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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育堂语录》新译》

前言

　　乍听《乐育堂语录》书名，会让人觉得是一般劝善之类书籍，这也正是此书以前少被人注意的原
因所在。当然，应该说，这是常人知识僵狭所导致的错误，并不是书名本身有什么不当。　　《乐育
堂语录》是一部丹经著作，是清朝道成年问（1841-1860年）黄元吉先生为门下弟子在“乐育堂”讲解
的丹法，其间经历十余年。后来，弟子们将其语录汇编成册，分为四卷，取名《乐育堂语录》。　　
中国道教历代之丹经，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门派林立，各有各的说法，且几乎尽是隐语譬词，让一般
缺乏明师指导的求道者往往一生陷入无可奈何、抱憾终生的迷茫之中。　　《乐育堂语录》可谓是历
代丹经中罕见的通俗著作。然而，它的真正价值决不仅仅是通俗而已，而在于明示大道真传，并且将
丹道修炼付诸于学者社会生活实践当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不尚空谈，立竿乃能见影。这可以说才是
它真正的不凡价值。近代道教仙学的开拓者、原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先生（1880-1969年），曾对
黄元吉《乐育堂语录》等丹经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陈希夷、邵康节、黄元吉一派的丹法
乃为修道的上乘法门。例如，“玄关一窍”，是历来丹家不传之秘，而且道家旁门甚多，对“玄关一
窍”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不知“玄关一窍”，修道难得登堂入室；错认“玄关一窍”，又会使人误
人歧途。可《乐育堂语录》则对“玄关一窍”针指明示，一言中的。所以陈撄宁先生认为：“学者能
将（此派）玄窍之理论一一贯通，玄窍之工夫般般实验，何患不能缩天地于壶中，运阴阳于掌中。功
成证果，可与三清元始并驾齐驱，岂区区玉液、金液、长生、尸解之说所能尽其量哉！”这样的评价
，就笔者眼光来看，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因为笔者也对《乐育堂语录》推崇备至，认为它对当今自
学丹功者有着普遍的拨云见日的指导作用，故不惴浅陋为之注释。　　或者读者问，前言《乐育堂语
录》为通俗之作，又何必为之注？这在于，我们说它通俗，一是指它避免了隐语的障碍，二是和涩奥
的古文言文相对而言。但它毕竟用的是古代语言和术语，与现代白话文和现代文化尚有距离。不加以
注释，不渗进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对于今天大多数练功者仍是有一些困难的。　　笔者作注释，断不
敢言自己就已实修实证到该丹法的上乘功夫。至于敢于作注，无非就像科学家造了一艘登月飞船，以
前的宇航员们多次乘坐飞船上过月球，现在笔者也坐上了这艘飞船，由于发射成功，笔者已离开地球
，正向着预定目标——月球前进，那路线是明确无误的。所以，我就在途中的坐舱里通过无线电，向
下一批自愿登月者介绍着登月的经过和知识。如此而已。笔者相信，当今修习丹功者中，精通黄元吉
丹法者大有人在，比笔者功夫高者不乏其人。他们不来作注释，自有他们的原因。笔者不忍华夏之国
粹湮灭，又欲扬起陈撄宁先生所倡导的仙学之大旗，为人类做一点绵薄之益事，人己共渡，也可了却
生平之愿。今后凡能做的，仍将如此去做。　　但要向读者说明一点，功夫是实修实证之事，需要时
间和精力，故笔者愿以业余时间和精力进行有关著述，以餐读者，而无法对读者随时提出特殊、单独
的疑难问题予以解答。此请见谅。实际上，只要读者用心去读本书，结合实践，反复体悟，笔者著所
披露的见解都易懂易学，用不着繁问。　　这里还需向读者提示的是，《乐育堂语录》是黄元吉先生
回答门下弟子的论述记录。因此，一是有些相同问题，由于弟子们各自的条件不同，故回答的方式不
尽相同；二是由于时间的跨度大，故某一问题，随着弟子们实修实证的深入，前后的回答有着理论上
的浅深之分。这些情况，建议读者在阅读时应根据自己练功现状与今后实践，将某一关键问题的不同
阐述方法作出归类，反复领悟、实践，必将大有好处。前人学作诗，有个说法叫“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偷”。笔者以为，对于学习内丹功的人来说，伴随练功实践，能将《乐育堂语录》细细
读上千百遍，不成“天仙”、“地仙”，也许成为“人仙”不会有问题。　　还有一点也要说明，在
作注释时，笔者为了提示并方便读者领会，对《乐育堂语录》中的段落主题内容加了标题，使人触题
知义，便于加深印象和归类对照。　　最后谈谈黄元吉其人。　　据《乐育堂语录·原跋》记述：黄
元吉先生是元代人，与张三丰有师承关系，《张三丰集》中列有黄元吉之名；黄元吉遁形隐迹，直到
清朝道咸之年“而犹聚徒讲学”，是鉴于“世衰道微，人心陷溺，非阐明性命之学，无以唤醒群迷”
；黄元吉“历时几千载”。以此说，黄元吉在世之寿虽非千岁，却也有五六百年。笔者查手头所藏的
由汪锡龄（梦九）于清朝雍正元年（1723）作序、李西月（涵虚）重编、民国十五年（1926）仲春上
海中原书局印行的《三丰全书》，《隐鉴》中仅有王原吉、沈元吉之名，其事迹均与黄元吉不符。全
书其他内容亦未提及黄元吉。此或属笔者阅之不详，或为《三丰全书》版本不一而记叙各有出入，或
为《乐育堂语录·原跋》所记另有出处。但查阅《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版），记有元代黄元吉，乃净明道传人，生平较详。但清代亦有黄元吉，但无生平记载。或两者所记
均为一人，限于笔者之浅识，不敢妄断。此著成于道咸年问，某些引言颇合当时年代，据此断言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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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育堂语录》新译》

吉为清代人当不为错。古之仙人之寿，住世千百年不去的记载颇多。所记是真是假，它既是方外之士
的实践问题，也是现在和将来生命科学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妄信妄疑，皆属无知。今无练功之人可
多用心于丹功实践，大可不必与人在仙家寿命之上多作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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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新译》内容简介：乍听《乐育堂语录》书名，会让人觉得是一般劝善之类书籍，这也正是此书以前
少被人注意的原因所在。当然，应该说，这是常人知识僵狭所导致的错误，并不是书名本身有什么不
当。《乐育堂语录》是一部丹经著作，是清朝道咸年间(1841～1860年)黄元吉先生为门下弟子在“乐
育堂”讲解的丹法，其间经历十余年。后来，弟子们将其语录汇编成册，分为四卷，取名《乐育堂语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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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育堂语录》新译》

书籍目录

《乐育堂语录》卷一树立大志阳生之道迷途知返修炼水火明心见性炼心归真以虚养虚矢志寻窍太空无
知进火采药调息用火久坐有禅运神周身舍财近道玉液炼己玄牝之门安炉立鼎四大火候采取烹炼阳火阴
符防火伤丹后天之气先天之气真灵之知性命双修铅汞相投精气辩证元神作主炼剑铸镜阴阳太极《乐育
堂语录》卷二知难而进戒怒守拙炼心伏气炼魔除垢有无之用泥丸烹炼乾卦天机内外丹田返本还原入定
止观真意戊己执天之行听息法机生精炼精真铅凡铅两重天地内药外药灵神服气居尘出尘意为丹头升降
沐浴灵觉真意一念持虚坎离乾坤积久功深无中生有吸舐撮闭龙虎交媾性命同修《乐育堂语录》卷三道
贵真传虚实相问内火外火夜半惊雷风火药丹结丹于无心空存道真清药物提撕唤醒道即太极周天之要不
落半边执天而行物精信解素位若愚道无底蕴养气缉熙女子丹法理气合一止念之法得守杳冥周天法要处
处皆功回头是岸三心无著《乐育堂语录》卷四色身法身炼运底奥玄关多端同类相亲久定久养天罡斗柄
慧光慧剑我可主天勉强用功真空妙有动中修炼尽人听天造端夫妇内火外火操持觉照看破红尘说不如行
朝屯暮蒙去浊存清性命二药道机普在保养元精采炼服食神气性命儒道异同隐语明说养对运错解邵子丹
诗原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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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育堂语录》新译》

章节摘录

　　阳生之道　　【原文】　　诸子谈及阳生之道，已非一端，总不外无思无虑而来。即如贞女烈妇
，矢志靡他，一旦偶遇不良，宁舍生而取义。又如忠臣烈士，惟义是从，设有祸起非常，愿捐躯以殉
难。此真正阳生也，不然何以百折不回若是耶？由是推之，举凡日用常行，或尽伦常孝道，或矜孤寡
困穷，一切善事义举，做到恰好至当，不无欢欣鼓舞之情，此皆阳生之候。只怕自家忽焉见得，忽焉
又为气阻也；又怕自家知道，因而趾高气扬，喜发于言，形动于色，洋洋诩诩，不知自收自敛，视有
如无，因被气习牵引而散矣。又或读书诵诗，忽焉私欲尽去，一灵独存，此亦阳生之一端也。叉或朋
友聚谈，相契开怀，忽然阳气飞腾，真机勃发，此亦阳生之一道也。更于琴棋书画，渔樵耕读，果能
顺其自然，本乎天性，无所求亦无所欲，未有不优游自得，消遣忘情者，此皆阳生之象也。总要一动
即即觉，一觉即收，庶几神无外慕，气有余妍，而丹药不难于生长，胎婴何愁不壮旺？即或不至成仙
，果能持守不失，神常返于穴中，气时归于炉内，久久真阳自发生类。尤要知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
。以此思之，纵自家鲜有功德，不能上大罗而参太虚，亦可迈俗延龄，为世间地仙人仙焉。诸子从此
悟得，方知阳即道，道即虚无自然。子思子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其即此收敛阳光，不许
一毫渗漏之说铁！诸予卓有见地，吾故以铺天匝地、亘古历今之真正元阳无时无处而不有示之者。若
以此示初学人，反使无路入门，将他本来色相，一片欢欣鼓舞之机，亦窒塞焉。　　【译文】　　似
乎大家经常谈到练功中怎样做到阳生这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单一的方法问题，总的来说是从无思无
虑中得来的。　　这就好像一个守贞节的妇女，爱情专一决不动摇，一旦遇到流氓调戏或恶霸强占，
她宁可牺牲生命而决不屈从；又好像忠臣烈士，追求的是大仁大义，假使遇奸佞迫害，大敌当前，他
宁可杀身以取义，也决不屈辱投降。这都是阳生之象。因为阳属刚烈，至大至广，不然怎么会这样百
折不挠呢？由此类推，在社会日常行为中，能敬老爱幼、悯贫济苦等一切正直善良的心灵和行为，并
表现得恰到好处，心情舒畅愉快，这都是阳生的现象。担心的就是自己忽而觉察到了，又忽而被情绪
阻塞；有些人发现自己的真阳发生，但他们趾高气扬，喜爱夸夸其谈，喜爱百般地用声色举动表现自
己，不知自收自敛，对真阳的偶尔发生视若罔闻，不加以珍惜，故这真阳就被他的后天习气所牵引，
从而导致耗散。　　再如，人在读书吟诗之时，忽然觉得无丝毫私欲，心旷神怡，胸舒气畅，这也是
阳生的一种现象。又如，朋友们在一块高谈阔论，说到思想默契时，忽然间各自激情生发，阳气飞腾
，不能自禁，这也是阳生的一种现象。还如，从事琴棋书画、渔樵耕读、养鸟种花、肩担小卖等等，
果然能顺乎自然，本乎天性，无私无欲，不怨不忧，心境畅爽，超然物外，这些也是阳生之象。懂此
道理，只要遇到这种阳生之象，一动即觉察，一旦觉察便静收丹田之中，久久积累，神不外念，气聚
身内，仙家所谓的养生丹药就不难生长，所谓的圣胎圣婴又何愁不能壮旺？即使将来不能修炼成仙，
但只要持守神气不走失，将神返归虚无穴中，将气归于体内，日久真阳自然会发生。　　大家尤其要
知道，阳是生命之本源，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有阳而生叫做阳问，无阳死去叫做阴问。（按：古
人之论，无阳称为鬼，阴阳相合称为人，纯阳无阴称为仙。）以此而论，纵然自己因为建功立德不多
，不能使肉体虚化而与太空同体，也可以超过俗人而获得更长久的寿命，成为世间的地仙或人仙。大
家从今以后就领悟到了：阳就是道，道就是虚无自然。（按：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法”，是取其本意，即对本源、来源的遵循。所以这段话也可理解为
：人来源于地，地来源于天即阳，天来源于道，道来源于自然。此与黄元吉论阳生之道的理论相通。
希望读者们在读《道德经》这段话时再细细品味。）子思子说：“道这个东西，时刻也不能离得。”
其意就是，人要时刻收敛身中阳气，不许丝毫渗漏。大家都是聪明智慧、思辨能力很强的人，所以，
我特地将充塞宇宙、无内无外、从占到今历久不变的真正元神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道理明确地揭示
给大家。你们都是有修炼基础的人，我才能这样揭示，若将这种道理说给初学的人，他们不理解，反
而会感到入门无路，会将他们本来的天性天命和真阳发生之机也被阻塞。（按：由此可见，丹道理论
当因人、因时、因功夫层次辨证施教，灵活应用，不可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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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育堂语录》新译》

编辑推荐

　　乐育堂语录，为丹道中派宗师黄裳，字元吉先生所讲述。后列四篇由其弟子集合记录而成。先生
生卒年月不详，约生于元代，见张三丰集中，叙述师承，先生姓名亦在列。是书成于清道成年问，计
时几历千载，而犹聚徒讲道，实为留形住世之真人。　　先生江西丰城人，一生传闻异事甚多，于西
蜀设乐育堂，传授中派丹道心法，及至肉身飞升，皆为仙适中人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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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将修道炼丹的道理几乎是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了。那些修道的暗语黑话都用白话做了解释说明。可
实证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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