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功育人   继往开来 

——回忆郭林老师 

于大元 

    我是 1980 年 1 月 6 日开始跟郭林老师学练气功的，老师见我领

会动作较快，不久就让我担任了教功任务，每天除接老师教功外，还

帮她做一些秘书工作，因此和老师接触较好。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下面谈几件具体事。 

谆谆教诲 

1980 年 3 月，郭林老师带我到石家庄给张灿西查功。这人患结

肠癌肝转移，是河北省财贸办主任。二个月前由小车送到地坛公园学

功，当时体质很差，行动要人搀扶，连开汽车车门的力气都没有。我

教他练功，两个星期就能自己走了，一个月后自己可以去逛王府井。

回石家庄后，请老师前往查功。老师到了石家庄，除了查功外，做的

另一件事就是到烈士陵园拜谒白求恩墓。她拉着我在墓前留影，又详

细看了碑文，很有感触地说：“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医生，但我们做的

都是医生做的事情，我们教的都是病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严重病人，

癌症病人。她对我说：“大兄啊，我们要向白求恩学习呀，白求恩从

那么运到我们中国来，救死扶伤，救了多少八路军战士啊！他不光是

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有一种共产主义精神，他还有高

超的医术，才救了那么多人，如果他什么都不会，又怎么能救人呢。

她又嘱咐我说：“大元，你要好好学习这个功啊，将来救更多的人。”

老师的话语重心长，表达了她远大的抱负和对后人的殷切希望。我想，

老师不仅仅是教功，而且更注重育人。我们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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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在运用老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造福更多的人。 

寓意深刻 

1980 年秋天，郭林老师要我给一个叫刘三的病人教功。他是山

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患胃癌已到晚期，病很重，站着都很吃力，

教他功也很困难。有一天老师来到我面对我说：“今天我教刘三一个

功，这个功是教刘三的也是送给你的。”当时我还迷惑不解，心想，

这功怎么是送我的呢？老师说你看着吧，然后她对刘三讲，你现在很

消瘦，很虚弱，我来教你个吐音功。老师教他吐音，与众不同，坐着

吐，不是站着吐，而且预备功和收功都做慢性病的，说这是补气的功。

预备功：松静端坐，默念，手放肾穴，三呼吸，三开合。吐音是吐肺

音“商”，二短一长，鼻吸口呼，平，开始由左向右，然后由右向左，

共吐五组。老师说：“大元，你好好去理解。”为什么后来我那么胆大

敢于打破常规教人家吐音功，就是从这里得到启示的。过去不教够三

个月是不准吐音的，刘三学功不到一个礼拜，老师就教他吐音，我从

中悟出一个道理，就叫辨证施治，根据不同年令、不同体质、不同病

症区别对待，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当他需要上这个功的时候，你就给

他上这个功，不能拘于时间的限制。我觉得有时我们对老师这个功法

理解太死。按说癌症病人应是泻，可老师教刘三要做三呼吸去补，吐

的音也是补气的音，面朝东北，按胃的数吐肺的音，用慢性病的补法

而且是先补后泻。这就是说，并非癌症病人都要泻，慢性病人都要补。

我们教功也要掌握这个原则，学会辨证施治，因病施功。根据病人的

情况，20 天也可以练吐音，事实证明没出任何偏差。 

点滴启示 

1982 年到南京办辅导班，我打前站，半月后郭林老师到了南京，

几个早上都要我陪她到玄武湖转，当转到一个平坦、开阔的地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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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好，我就在这里练功吧。”后来我问老师，每到一个地方都

要我陪你转一转，是不是在选练功场地？她指着我的脑袋说，就你鬼

呀，大元，我不找好练功的地方怎么练？所以，我以后讲话才有这么

一条：练功一定要找好场地、熟悉场地。特别是行功，要走好大圈子，

哪里有沟，哪里有坡，哪里有声音，哪里有异味，心中有数，有思想

准备才能练好功。否则容易受影响。我从自己练功的方法上体会到，

要练好功，必须有适宜的环境、条件，包括良好的场地。我在地坛练

功，走固定路线，非常熟悉；不用看表快慢差不了三分钟。在八一湖

练功也是如此。 

贵在心法 

郭林老师曾多次对我说，练功要练心，要讲心法。连贯、董绍明

同志为老师书写的条幅《练功心法》一直挂在老师的书房里。这句话

对我很有启发，练功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练功不仅要学会动作，更

重要的是学会运用，也就是说要用心练，不是光傻走。郭林气功就形

体动作来说，确实很简单，一看就会，学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心法，

是真正理解郭林气功的内函。这要在练功的时候，真正用心去体会，

真正用心去理解。我觉得这样才能更加切合实际，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跟着郭林老师练功，我从中理解了一些东西，并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和

检验。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记忆力、理解力、反映能力、表达能

力也有提高。我感到用心练功和用力练功确实不一样，这种东西很难

用文字表达清楚。总之，练功确实要悟，郭林老师不叫悟，从来不讲

悟，她讲心法，不管是讲悟还是讲心法，意思只有一个，就是用心思

考、体会、体验。只要练功和你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久而久之，就

会觉得那确实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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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 

郭林气功这套功法来之不易，是郭林老师潜心研究古代气功流派、

古代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郭林老师对我特别照顾，我什么

时候都可以到她家，可以进她的书房，几乎每次去了老师都在看书或

作画。我发现她看的最多的是《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

郭林气功的核心是气血论、经络论，她创编的这一套功法都离不开这

两个基本理论。她的辨证施治，她的功法的基础理论或者叫理论基础，

或者叫功理功法的指导思想；我认为就是《黄帝内经》，那里面包括

了她每个功法的出处，除脚棍、吐“阿”音外，都可以从那里找到。

可以说郭林老师是在深入探讨、深刻理解、正确运用先人的气功理论、

医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的创造，形成了独特的功法一一郭林

新气功。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态度与创新精神相结合、古为

今用继往开来的典范。她把我国气功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为人类

的癌症康复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