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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四十年來的研究表明，內

丹絕非單一或統一的傳統。內丹文獻記

載了多種多樣的學說和實踐——這些學

說和實踐，一方面因其受不同遺產（如

道教、佛教、理學、宇宙學、醫學和冥

想或生理技術等）影響程度之不同而

不同，另一方面也依其對教義原理之

闡發或內丹實踐之表現的重視程度不

同而不同。現代研究——尤其是西方的

研究——有時忽略了這些方法之間的差

異。然而，這些差異一直是內丹史上自

我認同的基本手段，而對這些問題的不

同看法導致了作為整體的內丹傳統中之

不同宗派和支系的產生。

在內丹宗派和支系中，內丹修鍊

方法的多樣性令人印象深刻。本文討

論的丹法與劉一明（1734—1821）有

關。他對內丹的看法，一方面與這一傳

統的某些最根深蒂固的內容保持一致，

但許多內容又與傳統背道而馳，以致

於脫離了公認的標準從而顯得激進了。

然而，儘管劉一明的內丹學說在許多

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但他的作品構成

了內丹學說闡發歷史之整體鏈條中最

重要的一環。1

劉一明出生於今山西省，是龍門

派西北支系的第十一代徒裔。他年輕時

曾患大病，在癒後進行的長途旅行中，

他結識了兩位重要的大師，他分別稱之

為「龕谷老人」和「仙留丈人」。1779

年他到訪今甘肅棲雲山，並在那裏定居

了下來。他的後半生致力於教學、寫作

和慈善活動。他的著作主要包括內丹著

作和對內丹典籍的註疏，大部分收錄於

《道書十二種》。此外，他還為道教、

佛教文本以及一些醫學類著作做注，但

這些成果知者寥寥。

本文以《道書十二種》中的《修

真後辨》為研究對象。如書名所示，劉

一明的意思是這部作品是《修真辨難》

的延續部分。該書撰於 1798 年，內容

由他跟一個弟子之間的系列問答（約

ᆋᣩጴ␇ᆌᅝ↩ዯᚘᗥ《修真後辨》

田茂泉譯!泾㤀⪶ⴇ㴆▁㜖⒥ⴇ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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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個）構成。《修真後辨》沒署著作

年代，但很可能是在《修真辨難》後不

久完成的。其討論範圍涵蓋了《修真辨

難》的大部分主題，但將這些主題編排

為 26 篇系列短文，每篇探討與內丹相

關的某一特定主題。在本文中，我將嘗

試討論劉一明《修真後辨》2 所談內丹

學說的要點。

ᾏҷӁ愷ӂ䠓㊞ㆬ

在上述兩部作品的書名中，「辨」

字意味深長。劉一明不斷地提醒讀者，

在對內丹的認知上，在內丹的修鍊過程

中，辨識力的運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

此之故，他不厭其煩地比較、對比不同

的觀點和方法，指出修行者何以悟道，

何以不能悟道。他的這一意圖在《修真

後辨‧序》中以莊子的話說了出來：

ಷηᒏǺȨεၰόᆀǴεᒣ

όقǶȩ4ȐȤׇȥȑ

在莊子看來，道不可言說，亦不可討

論。於是乎劉一明問道：「稱且不可，

言且不可，更何可辨？」他繼續指出，

關於道的討論和言說遮蔽了大道的本來

面目：

ԜϒόளόமᒣǴаઇځᆀ

ϐόǹόளόಒᒣǴаቄقځ

ϐԖଷǶȐӕȑ

與此同時，劉一明也充分意識到了在區

分「真」與「假」時所面臨的困境和問

題：

ΓҭᆀخǴךҭᆀخǹΓҭ

ޣΓϐᆀޕǹోخقҭךǴخق

ЯǴךϐᆀޣόЯǻోךޕ

ϐᆀޣЯǴΓϐᆀޣόЯǻ

όޣقϐךଷЯǴޣقΓϐޕో

ଷЯǻోךޕϐޣقଷЯǴΓϐ

όଷЯǻȐӕȑޣق

他對此類問題的回答堪稱典範：

ፔፔόǴፔଷፔόଷǴ

ޕԶԾـޣၰقӧόᆀၰǵόࢂ

ϐǴրਜ਼ЯᒣǻȐӕȑ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當對「假」做出

回應，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在討論和

言說中的「真」與「假」僅僅具有相對

的意義。然而，當我們保持在「不稱

↩
ዯ
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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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不言道」的狀態裏時，亦不可

忽視「真」與「假」的區分；事實上，

無需討論，不用言說，我們應噹噹下覺

知二者的區別。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

劉一明履行了他作為道教大師的職能，

將討論和言說構築在「辨」的基礎之

上，以至於「不可稱之道，爭論可難於

漸悟⋯⋯不可言之道，學者可不難於默

會」。

‛ҷ⋗⪸厖ㄛ⪸

《修真後辨》首先區分了「先天」

和「後天」兩個範疇。這種區分對於理

解劉一明有關內丹的總體論述是必不可

少的。「先天」指宇宙產生之前的範疇，

屬於「無」（Non—Being）；而「後

天」則表示宇宙產生之後的範疇，屬於

「有」（Being）。在後一個階段，萬

物紛然，萬象雜陳，萬事迭起。

雖然「先天」表示的是一種非顯

化的狀態，但被稱為內丹修鍊之「上藥

三品」的所謂「精」「氣」「神」卻皆

已含蘊其中。在這一階段，三者尚處於

初元未化之狀態，因而無形無象：

ȠЈӑȡГǺȨᛰΟ

Ǽ்்݁݁ǴઓᆶᆒǶࠔ

ǼຎϐόـǴ᠋ϐόᆪǶவ

คӺԖǴഘڅԶԋǶȩГ்ǵ

Г݁ǵГԖคǴࣁ߾คϐނ

ёޕǶ5ȐȤӃϺᆒઓകȥȑ

更確切地說，「元精」、「元氣」、「元

神」三者甚至無法彼此區分——雖然它

們稱名為三，然其實是一。用哲學上體

用的範疇言之，則其體為一，其用則三：

ᗨӜࣁΟǴځჴࢂǶޣ

షϡϐကǴΟޣϩᡫϐᒏǶࢂ

ᡏǴΟࢂҔǾǾΟԶǴԶΟǶ

ىڀᒏ܌ҔΨǴޣࠔᒏᛰΟ܌

༝ԋޣᡏΨǶόளقΟǴҭόள

ǶȐӕȑق

「元精」、「元氣」、「元神」的運化

作用，產生所謂的「後天」。正是通過

它們，「無形生形，無質生質」5。有

關後天精、氣、神所具有的不同面向，

劉一明在《修真後辨》開篇引述了署名

白玉蟾（1194—1229 ？）的一首詩加

以說明：

ҏࣤࢂҬགᆒǴΏࢂᆒόځ

αύతǹځջڥߚ֎ǴΏޕ

ቾઓǴࡘߚઓջځϼનྟǹࢂࠅ

ёᆶϡ࣬ۈКުǶ7

就人類而言，後天的「精」主要表現為

男子之交感精與女子之月經血；後天之

「氣」表現為普通的呼吸之氣；後天的

「神」表現為識神（或思慮之神），亦

即思維之心。

這個先天狀態是陽，後天狀態是

陰，7 而從陽到陰的轉化被認為是不可

避免的。劉一明重申了中國人對這個問

題的普遍看法，他多次談到「陽極則陰

生」8 的說法。然而，先天狀態並未被

永久性清除，而是隱藏在後天當中了。

有的人有保存它的天賦能力，而另一些

人則需在它隱匿後將其發掘出來。下文

我們將會看到，這對劉一明的內丹觀產

生了重要影響。

在「先天」和「後天」的範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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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劉一明提出了「先天真一之氣」的

概念。這種狀態無法定義或稱述，唯有

用否定性的語句加以形容：

ቾઓǵҬࡘǵ֎ڥϺࡕߚ

གᆒёКǴҭߚϡᆒϡϡઓё

ӕǶȐȤӃϺϐകȥȑ

後天、先天的「精」、「氣」、「神」

皆由此「先天真一之氣」產生：

ǾǾӃϺϐǴᐕն

ԶόᚯǴຬဂᜪԶᐱ൧Ǵғԝό

ϺᆒઓϐࡕࣁǴԖคόҥǴܥ

ਥҁǴࣁӃϺᆒઓϐЬৌǴΏ

ԿϐނǴϺϐᝊǴΓشϐǶ

Ȑӕȑ

此外，就人類而言，此「先天真一之氣」

不能錨定於身體或心理之方所，亦不能

與身心諸象劃等號：

ᇂԜނόӧϣǴόӧѦǴό

ပϖΖǴόӧϖ᠌ϤǴό

ӧϤਥߐᓐǴόӧԭମҤᘻǴԶ

ӧЯҎᜢᘻǶ:Ȑӕȑ

「先天真一之氣」唯一的駐足之所

（place）是所謂的「玄關一竅」，而

玄關一竅實際上是沒有方所的（見下

文）。在內丹道的術語中，一如劉一明

所言，「先天真一之氣」即是金丹 10。

因此，劉一明的「金丹」實際上包括了

先天和後天，它將二者貫通起來，並可

以通達超越二元性（non-duality）的

最高狀態，即所謂的「真一」。

ᾘҷ⁉䠓䢚㹤

採擷散見於《修真後辨》不同章

節中的論述可知，劉一明對人的看法是

複雜的。具體而言，劉一明的人論主要

␘ᾏ㞝ҿⅽ䢮ㄛ愷Ӏ㢇虃悘㝋ҿ坞⪥懢㢇Ӏ䲻 9⌙虇㎟抌處⾃墏㢇䫍虇2::3 〃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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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以下幾個大的概念。

ȞΚȟҝᜱΚᙊ

這個「玄關一竅」是非空間性的

個體的中心所在。劉一明在其《修真後

辨》的「玄關一竅」章描述了它的特

點，並列出了它的一些替代性名稱，比

如三個來自於《道德經》的說法「玄牝

門」「眾妙門」和「希夷府」11，以及

其他幾個具有相反相成意味的名詞，如

龍虎、龜蛇、戊己，等等：

ǾǾђΓόඪϐܭਜǴԶ

ΞόඪઝԶόقǶേϐГғఠްǵ

ҎԬߐǵᓪ߁Ꮭǵᓫೂᘻǵѹρ

ǵЊǵߐǵғԝᜢǵӉቺߐ

֮ߐǵ׆Ӯ۬ǵиՕӦǵڮ܄

ᘻǵϡઓ࠻ǵคҤǵॣ࠶୯ǵ

౦ӜǴคܴߚԜᘻǶ23ȐȤҎ

ᜢᘻകȥȑ

劉一明還賦詩一首，將「玄關一竅」描

繪成一個「非圓非方」的所在，裏面居

住著一位「日食黍米粥」13（「黍米」

即金丹）以及「夜飲鴻蒙酒」的真人。

這位真仙被稱為「谷神」（出自《道德

經》）——因「谷神」14指的是「玄牝」，

是以「真人」即「玄關一竅」本身：

৴ϡηϞόெٿТҜǴख़ࣁ

ৣઓቪቹǴว܌ځ҂วǴݧ

ϐǴࠨǴаઓϐǴаཀݧ҂܌ځ

ԶӕΓГǺԜᘻኬӵጲ൙ 26Ǵ

ѦλԶϣεǴుόёෳǹߚ༝ߚ

БǴқ࣬಄Ǵ27 ځ೯ǹܴ࣬ࡉ

Ǵ৻ٿߐଯϖΡǴᗡѤЁǴԖߐ

໒ᚂǴѰԖߙᓪᙞǴѓԖқ

ǴԖԙഒ०ǴΠԖਜ਼ᓫҷǹޮ߁

ύԖځϥ்ϥǴ݁ϥϥǴ

ΓۚోǴӜГكઓǴဦГߏғტ

ᗶᆾଚǴڹǹВ१ԯๆǴޣ

ԖਔୠమѳǴԖਔᆙഈαǴڥ

ഈǶȐӕߐᘻ߾֎໒Ǵߐᘻ߾

ȑ

儘管我們傾向於把「玄關一竅」形容為

一個「地方」，但劉一明認為它是一種

非空間維度的存在，是「非身內物」。

此處劉一明的闡發為《修真後辨》的

「辨」字作了典範式的說明。他指出，

不同的道教傳統都將此「一竅」與身體

的某個部位等同起來：

ᇡα܈ШᏢΓόၶৣǴࡕ

ሷǴ܈ᇡ࣭໔Ǵ܈ᇡᤉߐǴ܈ᇡ

ԭǴ܈ᇡࠒോǴ܈ᇡ֨ૉǴ܈

ᇡ׀᎘Ǵ܈ᇡЈᘻǴ܈ᇡǴ

ᇡϏҖᜢϡੇǶ28Ȑӕȑ܈

相反，劉一明同意較早的內丹大師們的

觀點，即人的中心既不在身，也不在

心，而是如李道純（13世紀後期）所言：

ՠӧᡏǴόࢂǶҭ

όёᚆԜيǴӛѦ൨ǶፏϏ

ࣣό҅قӧՖೀޣǴՖΨǻᜤ

ГҎᜢǶࡺՁǴҭᇥόளǴ

аဃΓѝਜύӷҢΓǴԜύ܌

ӷҎᜢܴخǶ܌ᒏύޣǴߚύѦ

ϐύǴҭߚѤᆢΠϐύǴόࢂ

ӧύϐύǶ29

與以上說法相似，劉一明認為「夫玄關

者，無形無象，豈有定位？不色不空，

焉有方所？」19 他還補充說：

ΏғϺғӦғΓϐϾᘻǴ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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ဃԋՕԋиϐৎໂǶӼҥႳӧ

ԜǴ௦ᛰొྡྷӧԜǴ่ϏӧԜǴ

ಥϏӧԜǴԖࣁӧԜǴคࣁӧԜǴ

ಖфҔᕴӧԜǶȐȤҎᜢᘻۈ

കȥȑ

因此，整個內丹修鍊的關鍵，都在此

「玄關一竅」。

ȞΡȟȶשঢ়ȷᇅȶуঢ়ȷ

「玄關一竅」含蘊真陽，而真陽

是「先天真一之氣」的同義詞。正如我

們所看到的，劉一明也稱真陽為「天上

之寶」。隨著從前天到後天的轉變，真

陽隱退，對虛無的體認也隨之消失。劉

一明用「我家」和「他家」來指稱這種

分裂性轉變。為了闡明該主題，他引用

了《悟真篇》的兩句詩：

ҶࡼѯଵࣁфΚǴᇡڗдৎ

όԝБǶ31

ԜԿᝊৎৎԖǴԾࢂ༿Γ

όӄǶ32

劉一明對於這一問題的「辨」，是以嚴

厲批駁那種指稱「他家」為性行為的觀

點為肇始的。這種觀點認為女子的身體

為「他家」，即所謂的「陰中含陽」。

因此，持這種觀點的人意在通過「陰陽

雙修」收集真陽；這類修行者也使用同

一套內丹術語，並認為與清修」法殊途

同歸。有關這類修行，劉一明說：

ԜࣣࡰҢӃϺᛰғϐೀǶ

дৎৎৎـђΓઝᒅǴޕΓόࡕ

ӷѡǴ܈ࣁζηǴܭࢬሗϏϐ

ೌǴהЈԦՉǴբᝉԭᆄǴΕܭ

ᛌϐୱޣǴόёݍᖐǶ۶ਜ਼ޕ

ӃϺϐவคύٰޣǴӼёܭ

ԖԖຝύϐЯǻȐȤдৎך

ৎകȥȑ

劉一明認為，「我家」和「他家」這兩

個術語須結合從先天到後天的轉變方可

理解。正是由於這一轉變，原本每個人

都擁有的「先天的真陽」（即「先天之

氣」），就隱藏在了「後天之陰」當中，

而整個世界也都處於此「後天之陰」的

狀態。劉一明還通過《易經》卦象來說

明這一轉變。他用乾֟表示真陽，其
與坤֦（真陰）結合形成後天狀態；
由此，乾變為離֡，坤變為坎֤。真
陽之精現在潛伏在坎卦上下兩側的兩個

陰爻之中：

ଳϐڷܭوǴࢂܭଳ

ࣁᚆǴڷჴԋ֢ǶǾǾഐܭ

ǴόឦךܭǴࡺГдৎǶȐӕ

ȑ

換句話說，「他家」指稱的是整個後天

的狀態，此後天之狀態為「陰」所掌控，

遮蔽了所謂「先天的真陽」：

ГךৎޣǴךϐᚆѐǴ

ϐךǴޣǹГдৎךࣁаᚆ܌

ࣁ܌ഐǴ܌а֢۶ࣁǶӢԖ

֢ᚆϐϩǴࡺԖдךϐӜǶдך

ϐӜǴࢂ൩҂ൺٰقϐԸǶ݀

ऩൺǴ߾дջךࢂǴךջࢂдǴ

ѝࢂঁǴคԖٿኬǶȐӕȑ

在丹道的話語體系中，真陽是在黑鉛

（後天之陰的象徵）中含藏的「真鉛」，

通過丹道修鍊它可被重新尋獲，並與後

天之陰，即蘊含於硃砂（後天之陽之

象）中的「真汞」發生作用。上文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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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卦象清晰地描繪了這一過程，即

通過內丹術，重新取回坎 ֤（即「他
家」）中之陽，並用它來取代離֡（即
「我家」）中之陰，從而使乾֟和坤
֦可以復返本來之樣貌，然後重新合
二為一。

Ȟήȟڽܓ

劉一明還用術語「我家」和「他

家」來形容人生的兩極——性與命。性

是內在完美、自然清靜的，屬陰；命是

指個體的生命，關涉到人在外部世界的

不斷移動和變化，屬陽。正如劉一明在

《修真後辨》中所說的那樣，含蘊於

「他家」中的真陽應當被尋獲，以安

立一己之命。然後在「我家」中尋找真

陰，並將其從假陽（即思維之心〔the 

thinking mind〕）中釋放出來，以露顯

一己之真性：

ৎǶӃךឦ܄ឦдৎǴڮ

дৎόԝϐБаҥڮǴךࡕৎ

চԖϐނаΑ܄ǶيЈόΒǴ܄

ॿΑǶȐȤଷڮ܄ৎǴԶڮ

കȥȑڮ܄

劉一明和許多其他內丹典籍的作者都認

為性命學說是根本性的。如早期的內丹

大師也稱性命為「修行之根本」22「金

丹之秘」23「煉丹之要」24 或「神仙之

學」25 等。劉一明本人也在另一著作中

說：「金丹之道，一修命、一修性之

道。」26

劉一明在《修真後辨》中，對性

命的性質作了重要闡釋。他認為由於從

先天轉變到後天，性與命各有二端：

а܄ԖϺ፟ϐ܄ǴԖ፦

ϐ܄ǹڮԖϺኧϐڮǴԖၰϐ

ૈؼޕؼǴ܄ǶϺ፟ϐڮ 38Ǵڀ

Զᔈޣ٣Ψ 39Ƕ፦ϐ܄Ǵ

፣༿ඵόصǴޚమᐜǵٕ҅ό

ޣΨǶϺኧϐڮǴϽტጁ೯ǵ

֚ՎǵߏอόޣΨǶၰ

ϐڮǴখ଼પᆐǴሸғԝǴ҉

նߏӸǴϺӦόၴǴόޣܥ

ΨǶȐӕȑ

劉一明接著補充說：

Ϻ፟ϐࣁ܄Ǵ፦ϐࣁ܄

ଷǹၰϐࣁڮǴϺኧϐࣁڮ

ଷǶޣӃϺϐނǴଷࡕޣϺϐ

ǶȐӕȑނ

有關真命，劉一明認為每個人皆由「道

之一氣」而來，每一個體不過是一氣運

化的短暫存在形式。就像任何其他實體

或現象一樣，每一個體都作為存在的一

部分行使著自己的功能。這才是一個人

「真正的命運」，它不同於普通的命運

概念——後者不過是被動接受或承受的

系列事件的鏈條而已。在劉一明看來，

真命與壽命短長無關，與「富貴困亨」

無關，而在於「得先天真一之氣」。29

正如一己之真性可以被氣質之性

所遮蔽一樣，照命而行（following the 

course）也可以掩蓋真命。劉一明聲

稱，內丹可以讓人轉變自己的氣質之

性，發露其真性，可以改變其虛假的命

運，昭明其真命 :

অၰޣऩޕঅϺ፟ϐ܄Ǵа

ϯ፦ϐ܄ǹঅၰϐڮǴаᙯ

ϺኧϐڮǴڮ܄ϐၰளخǶȐ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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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內丹以其漸進的修鍊方法提供

了一種「逆向路徑」（inverting the 

course），使我們有可能先復命，再見

性。

ȞѳȟٙЗ

《修真後辨》之《真假身心》章

開篇說：

ϞΓࣣГيЈǴѝޕЄϯϐ

ЈǶȐȤي҅ϐޕЈǴԶόي

ଷيЈകȥȑ

在劉一明看來，「幻化之身」乃是肉身，

「幻化之心」則是產生情感、依戀和類

似心理現象的心。感官功能和意念活動

源於「幻化之身」，而情慾和其他煩惱

則源自「幻化之心」：

ЄϯϐيǴԺيΨǹЄϯϐ

ЈǴΓЈΨǶԸሷՁαཀǴॿ

Єيϐ܌рǹ഻ࠉࡗངൾటǴ

ࣣΓЈϐ܌рǶ41 ϤਥߐᓐǴኬ

ኬىа഼ғǹ42 ΎӰۺǴҹҹ

ૈаठԝǶȐӕȑ

與「幻化之心」和「幻化之身」分別對

應的，是所謂的「天心」和「法身」。

「天心」是「真性」所寄，劉一明對此

解釋說：

ԜϺЈόࠣόᵱǴԿԿ

ᡫǴฅόǴགԶၱ೯Ƕаق

Ǵځقคᖂคૌǹа߾ᓉǴځ

ຝǴӵସځقԿઓԿ֮ǹа߾

ДǴӵһޒ 43Ǵӵ੧ǶόՅόޜǴ

ջՅջޜǴόԖόคǴջԖջคǴ

ΨǶȐӕȑ܌ϐ܄ࢂ

「法身」本為佛教中佛陀的未顯現之

身，劉一明則用以表示「真命」之所寄：

ϻԜيݤǴࢊϺǴΠࢊ

ӦǴ44 คᓐค׀Ǵคङคय़Ǵύ

ҥόॸǶаځقখǴ߾ણ࿗ޜǹ

аࢋځقǴ߾ϯॿ৲ǹаځق

୲ڰǴ߾ΕНόྔǴΕОόกǴ

ΕߎҡคᛖǶٽ߁όૈǴΘծ

όૈуǴڮࢂϐ܌ΨǶȐӕȑ

劉一明對「法身」的描述中提到的「中

立」也可以見於其對「天心」的闡發。

「天心」也可以理解為「天的中心」。

因此，「真身」和「真心」是同一中心，

即「玄關一竅」的兩個方面。

在此，劉一明又一次談到了從先

天到後天的轉變。因這一轉變，人們喪

失了對「真正的」（true）身心的認識，

即「法身埋沒，幻身用事；天心退位，

人心當權」34。通過修鍊內丹，可以達

到「天心」所具之「靜篤」的狀態。35

內丹告成之時，就會產出聖胎，即「瓜

熟蒂落，脫出法身」36。因此，許多內

丹典籍所刻畫的內丹胚胎，相當於一己

的「法身」或「真身」。

⡪ҷῈ懢⋸憣

《修真後辨》中最重要的一章是

《上德下德》章。劉一明在此章中區

分了兩種修鍊途徑，他稱之為「上德」

和「下德」。37 這兩個詞都源自《道德

經》，分別指「無為」和「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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ቺόቺǴࢂаԖቺǶΠቺ

όѨቺǴࢂаคቺǶ49

《周易參同契》也曾引用此段文字，並

提出了「上德」和「下德」兩種悟道

之方：「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

之，其用不休。」39 這兩種途徑之間的

差異在於其所針對的人群的資性不同。

在劉一明看來，「無為」作為上品丹

法，對那些先天未有耗損，真元未被

破壞的人是適合的：

ᇂቺޣǴᡏӄቺഢǵଳ

҂ϐΓǶǾǾଳىڀϐਔǴ

પᆐԿᆒǴฅǴϖՉ㒾ᕠǴ

ѤຝکӝǴᝊ٫ࣔނǴҹҹڀӄǶ

ȐȤቺΠቺകȥȑ

如上所述，這類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能

力，可以保存先天之不失；因此他們只

需要知曉如何保有它就可以了。他們也

需要明師的指點，但這一修鍊的根本仍

在於取法大道本身。因此，「有為」是

無用武之地的，「無為」之煉養乃是通

向「上德」之路。

對於那些未能保有先天狀態的人

而言，「先天」是分散的，它隱藏在「後

天」之中，因而後天用事：

ऩϻΠቺޣǴԾཱུғϐ

ǴӃϺςණǴϖՉӚϩǴѤຝࡕ

όکǴፏᝊࣣނѨǶȐӕȑ

如此一來，欲復返先天狀態，僅藉「無

為」之方就行不通了：

ऩаคࣁϐၰঅϐǴซӵႳ

ύคᅿηǴНОฆޜ។Ǵᔮࣗޑ

٣ǻ 51Ȑӕȑ

既然金丹的種子已失，「無為」就不再

奏效，而「有為」卻有了用武之地。我

們需要一種「術」，以便尋回「後天之

陰」中的「真陽」和「後天之陽」中的

「真陰」，並讓二者重新結合，這就是

內丹道。由此之故，內丹道是一種「下

德」之方。

劉一明對「上德」和「下德」的

看法反映了早期內丹的部分傳統，對作

為整體的道教內丹的理解影響深遠。雖

然我不能在這裏解決這一問題，但劉一

明文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值得關注。劉

一明強調，保持真一（Unity）就是保

持先天狀態的完整性，但卻「非是未破

後天之身」41。劉一明這一提法，觸及

到了內丹道的一大核心問題。根據某些

傳統，「破身」是指男子首次失精，這

被認為是先天狀態喪失的標誌性事件：

男精的首次散失相當於後天狀態產生時

由乾֟轉離֡的進程。按照這一理解，
復返純陽之乾（或稱「真陽」，即丹家

所尋找的本元）的過程，是通過全一己

之「精」來實現的；在此基礎上，「全

形」指的是後天身體的完整性。

劉一明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後

天身體的狀態不能作為區分「上德」和

「下德」的標準。他從兩個方面作了論

證。首先，後天之精屬於後天的「幻化

之身」，而非「法身」；其次，隨著個

體出生後呼吸和識神的發揮作用，後天

之精只能是「後有之物」，因此與原始

先天狀態無關。42 由此，劉一明得出結

論：「先天全則為上德，先天虧則為下

德。」換句話說，「上德」與後天的身

體狀況無關，而由先天狀態保持的程度

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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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真後辨》中，劉一明談到：

「夫金丹者，太極也。⋯⋯所謂煆煉金

丹之說，即完成太極之旨。」43「太極」

是一生二（即陰與陽，先天與後天）之

前的混一不二的狀態；通過陰陽二者的

和合煉得金丹，就可以開啟悟得混一狀

態之門戶。

ȞΚȟȶԥ࣐ȷᇅȶณ࣐ȷ

在此核心定義之外，劉一明還重

點區分了金丹的兩個層面或階段。這兩

個階段分別以修鍊性、命為重點，恰好

對應著「上德」與「下德」之方，或

「無為」與「有為」之道。這兩種方法

也是《悟真篇》中一首詩的主題：「始

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為眾始知、但見

無為為要妙，豈知有作是根基。」44 在

這段詩句之後，劉一明批評了在內丹修

鍊「有為」和「無為」上的錯誤觀點。

有關對「有為」的誤解，他說：

η܈ՖᇥǴࢂԖբޕΓόࡕ

ϱၮǴ܈ၮᙯًݞǴ܈Ј࣬

ҬǴ܈Һ࿎࣬Ǵ܈ᆫတࡕǴ

܈ϐǴ֎ڥፓ܈Ǵߐፂഗ܈

ྡྷҬགϐᆒǴࡕظ܈०ߎ 56Ǵ

տВДϐᆒǴ܈འମԶᘍᡎǴ܈

ߎОԶྡྷ܈ᗪϐǴܺ܈

ҡǴ܈ஷζԶڗሗϏǴྡྷ܈ϺỢ

ϐ 57Ǵ܈ᆫϖ᠌ϐᆒǶȐȤԖ

കȥȑࣁคࣁ

有關對「無為」的誤解，他說：

όޕคࢂࣁՖᇥǴ܈Ӻ

 58Ǵࡘ܈ᤉߐǴࡘ܈ሷᆄǴ

ᢀܴ܈ 59Ǵ܈ӺᙏΠǴࡘ܈

֨ૉ 5:Ǵ܈ᢀޜǴ܈ᢀЈǴ܈

ЗۺǴב܈Ǵ܈ᓨරࡆǴ

ઓрෘǶȐӕࡘ܈ᏉઓǴ᠘܈

ȑ

在劉一明看來，修「無為」法者易

「著空」，行「有為」路者常「執

相」。50 避免這些誤區的方法是將「無

為」和「有為」統合運用到內丹修鍊之

中。在內丹的語境中，「無為」和「有

為」是指性命修鍊的兩個層面或階段：

ϻڮ܄ѸᚈঅǴπϻᗋा

ǶȐȤቺΠቺകȥȑࢤٿ

循「上德」之方修鍊的人，可以同時完

成以上兩個階段的修鍊：

ቺޣόࡑঅڮԶջঅ܄Ǵ

ҭΑǶȐӕȑڮΑԶ܄

其他修鍊者則當循序而行，先從事低層

次的修命功夫，然後方可進入高層次的

修性階段：

ΠቺޣѸӃঅڮԶࡕঅ܄Ǵ

ΑڮΞѸΑ܄ǶȐӕȑ

由此可知，「上德」的修鍊路徑是通過

「無為」一次性完成兩個階段的修鍊，

是頓法；「下德」的修鍊方法是前後相

繼循序而行，是漸法——修鍊金丹者可

通過「有為」尋回金丹之「真種」，然

而再通過「無為」之法育養之。儘管劉

一明區分了這兩種修鍊方法，但他同時

指出：當「下德」者完成兩個階段的修

鍊之時，「與上德者同歸一途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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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下德」之法的人，其所從事

的兩個修鍊階段，分別對應著不同的丹

法。內丹修鍊的元素是內藥和外藥——

內藥是自家的真汞（真陰），外藥則是

他家的真鉛（真陽）：

ϣᛰޣǴρ܌ԖǹѦᛰޣǴ

дৎ܌рǶρ܌ԖޣǴᡫࢂ

Ψǹдৎ܌рޣǴႉࢂΨǶȐȤϣ

Ѧᛰނകȥȑ

在劉一明看來，這兩種元素分別與性、

命的修鍊有關。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

他還將兩種元素與兩個「身」聯繫在一

起，即「非外藥不能脫幻身，非內藥不

能脫法身」52。

這兩種丹分別是「小還丹」和「大

還丹」。「小還丹」是由真鉛與真汞和

合而成。劉一明用人所熟知的內丹意象

來描繪之，如鉛和汞，或是「金公」和

「姹女」：

аႉڋǴаНᔮОǴаߎ

Ϧଛ㥚ζǴа߁ᎯهᓪǴаਜ਼

ᓫտԙഒǴадৎךڋৎǶȐȤε

λᗋϏകȥȑ

修鍊小還丹之鵠的在於從「後天中返先

天」。這是通過內丹進行的「爬坡」

（ascent）功夫，是一種「逆向」的修鍊。

但是，這隻是內丹道的第一部分，

而此部分合成之丹藥容易意外流失：

ځϡǴൺځǴᗋޣλق܌

ԃϐচҁǴӵᖝޣԶΞىǴѐ

ԶൺᗋǶԜϏᗨᗋǴۘ҂Оޣ

ྪྡྷǴਔόᙣǴซԖளԶൺѨ

ϐǶȐӕȑ

為此，內丹修鍊需要進入煉化「大還

丹」的階段：

ԜӆуӛπϻǴख़Ӽܭ

ǴൺҥႳǴஒԜᗋϏྕϐᎦϐǴ

аԿཱུᓉᑑǴृΠଆϡǴൺၮ

಄ОǴᅌܜᅌబǴԾคԶԖǴ

Ծ༾ԶǴΜДजӄǴҐዕဓပǴ

ಥрيݤǴࢂГεϏǶȐӕȑ

大還丹的修鍊階段，是一種自無而有、

從微到著的「下坡」（descent）功夫。

因此，漸進式修鍊的內丹功法既包含從

後天返先天的功夫，也包括從先天歸後

天的煉化；二者皆竣，內丹方告完成。

一旦內丹修鍊圓滿告成，先天和後天就

會混融為一——通過「無為」，我們可

以化後天為先天。

ȞήȟჂᏣᇅЭ

值得注意的是，劉一明還批評了將

無形與有形混為一談的錯誤論調。按照

他的說法，這種觀點會把自己限制在後

天之內，從而消除了復返先天的可能。

如就人體而言，內丹道通常將腎

臟視為含有真陽的陰臟，將心臟視為含

有真陰的陽臟，即將腎和心等同於坎

֤和離֡。與此不同，劉一明認為坎、
離是無形的原理，不應與身體器官等而

視之：

ᇂӃϺϯǴคคຝǴό

ܭԖǴόပܭคǴคԶૈғ

ǴคຝԶૈғຝǴՖளаЈ

ϺԖࡕǴΏޣᚆΨǻϻЈ֢ࣁ

ӃϺ֢ᚆǴࢂǴόՠόނԖຝϐ

Զ٠όࡕࢂϺ֢ᚆǴΏࡕϺ֢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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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明對鼎器也做了類似的「辨」，為

了便於討論，他首先引用了《悟真篇》

一段詩文：

ӃעଳࣁڷႳᏔǴԛཛਜ਼ټ

ᛰٰొǴࡽ០ΒނᘜၰǴݾள

ϏόှғǶ64ߎ

然後劉一明指出鼎器不應與外丹所用的

原料器具相等同，也不應理解為「女子

之爐鼎」：

ᢀԜޕ߾Ⴓࣁঅྡྷϐ२

ǴऩคႳǴᛰԾՖԏǴϏԾ

ՖྡྷΨǻՠႳߚѦय़ል៓ݝβ

ϐႳǴҭߚሗϏζηϐႳǶ

ȐȤࡕႳകȥȑ!

在劉一明看來，「鼎器」和金丹只是用

來表達無形之原理的代號和意象而已：

ϏǴࣣଷӜԎߎჴႳځ

ຝǴᡉ៛৲ԸǶӜຝۘЪคǴ

ϐᘸՉٕ٣ओǻ؞ՖԖζႳ׳

ȐȤҷྡྷΐႳകȥȑ

因此，內丹修鍊與男女的「幻化之身」

無關，也與原料器具無關：

வคύ่൩Ǵ٠คتζ

࣬Ǵόυ፦Ҝ៶ǶࡺђиϓǺȨႳ

ႳচคႳǴᛰᛰҭคᛰǶȩ܌ځ

ϓȨႳȩǵȨᛰނȩޣǴࢂॷ

ОొྞϐຝǴঅྡྷߎϏϐ

ჴԖႳϐᇥǶȐӕȑߚǴԶݤ

同樣重要的是，在採用一個（時間）體

系來確認金丹的修鍊步驟，即所謂的

「火候」方面，劉一明有自己的觀點。

他運用了宇宙學上的「象」，即十二地

支，從而將修鍊者體內之火（internal 

Fire）的循環流轉與外部時間的循環往

復（尤其是一天十二個時辰和一年十二

個月）對應了起來。在前面的六個階

段，體內之火在逐漸增強（稱為「進

陽」，也稱「陽火」），而在後面的六

個階段則逐漸減弱（稱為「退陰」，或

「陰符」）。繼而劉一明引用白玉蟾的

著名論斷「真火本無候」指出，真正的

火候與普通的時間無關，更不用說用於

表徵時間的各種「象」（如子、午、卯、

酉等）了。關於這一點，他說：

ᏎǼԜΏϺϐηϱю٘Ǵᆶ

ךԖךՖੋǻϻϺԖϺϐਔǴך

ϐਔǶȐȤηϱю٘കȥȑ

與此同時，劉一明卻又引用了《悟真

篇》中的一句詩：

ᕵԙࣳᆶႉǴόޕОং

Ψӵ໓Ƕ65

這樣一來，劉一明既強調了「本無候」

的重要性，同時又認為修鍊者「須知

候」。對他來說，這意味著無論是在內

丹修鍊過程當中，還是在內丹修鍊之

外，人們都應「待時」而作，以規範自

己的行為，即所謂「陽生即進火之候，

陰生即退陰之候」。而內丹修鍊的時

機，也「非言時日之死候也」55。

⋼ҷ仟ġġ尭

本文主旨不在於窮盡《修真後辨》

所討論的全部話題，更無窮盡劉一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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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學說之打算。本文之鵠的，端在概略

性梳理其觀點之要旨。作為總結，我想

再談一下劉一明諸多論述中比較特殊的

一個方面。

由於「辨」是貫穿於劉一明《修

真後辨》整篇著作中的主題，這就無怪

乎劉一明特別注重於批評那些他認為無

益甚至有害於修道的實踐和方法了。與

在他之前的許多大師一樣，劉一明反覆

地將這類修行方法斥為「外道」或「旁

門」。除了這些一般性的標籤，正如我

們所看到的，他的批評集中在對他所謂

「幻化之身」和「幻化之心」之修行方

法的批評上——這些方法不僅指涉一些

傳統的佛、道教修行方式，甚至還關涉

到通常理解的內丹的各個方面。劉一明

的意思顯然不是批評內丹本身，因為儘

管他視內丹為「下德」之方，他仍不遺

餘力地將這種修鍊方法推薦給所有那些

不能循「上德」之方修行的人。他的真

實意圖，是要提醒人們不要把自己局限

在「下德」的樊籠之內，而是要在從

事一己修行時，知道在適當的時候停下

來，然後趨向於「無為」（即「上德」）

之路。

劉一明批評的另一焦點是陰陽雙

修。上文談到，劉一明反對以女子之身

體修鍊內丹，反對視女子的身體為「爐

鼎」從而收集金丹所需之元素的做法；

因為持這種觀點的人錯誤地將「他家」

（陰中含真陽）認定為「實體的人」

（actual people）。在劉一明看來，這

種錯誤比煉丹者視無形法則為「幻化之

身」和安爐立鼎煉外丹更為嚴重。他認

為這一錯誤的原因在於不知金丹「從虛

無中結就」，而且「並無女性等相，不

干氣質皮囊」，亦與「幻化之身」無關。

揭櫫不同場域之間的通約性是丹

法應有之一義，但對此的理解終究還是

要取決於修行者或讀者各自的主張。劉

一明多次力勸其弟子和讀者從丹法的高

層次上看內丹，從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丹

法的低層次；而不要局限自己的視角於

低層次上，因為在低層次上是不能理解

高層次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在看

待問題上持二元論的立場——因為若以

二元論立場觀之，其整個學說就會被簡

化為正誤對壘，抑或優劣對決。

事實上，劉一明明確指出，內丹

圓滿告成之時，以「有為」和「無為」

為基礎建構的兩種內丹的區分就會被超

越：

ΠЋԶǶऩޣቺΠቺࣁ

ҔόǴࣁεၰֹԋǴόՠԖډ

ջคࣁҭҔόǶԿܭӛ

ǴձԖ֮ҔǴΞόӧԖคϐٯǶ

ȐȤቺΠቺകȥȑ

行文至此，劉一明所說的「向上一著」

（以及他所說「下手功夫」）所指為何，

當已無須再定義或討論——重讀《修真

後辨‧序》，答案不言自明。B

2ǳޣԜೀҔȨᐱคΒȩ
ȐvojrvfȑǴཀӧܴ߄ቅܴӧϣϏ
ύ՞ᏵᡉޑՏǴԶόࢂᇥ೭٤Ԗ
ᜢϣϏࢂݤ࣮ޑдΓঀᇥǶКӵᇥǴ
Ꮓᆅ܌ҔޑЎӷکঅᜏԖ܌όӕǴՠ
:ፕᗺᆶқҏᛶȐ22:5ȋ233ځ ǻȑک
ၰપȐ24 ШइఁයΓȑޑЬڀԖ
మධޑೱុ܄ǴၟഋठȐ23:1ȋऊ
2479ȑΨԖࢌᅿำޑࡋᖄᛠ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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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ǳҁЎ܌ЇȠঅࡕيᒣȡϷቅ
ЎӷǴࣣрԾޑдॊύځޑܴ 2991
ԃᖀϯтҁȐȠᙒѦၰਜȡǴԋǺ
ЃါਜޗǴ2::3 ԃǴಃ 9 нȑஒԜт
ҁϣᆶ 292: ԃៈ୯тҁޑϩϣ
ӝтǶ

4ǳрԾȠಷηȡϐȤሸނፕȥǶ

5ǳȨ்்Ǵ݁݁ȩٰԾ
Ƞၰቺȡಃ 32 കǴচЎࣁȨϥ்
ϥǴځύԖނǹટϥϥǴځύԖᆒȩǶ
ȨຎϐόـǴ᠋ ϐόᆪȩрԾȠၰቺȡ
ಃ 25കǴচЎࣁȨຎϐόـǴӜГӮǹ
᠋ϐόᆪǴӜГ׆ǹཛϐόளǴӜГ
༾ȩǶ

6ǳȠঅࡕᒣȡϐȤӃϺϐ
കȥǶ

7ǳȠঅΜਜȡڔΟΜΐȤѸഖ
གྷӦᄺȥǶ

8ǳȠঅࡕᒣȡϐȤӃϺϐ
കȥϓǺȨᇂϡᆒϡϡઓǴӧࡕϺ
ǶȩࣁǴӧӃϺᗋࣁ߾

9ǳёୖـȠঅࡕᒣȡϐȤࡕϺ
ᆒઓകȥǶӕ㪰ޑᇥݤӧȠঅࡕᒣȡ
ӭрӦБςፋډǶ

:ǳȨϖȩࢂޑࡰՅǵڙǵགྷǵ
ՉǵǶȨΖȩࢂޑࡰǵԸǵ
ሷǵՁǵيǵཀϤǴ҃ٗȐtfmg.
dpotdjpvtofttǴЎࣁ nbobtȑکӵ
ٰᙒȐtupsfipvtf.dpotdjpvtofttǴ
Ўࣁ�m�zb.wjkò�obȑǶȨϤਥȩࢂǵ
ԸǵሷǵՁǵيǵཀǶȨߐᓐȩࢂཀ
ᙯᇟǶޑ

21ǳȠঅࡕᒣȡϐȤӃϺ
ϐകȥǶ

22ǳΟঁᇥࣣݤрԾȠၰቺȡǴ
ϩձࢂಃϤകޑȨҎԬϐߐǴࢂᒏϺӦ
ਥȩǴಃകޑȨҎϐΞҎǴ֮ϐߐȩ
ǴӜГӮǹ᠋ـȨຎϐόޑಃΜѤകک
ϐόᆪǴӜГ׆ȩǶ

23ǳॣ࠶ЦࢂΦᇻնϐࣁޑ
Օ܌ӅԖϐᆀဦǶ

24ǳԜേрԾȠୖܰڬӕ

ഋـȨ१ӵεԯȩǶୖࣁȡǴচЎࠨ
ठȠୖӕࠨϩകຏȡϐȤݤຝԋфകȥ
ಃΟΜΒǶ

25ǳрԾȠၰቺȡಃϤകǺȨك
ઓόԝǴࢂᒏҎԬǶȩ

26ǳஒϣϏӝԋϐೀ܌Кേࣁ
Ȩጲ൙ȩǴΨܭـȠୖܰڬӕࠨȡǺȨ
ԖࠢᚅǴރ՟ጲ൙ǴᕉшᜢഈǴѤ೯፱
㓷ǶȩୖـഋठȠୖӕࠨϩകຏȡϐ
ȤܴޕٿᘻകȥಃΎǶ

27ǳԜࢤЎӷΨрԾȠୖܰڬӕ
ϩകຏȡϐࠨഋठȠୖӕـȡǶୖࠨ
ȤᎦ܄ҥڮകȥಃΒΜǶ

28ǳԭҤՏܭᓐഗ҅ύЈǶ֨
ૉՏيܭᡏङǴӧЈ᠌ޑჹय़Ƕ׀᎘
ӧૉޑࢊനΠᆄǶёࡰᆀيᡏϐύ
ЈՏǴёаࡰϖ᠌ύޑ᠌Ǵᗋёа
ܭҺՖঁȐύϏҖჹᔈޑΟϏҖύࡰ
Ј᠌ȑǶᜢϡغࡰᙏǶੇ೯தࡰΠϏ
ҖǴՠΨҔٰࡰᆀ᠌Ƕ

29ǳȠύکȡڔΟȤᇳۓୢ
เȥǶ

2:ǳȠঅࡕᒣȡϐȤҎᜢᘻ
കȥǶ

31ǳȠ৴ጇȡϐȤΎ๊قѡȥ
ѤΜΖǶ

32ǳȠ৴ጇȡϐȤΎ๊قѡȥ
ΎǶ

33ǳȨࢂڮ܄অՉϐਥҁǶȩୖ
Цख़Ƞख़ҥ௲ΜϖፕȡಃΜـ
Ȥፕషڮ܄ȥǶ

34ǳȨߎϏϐǴӧܭ܄ڮ
ԶςȩǶୖـЫೀᐒȠεϏࡰޔȡڔ
ΒȤకෘܹиຬΥΕဃကȥǶ

35ǳȨᗗϏϐाǴѝٿڮ܄ࢂӷǶ
ᚆΑڮ܄ǴࢂߡߐȩǶୖ ၰપȠύـ
ȥǶݤࢲΟȤӄڔȡک

36ǳȨઓиϐᏢǴόၸঅᗗڮ܄Ǵ
ݙЦᭃȠΕᛰ᜔ـҁᗋྍԶςȩǶୖ߇
ှȡقׇޑǶ

37ǳୖـቅܴȠ৴ࡰޔȡ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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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ǳȨޕؼȩکȨૈؼȩрԾȠۏ
η Ǹ ᅰЈȡǴচЎࣁǺȨΓϐ܌ό
ᏢԶૈޣǴૈؼځΨǹ܌όቾԶޣޕǴ
ΨǶȩޕؼځ

39ǳ೭ᇥݤрԾԙᐫȐ2241ȋ
2311ȑޑȠۏηຏȡǶ

3:ǳȠঅᒣᜤȡǶ೭ፕᘐว
ᆄܭԖᜢϾηηᚑӣޑࢤፕǶᚑ
ӣཱུځᖃܴǴԶЪቺֹ܄ऍǴՠࠅό۩
ԐΫǶ

ჹԜǴܴံкᇥǺȨΑڮό
ΑڮǴӧၰϩձǴόӧЄᖱ
ǶȩخޑǴёаԝǾǾԾόངԜЄز

41ǳԜೀቅܴ܌ᇥޑȨϤਥȩ
ᆶՕ௲ޑᇥݤόӕǴдаȨαȩڗжΑ
Օ௲ϤਥޑȨيȩǴཀقࡰᇥޑᏔ۔Ƕ
ȨΎȩ഻ࡰ߾ǵࡗǵࠉǵǵངǵൾǵ
టǶ

42ǳӵЎ܌ᇥǴȨߐᓐȩࡰཀ
Ƕ

43ǳȨһޒȩࡰࢂΖړύޑ�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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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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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ՏՕ௲εৣමᖱၸǶޑ

45ǳȠঅࡕᒣȡϐȤଷيЈ
കȥǶ

46ǳȠঅࡕᒣȡϐȤελᗋϏ
കȥǶȨᓉᑑȩٰԾȠၰቺȡಃΜϤ
കޑȨठཱུǴӺᓉᑑȩǶ

47ǳȠঅࡕᒣȡϐȤελᗋϏ
കȥǶ

48ǳᜢܭቅܴჹ೭ୢᚒ࣮ޑ
ޑӧԐයϣϏύݤǴаϷ೭٤࣮ݤ
Ѳٚሸ༫Ǹදႜу्༫ǺݤـǴୖၲ߄
ȠቺǴΠቺǺၰ௲εৣቅሳȐ2845ȋ
2932ȑբύޑ௲ကЬᚒȡȩǴȠ೯ൔȡ
ಃ 211 යȐ3125ȑǴ। 571ȋ5:9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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ȤܴޕߘᘻകȥಃΎǶ

51ǳԜࢤЎӷསࡰȠ৴ጇȡύ
၃ѡǺȨႳϣऩคᅿηǴซஒࢤޑ
НОฆޜ។ǶȩȐȤΎ๊قѡȥϖȑǶ

52ǳȠঅࡕᒣȡϐȤቺΠቺ
കȥ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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ઓകȥǶ

54ǳȠঅࡕᒣȡϐȤҷྡྷΐႳ
കȥ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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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ΜΒǶ

56ǳȨࡕظ०ߎᆒȩࢂᅿϣϏ
ೌǴ२ԛܭـȠᡫᝊݤȡǶ

57ǳȨϺỢȩࡰчЏΎࣂޑࢃ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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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ǳԖᜢȨȩǴୖـЎຏ
ញ 2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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ЈǶ܈

5:ǳԖᜢȨȩǴୖـЎຏ
ញ 28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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കȥ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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കȥ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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