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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道真

這是因為他們喚醒了人體另外高維度

的身體，啟用了那部分身體，所以具備肉

體所不具備的高層能力，能夠使用更高層

的能量。修煉可以層層喚醒另外高維度中

的身體，最終成神，成為高級生命，因為

人體是與神體相連的，是神仿照自己身體

造的。所以中醫治病能治本，西醫治病只

能治標。因為中醫治病是直接針對另外高

維度的人體部分治療的，那裡是根，是人

體的根，是真正疾病的來源，而肉體部分

只是最表面的枝葉；西醫只是針對人類這

個時空之中的最表層的肉體部分治療，只

是治表，是非常膚淺的。不管人類認為科

學如何發達，在高層生命眼中只是一群嬰

兒在堆積木，無論怎麼堆都不可能造出金

字塔來，因為根本不是同一個等級的。

中醫，需要有超出凡人的更大智慧才

能理解和掌握，古代的名中醫，岐伯、雷

公、扁鵲、華佗等等，都是道家修煉人，

是超出凡人層次的更大智慧者。一般凡人

是駕馭不了中醫的，尤其是到了現代，受

無神論、進化論的汙染，加上人類道德層

次的整體墮落，已無人能駕馭中醫，所以

中醫治病一落千丈，表現的甚至不如西

醫，甚至被一些沒有智慧的人所排斥，被

斥之為偽科學，這是人類無知的表現。

中醫與周易八卦、星象、太極等，都

是上古時神傳給人類的，是來源於神的，

不是凡人的文化。這將在下一部「文化密

碼解譯」中慢慢解說，將會給大家展示它

們驚豔的真容。

我們肉體有血管，流通著血液，輸送

著肉體表面的能量、營養、氧氣等。血管

分動脈血管、靜脈血管、毛細血管等。動

脈血管為陽，止血需從近心端；靜脈血管

為陰，止血需從遠心端，這是人類表面肉

體的血液循環。

而脈絡存在於高維度的人體之中，比

如：中醫認識的七經八脈、十二正經、

十二經別、十五絡脈、十二皮部、孫絡、

浮絡等等，都屬於脈絡。脈絡是高維度身

體能量流通的通道，裡面流通著高層的能

量，也稱為氣（炁）。

中醫和道家修煉中所說的氣（炁），

不是我們人類呼吸的空氣，是更精微、高

層的能量。如：人體有先天的精元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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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氣，有後天五穀所化的營氣、衛氣等，

這些都是更高的能量，不存在於表層肉體

中，而是運行於高維度的人體脈絡中。

人體與自然、宇宙是對應的。人體

有脈絡，自然、宇宙都有脈絡，地球有

龍脈、水脈，高層時空、宇宙也都有脈

絡；人體有氣（炁），自然、宇宙也有氣

（炁），天陽之氣、地陰之氣等。

中醫的「五運六氣」學說，源自於《黃

帝內經》。它將人體與天地自然完美對

應，認為自然就是一個大人體，人體是一

個小自然，相互影響，相互連接，可以用

來預測並治療疾病，以及養生等。像今年

的大瘟疫，就有人根據「五運六氣」學說，

在去年就預測出來了，這是更高的智慧。

經脈中流通著高層能量（炁），能量

在人體經脈中的大循環稱為周天。經脈上

存著有一些重要的、關鍵的節點，或稱為

關卡，這叫作「穴位」。不同的穴位能開

啟和關閉它所對應的脈絡，控制著脈絡中

流量的流通，是能量的出入口。穴位被

封，那相應的脈絡就堵死了，人體能量就

會循環不暢，人體就會出現相應問題。穴

位斷裂，相應的脈絡也就斷裂了，人體能

量就漏了，會導致人體死亡。

同時穴位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貫穿、連接不同的時空層次。比如：

脈絡是位於高維度時空之中的人體上的機

制，我們在這個時空之中觸及不到，但脈

絡上的穴位卻將高維度時空中的人體脈絡

連接到表面時空中的肉身上。所以中醫通

過針灸、按摩肉體上的穴位等，能夠打通

高維度人體上的脈絡，從而達到治病的目

的。所以穴位斷裂，這個連接也就斷裂

了，能量就漏了。

現在再回來談談常羲生十二月。十二

月是十二地支，對應地上的龍脈。月亮運

行是與地球的龍脈運行同步對應的，守護

著大地之門。前面說地球是一個生命體，

修煉中會出特異功能，自古以來，包括現在，人類有很多特異功

能者，這是不爭的實事。比如：天目、遙視、透視、心電感應（他

心通）、宿命通（知過去未來）、騰空飛行、隔空取物（搬運功）、

穿牆術等等，非常多，這些是真實存在的現象，現在仍有很多

這樣的人存在。

神話密碼解譯‧扶桑神樹 下

《永樂大典》是永樂大帝文治

的標誌，拉開了總結、整理傳統

文化典籍的序幕，對保存古代文

化典籍有著極為重要的貢獻。

最難能可貴的是收錄到《永

樂大典》的圖書，很多採取 了原

文抄錄的辦法，往往整段、整

篇，甚至整部書照抄下來。清代

以來的學者，從這部「大典」中

分析出來的在當時已經失傳的圖

書，就達到了 590種，其中有

338種被收入清代大型叢書 ——

《四庫全書》之中。《永樂大典》

共 2萬 2877卷，裝成 1萬 1095

冊，藏於文淵閣中。據《進永樂

大典表》記載，成書總字數約 3.7

億字，一度被《大不列顛百科全

書》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

百科全書」。

文︱戴東尼

永樂六年（公元 1408年），明成祖動用文人儒臣三千餘
人，輯古今圖書八千餘種。囊括前代關於政治、歷史、

倫理、地理等方面所有重要著作的一套叢書問世，明成

祖十分滿意，賜名《永樂大典》。

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後，

在紫禁城內東廡南，又建「文淵

閣」，南京的書籍大量北運，把

《永樂大典》運至北京後，專貯於

「文樓」。而自此之後的二百年

中，各種書籍和文章大量刊行，

明朝學術上出現新的繁榮期。明

朝末年，「大典」正本神秘消失

了，有人說是毀於戰火中。

王紱，明洪武初年薦入翰

林，擢為中書舍人。建文二年

（公元 1400年）隱居九龍山（即

無錫市惠山），為惠山寺僧性海

（普真）作〈竹爐煮茶圖〉。永樂

元年（公元 1403年），王紱因

善書被舉薦進京，供事文淵閣，

參與編纂《永樂大典》。永樂十

年，50歲始授中書舍人，派往北

京，從事遷都的籌備工作。永樂

十一年、十二年，兩次隨明成祖

北巡，作著名的〈燕京八景圖〉。

王紱（公元 1362年－ 1416

年），字孟端，號友石生，無錫

（今屬江蘇省）人，明代著名畫

家。幼年聰穎好學，能書畫，擅

畫山水、墨竹，山水畫有繁、簡

兩種風格，繁筆線條較長，轉折

靈活，多用中鋒，學元代王蒙、

吳鎮筆法；簡筆則乾筆、偏鋒、

皴擦並用，來自元代黃公望、倪

瓚。因此，他的山水畫兼有王蒙

鬱蒼的風格和倪瓚曠遠的意境，

對明代吳門畫派的山水畫有一定

影響。王紱不肯輕作山水畫，故

後人有「舍人風度冠時流，筆底

江山不易求」的詩句。他畫墨竹

筆法靈活穩健，含有書法特點，

多受北宋文同影響，兼收倪瓚、

人有呼吸，地球也有呼吸。現在地球上有

一個奇怪的現象，稱為潮汐，就是地上的

海水會隨著時間，週期性漲落。

住在海邊的人知道，每天海水都會在

固定的時間漲潮，也會在固定的時間退

潮，絲毫不差，千古不變，並且潮水漲落

的高度、時間，都是遵循著恆定的週期而

變化的。每個月都會在固定的時間達到最

高潮，也會在固定的時間退到最低潮，並

且漲、落高度都是一致的，絲毫不差。

不光是海水有潮汐現象，陸地也有潮

汐現象，陸地也會週期性起伏變化，稱為

地潮；空氣也有潮汐現象，稱為氣潮。只

是海水的變化最明顯，所以最被關注。

潮汐變化是與月亮的變化相對應的，

隨著月亮的週期變化而變化，所以就認為

是月亮的引力造成的。其實不是月亮的引

力造成的，而是地球在呼吸，是地球在進

行能量循環、交換。不光潮汐，人體的生

理現象，尤其是女性，也會隨著月亮的變

化而有週期變化。人類理解不了，是因為

人體與自然體是對應相合的，是地球這個

大的生命體的龍脈能量流通所引起的，而

地球龍脈中流通的能量（龍脈之氣），來

源於更高層的時空，是天地大周天循環

（天干、地支大循環）從高層時空導入的

能量。

就說這麼多了，這一篇就解密扶桑神

樹的真容。

王紱不肯輕作山水畫，圖為

其作品 <江山漁樂圖 >局部。
王紱善於畫墨竹，圖為其所

繪 <雲根叢篠圖 >。
王紱所繪 <墨竹圖 >。

王紱參與編纂 
 

的畫家
《永樂大典》

柯九思二人之長，經過長期的揣

摩，形成獨特風格，飄逸雄秀，

縱橫灑落，人稱他的墨竹是「明

朝第一」。

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的明

初王紱所繪之〈北京八景圖〉，

原為清代乾清宮舊藏，是現存最

早描繪「北京八景」的畫作。此

圖卷中的八景各自獨立為單幅，

依序畫「金台夕照」、「太液晴

波」、「瓊島春雲」、「玉泉垂

虹」、「居庸疊翠」、「薊門煙

樹」、「盧溝曉月」和「西山霽

雪」八景。卷前引首有內閣首輔

胡廣（公元 1370年－ 1418年）

於永樂十二年（公元 1414年）

十一月所作序文，序文提及〈北

京八景圖〉有十三位文臣作詩 112

首，然今圖存，詩不全，且缺畫

家王紱題詩；畫無名款，均鈐

「中書舍人」、「王氏孟端」二印；

圖後均有景觀說明一則及大學士

胡儼等七人的題詩。

整幅作品風韻別致，凡屋

舍、橋亭、人物、煙雲、流水，

無不精緻有神，頗有宋元山水畫

的遺意。畫中所作近山用短披麻

皴，苔點繁密，松秀華潤，狀似

碎石，沉著有力；遠山經常一

抹，平塗擦染，高曠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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