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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满法 

 

一、功法特点 

  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

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

是大法大道。 

 

法轮佛法直指人心，明确了修炼心性是长功的关键，心性多高功多高，这

是宇宙绝对的真理。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白色物质）和业（业是一种黑

色物质）的转化；包括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著心；还得能吃苦

中苦等，还包括许多方面提高层次而必须修的东西。 

 

法轮佛法还有修命的部份，这就要通过佛家上乘大法的大圆满法的动作去

炼了。动作一方面是用强大的功力把功能和机制加强，从而达到法炼人；

另一方面在身 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在高层次上修炼要出元婴即

佛体和演化出许多术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手法去演炼。动作是本

大法圆容圆满的一部份，这是完整 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

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炼，修在先，炼在后。不修心性，只炼动

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炼大圆满法，功力将受 阻，本体也无法改

变。 

 

为使更多的有缘之士和多年修炼而不长功的人得法，一开始就在高层次上

修炼，快速增长功力直达圆满，特将我过去万古久远所证悟之修佛大法传

出。此法圆容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 

 

法轮佛法修炼是以法轮为中心。法轮是有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我

给修炼者下在小腹部位的法轮每天二十四小时旋转不停（真修者读我的书，

或看我的讲法录像，或听我的讲法录音，或跟随大法学员学炼也能获得法

轮），自动帮助修炼者炼功。也就是说，修炼者虽然没有时时在修炼，而

法轮却在不停的炼人。这是当 今在世界上传出的所有修炼法门中唯独能

够达到“法炼人”的修炼方法。 

 

旋转的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他是宇宙的缩影。佛家的法轮，道家

的阴阳，十方世界的一切，无不反映在法轮里。法轮（顺时针）内旋度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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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中吸取大量能量，演化成“功”；法轮（逆时针）外旋度人，发放能

量，普度众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在修炼者附近的人都会受益。 

 

法轮大法是使修炼者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与其它任何

功法都有根本的区别，他的独到之处主要有以下八点： 

 

（一）修炼法轮，不炼丹，不结丹 

 

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是一种有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他在

修炼者小腹处旋转不停，不断的从宇宙中采集能量，演化能量，并将其转

化为功，所以，修炼法轮大法长功开功特别快。千年修道的人都想得到这

个法轮，可他得不到。目前在社会上传出来的功法都是走丹道的，都是结

丹的，叫丹道气功。丹道气功修炼者要想在有生之年达到开功开悟是非常

困难的。 

 

（二）人没有在炼功，法轮却在炼人 

 

修炼者每天要工作、学习、吃饭、睡觉等等，所以人做不到二十四小时都

炼功。而法轮常转不停，他二十四小时都在帮助修炼者炼功，这就形成：

人没有时时在炼功，法轮却在不停的炼人。简要的说：人不炼功法炼人。 

 

现在世界上，不论在国内或国外，传出来的所有功法当中，谁都没有解决

工作与炼功的时间矛盾问题，只有法轮大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唯一能达

到法炼人的功法。 

 

（三）修炼主意识，自己得功 

 

法轮大法针对主意识修炼，要修炼者明明白白的修自己的心，放下一切执

著，提高本人的心性。在大圆满法中炼功时不能恍惚，不能忘我，时时由

主意识支配自己炼功。这样炼出来的功长在自己身上，自己得功，这个功

自己可以带走。法轮大法珍贵就珍贵在自己得功。 

 

千万年来在常人中传出来的其它功法都是修副意识的，修炼者的肉体和主

意识只起载体作用。圆满时副意识修上去了，他把功给带走了，修炼者的

主意识和本体什么都没有，修炼一辈子前功尽弃。当然修炼主意识时，副

意识也得一份功，他自然会跟着提高的。 

 

（四）既修性又修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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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的修性是指修心性，把修心性放在首位，认定心性是长功的关键。

就是说，决定层次的功不是炼出来的，而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心性有多

高功就有多高。法轮大法所讲的心性，比“德”包括的范围要广的多，包括

德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法轮大法的修命是指长生之道，通过炼功改变本体，本体不丢，主意识与

肉体合一，达到整体修成。修命是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分子成份，由高能量

物质代替细胞成份，成为另外空间的物质构成的身体，这个人就青春长驻，

从根本问题上着手，所以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性命双修之法。 

 

（五）五套功法，简单易学 

 

大道至简至易。从宏观上看，法轮大法的动作很少，但他所炼的东西很多

很全面，控制着身体的各个方面，控制着要出的很多东西。五套功法全教

给修炼者。一 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大量吸收宇宙

的能量，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提高层次，加

持神通，進入净白体状态。这五套 功法远远的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

小周天，他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

门。 

 

（六）不带意念，不出偏，长功快 

 

修炼法轮大法不带意念，不意守，不靠意念引导，因而修炼法轮大法绝对

安全，保证不出偏。法轮也保护修炼者炼功不出偏，不受心性差的人侵扰，

还能自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 

 

修炼者是站在很高层次上修炼，只要做到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难忍之事，

守住心性，专一实修，可在几年时间里就能达到“三花聚顶”，这是在世间

法修炼中达到的最高层次。 

 

（七）炼功不讲地点、时间、方位，也不讲收功 

 

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宇宙在旋转，各个星系在旋转，地球也在自转，没有

东西南北之分。法轮大法修炼者是按照宇宙特性在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

在炼，所以， 无论对着哪个方位上都是对着全方位在炼。由于法轮时时

都在旋转，也没有时间概念，什么时间炼功都可以。因为法轮旋转不停，

修炼者也无法收停他，所以没有收功的概念，只收势，不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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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我法身保护，不怕外邪侵扰 

 

一个常人突然得到高层次上的东西，那是很危险的，生命立刻就要受到威

胁。法轮大法修炼者当接受了我传的法轮大法之后，真正去修，就有我的

法身保护。只要坚持修炼，法身就一直保护到你修炼圆满。中途你不修炼

了，我的法身就自然离去了。 

 

好多人，他们之所以不敢传高层次上的法，就是因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

天也不允许。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去

掉执著心，在修炼中放弃任何不正确的追求，就一正压百邪，什么邪魔都

怕你，与对你提高无关的什么人都不敢侵扰你。所以说，法轮大法在理论

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修炼方法， 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 

 

法轮大法修炼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等诸多层次。修炼一开始就处在很高

的起点上，为修炼者和修炼多年而不长功的人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法门。

当修炼者的功力和心性达到一定层次后，实现在世间修成金刚不坏之体，

达到开功开悟，整体升华到高层次。大志者学正法，得正果，提高心性，

去掉执著方为圆满。 

 

动作图解 

佛展千手法 

功理：佛展千手法这套动作的核心就是疏展，打通能量淤塞的地方，调

动体内和皮下之能量强烈运动，自动的大量吸收宇宙中的能量，使修炼者

一上来就达到百脉皆通。学炼这套动作时，会感到全身发热，能量场很强

的特殊感受，这是因为展开和疏通全身所有能量之通道所致。佛展千手法

共有八个动作，而且比较简单。但它在宏观上却控制着整个修炼方法所要

炼出的许多东西，同时又可使修炼者很快進入能量场的状态之中。修炼者

要把这套动作当作基础动作来炼。每当炼功时一般先炼这套动作，它是一

种强化修炼的方法之一。 

 诀： 

身神合一，动静随机； 

http://www.falundafa.org/book/chigb/dymf_2.h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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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独尊，千手佛立。 

 

图 1-1 

 

预备势──双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两腿稍微弯曲，膝胯两处成滑溜状

态，全身放松，松而不懈。下颏微收，舌抵上腭，牙齿微微离缝，嘴唇闭

上，双目微闭，面带祥和之意。 

 

两手结印──双手抬起，手心向上。两大拇指指尖轻轻接触，其余各四指

合拢并重叠。男左手在上，女右手在上，构成似椭圆形状，置于小腹处。

两大臂微向前，两肘架起来，使腋窝空开（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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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图 1-3 

                           

 

弥勒伸腰── 以“结印”起势，以手印势抬起。当手抬到头前时，结印松开，

并逐渐向上转掌。手到达头顶时，手心向上，十指相对（如图 1－2），

指尖相距二十至二十五厘 米。与此同时，两手掌根上举，头向上顶，双

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抻。约抻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放松，膝胯两处又恢

复成滑溜状态。 

 

如来灌顶──接上势做（如图 1－3）。两手同时向外转掌一百四十度以手

成“漏斗状”，伸腕落掌。双掌下落对着胸部，手距胸部不超过十厘米，继

续向小腹处运动（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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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图 1-5 

 

双手合十──手到小腹后转两手背相对，紧接着提起两手到胸前合十（如

图 1－5）。合十时，手指与手指，掌根与掌根紧贴，手心空开，肘架起

来，两小臂成一直线。（两手除合十、结印外均为莲花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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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图 1-7 

                       

掌指乾坤──由“合十”起势。两掌松开（如图 1－6），其间隔约二至三厘

米，同时开始转掌，男左（女右）手向胸部转，右手向胸外转，形成左 

手在上，右手在下，与小臂成一字形状。接着，左小臂向左斜上方展开

（如图 1－7），掌心向下，手的高度与头部等高即可。右手仍在胸前，

掌心向上。随着左手到位后，头向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抻。约抻

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放松，左手恢复到胸前与右手成合十状态（如图 1

－5）。然后再转掌，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如图 1－8）展开。右手重复

左手动作（如图 1－9），抻后放松，手收回后，在胸前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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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图 1-9 

               

 

金猴分身──由“合十”起势。两手由胸前拉开向两侧伸展并与肩成一字形

状。头向上顶，双脚下踩，两手往两边用力，四面分挣力（如图 1－10），

全身用力一抻。约抻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放松，双手合十。 

 

双龙下海──由“合十”起势。两手一边分开，一边向前下方伸展。当两臂

分开平行、伸直时，与身体之间的夹角约为三十度（如图 1－11），头向

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抻。约抻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放松，收回

两臂，手到胸前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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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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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1 

 

菩萨扶莲──由“合十”起势。两手一边分开，一边向身体两侧斜下方伸展

（如图 1－12）。手到体侧时，两臂伸直，与身体间的夹角成三十度左右。

此时，头向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抻，约抻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

放松。两手恢复到胸前合十。 

 

                          图 1-12                                             图 1-13 

        

罗汉背山──（如 图 1－13）由“合十”起势。两手一边分开，一边向体后

伸展，同时两掌心转向后方。当两手到达体侧时，两手手腕逐渐勾起；手

过体后，手腕成四十五度角。手到位后，头向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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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抻。（身体正直，不要前倾，前胸用力），约抻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

放松。收回两手到胸前合十。 

 

               图 1-14                         图 1-15                              图 1-16 

            

           

金刚排山──由“合十”起势。两手一边分开，一边向前方以立掌推出，指

尖向上，与肩同高。当臂伸直后，头向上顶，双脚下踩，全身用力一抻

（如图 1－14）。约抻二至三秒钟，全身立即放松，双手合十。 

 

叠扣小腹──由“合十”起势。两手缓缓下落，并将掌心转向腹部。当手到

达小腹处时，两手成交叉重叠状态（如图 1－15）。男左手在里，女右手

在里，手心对手背。手与手、手与小腹之间约有三厘米的距离。叠扣小腹

时间一般四十至一百秒钟。 

 

收势──两手结印（如图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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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桩法 

功理：法轮桩法属于静桩法，由四个抱轮动作组成。常炼法轮桩法可使

修炼者全身全部贯通，是生慧增力，提高层次，加持神通的全修方法。动

作比较简单，但要炼的东西很多、很全面的。修炼者初炼法轮桩法时，会

感到两臂很沉、很“酸”，炼完后没有干活儿后的疲劳感觉，而且炼后立刻

会感到全身轻松。随着炼功时间的加长，次数的增加，还会感到在两臂之

间有“法轮”在旋转。炼法轮桩法时，动作要自然，不要有意追求晃动，有

小动是正常的，大动要控制。抱轮时间要求越长越好，但要因人而异。入

静后不要放弃炼功的意识，守住这一点。 

 

诀： 

生慧增力，容心轻体； 

似妙似悟，法轮初起。  

           

            图 2-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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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势──双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两腿稍微弯曲，膝胯两处成滑溜状

态，全身放松，松而不懈。下颏微收，舌抵上腭，牙齿微微离缝，嘴唇闭

上，双目微闭，面带祥和之意。 

 

两手结印（如图 2－1） 

 

头前抱轮──由“结印”起势。两手由腹前缓缓抬起，随之松开“结印”。当两

手抬到头前时，手掌掌心对着面部，高度与眉同齐（如图 2－2）。十指

指尖相对，指间距约为十五厘米，两臂抱圆，全身放松。 

                 

               图 2-3                                              图 2-4 

                       

              

腹前抱轮──两手由“头前抱轮”缓缓下落，姿势不变，一直落到小腹处

（如图 2－3）。两肘架起来，腋窝空开，手心向上，十指指尖相对，两

臂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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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抱轮──由“腹前抱轮”起势。姿势不变，缓缓举到头顶，做头顶抱轮

（如图 2－4）。两手十指相对，手心向下，指间距为二十至三十厘米，

两臂抱圆，两肩、臂、肘、手腕全部放松。 

                

                    图 2-5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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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两侧抱轮──两手由“头顶抱轮”下落（如图 2－5），直达头部两侧，手心

对向双耳。两肩放松，小臂竖直，手与耳之间距离不要太近。 

 

叠扣小腹──（如图 2－6）两手由“两侧抱轮”下落，直达小腹处，成叠扣

状态。 

 

两手结印──收势（如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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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通两极法 

功理：贯通两极法是将宇宙之能量和体内之能量混合贯通之法。炼这套

功法时，吐纳量很大，可使修炼者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净化身体的目地；

同时，还可在冲灌中开顶，也能在冲灌中打开脚下人体之通道。手随体内

之能量和体外机制上下而动。上冲之能量，冲出头顶，直达宇宙最上之极

处；下灌之能量，从脚下冲出，冲到宇宙最下之极处。能量从两极返回后，

再向反方向发出。往返共做九次。 

 

完成九次单手冲灌后，再双手同时冲灌，又完成九次后，双手在小腹处顺

时针推转法轮四次，将体外之能量旋回体内。结定印，收势。 

 

在炼贯通两极法之前，想一下自己是两根高大的空筒子，顶天立地，高大

无比，有助于能量贯通。 

 

诀： 

净化本体，法开顶底； 

心慈意猛，通天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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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图 3-2 

预备势──双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两腿稍微弯曲，膝胯两处成滑溜状

态，全身放松，松而不懈。下颏微收，舌抵上腭，牙齿微微离缝，嘴唇闭

上，双目微闭，面带祥和之意。 

 

两手结印──（如图 3－1）。 

 

双手合十──（如图 3－2）。 



 

19 
 

                           

                图 3-3                                                            图 3-4 

                           

单手冲灌── 由“合十”起势。做单手上冲下灌动作。手随体外气机缓缓而

动，体内之能量随手上下而动（如图 3－3）。男先左手向上，女先右手

向上。手从头侧前方缓缓上冲，冲出头顶；同时，右（女左）手缓缓下灌，

与另一只手交换冲灌（如图 3－4）。两手掌心对着身体，与身体不超过

十厘米的距离。全身放松。手一上一下算一 次，共冲灌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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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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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7 

         

双手冲灌──当单手冲灌做完时，左手（女右手）在上等待，另一只手提

上来，就是说，两手都处在上冲的位置（如图 3－5），再以双手同时下

灌（如图 3－6）。 

 

双手冲灌时，手掌心对着身体，与身体不超过十厘米的距离。一上一下算

一次，共冲灌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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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8                     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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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双手推动法轮── 在完成第九次双手冲灌时，两手从头上经过头、胸往小

腹处下落（如图 3－7）。双手下落到小腹处时，两手在小腹处推转法轮

（如图 3－8、3－9）。男左手在 里，女右手在里，手与手之间，手与小

腹之间距离为二至三厘米，顺时针方向推转法轮四次，将体外之能量旋回

体内。推转法轮时双手不要超出小腹范围。 

 

两手结印──收势（如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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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周天法 

功理：法轮周天法是使人体能量大面积流动，不是一条脉或几条脉在走，

而是从人体的阴面整面循环到阳面，往复不停，远远的超出了一般通脉法

或大小周天。法轮周天法属于中乘修炼方法，在前三套动作的基础上，通

过炼此动作可以很快打开全身气脉（其中包括大周天），周身皆通，由上

而下渐渐通遍全身。法轮周天法的最大特点是用法轮的旋转来纠正人体的

不正确状态，使人体这个小宇宙归为初始状态，达到全身气脉畅通无阻。

炼到此种状态时，在世间法的修炼中已达到很高的层次了。炼此动作时，

手随机而动，动作要缓、慢、圆。 

 

诀： 

旋法至虚，心清似玉； 

返本归真，悠悠似起。  

            

             图 4-1                                         图 4-2 



 

25 
 

预备势──双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两腿稍微弯曲，膝胯两处成滑溜状

态，全身放松，松而不懈。下颏微收，舌抵上腭，牙齿微微离缝，嘴唇闭

上，双目微闭，面带祥和之意。 

 

两手结印──（如图 4－1）。 

 

双手合十──（如图 4－2）。 

 

                 图 4-3                                               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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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                                            图 4-6 

          

两手一边解除“合十”状态，一边向小腹部位下落并转两掌心对向身体，手

与身体的距离不超过十厘米。手过小腹向两腿间下伸，沿内侧下来，同时

弯腰下蹲 （如图 4－3）。当两手接近地面时，经脚尖、脚外侧一直划到

脚后跟外侧（如图 4－4）。然后，两手腕微曲，从脚后跟处逐渐顺腿后

侧向上提起（如图 4－5）。两手一边从背后向上提一边直腰（如图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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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                                                  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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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9                                                            图 4-10 

              

 在整个法轮周天法中，两手不要接触身体任何部位，否则，两手上的能

量会收回体内。当两手到达不能上提为止，攥空拳（两手不带能量）（如

图 4－7），再 从腋窝处掏过来，两臂在胸前大交叉（哪个臂在上，哪个

臂在下，没有特别要求，随个人习惯自定，男女无别）（如图 4－8）。

两掌在肩上（有间隙）紧接着双掌顺臂的阳面向手背拉到两手腕交叉时，

变两掌掌心相对，两掌之间的距离三至四厘米。此时，手与臂成一字形状

（如图 4－9）。然后紧接着握球拧掌，即外手变内手，内手变外手。此

后，两手一边沿着小臂阴面向大臂阴面推進，一边向上举起并过头部（如

图 4－10）。两手过头后，两手成交叉状态（如图 4－11）。此 时，两

手由交叉分开，指尖向下，把背部的能量接上，再将两手从头上运动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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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胸前（如图 4－12），这样为一个周天循环，共做九次。

                          

                  图 4-11                                                             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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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3                          图 4-14      

完成九次后两手从胸前往小腹处下落。 

 

叠扣小腹──（如图 4－13）。 

 

两手结印──收势（如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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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加持法 

 

 

功理： 神通加持法属于静功修炼法，是用佛之手印转法轮，加持神通

（包括功能）与功力的多项同修功法。神通加持法属中乘以上功法，原属

密炼之法。神通加持法要求两腿以双盘的姿势在盘坐中炼。初炼时不能双

盘采用单盘也可以，但最后还要双盘。修炼时能量流比较强，体外的能量

场比较大。盘坐时间要求越长越好，可根据功底而定。时间越长，强度越

大，出功越快。炼功时什么也不想，没有任何意念，由静而定，但主意识

知道自己在炼功。 

 

诀： 

            有意无意，印随机起； 

            似空非空，动静如意。  

               

                  图 5-1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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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势──盘腿打坐。腰直颈正，下颏微收，舌抵上腭，牙齿微微离缝，

嘴唇闭上。全身放松，松而不懈，双眼微闭，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

两手结印置小腹处（如图 5－1），渐渐入静。 

            

                       图 5-3                                                     图 5-4 

              

                   图 5-5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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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手印── 两手从结印状态中缓缓上举，到达头前方时，松开结印，逐渐

向上翻掌。当两手心向上时，手也到达顶点（如图 5－2）。（打手印是

小臂带大臂，并有一定的力度）。接着两手分开，一边向后转动并在头顶

划弧，一边下落，一直落到头侧前方（如图 5－3）。两肘尽量内靠，掌

心向上，指尖朝前（如图 5－4）。然后两手腕一边伸直，一边在胸前交

叉，男左手在外行，女右手在外行。在两手交叉通过后成一字形时（如图

5－5），在外之手，手腕向外侧转，翻掌心向上，划大半个圆弧，变成

掌心朝上，指尖朝后，手有一定力度；在内之手交叉通过之后，手心逐渐

转向下方，直至伸直，再转掌心朝外，手在身体的正斜下方与身体成三十

度夹角 （如图 5－6）。接着，左手（在上之手）在内行，右手一边转掌

心朝内一边上行，动作与前边左右交换，手位相反（如图 5－7）。接着，

男右（女左）手手腕伸直，掌心对向身体，通过胸前交叉后，手心转向下，

直到前斜下方小腿处，臂要伸直。男左（女右）手转掌心朝内，一边上行，

通过交叉后翻掌，一边向左（女右） 肩前方运动。手到位后，手心向上，

指尖朝前（如图 5－8）。接着，与上一个动作交换手式，即，男左（女

右）手在内行，男右（女左）手在外行，手位相反（如 图 5－9）。打手

印的动作是连贯的，不停顿。 

           

                      图 5-7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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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9                                                        图 5-10 

                      

加持── 接前一个手印动作做。上手在内行，下手在外行。男右手逐渐转

掌，手心向胸部下来。男左（女右）手上提，当两小臂到达胸前成一字形

时（如图 5－10），两手一边向两边拉开，一边开始转手心向下（如图 5

－11）。当两手到达膝外侧上方时，手的高度与腰平齐，小臂与手背平

齐，两臂放松（如图 5－12）。此动作是把体内的神通打在手上来加持。

加持时，掌心会有热、重、电麻、似有物等感觉，但不要用意追求，随其

自然。此动作做的时间越长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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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图 5-12 

男右（女左）手一边勾腕转手心向内，一边向小腹处运动。手到位后，手

心向上在小腹处；做动作同时，男左（女右）手一边向前翻掌抬起，一边

直向下颏处运动，抬到与肩平时，手心向下。手到位后，小臂与手平齐。

此时两手掌心相对，定势（如图 5－13）。加持动作要求做很长时间，但

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 然后，上手从前方划一半圆形，落于小腹

处；同时，下手上提，并翻掌心向下，抬到下颏处，臂与肩平，两手掌心

相对，定势（如图 5－14）。做的时间要求越长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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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3                                              图 5-14 

静功修炼──接上势做。上手从前方划一半圆形，落于小腹处，两手成结

印状态（如图 5－15），進入静功修炼。深度入定，但主意识必须知道自

己在炼功。要求时间越长越好，但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 

                        

      

         图 5-15                          图 5-16 

收势──双手合十出定（如图 5－16），解除盘坐状态。 

 

 

 

 

 

 



 

37 
 

动作机理 

（一）第一套功法 

 

第一套功法叫作佛展千手法。佛展千手，顾名思义呢，就象那个千手佛，

千手观音展手。当然，我们不可能做一千个动作，你记也记不住，还把你

累的够呛。这套功法我们通过简单的八个基本动作代表着这样一层意思。

可是呢，通过这个动作的作用使我们身体的百脉全部打开。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我们功法一上来就站在很高层次上炼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走一条

脉、两条脉、任督二脉、奇经八脉，我们一上来就百脉全部打开，百脉同

时运转，这样我们一上来就已经站在很高层次上在炼了。 

 

这套动作在做的时候有一个“抻”和“放松”这么一个要求，手和脚一定要配

合好，通过一抻一放松，可以把你身体所有不通的地方全部打通。当然，

你要做这套动作，我若不给你下这套“机”，他不起作用。抻的时候呢，是

慢慢的抻，把身体全部拉直到极点，甚至于把你象分成俩个人一样。身体

象抻的很高很大。没有任何意念。放松的时候要突然间放松，抻到极点后

马上放松。在这个作用下就象这个皮包一摁扁了，那气排出去了；一抬手

气又吸進来了，灌進来了，吸進新的能量， 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之下还能

把不通的地方打通。 

 

抻的时候呢，脚跟用力往下踩，头用力往上顶，就象把你整个身体的百脉，

全部都拉开，然后，又突然间放松。抻过之后，要突然放松，就通过这样

一个作用把身体一下子全部打开。当然，我们还要给你下上机，下上各种

机制的。胳膊在抻的时候要用力，慢慢的用力，用力的做到极限。道家讲

走三阴三阳，其实不只是走三阴三阳，胳膊也是百脉纵横的，都要打开，

都要把它抻开，我们一上来，直奔百脉全通。一般的功法修炼，不算炼气

了，真正修炼开始还得是一脉带百脉。要把百脉全部带开得过一个漫长的

岁月的，多少年的。我们一上来直接奔百脉全部打开，所以我们已经站在

很高层次上在炼了。大家要掌握好这个要领。 

 

我再说一下站桩姿势，两脚与肩同宽站立，要求自然站立，不要求两脚平

行站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武的东西，许多功法是从练武的马步上来的。

佛家讲普度众生，不能是一味内收的。膝胯两处成滑溜状态，腿微微弯曲。

微弯之后这个脉是通的，你站直了之后脉是僵死的，是不通的。身体保持

正直，全身放松，完全从里到 外都是放松的，可是松又不懈，头保持正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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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功的时候五套功法都得闭上眼睛，但是我们学的时候你要看啊，还得睁

着眼睛，看动作做的标准不标准。学会后回去自己炼时要闭眼。舌抵上腭，

牙齿离缝， 嘴唇闭上。为什么要舌抵上腭呢？大家知道真正炼功呢，它

不只是表面上这个皮毛周天在走，身体内在的、纵横交错的这个脉呀都在

走，不只是表面的，内脏上都有 脉，内脏的间隙都有脉，口腔是空的，

所以它在里边靠我们舌头支上去搭桥增加脉在运转时的能量流，让能量通

过舌头流转过来。那个嘴唇闭上就是外搭桥，表皮上 的能量可以流转。

为什么牙要离缝呢？因为在炼功的时候，如果牙是咬紧的，这个能量在运

转过程当中它会使你的牙越咬越紧，越咬越紧。哪个地方不放松，哪个地 

方就不能得到充份的演炼，所以哪个地方越紧，最后就把它剩下炼不了，

没有转化，演化不了，牙要离缝，它就会放松下来。动作要求基本上是这

样。其中有三个过渡动作我们在以后的功法中还会出现，我们把它讲一下。 

 

两手合十。这个合十臂是平的，胳膊是架起来的，这个腋肋两处是空的。

腋肋这个地方若压死能量通道会压死的。手指尖不能支到脸上去，要在胸

前，也不能挨着身体。掌心是空的，掌根尽量合上。大家记住这个动作，

这是我们多次重复做的动作。 

 

叠扣小腹。胳膊要架起来，炼功时一定要架起来，我们讲这个姿势也是有

道理的。腋肋两处不空，你这个能量就会压死，通不过来的。做的时候，

男的左手在里，女的右手在里。要求手与手之间有一掌的间隔，不能挨上；

手与身体有两掌的间隔，也不能挨着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有许多内外通道啊，我们这一门是靠法轮打开的，特别是手上的劳宫穴。

其实，劳宫穴它是一个场，在各个空间的身体存在形式上都有，不只是我

们肉身这个劳宫穴。它这个场很大，甚至超过你肉身的手面，都得打开，

所以我们靠法轮去打。这个手上有法轮在旋转，两个手都会有的，所以不

要把它挨上。炼完功的时候在叠扣小腹时手上的能量非常大。叠扣小腹另

一个目地是加持你小腹的法轮和你丹田的那块田。那块田要生出许许多多

的东西来的，上万而不止的。 

 

还有一个动作，叫结定印，我们简称叫作结印。大家看这个结印呢，就不

是随随便便的了。手的拇指是立起来的，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手指基本上

是微微并拢 的，下面的手指是对着上面指缝的，就是这样。结印时，男

的左手在上，女的右手在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男的是纯阳之体，女的

是纯阴之体。男的要抑制你的阳，发挥你的阴；女的要抑制你的阴，发挥

你的阳，达到阴阳平衡，所以男女有的动作不一样。结印时，胳膊要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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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定要架起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丹田，脐下两指是丹的中心，也是

我们法轮的中心，所以这个结印还得往下一点，托住这个法轮的位置。有

的人，放松时光手放松，腿没有放松，腿也要配合上同时放松，同时抻。 

 
 

（二）第二套功法 

 

第二套功法叫作法轮桩法。动作比较简单，只有四个抱轮动作，一学就会，

但是难度比较大，要求强度高。高在哪里呢？因为凡是炼功的桩法都要求

固定的站在那里，站很长时间，手要举很长时间，会觉的两臂发酸的，所

以要求强度比较高。站桩的姿势和第一套功法一样，但没有抻，只是放松

的站着。有四个基本动作，都 是属于抱轮的动作，你别看动作简单，只

有四个基本动作，因为大法修炼呢，不能每一个动作只为炼出一种什么功，

或只为炼一点什么东西，每一个动作要演炼的东西很多，如果每一个东西

都用一个动作演炼的话，那是不行的。我告诉你，我给你小腹部位下的东

西，在我们这一法门中要生出的东西成千上万，你每一种东西都要用动作

去做，你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动作，你一天都炼不完，把你累个好歹你还

不一定记的住呢。 

 

有一句话叫作大道至简至易，在宏观上整体的控制着所有的东西在演炼，

所以往往在静功修炼的时候呢，没有动作反而演炼的更好。动作简单的时

候也是在宏观上控制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同时在演炼着。动作越简单，可能

你演炼的越充份，因为它在宏观上控制着一切的演炼。我们这套功有四个

抱轮动作，你抱轮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在你两臂之间会有大法轮在里边旋

转，炼功的人几乎人人都能感觉的到。在炼法轮桩法时，不准任何人象被

什么东西附体的功法那样晃来晃去的、连蹦带跳的，这不行，这不是炼功。

你看哪个佛、道、神象这样式的连蹦带跳的，晃来晃去的？没有。 

 
 

（三）第三套功法 

 

第三套功法叫作贯通两极法。这套功法也是比较简单的。贯通两极法，顾

名思义就是要把能量打到两个“极”上去。这无边宇宙的两个极有多大呀，

你想象不到，所以也没有意念活动。我们炼功是随机而行，你的手在随着

我给你下的“机”在运行。第一套功法也有这种机，第一天学功没给你们讲

就是你不炼熟这套东西， 先不让你去找，怕你记不住。其实你发现你两

臂一抻、放松的时候，你那个手会自己回来，自动往回飘，这就是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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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那个“机”在起作用，道家叫飘手劲。你 要做完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发现

那个手啊，他自己在往出飘做第二个动作，慢慢的随着你炼功时间长了，

你就能更明显的体察出来，这些东西我都给大家下上后会自动运转。其实

这种机，平时在你自己没有炼功的时候，功在法轮的机制的作用下炼人呢，

以后所有的功法都带有这个东西。那么贯通两极法的姿势和法轮桩法是一

样的，没有抻只是放松的站着，手有两种动作。一是单手冲灌，就是一只

手往上冲，一只手往下灌，然后上去这个冲，这个灌，来回倒，一上一下

为一遍，共做九遍， 到八遍半时另一只手跟上。然后就双手冲灌，也做

九遍，将来有人想多做，增加炼功次数你就得做十八遍，必须得保证是九

这个数，因为到了九以后他要变机的，固定在九上。将来在做的时候不能

老查数，机很强了到了第九遍的时候他自己就去做收势，机自动一变这只

手一下子就会给你合上，你不用查数，保证你做了九遍冲灌 一下子就给

你推转法轮去。以后不能老查数，因为炼功是无为的嘛，有为就是执著。

到了高层次上修炼没有意念活动，全是无为的。当然，有人说动作本身是

有为的，这是错误认识。说这个动作是有为的，那佛还要打手印呢，那禅

宗、庙里的和尚还要结个手印呢，还要坐禅呢，有为之说是指那动作手印

的多少吗？还在动作多少决定有为无为吗？动作多就是有执著了，动作少

就没有执著了？不在动作本身，是指人的思想中有没有执著，有没有有为

的东西放不下，是这个心。我们炼功也是随机而行的，慢慢排除这个有为

之心，没有意念活动。 

 

这个冲灌过程中可以使我们身体得到一种特殊的演炼，同时在冲灌过程中，

可以打开我们人体头顶的通道叫开顶，也可以打开脚下的通道。脚下的通

道可不只是涌泉穴那一点，它是一个场。因为人的身体在另外空间有不同

的存在形式，身体在炼功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扩展着，那个功的体积也会越

来越大，所以他超过你人体的。 

 

头上在炼功过程当中它会开顶，我们所说的开顶和密宗说的开顶不是一回

事，密宗说开顶是打开百会穴，插進去一根吉祥草，它是这种开顶，它是

密宗讲的那个修炼方法。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开顶。我们讲的开顶是宇宙和

大脑的沟通，大家知道一般的佛教修炼他也有开顶的，但很少人知道，也

有一些修炼中头顶开了一道缝就觉的很不错了，其实那可差的很远了。真

正开顶，要达到什么成度呢？所有的头盖骨要全部打开，然后它就呈现出

一种自动开合、开合，永远开合的状态，永远保持和大宇宙進行沟通，是

这样一种状态，这是真正的开顶。当然可不是这个空间的脑壳啊，在这个

空间那可吓人，是在那个另外的空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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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功法做起来比较简单，要求和前两套功法的站桩姿势是一样的，不象

第一套功法有抻，以后几套功法都没有抻的动作，都是放松站立的，保持

不变的形式。 在冲灌中大家注意了，这个手叫随机而行，其实第一套功

法也是随机而行的，你做完了那个抻的时候，放松以后那个手自己往回飘，

自己去合十，我们都下这样的“ 机”。我们炼动作是随“机”而行，加强这个

“机”。不需要你自己炼功，你做动作是加强这个“机”，这个“机”他能起到这

个作用。把这个要领掌握好了，做对 了你就能找到这个“机”的存在。手与

身体不超过十厘米的距离，必须在十厘米范围之内去体察他的存在形式。

有的人放松不好，老是体察不出来，慢慢做你能体察出来。炼功是没有往

上捧气的感觉和意念的，也没有往里边灌气、压气的概念。手一直是对向

身体的。但是有一点，有的人在身体这儿离的倒是近了，到脸这儿怕碰 

着脸，滑开了，手离脸很远这不行。一直要靠着脸下来上去，靠着身体上

去下来，只要不碰着衣服就行。一定要按照这个要领做。上去之后如果你

做对了，这个单手冲灌，这个掌心一直还是向着里的。 

 

单手冲灌时不要光考虑上面的手，因为冲和灌同时進行，所以下面这只手

也要到位，既是冲又是灌，冲灌同时到位。两只手在胸前不能叠着走，这

样这个“机” 就乱套了。要分开走，两只手各管身体一面。臂要伸直，伸直

了不等于不放松，手和身体全是放松的，但手要伸直，因为是随机而行的，

会感觉到有一种“机”，有 一种力量拽着你的手指往上飘。双手冲灌的手啊，

可以稍稍的分开，但是不要大，因为能量是向上走的，双手冲灌特别注意。

有的人做什么捧气灌顶已经习惯了，这个手老是这么掌心向下的，往上去

掌往上托，不行，掌心要对向身体。你别看叫冲灌，它是由我下的“机”在

做的，机制在起这种作用。没有任何意念活动，五套功法都没有意念活动。

第三套功法有这么一句话：在做动作前想一下自己是一根空筒子，或者是

想一下自己是两根空筒子，目地是让你加進这么个信息，使能量能没有 

阻碍的畅通，主要是这个目地。手要莲花掌。 

 

我讲一下推转法轮，怎么推呢？为什么要推转法轮呢？因为我们这个能量

打的实在太远了，这个能量打到宇宙的两个极上去，没有意念活动，这就

不象一般的功法了。什么收天阳之气呀，采地阴之气呀，这都没有跑出地

球去。我们要穿透地球，打到宇宙的极上去了。你自己的思维是想象不到

宇宙的那个极有多大，有多远， 不可思议。你就这么想一天也想不到头

它有多大，你都想不到宇宙的边缘在哪里，放开你的思想，累坏了你都想

不到。但真正修炼就是无为的，所以不用你的意念活动，你不用管，你只

管随机而行去做，我的机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在炼的时候大家注意了，

因为能量打的很远，所以收势时我们要人为的给那个法轮加一下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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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下子，把那个能量瞬间打回来。推转四次就可以了，推多了你会胀肚

子的。要顺时针旋转，推时不能推的太大跑到体外去不行，以小腹脐下二

指为轴。胳膊肘要架起来，手是平的，手臂是平的。初期炼功的动作一定

要准确，不准确就把“机”带歪了。 

 
 

（四）第四套功法 

 

第四套功法叫作法轮周天法。我们叫了佛家和道家的两个名词，主要是叫

大家明白。过去我们叫转大法轮。我们这套功法有点类似道家转大周天，

但是我们要求的不一样。第一套功法就要求把百脉全部打开，所以第四套

功法是百脉同时运转。人体表面有脉，人体纵深，一层层的，内脏的间隙

上都有脉，那么我们的能量怎么走呢？不是一条脉两条脉的运行，也不是

奇经八脉的运转，我们要求人体所有的脉同时运转开来，那么来的就比较

猛烈，也就是要把人体前后分成阴阳两面的话，那就是一面一面的在走，

也是整面整面的运动。所以今后你只要炼法轮大法，把你以前转周天的任

何意念都得放下，我们是百脉同时打开同时运转的。动作比较简单， 要

求站桩姿势和前几套功法是一样的，但是有幅度，要求弯腰的，也是随机

而行。前几套功法都有这种“机”的存在，也叫作随机而行。这套功法我在

你体外下的就不是一般的“机”，是在体外下的一层能带动百脉的，他要带

动你身体里面的百脉运转，你没有炼功的时候他时时刻刻都带着你转，到

时他还能反转的，两边都要转，就是不需要你那样去炼了。我们教你怎么

炼，就怎么炼，其它意念活动一概没有，完全由这一层大脉来带动你做来

完成的。 

 

这套功在运转的时候要求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都在运转，也就是说呢，把

人身体分成阴阳两面的话，那就是从阳面到阴面，从里到外，一面一面的

运转，百脉千脉同时运转。凡是过去炼过其它周天运转的，有这种意念的，

有这种概念的，炼我们的大法你都得放下，你那个东西太小，一条脉，两

条脉总是不行的，太慢。人的身体从表面上知道他有脉络存在，其实纵横

交错象血管一样比血管的密度还大。身体的各层空间，各层、各层，就是

你的身体从表面到深层都是脉络，内脏的间隙部份都有。所以呢，我们在

炼的时候，要求整个身体分成两半，阴阳两面，就是前后整个一个面同时

运转，就不是一条两条脉了。过去炼过周天的人，你带有任何意念都会破

坏你炼功的，所以你不要带原来的意念了。你原来的周天即使通了，那啥

也不是，我们一上来远远超出那个东西，要求百脉全部运转。站桩姿势和

前几套功法没区别，只是他需要弯腰，有个幅度，在炼功的时候，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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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个手要随机而行，还象第三套功法一样手随着机来回飘，炼这套功法

时整体循环随着“机”飘。 

 

这套动作要做九遍，你自己想多做的话，你就做十八遍，但必须得保证

“九”的数。将来我们炼到一定成度的时候，不查数。为什么不查数呢？因

为你总是九遍 九遍这样做下去的话，那个“机”就固定下来了，到九遍他自

己就叠扣小腹了。炼到一定的时候，你做到第九遍的时候，这个“机”就带

动你自己的手去叠扣小腹 了，就不需要再查数了。当然，你初期修炼时

他还没那么强烈，所以你还必须查数。 

 
 

（五）第五套功法 

 

第五套功法叫作神通加持法。这套功法是高层次上修炼的东西，是过去我

独修的东西，没有改动就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我再没时间……很难再有

机会亲自来教大家东西了，所以我一下子把我的东西全部教给你们，让大

家今后在高层次上有功可炼。这套功法动作也不复杂，因为大道至简至易，

复杂了并不一定好。可是呢， 它在宏观上控制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演炼。

这套功法难度很大，要求的强度高，就是在你炼功的时候，要打坐很长时

间才能完成这套功法。这套功法是一套独立的功法，你炼这套功法之前，

不需要炼前四套功法。当然，我们所有的功法都很方便，你今天的时间不

够就能炼第一套功法，那就炼第一套，你穿插炼都行。你今天由于时间太

紧张就想炼第二套功法或第三套功法、第四套功法，都行。你时间多就多

炼，时间少就少炼，非常方便的。你炼就是加强这个“机”，加强我给你下

的这个机能，加持法轮，加持丹田。 

 

我们第五套功法是一个独立的功法，他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就是打手

印。打手印的目地就是把身体调整开。动作比较简单，只有几个动作。第

二部份就是加持神通，有几个固定式的有形动作，把身体内的功能、佛法

神通打出来，炼功中在掌上把他加强，所以第五套功法叫神通加持法，就

是加强功能。然后呢，就开始打坐入定，它是由三部份组成的。 

 

我先讲一下打坐。这个打坐盘腿呀，有两种盘法。真正的修炼盘腿就两种

盘法。有人说了，盘腿不止是两种吧，你看密宗修炼有很多盘腿方法呀？

我告诉你，那不是盘腿打坐的方法，那是一种炼功的姿势、动作。真正的

盘腿，就两种：一种叫单盘，一种叫双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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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一讲这个单盘。单盘是你还不能双盘的时候，万不得已所采用的过渡

盘法。单盘就是一条腿在下，一条腿在上。我们有许多人单盘腿的时候，

脚脖子上的踝骨硌的很疼，一会儿就受不了了。这个腿没怎么疼，踝骨硌

的受不了了。你的脚掌如果要是能够翻过来，脚心向上，那么这个骨头就

跑后边去了。一开始我就是告诉你这样做，你也不一定能做的到的，可以

慢慢去炼。 

 

这个单盘腿有很多说道的。道家炼功讲内收而不外放的，所以能量老是内

收，不外放。他避免散出能量来。怎么办呢？他讲究把你穴位关死，所以

他往往盘腿的时候，把这个涌泉穴压在腿腕里面，那个涌泉穴压在大腿根

上。结印也是一样。他把拇指压住劳宫穴，然后这个劳宫穴按住这个手，

把小腹按住。 

 

我们大法的盘腿不太讲这些啦。因为佛家修炼不管是哪一门的都讲普度众

生，所以呢，他不怕能量外泄。因为能量外泄真的消耗出来了，也会在炼

功中不需付出就补上来的，因为你的心性标准在那里，他不丢。而你要想

再提高层次，你就得吃苦，所以他能量是不丢的。对这个单盘腿我们对你

要求不多，我们也不要求单盘。 我们这套功法是要求双盘的，因为有不

能双盘的，我顺便给你讲一下单盘。你现在双盘不了，你可以采用单盘的

形式，慢慢的你还得把你的腿搬上去。我们要求单盘呢，男的右脚在下，

左脚在上；女的左脚在下，右脚在上。真正的单盘实际上难度是比较大的，

要求一字盘。这个一字盘呢，我想也不亚于这个双盘，这个脚基本是平齐

的，要达到这一步的，腿与腹中间有空当儿，做起来也是比较难做的。这

是一般要求的单盘，但是我们对它不这么要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套

功法要讲双 盘。 

 

我再讲一讲双盘。我们要求是双盘，这个双盘呢，就是把下面这条腿搬到

上面来。从外面搬，不能从里面掏，这就是双盘。双盘腿也有盘的小的。

盘的小的可以 达到“五心朝天”，这样脚心都是向上的，真正炼五心朝天就

是这样炼的，头顶，两个手心、脚心，一般的佛家功法是这样的。要盘大

了呢，根据你自己方便吧，有的人愿意盘大的，但是我们就是双盘，盘大

的也行，盘小一点的也可以。 

 

静功修炼要求打坐时间很长。打坐时什么意念都没有，什么东西都不想。

我们讲你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你得明明

白白的提高。 我们这套静功怎么炼？我们要求大家，你定的再深也得知

道自己在这里炼功，绝对不允许進入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那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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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什么状态呢？定下时会出现感觉自己好象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

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炼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这都是我们这

个功法所必会出现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

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

再炼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

炼功，要守住这一念。我们要达到这种成度就足矣了。为什么呢？人在这

样一个状态里炼功身体达到了最充份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

要求你入静在这么一个状态中。但是你不要睡过去了，迷糊过去了，守不

住那一念，白炼了，等于没炼睡觉了。炼完功之后呢，双手合十出定，功

就炼完了。 

 

附一：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 

一、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是专一组织辅导修炼的群众性实修组织，坚决

不搞经济实体和行政机构式的管理方法。不存钱、物，不搞治病活动。松

散管理。 

 

二、法轮大法总站的站长及工作人员必须是专一修炼法轮大法的实修者。 

 

三、在法轮大法的洪扬上要按大法的中心思想和内涵宣传，不要以个人的

观点和其它功法的手段当作大法的东西宣传，把修炼者导入不正确的思想

中去。 

 

四、各地总站要带头遵守国家法纪，不干涉政治，提高修炼者心性是修炼

的实质。 

 

五、各地辅导站有条件要互相联系交流，推动大法修炼者整体提高。不准

存在有地区性的排外思想，度人不分地区、人种，处处体现真修弟子的心

性，修大法就是同门弟子。 

 

六、坚决抵制破坏大法内涵的行为，任何弟子不得用自己所在的低层次，

所看到、听到、悟到的感受当作法轮大法的内涵来讲，和所谓传法。就是

讲善行也不 行，因为那不是法，是常人劝善之言，不带有度人的法力。

一切用自己的感受讲道者视为严重乱法行为，讲我说的话时一定要加上李

洪志师父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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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严禁大法弟子掺炼其它功法（出偏的都是这类人），不听告戒者出现

问题自己负责。转告众弟子，炼功中带有其它功法的意念和思想活动都不

行。一动念就是自己求那一门东西了；一掺炼法轮会变形、失效。 

 

八、修炼法轮大法者要心性和动作同修。只炼动作，不重心性者，一律不

承认是法轮大法弟子，所以要把学法看书作为每天必修之课。 

                                      

李洪志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二：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规定 
 

一、一切法轮大法弟子在传法时，只能用“李洪志师父讲……”，或者是“李

洪志师父说……”。绝对不得用自己的感觉、所见、所知和其它法门的东

西当作李洪志的大法，否则传的就不是法轮大法，一律视为破坏法轮大法。 

 

二、一切法轮大法弟子在传法时，可以采取读书会、座谈会或在炼功场上

讲李洪志师父讲过的法，不得在礼堂里学着我讲法的形式传法。别人是讲

不了大法的，也不会知道我所在层次所想、所讲的法中真正的涵义。 

 

三、在读书会、座谈会或炼功场上谈到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时，必须说明

是“个人的体会”。不准把传的大法与“个人的体会”混同在一起，更不允许

把“个人的体会”说成是李洪志师父讲的。 

 

四、一切法轮大法弟子在传法教功时，绝对禁止收费、收礼，违者已不是

法轮大法弟子。 

 

五、一切大法弟子不得借传功之机，以任何借口给学功者调病治病，否则

就是破坏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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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三：法轮大法辅导员标准 

 

一、热爱本功法，有工作热情，愿意义务服务；积极组织学员炼功活动。 

 

二、辅导员必须是专一修炼法轮大法者。如已学炼其它功法，就算自动放

弃法轮大法学员和辅导员的资格。 

 

三、在炼功点上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守住心性，互助友爱。 

 

四、洪扬大法，诚心教功；积极配合和支持总站的各项工作。 

 

五、义务教功，严禁收费、收礼；炼功人不求名利，只求功德。 

                                         

李洪志 

  

       附四：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 

 

一、法轮大法是佛家功修炼法，任何人不准借用修炼法轮大法的名义，進

行其它宗教宣传。 

 

二、凡修炼法轮大法者，要严格遵守各自国家法纪，任何人违反国家政策

法规的行为，都是法轮大法的功德所不容许的。违反及一切后果均由当事

人自己负责。 

 

三、凡法轮大法修炼者，都要积极维护修炼界的团结，共同为发展人类传

统文化事业尽力。 

 

四、法轮大法学员、辅导员和弟子，未经本功创始人、掌门人批准，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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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许可，不得为人看病，更不准自行看病收费、收礼。 

 

五、法轮大法学员，以修炼心性为本，绝对不得干涉国家政治，更不得参

与任何政治性争端及活动，违者既不是法轮大法弟子，一切后果由当事人

自己负责。早日圆满，精進实修为本愿。 

                                   李洪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