以说是在苦寒之地领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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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修行，天天捣药。怎么才能得救呢？“学

而时习之”，通过学习解决“吴刚”（就是暗

示“无阳”）的状态就可以了，通过庄子描绘的

“海运南徙”，回到清净自性，回到纯阳无阴，

回到五伦和合，就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宁，人得一以正”，则身修家齐、国治乃至天

下平。整个过程在《易经·坤卦·文言》的描

述中又变成了如下语言：“君子黄中通理，正位

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

至也。”

所以，中华上古群经所论，都是修道、行

功和积累德行的真实体会，都是天人合一境界

的真实描绘。会的人一望即知，心照不宣，妙

不可言。不会的人，不懂的人，只看表面文章，

只能看到文学境界。不过，即使只能看到文学

境界也蛮好。后世禅师也往往把偈语写得很像

情诗，其实都是地道的《诗经》传统。《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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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全是儒家的密宗境界，当然也是道家的

密宗场景，因为写作《诗经》的时候，还没有

儒家、道家这种“道为天下裂”的没落景象。

说《诗经》是古代农民的农闲创作，纯粹是不

了解历史的臆测。大家可以想一想，孔子时代

才把教育扩大到平民阶层，那么孔子之前那

些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识字的农民怎么就可

以创作出《诗经》那样高妙的表达？难道上

古时代的农民个个都是六祖？个个都是明心

见性的大圣人？个个不识字但是出口就是犹

如《坛经》偈语那样蕴涵大智慧的诗歌？显

然不能令人信服。这说明中华文明不但有悠

久的远古传承，而且这种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深度、广度，真是“鹏之大，翼若垂天之云，

不知其几千里也”！

《黄帝内经》中有“内经图”，人体前面有

上中下三个丹田，后面的脊椎骨中空为河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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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修行，走的是一条高上（高尚）的路，把河底

的“鱼”或者“窈窕淑女”经过尾闾关、命门

关、夹脊关、玉枕关等运送到头顶，“三花聚顶，

五气朝元”，也就是世人耳熟能详却不知其门道

的“练精化气、炼气化神”的过程。试问道家有

《黄庭内景经》，在古代没有x光的时代，中华先

祖是如何做到自观“内景”的？在从日本传回来

的《黄帝内经》中，有清晰的古代版的经络图，

叫“内照图”，又是怎么“内照”出来的？

怀有信心和敬意去读中华经典，会拯救我

们的身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和世界，更加

清楚地找到安心的场所，使生命变得更加具有

尊严和力量。

“中华”两个字是带有密意的，是“恰好符

合中道”的意思，是说“花中藏有一个世界”。

孔子说过“君子时中”，说的是真人可以“随心

所欲不逾矩”，说的是君子时时刻刻甚至每一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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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都应做到“里仁为美”，永远安住在求仁得仁

的“华藏世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

“中”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华”就

是“最纯净的品行、最圆满的智慧和最善良的福

德”，所以“中华”意味着整个《华严经净行品》

就是《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注解。

“中华”是圆满的，“经典”是圆满的，“十二

部”也是圆满的，唯有我的“浅说”是有缺憾

的。可是纵然我能“深说”，也说不圆满，因为

那个圆满，只在您本觉清净的心地上。

钟永圣

于中国善财书院九绿金顶轩

黄帝纪年四七四九年二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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