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0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口述歷史研究

 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口述歷史研究
   撰文／陳幼慧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教授

謝居憲  一貫道崇德學院 副教授 

壹、研究緣起與設計
貳、口述歷史定義與內涵
參、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口述歷史計畫的進度
肆、結論

壹、研究緣起與設計

（一）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研究緣起

韓恩榮老前人（1901年－1995年），字潔清，號雨霖，自稱白

水老人。一貫道各支各線皆尊稱其為「道長」。韓道長生於清光緒

二十七年（B.C.1901），中國大陸河北省寧河縣。三十八歲時，因身

染三期肺病，肺臟大量出血，經孫蘭芳先生引渡後進入一貫道，後蒙

仙佛救渡，病竟不藥而癒，爾後便發願四處辦道。民國三十七年來台

傳道，在民國八十四年（B.C.1995）成道歸天，享壽九十有五。來台

期間，除了帶領一貫道發一組發展道務，足跡遍佈海內外，韓道長的

修養功夫更是一貫道道親效法的典範。眾多道親深受其感召而發心辦

道，發一組在他的帶領下成功地開拓宏展的道。韓道長已經歸空二十

年，如何系統地保存與記錄其生命史、德範、事蹟、事功與用心傳道

的生命歷程，是許多一貫道道親以及宗教研究學者共同的關懷。

筆者在求學過程中，有幸蒙受韓道長多方提攜教誨，並多次點化

個人的生涯發展。至今，自身學術與專業發展告一個段落，心中很感

恩韓道長，因此想為韓道長做一些事。記得在一貫道台北道場崇德佛

院首次向韓道長之子韓萬年老點傳師報告，想撰寫韓道長傳記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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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韓老點傳師一口答應。隔週，筆者草擬大綱到福山向韓老點傳師

進一步報告傳記書寫的規劃。當天韓老點傳師親自找出多本韓道長的

紀念刊物，並親自交給筆者。在福山會客室的小書房找資料時，韓老

點傳師慈悲還說：「看到有用的資料都可以帶走。」謝謝韓老點傳師

對筆者的信任與支持，一方面令我倍感溫馨，一方面卻也擔心辜負他

的期待。筆者唯恐能力不足，無法恰當處理傳記書寫與宗教情感的議

題，況且書寫宗教領袖的傳記茲事體大，出版與執行口述歷史的過程

並非一人所能獨力完成，因此筆者籌組研究團隊、招募志工、共同研

擬並執行本傳記之書寫計畫，本文的共同作者謝居憲教授，即是研究

團隊的核心成員。

2015年適逢韓道長成道二十週年，國內外一貫道發一組舉辦多

場「感恩紀念大會」，盛況空前。筆者參與臺灣場次的紀念活動，親

自見證一貫道道親對韓道長的感念之情。道親們花了數個月的時間排

練歌曲、編導舞碼與戲劇來表達他們對韓道長的感恩與懷念，令人感

動。然而此類的表演活動，並非筆者擅長之處。筆者受過學術訓練，

用文字書寫韓道長的生命德範，是筆者能夠懷念韓道長的方式。同

時，經由文字的表述及傳遞，能使更多人認識韓道長。然而，遺憾的

是筆者無法親自訪談韓道長，親自聆聽、記錄下韓道長自己的想法、

經歷、觀點，只能透過跟隨過道長之相關人士，以「口述歷史」的方

式蒐集資料。此外，筆者亦希望編整訪談中蒐集到的故事，進而歸納

出韓道長的行誼典範。

韓道長來台開荒近七十年，雖然留下不少著作、道書、期刊、紀

念刊、文集、演講集，但相關文獻仍有不足，本研究希望透過口述訪

談的方法，補足文獻史料之不足之處。自民國105年1月迄今研究團隊

已訪談三十八場，三十四位受訪者(interviewee)，受訪者已接近全體

隨駕韓道長的所有後學。特別感謝多位一貫道資深點傳師、講師、三

才願意接受筆者訪談，分享他們所認識的韓道長，其中多位受訪者跟

隨韓道長近40年。也謝謝多位志工一同參與訪談，並協助逐字稿的繕

打與紀錄，逐字稿已陸續完成，研究團隊將進一步與受訪者校對稿件

內容正誤及出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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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述歷史的發展以及宗教人物的口述歷史研究

根據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也是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教授

許雪姬的研究，臺灣口述歷史的發展沿革，早在1946年便已展開1，

1959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始推動口述歷史，並與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合作研究，學界於是展開了訪談工作，成為往後口

述歷史發展最重要的基地……有近史所開先鋒，才能帶動往後各單位

的跟進。近來口述史的風氣大開，可謂眾生喧嘩，成果豐碩，2009年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臺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就已經收了

5,005筆目錄。」2國史館則在解嚴後的1991年才開始進行口述訪談。

由於有專職人員以及正式編組積極投入口述歷史的研究，因此截至

2013年已出版79種口述歷史叢書3。	

1970年代美國檔案界主導了美國的口述歷史計畫，以口述歷史

紀錄補充檔案館的館藏，使得口述歷史訪談變成一種檔案館資料的

累積和蒐集方式。美國檔案人員學會（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設有口述歷史工作小組（Oral	 History	 Section）提供

檔案人員有關口述歷史工作經驗與活動資訊的交流服務。口述歷史成

為檔案館工作事項，已是時勢所趨4。

英國境內之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均有進行口述歷史工作，

英國口述歷史學會（Oral	 History	 Society,	 UK）網站有提供

各典藏機構口述資料特色之介紹（Oral	 Histo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其中最具規模之口述館藏當屬大英圖書館之聲音檔案

（The	 British	 Library	 Sound	 Archive）5。美國口述歷史學會則

1.根據許雪姬：〈解嚴後臺灣口述歷史的發展及其檢討，1987~2014〉，《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第五期（2014年），
頁2–38；以及許教授另文〈臺灣口述歷史的回顧與展望〉，收於李向玉主編，《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
務》（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3年），頁30–44，均論及相關年代的考究。

2.詳見許雪姬彙編《臺灣口述歷史理論實務與案例》所做的說明，（臺北市：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頁vi。

3.許雪姬：〈解嚴後臺灣口述歷史的發展及其檢討，1987~2014〉，頁2–38。

4.口述歷史訪談的發展引自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Oral History : a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1996年），頁65；顏佩貞：《臺灣檔案典藏單位口述歷史館藏整理與運用》，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10；林巧敏：〈典藏記憶：檔案館口述歷史工作之規劃與實施〉，《檔案季刊》，第11
卷4期，（2012年），頁122。

5.英國口述歷史詳見林巧敏：〈典藏記憶：檔案館口述歷史工作之規劃與實施〉，頁130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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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了八點進行訪談的前置準備原則，呼籲口述史應該得到更高的地

位，也應被視為任何研究中重要的工具6。

國史館研究人員侯坤宏修處長於2001–2013完成年多位臺灣佛教

人物訪問，相關成果出版如：《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2007

年）、《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二）》（2011年）、《臺灣佛教一甲

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增訂本）》（2006年）、《成一法師訪談

錄》（2006年）、《如悟法師訪談錄》（2008年）；《圓香居士訪談

錄》（2009年）、《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2009

年)、《浮塵掠影：李志夫先生訪談錄》（2013年）、《道海老和尚訪

談錄》（2013年）等口述歷史專書的出版。	

佛教人物的口述訪談在侯坤宏等人的努力下有不錯的成果，基督

宗教的口述歷史亦有豐碩成果。以口述歷史研究而言，臺灣教會史有

謝大立〈口述歷史與臺灣教會史研究〉（2001年）一文；另外，臺灣

神學院出版社也曾出版過兩本女信徒的口述歷史，一是《見證時代的

恩典足跡：高李麗珍女士口述實錄》（2008年），高李麗珍為高俊明

牧師之妻。另有《莿帕中的百合花：林高雪貞女士口述實錄》（2008

年），林高雪貞為白恐受害者林恩魁醫生之妻7。	

臺灣神學院鄭仰恩教授自1995年起所指導的碩士班學生也使用

口述歷史的方法完成畢業論文，並透過訪談的過程發掘更多珍貴的史

料。以口述歷史為研究方法所完成的論文內容，有些是教會的歷史、

有些是牧師專訪、傳道者專訪，尤其是原住民教會，以及會友與教會

的關係，例如張愛鈴的碩士論文：〈開啟時代婦女運動思潮之婦女神

學家——高天香博士〉（2005年），以及2013年臺灣神學院為阮美

姝女士出版口述歷史《美的極致：阮美姝一生與228	平反實錄》由此

可見口訪使教會史更加多元化，也鼓勵更多人在沒有明確文字紀錄之

下，嘗試將訪談作為史料的主要來源8。	

6.引自Howarth, Ken著、陳瑛譯：《口述歷史》（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頁2–8。

7.許雪姬：〈解嚴後臺灣口述歷史的發展及其檢討，1987~2014〉，頁2–38。

8.同前註。



264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口述歷史研究

（三）	一貫道宗教領袖研究的文獻回顧

關於一貫道宗教領袖的相關研究，林榮澤陸續完成多位一貫道

師尊師母以及關鍵前人輩的研究，如：《一代明師傳道史記：師母

孫慧明傳》9，引用大陸及臺灣有關於孫慧明的史料，撰寫孫慧明

的生平事蹟，以及其在大陸和臺灣的傳道過程；《師尊張天然傳》
10、《天然師尊道範》11的內容為一貫道的師尊－張天然的傳記，對

於張天然的傳道行誼、救世思想、師尊訓文、傳道年譜等，皆有詳

細論述；《開道先鋒	:	劉振魁前人略傳》12對於一貫道劉振魁前人

的生平事蹟，以及來臺灣傳道的歷程等進行論述。另外，《一貫道

臺灣樞紐：陳文祥老前人傳》13則針對早期一貫道的海外傳道、道

脈淵源、傳道臺灣、陳文祥老前人生平、臺灣早期的道務，以及陳

老前人在臺灣北部、中部、南部所開拓的道場發展狀況進行探究。

再者，學位論文有許如宏的〈一貫道寶光崇正之源流與發展特色—

以陳文祥的開拓及數位前人輩的口訪為主〉14，主要以口訪的資料

為主，探討陳文祥來臺灣開荒的過程與發展，以及對於一貫道的貢

獻等。目前已經有多本一貫道的宗教領袖的傳記研究，然而韓道長

的學術研究仍有待努力，也是本計畫研究的重點。

（四）	已出版韓道長相關文獻彙整

韓道長來台開荒近七十年，雖然留下不少著作、日記、手札、

道書、期刊、紀念刊、文集、演講集，研究團隊除了希望透過口述

訪談的方法，收集韓道長的生平事蹟，並佐以韓道長已出版、未出

版的的文獻史料，從中爬耙梳韓道長的行誼典範與核心思想。已出

版韓道長重要參考文獻內容的分析，本計畫書將於下段呈現，以下

僅羅列文獻之一覽表，以出版年先後排列：

9.林榮澤編著：《一代明師傳道史記 : 師母孫慧明傳》（新北市：一貫義理編輯苑，2011年）。

10.林榮澤編著：《師尊張天然傳》（臺北市：蘭臺，2008年）。

11.林榮澤編著：《天然師尊道範》（臺北縣板橋市：正一善書，2001年）。

12.林榮澤，《開道先鋒 : 劉振魁前人略傳》（臺北市：明德，2007年）。

13.林榮澤編著，《一貫道臺灣樞紐 : 陳文祥老前人傳》（新北市： 一貫義理編輯苑，2015年）。

14.許如宏：〈一貫道寶光崇正之源流與發展特色—以陳文祥的開拓及數位前人輩的口訪為主〉（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
所碩士論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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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38年～民國84年間出版

（1）韓雨霖編著，《明德新民進修錄》，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

1971年初版，2000年重印。

（2）韓雨霖編著，《箴言集成初集》，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1971

年。

（3）韓雨霖編著，《雨霖雜記》，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初版1974

年，三版2004年；2011年，光慧文化	重新整理出版。

（4）韓雨霖編著，《白水老人箴言集》（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

1984年初版，2011年台中光慧文化再版）。

（5）韓雨霖編著，《福山榮園》第1-20卷（陳美珠整理）。彰化：

福山榮園雜誌社。第1卷1988年8月15日，第20卷1995年7月30日

（共20卷）。

（6）韓雨霖，《白水老人講道集》1-11集（陳美珠整理），彰化：光

明國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三版2004年。

（7）韓雨霖，《白水老人叮嚀話語》（陳美珠整理），彰化：光明國

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再版2007年；三版2011年。

（8）韓雨霖，《祖師師尊師母略傳》（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1994

初版，	1996年再版）。

（9）韓雨霖，《白水老人叮嚀慈語；修辦須知》(屏山天元宮編輯群

整理)，台北縣：屏山天元宮，1997年。

（10）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天元佛院編輯群整理)，南投

埔里：天元佛院，2006年。

（11）韓雨霖，《雨露甘霖：白水老人講道精要輯》(光慧書局編輯

群整理)，台中：光慧出版社，初版2010年10月、三版2012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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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84年以後出版

（1）善德編輯群，《白水老人成道週年紀念》，善德，第54期，1995

年4月。

（2）天元佛院編輯群，《道範千秋》。南投埔里：天元佛院，1995

年。

（3）光明集刊雜誌社，《光明集刊》。南投埔里：天元佛院。創刊號

1995年2月，第20期2000年8月（共20期）。

（4）（作者不詳），《白水老人年譜》（未出版）。

（5）光明集刊雜誌社，《承先啟後一真儒：白水老人百年誕辰紀念

刊》，南投埔里：天元佛院、彰化：福山榮園，2000年。

（6）光明集刊雜誌社，《法語甘霖		白水老人的佛國因緣》，南投埔

里：天元佛院、彰化：福山榮園，2000年。

（7）天元佛院編輯群，《一代儒宗：白水老人成道十週年紀念》，南

投埔里：天元佛院，2005年。

（8）天恩群英編輯群，《一代聖哲：白水聖帝成道十週年紀念》，新

北市：天恩群英道務中心、崇恩文教基金會，2005年。

（9）柳英雄編輯，《白水老人成道十週年紀念專刊》，雲林：發一崇

德雲林道場，2005年。

（10）善德編輯群，《白水老人成道十週年紀念》，善德，第69期，

2005年5月。

（11）天元佛院編輯群，《一貫薪傳：白水老人開荒闡道六十週年感

恩紀念》，南投埔里：天元佛院，2008年。

（12）天元佛院編輯群，，《一貫薪傳》。臺北：明德出版社，2012

年。

（13）光慧編輯群，《作聖之本：白水聖帝慈悲囑語簡註》，台中：

光慧出版社，初版	2014年1月，初版二刷2015年3月。

（14）光慧編輯群，《防微杜漸：白水聖帝慈悲囑語簡註》，台中：

光慧出版社，初版2015年10月。

（15）（作者不詳），《白水老人的生活智慧》。臺北：明德出版

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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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善德編輯群，《白水老人成道二十週年紀念》，善德，第73

期，2015年10月。

（17）（作者不詳），《白水老人》。臺北：儒德，2001年（未出

版）。

（18）一貫道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編輯群，《永續聖業薪火相傳：白

水聖帝成道二十週年紀念刊》，南投埔里：天元佛院、彰化：

福山榮園，2016年。

（19）（作者不詳），《雨霖蒼生》。臺北：明德出版社，2017年。

（五）	研究宗教領袖的特殊性與態度

書寫宗教人物傳記或訪談有別於其他訪談，也許很多一貫道道親

對一個學者撰寫道內的議題有所質疑，尤其是傳記、歷史的議題，態

度較為保留，擔心學者會用怎樣的觀點去描繪他們所護持的道場，以

及所尊敬的前人輩，因此多數道親會拒絕採訪或應付式地提供表面資

料。很幸運地，大多數資深的前輩們都非常信任地提供韓道長的相關

資料給研究團隊，也樂意分享他們的經驗與故事，這是筆者沾了韓道

長的光，較為得天獨厚的地方。然而道親難免會擔心，以學者身份，

筆者會怎麼下筆描述他們心中尊敬的韓道長？會有損韓道長老前人的

德行嗎？而學者是否能兼顧道親的宗教情感並能客觀的論述？	

筆者希望在符合學術規範的原則下進行訪談、資料蒐集，並根據

相關資料進行資料彙整以及傳記的書寫。在撰寫過程中，希望能以平

實的語句鋪陳具體的故事和事蹟，取代偉大字眼的描繪，令讀者能親

自感受書中人物的風采。書中的內容都有所根據，並非揣測，資料的

蒐集亦力求查證，若遇同一事件不同解讀，應格外客觀審慎處理，針

對爭議的議題，當謹慎為之。若經多方面檢視仍沒有成熟的說法，此

議題當存而不論。另外對於道場的隱私、韓道長個人隱私與書中當事

人的隱私，皆予以尊重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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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口述歷史定義與內涵

（一）口述歷史定義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是歷史的體裁之一，也是研究歷史

的一種方法，它和傳統書面文獻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透過紀錄人的聲

音來蒐集過去的口說歷史，採訪者所採錄聲音、影像的對象，是當下

仍活著的人，透過引導這些現在的人以口說的方式，去回憶和述說所

經歷的事情15。所謂「口述歷史採訪」(an	 oral	 history	 interview)

是由採訪者(interviewer)引導受訪人(interviewee)，以錄音或

錄影的方式，記錄訪談對話過程，最後寫成文字紀錄16。Donald	 A.	

Ritchie為口述歷史作了以下定義：	

口述歷史採訪包括幾個部分：首先採訪者必須精心準備好問題，

在訪談過程中，提出詢問，同時以錄音或錄影的方式記錄彼此的

對話。接著要把訪談的影音檔，轉寫成文字記錄，將內容組織概

述並加以總結，並且有條理的做出索引(index)，收藏在圖書館或

檔案館中17。 

口述歷史是一種將許多口說記憶加以蒐集整理，以作為史料之

用的方法，在學術研究方法上，它是歷史研究法中蒐集史料的方式之

一。早在希臘時代，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就曾利用此法進行

訪談紀錄的整理工作。然現代的口述歷史先驅當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名

史學家內文斯(Allan	 Nevins)於1948年首次提出的口述歷史計畫。其

後，口述歷史就在北美、歐洲與澳洲等地快速發展至其他各地18。口述

歷史除被廣泛使用在紀錄片、廣播或電視劇外，其他如歷史事件的敘

述或地方志的編輯也常使用之。以各地方的縣志或鄉鎮志來說，不僅

15.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Past Oral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頁vi。

16.林德政：〈口述歷史的定義與要領〉，收於《臺灣口述歷史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市：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頁
4。

17.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

18.林美和（1995年12月）。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教
育研究院。2016年11月10日下載自：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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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方的耆老用深入淺出的口說，從事當地歷史典故的蒐集工作，

而且也可讓當地民眾共同參與編寫歷史19。

（二）口述歷史可能的限制

長期以來，史學研究重視史料、文獻多於口述訪談所取得的資

料，因為擔心人的記憶會有落差，尤其訪談不到當事人的情形下，也

擔心事件會因個人詮釋的觀點不同而失去客觀性與真實性，相關的疑

慮乃是因為口述歷史透過人的訪談所取得的資料，因此存在較為複雜

的因素：	

人的記憶在透過採訪者的引導會產生反饋作用，因此能回溯更豐

富的歷史面貌，但另一方面，記憶與真實的歷史之間也存在著差

異，片段的記憶是否能代表歷史的全貌？這就凸顯出採訪者智識

之重要性，首先他必須具備篩選能力，能分辨出誰有「歷史價

值」？其次他必須妥善引導訪談進行，最後他根據口述史料，加

以整理、歸納、分析和判斷，從而組織完成一段口述歷史的訪談

記錄20。

口述歷史除了要面對人的記憶存在與事實可能的落差，也可能

落入個人觀點的陳述與回憶。因此「口述歷史的過程中，除了述說者

(narrator)本身外，必須要有一個採訪者；過程中，述說者扮演一個

受訪者的角色，採訪者則是扮演訪問人的角色，同時他也是一個研究

者。」21他可以設計好的議題引導受訪者述說他的經歷，也可以參考其

他受訪者的陳述或史料請受訪者陳述他的觀點。因此，「口述歷史是

必得經由訪談人針對受訪者所進行的一個具有主題意識的訪問，絕非

漫無目標、言不及義的閒聊，並且在訪談結束後，得再經過記錄的文

字呈現」22	。

19.同前註。

20.林德政：〈口述歷史的定義與要領〉，收於《臺灣口述歷史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市：：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年），
頁3。

21.同前註，頁6。

22.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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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呈現和流傳，非常重要的要素之一是記錄(record)，假如

沒有文字紀錄，就不能成為歷史，只能歸類為傳說(legend)。因

此如果只是單純的述說，述說完畢沒有加以記錄的話，就不能算

是口述歷史，只能是停留在「口頭傳說」的階段而已23。

面對口述歷史可能的限制，韓道長傳記的書寫計畫除了採集口

述歷史的相關材料外，亦將佐以其他文獻史料、已彙編之書籍、紀念

刊和演講集、影音等資料，以更嚴謹的史學、哲學以及文獻詮釋的方

法，綜整、爬梳當中的義理及思想，以彰顯一貫道在台灣的傳道經驗

以及老前人的思想體系，並提供日後研究一貫道或韓道長思想研究的

基礎。	

筆者與團隊成員已初步彙整為數不少的韓道長留下的書信、筆

札、日誌、講稿、演講錄影帶等等，而相關史料為數眾多，一些材料

不免因年代久遠而受損，福山的文書團隊也陸續展開韓道長史料的數

位掃描與典藏24。研究團隊期待能獲取更多史料，進一步過濾、判讀、

繕打、整理、分類，希望佐以客觀的文獻、史料，藉以克服口述訪談

資料的可能限制。

參、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口述歷史計畫的進度 

（一）本口述歷史計畫的訪談進度

研究團隊已經完成的三十八場、三十四位受訪者之口述歷史，大

都由筆者擔任主要的訪談者(interviewer)，研究團隊事先提供擬定

的訪談大綱給受訪者，訪談中受訪者可盡情地陳述記憶中所見、所聞

與看法，研究團隊並以錄音、錄影的方式保存彼此的問答。每一場訪

談則有其他核心團隊成員、助理一同出席協助記錄、錄音、錄影等事

宜，之後再由招募的志工協助訪談逐字稿繕打之工作。訪談的錄音、

23.同前註。

24.特別感謝黃雪華講師提供福山的影印、掃描設備，使得韓道長所留下的書信、筆札、日誌、講稿之數位典藏工作得以順利進
行；另特別感謝陳樹城點傳師自民國72年保存韓道長演講錄影帶，並提供給本研究團隊進行逐字稿的翻白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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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檔案經過製作抄本(transcribed)或記錄後，研究團隊會再次請受

訪者確認文字內容並簽署出版、引用之授權書，受訪者確認並簽署之

口述歷史的紀錄不僅擴展了韓道長研究的史料範疇，也為一貫道發一

組在台發展的歷程留下一系列的史料。研究團隊希望從這些記錄可以

歸納出幾個足以代表韓老前人的行誼典範和核心思想，作為日後韓道

長傳記書寫之重要參考資料，並提供一貫道在台灣傳道經驗之研究基

礎。截至目前的訪談一覽表請詳見本文附表。	

（二）	訪談資料蒐集、彙整與保存

感謝多位受訪者在接受訪談之餘，亦不吝分享他們手邊珍藏的

重要資料、老照片給筆者，筆者會善盡保管責任，妥善存保管相關資

料。另，特別感謝國際美育基金會謝森展董事長的贊助，於南港成立

「教養學部研究室」，訪談所收集的資料均保管於研究室，研究室也

定期舉辦讀書會以及研究團隊的編輯會議。以下為研究室的剪影：	

圖1、2諦德講堂：思水研究室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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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口述歷史內涵分析

1.求道因由、大陸時期發心修辦道的歷情形

韓道長求道及發心因由，於《祖師師尊師母略傳》25之韓道長自

述，《白水老人年譜》26、《福山榮園》27以及多本的紀念專輯均有詳

實記載，也是發一組各類進修班的重要課題。然而有關大陸時期辦道

的情形，除了能從韓道長的自述中略知一二外，關於佛堂設置、辦道

地點等其他更深入的資訊卻鮮為人知。因此，研究團隊特別於安排兩

次訪問韓萬年老點傳師，請他分享當年天津辦道的場景，訪談中研究

團隊獲得不少珍貴的訊息。

韓道長三期肺病乃蒙仙佛救助，而三期肺病痊癒之後，韓道長便

開始認真修道、辦道，日日為道務勞碌奔波，堅守自己當初所發的誓

願：「如果病好了，事業不作，家也不要，替天辦道！」以當年事業

有成，上有父母、下有妻小的他，「說到做到」的魄力以及「信守承

諾」的態度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另外，韓道長求道才一年，尚屬新道親身份，便發心財施。與道

親合資購買府署街佛堂以及之後成立同興壇，「已用盡老前人多年工

作的積蓄」28。在韓道長自述中也提及此事：「後來各位前人等研究

給老師買房子，本人（韓道長）也助五百元購屋。因天津道務宏展，

接老師來天津，臨時住在霍永盛家中，不是長久之事。於民國二十九

年在天津城內府署街，買下一棟雙併四合房，本人（韓道長）每天去

操持整理一切，胡道長也搬去住好，接老師、師母來天津暫住。」29、

「由民國二十九年至三十七年這一段時期，同胡道長、張前人、孫前

人與本人（	韓老前人	）同住七年之久」30、「府署街的佛堂很大，有

兩進四合院，有相當規模，第一進共有三間房間，第二進共有五間房

25.韓雨霖：《祖師師尊師母略傳》。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1994初版，1996年再版。

26.詳參《白水老人年譜》（2000年）。

27.《福山榮園》期刊於1994初版，是晚年福山所出版的刊物，由陳美珠點傳師編輯，韓道長總校對，主要記錄道長的行程紀要
並收錄各處講道的講義資料。

28.韓萬年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4年12月9日。

29.韓雨霖：《祖師師尊師母略傳》。頁26。

30.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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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設有佛堂，原先規劃用來安頓師尊的家眷」31。以下是「府署街

佛堂」的示意圖32：	

圖3	府署街佛堂的示意圖

民國三十一年韓道長成立同興壇，是發一組共同的根源。同興壇

「位於韓道長家族另成立的『同興織絨工廠』。樓上打通設立佛堂，

約可容納120人的空間。當時想要見胡道長、老師，均會在同興壇停留

休息、梳理儀容。」33「同興壇每個月召開一次點傳師班，人數約110-

120人」34因此，同興壇可謂是當時天津推動道務的中心，以下是根據

韓老點傳師手繪當時府署街佛堂、同興壇位置的示意圖：

圖4府署街佛堂與同興壇相對位置示意圖

31.韓萬年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4年12月9日。

32.（作者不詳）。各地自然與人文的名片——民居。2017年3月25日下載自：http://geo.cersp.com/sZxtx2/lists/200705/2506.
html

33.韓萬年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4年12月9日。

34.韓萬年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4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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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道長不僅出資購買「府署街佛堂」，也在與姑丈合資的公司

「同興織絨工廠」樓上設置佛堂，當時一心辦道的老前人已無心繼續

經營工廠，因此「每逢一年一次老前人向姑姑報帳時，老前人總是在

房裡來回踱步仔細聆聽綁著小腳、坐在太師椅上的姑姑責備，這成為

老前人一生最害怕的長者之一。」35

2.韓道長之修養功夫

修養功夫，是每一位修道人必須具備的。韓道長一生的功夫可

以歸結為「真人靜坐」四個字，意指二六時中，無時不刻，行住坐

臥，都是「真人」的體現，皆符合「中道」。所以功夫不是只在佛堂

做、在人前做，而是時時刻刻、自自然然地表現在日用生活中。「真

人靜坐」亦可以用四個字來詮釋，就是「敬」、「靜」、「淨」、

「盡」。這些功夫，是過去聖、賢、大儒強調的重要功夫。宋明理學

家強調主敬：涵養須用敬、敬貫動靜、主靜立人極；老子強調靜、

淨；孟子強調盡心；不休息菩薩與諸佛菩薩臨壇也強調敬、靜、淨功

夫。這些工夫都很容易可以在韓道長身上看到。以下概述一二。

（1）敬的功夫

一貫道「道之宗旨」開宗明義提到：「敬天地，禮神明」。一

貫道弟子每天都要焚香叩首禮敬天地神明。「尊師重道」是韓道長

一生最重要的行誼典範，而這個典範，體現在他「主敬存誠」的態

度上，敬於仙佛、敬於師、敬於人、敬於事，更敬於自己的天地良

心。韓道長對師尊師母的盡心不言可喻，尚屬新道親便出資一起購

買「府署街」的天真總壇，以安頓師尊張天然的家人。另外，眾所

周知，民國四十三年仍是官考連連的年代，韓道長將師母孫慧明從

香港接來台灣，並負責照顧師母的生活起居以及安全，可說明韓道

長對師尊、師母誠敬的心。

「敬」也表現在韓道長對仙佛的禮敬。韓道長求道後曾擔任

三才的角色，兩位兒子也都擔任三才，在福山更用心培養三才，搭

35.韓萬年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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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天人橋樑，以供仙佛任命。韓道長曾說：「人的德行不夠大，會

犯錯，無法帶領眾生，仙佛的德行大，才能帶領眾生。」36在福山

無論三才多早練壇，韓道長都會早起巡視三才練習情形，除了監督

三才是否用心練習之外，也是對仙佛臨壇的禮敬。另外，適逢民國

六十九年發一崇德大考，有些道場不再使用三才，韓道長認為：

「老師當時都有用三才，因為白陽道場強調天人共辦、神道設教，

不能到我這兒就沒了，我還是要練三才。」37，可以見證韓道長尊師

重道的態度。

這份誠敬的心，同樣也體現在對於承接「天命」一事，韓道長

戰戰兢兢，非常敬畏。仙佛多次顯化並於民國六十九年夏季大典，

在日本天一宮，老 到壇，要韓道長為師尊、師母傳天命普渡眾

生，當時韓道長再三推辭不願意接受天命，不敢輕率的接受老 託

付「天命」傳承一事。				

（2）靜的功夫

「真人靜坐」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有欲觀竅」（湯武

身之）與「無欲觀妙」（堯舜性之）。38就前者有欲觀竅而言：二

目守玄（兩眼守玄關竅）。全身放鬆，兩眼似閉不閉，不往外看，

迴光返照，用意念回來看住玄關一竅，讓真人回歸本位。39就後者無

欲觀妙而言，屬先天的靜坐，二六時中不離真人，允執厥中，隨時

隨地保持常清常靜。40韓道長每天都會固定誦經、寫書法、打太極拳

以及讀聖賢書訓來靜心、定心。對三才的訓練，也不特別教導靜坐

功夫，而是強調動中取靜。此外，他規定三才每日除讀書、寫字之

36.三才黃于芳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4年12月05日。

37.同上。

38.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也。」（《孟子．盡心篇上》）。朱子對這段的解釋是，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
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頁358。就此而言，堯舜性之
即無欲觀妙之境，不假修習；而湯武身之，則仍需要修身方能體道（守一），最後還要復性（歸於無極），屬有欲觀竅的層
次。

39.仙佛慈語《光明的智慧》第二輯：「真人靜坐，如何坐？二六時中，時時刻刻迴光返照，二目守玄，眼睛閉八分睜二分，看
住我們明師所指點的地方，不思善、不思惡，就是所謂的真人靜坐。」 （台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頁46。意密是密宗三密中最主要的一環。以意念作觀想的修法，以止息心波為歸真返璞的究竟。南懷瑾：《道家、密宗與東
方神秘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6、頁50。就此意涵而言，「有欲觀竅」之意守玄關與之有異曲同工之
妙。

40.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南投：埔里天元佛院，2006年），頁32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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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要參與勞務工作，於動中練習專注的能力。韓道長認為「做任

何事情要專一，專一就是靜，教我們如何從外面的工作，動中找到

靜的功夫，靜了才心無旁騖，也才能和仙佛這道靈光接起來。如果

妳不夠專注不夠靜，那仙佛要如何透過我們三才去傳達」41。

除了「靜心」功夫本身之外，「靜心」尤顯於「反省」之價

值，每天都要冷靜思考反省，韓道長說：「起床以後先問自己：今

天，我應做的工作是什麼？我如何進德修業、廣結善緣？我怎樣幫

助我周遭不幸的人們？睡眠之前思考片刻：今天，我是否敦品勵

行，精進修持？我是否虛渡歲月、浪費光陰？我是否苟且偷安，放

蕩身心？……想一想，世界上有些時空，充滿了愁苦災害，是誰

造成？想一想，世界上有些時空，卻充滿了幸福安樂，又是誰奉

獻？」42。

再者，「靜」的最高境界，就如《清靜經》所云：「真常應

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韓道長的心隨時保持清

靜，如同方慧珍點傳師憶起：「他老（韓道長）是針對當下的這個

事情，馬上過了這件事情就過了，過了就忘了，他不會把這件事情

一直背著，所以他看待每個人也都是一樣，你曾經怎麼樣，他都看

待在當下，過了他就沒了」43。

汪志冀點傳題師訪談提及44：

1987年韓道長從泰國和艾到素叻接送的座車出了很大車禍，車

子衝入一片樹林之中，並撞上叢林身處的一棵大樹—引擎的車蓋

掀開、車子部分損害，好在一行人都平安。司機有著四十年安全

的紀錄，車子又是新車，怎麼會出車禍？回到佛堂，道親給老前

人放了一池水洗塵，此時操辦隨人員侍於門外，心中忐忑不安，

畢竟老前人身繫三朝眾生的慧命。

41.多位三才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3月12日。

42.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310-311。

43.方慧珍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7日。

44.相關內容亦刊載於《光明集刊》，第13集，〈白水德範 四海歸心〉，頁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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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後學們在門外低頭懺悔，卻聽到浴室內傳出老前人哼著小

調，哪裏是剛從生死交關走回來的人所能唱得出來？45

遇到生死存亡的關頭，韓道長展現豁達、生死不亂以及超越一

般人會有的執著與對待的境界，汪點傳師補充：「老前人已經沒有

己。老前人若有己，一定會記恨，怎麼會用這車給我坐。要撞車之

前的那一剎那，老前人就說了一句話：『老 慈悲啊』。老前人知

道，要給那位司機頂這個劫，他不但沒有責備，你怎麼安排，老前

人已經到達那種層次，他展現出來的都是不可思議的。」46、「（韓

道長）處人事物圓融的精神，好像是天衣無縫的精神，好像天是找

不到縫的。老前人的言行精神風範，你找不到縫。是一種圓滿、

圓融。每一件事情他老一出面就圓滿，大家都圓滿，他的智慧圓

融。」47

（3）淨的功夫

韓道長字潔清，號雨霖，晚年自稱「白水老人」。何以「白

水」自稱呢？韓道長自述：「本人因飲白水三十餘年，故號曰『白

水老人』，也正欲學白水也。48」字「潔清」是韓道長自許為人處事

廉潔、不貪不取；「白」指「無染」，「虛室生白，復返本來」。

白者，無染也。這當中蘊含了「無染之白」——「淨」的功夫。

「水」指「泉」：天降雨霖、潤澤群生、溥博淵 之意。韓道長一

生效法水之德性，常以其珍藏老子「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為主題的墨寶贈送道親49。筆者有幸，碩士畢業後欲前往德國留學，

1994年2月16日至福山辭行時，韓道長贈送「上善若水」墨寶一份，

期勉筆者效法水之德行。

45.汪志冀點傳題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1日。

46.同前註。

47.同前註。

48.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15。

49.詳見陳幼慧：〈忠義精神：一貫道法律主關聖帝君〉，《舞動關老爺》（新北市：台灣宗教與社會協會，2017年），頁9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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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15。

51.張勝安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2月19日。

52.三才林美妙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3月12日。

韓道長自述：「本人因飲白水三十餘年，故號曰『白水老

人』，也正欲學白水也。白者，無染也。水者，老子云：『上善若

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孔子云：『水有五德，因它常流不息，能

普及一切生物，好像有德；流必向下，不逆成形，或方或長，必循

理，好像有義；浩大無盡，好像有道；流幾百丈山間而不懼，好像

有勇；安放沒有高低不平，好像守法；量見多少，不用削刮，好像

正直；無孔不入，好像明察；發源必自西，好像立志；取出取入，

萬物就此洗滌潔淨，又好像善於變化。水有這些好德處，所以君子

遇水必觀。』觀水必觀其源。白水合一泉也。泉者水之源也，川水

由山泉之流，晝夜不息，匯通江海，容納百川。善盡性者，猶泉之

水，不息不離，乃道之體也。泉猶性之動而愈出。欲學道者，體認

省察，必須為白水之百善利萬物，一息不能間斷也。50」

韓道長以潔清、白水自稱，基本上是對自我修行的期許。張勝

安點傳師提及：「（韓道長的修持功夫）是這麼樣的嚴格，一點點

都不能差錯，在〈防微杜漸〉的訓文中，更充分體現韓道長二六時

中念念無染無妄的修養功夫。韓道長體現道之自然、無息精神，數

十年如一日，早上起床上練習文八段錦、早起喝溫開水、練拳、誦

經、看經典聖訓、寫書法，日復一日，從未間斷過」。51

除此之外，韓道長雖貴為老前人，許多道親爭相為道長效力，

韓道長卻公私分明，從來不喜歡麻煩別人。晚年道長的孩子從大陸

來台探親，韓道長一再告誡不得動用道場的任何資源。另根據三才

林美妙訪談提及：「有一次道長想要我們幫自己的太太（道長的夫

人）結緣，他老一早就在我的身旁跟前跟後，似有事要說，最後含

蓄地問我：『妳可以跟我孩子的媽媽結緣嗎？』後學想說，道長如

此至高無上，怎麼會用這樣的口氣來請求我們？只要他老說一聲，

後學就以了愿的心情去做。在這個當下我就瞭解到道長對自己的事

是很客氣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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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道長「什麼事都自己來，不要人家服伺，去到哪裡招待的人

也輕鬆愉快。」53到各道場巡視，「也不用交代要特別為韓道長準

備什麼吃的，甚至不允許隨駕的道親透露自己愛吃的東西，他認為

這就是開口向人家要東西，大家也會特別準備」、「去到任何地方

（拜訪）也不可以支使他人做什麼。」54隨駕多年的林淑媛點傳師回

憶：「有一段時間，韓道長每個星期要去天元佛院（養老院）和老

人用餐，我一直很擔心，當時天元佛院的廚師王姐，怎麼比我們平

日煮得還好吃，我只好跑去問王姐：『請問王姐，你是老前人來，

才特別煮的豐盛嗎？』王姐說：『沒有特別煮得豐盛，平日給院裡

的老人家就是這麼準備的』。這樣我就安心了。一段時間後，老前

人就不再去養老院用餐，王姐詢問韓道長「您老怎麼這一個月都沒

有去？」道長回答：「我去，你們煮得那麼好，我怎麼敢去？55」這

個故事充分說明韓道長總是怕自己去麻煩了別人，造成別人的麻煩

與困擾的貼心態度，體現韓道長公私分明、一生潔淨、無染、復返

本來面目的修行境界，為一貫道道親豎立修道的典範。

（4）盡的功夫

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

庸》提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由此可知，「盡」是儒

家很重要的一種次第功夫。「盡」的功夫約略可以分為「盡己」、

「盡人」、「盡物」三個層次。在上述「敬」、「淨」、「靜」的

敘述中，可以明顯看到韓道長「盡己」功夫，充分表現在對自我的

要求以及對一貫道道業的承擔上；「盡物」呈現在韓道長的生活哲

學以及「愛物、惜物、萬物一體」的大愛之中，以及後人常對其體

現到在日用尋常的精神：「作息有常，栽果蒔花，深明物性；與人

53.林淑媛、陳美珠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8日。

54.同前註。

55.林淑媛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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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與天為徒。寄情山水，勤練書法，怡情養性，道法自然。對

內家拳術無不精練，氣血通暢，身心豁然。刀槍棍棒、對打也是樣

樣精通。」礙於篇幅相關內容將結合韓道長硬體規劃、日常生活、

養身哲學另文處理；「盡人」體現在「對父母的孝心」以及「治人

智慧」，下文概述其內涵。	

眾所周知，韓道長一生不過生日，因為「兒的生日是娘的苦難

日」。每逢生日總是將自己關在房間，關在房間懺悔：「老前人自

己的生日當天他會靜下來，我大家都會很特別警覺，福山大姊會告

訴大家要乖一點，大家都靜靜的，戰戰兢兢。老前人悶著頭吃飯，

然後就回房間把房門關上，有時候一兩天前就會這樣。」56三才和福

山隨駕的點傳師也多次在夜裡聽見韓道長房間傳來「敲打床邊的聲

音，邊敲邊哭喊媽媽。老前人聲音是低沉的，他老哭喊媽媽。」57每

每有好吃的東西，韓道長也常順口說：「媽媽沒得吃」，可見韓道

長「終身慕父母」58。

韓道長「出生就逢八國聯軍攻打中國之際，母親隔天抱著他就

涉水回娘家，並母親在艱辛的環境含辛茹苦把他養大，因此他特別

感念母親養育之恩。」59對一位拋家捨業、捨身辦道的宗教領導人，

在小我與大我的選擇中，無法兼顧至親與道業，乃為心中一大憾

事。

除了對母親的思念，韓道長「治人的哲學」中也充分彰顯出

「盡人性」的妙理，這也是三十八場訪談中受訪者最樂於分享的內

容。韓道長治人、化人的智慧常讓道親覺得不可思議，筆者也發現

許多道親常受韓道長一句話、一個事件影響一輩子。一位智者就像

水一樣是流動的，可以隨方就圓，可以應人、應時、應機而化。韓

道長成全每一位道親的方式都不一樣，有的嚴格到害怕見道長，有

56.同前註。

57.三才余姿瑩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3月15日

58.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萬章篇》）

59.陳美珠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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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非常慈悲的對待；有的會主動提醒、建議，有的則不屑教導，

可說是因材施教、應機而化。韓道長也常常對道親們說法無定法，

才是真法。

韓道長成全道親所展現的智慧，是多位訪談者津津樂道的事。

身為一個宗教領袖，帶領與管理整體道場的發展並非易事。以下的

故事充分展現韓道長順應人性的領導風格：有一次老前人多次聽聞

大家指責某位開荒國外點傳師形式作風不妥之處，當這位點傳師的

前人帶領他和其他點傳師參見老前人時，老前人對這位坤道點傳師

大聲訓誡：「你啊，在國外這麼多年，不要以為人家都佩服妳喔，

不要蠻得意的哦，告妳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並喝斥說：「妳啊，

六個月不准給我出國，回來給我好好反省反省！」八個月以後，這

位坤道點傳師再次隨駕她的前人到福山，「他老見到這位經理（點

傳師），便對她說：『你要出國啦？好！』隨即進入房內，拿了紅

包（內裝一把美金）出來，說道：『這個給妳當作路費，祝你們平

平安安！』，這位經理拿到錢，感動萬分，跪在地上哭了起來。」60

韓道長治人沒有一定的方法，恩威並進，可以嚴格到禁止一位

點傳師半年內不得到國外開荒」，以平息眾怒，卻也會貼心地包了

一個紅包給這位點傳師。林點傳師說：「事後道長也會再以其他方

式安撫大家。61」，而方點傳師也說：「活潑玲瓏，（韓道長）愈

罵的人愈疼，因為造就這個人。天天被罵的人，可能是更疼愛這個

人，愈罵的人愈疼，因為造就這個人」62。其中，韓道長對有些「前

人輩的栽培是非常嚴格的，簡直到吹毛求疵。那是在練前人輩的火

候。不管前人辦的多好，多麼用心、人才有多少，道長還是念他。

這都是特別調教，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被嚴格訓練的前輩，大家都

很高興，都充滿法喜。」63對前人輩或可造之材特別嚴格，因此，

60.相關內容亦刊載於《光明集刊》，第13集，〈白水德範 四海歸心〉第34–56頁。

61.林淑媛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8日。

62.方慧珍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7日。

63.張勝安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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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麼方法就很難說了。有各種的方式，但是一定要圓滿，要正

的負的雙方都圓滿，這是道長的妙智慧。」64

上述幾個故事充分說明了韓道長面對紛爭的處理智慧與慈心，

這也是他深受道親愛戴的關鍵因素。

肆、結論

韓道長來台開荒近五十年，雖然留下不少著作、文集、刊物與墨

寶，但相關文獻仍有待進一步彙整。一年來，特別感謝多位隨駕韓道

長多年的資深點傳師、講師、三才接受訪談，分享許多寶貴的經歷與

資料，讓筆者更深入了解韓道長的行誼故事，希望能補充文獻史料之

不足之處。本文初步僅先彙整大家較陌生的議題，包含韓道長當年天

津辦道的場景及其「敬」、「靜」、「淨」、「盡」之修養功夫，研

究團隊將陸續針對不同的主題，彙整各位受訪者的的訪談內容，以供

讀者、道親更認識韓道長的生命故事。最後，謝謝多位志工協助整理

逐字稿，逐字稿初稿已陸續完成，研究團隊將進一步與受訪者確認逐

字稿、文字稿內容，並研擬出版事宜。

「學術」，不僅講求詮釋觀點的原創性，亦重視論證的合理性、

客觀化以及可驗證性。「宗教的學術」，除了講求道義文獻的保存、

典藏與彙整，更強調系統性闡述義理，以及客觀的論證過程65。有鑑

於宗教的學術研究在各傳統宗教已發展得相當成熟，例如：佛教、基

督教等的學術研究均有顯著的成果，而一貫道推動學術化仍屬起步階

段，宗教學術化的過程，首要面對個人宗教經驗如何轉換成客觀經驗

的挑戰。一年多來，常有一貫道內道親詢問主持人，請問韓道長的研

究成果要給誰看？你們設定的讀這群是哪些人？是道內道親還是道外

學者專家？

64.汪志冀點傳師訪談（訪談者陳幼慧），民國105年1月21日。

65.陳幼慧（2016.09）。學術型宗教教育與宗教研修學院之設置：一貫道崇德學院學術發展的個案研究。一貫道研究，5，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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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希望透過韓雨霖道長研究計畫的設計與執行，建立起道內

成員與學術對話的平台，讓道內道親認識學術研究宗教並非如洪水猛

獸，攜手建構大家所敬愛的白水老人的思想體系與行誼典範，讓未來

更多人投入白水老人相關研究，激盪出更多的研究議題，撰寫更多白

水老人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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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

許
文

賢
吳

淑
如

林
佩

環

陳
幼

慧
已

完
成

大
陸

天
津

總
堂

河
北

老
家

的
狀

況
初

期
到

台
灣

的
情

形

《
一

代
儒

宗
：

白
水

老
人

成
道

十
週

年
紀

念
》

（
南

投
埔

里
：

天
元

佛
院

，
2
0
0
5

年
）

。

《
一

代
聖

哲
：

白
水

聖
帝

成
道

十
週

年
紀

念
》

（
新

北
市

：
天

恩
群

英
道

務
中

心
 崇

恩
文

教
基

金
會

，
2
0
0
5

年
）

。

《
一

貫
薪

傳
：

白
水

老
人

開
荒

闡
道

六
十

週
年

感
恩

紀
念

》
（

南
投

埔
里

：
天

元
佛

院
，

2
0
0
5

年
）

。

《
承

先
啟

後
一

真
儒

：
白

水
老

人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刊

》
（

南
投

埔
里

：
天

元
佛

院
、

彰
化

：
福

山
榮

園
，

2
0
0
0

年
）

。

2
.

黃
于

芳
三

才
講

師

1
0
4
.1

2
.0

5
1
0
4
.1

2
.0

6
2

次
5

小
時

天
元

佛
院

陳
幼

慧
陳

幼
慧

已
完

成
如

何
培

訓
三

才
韓

道
長

行
誼

3
.

汪
志

冀
點

傳
師

1
0
5
.0

1
.2

1
1

次
4
.5

小
時

林
口

慧
心

慈
航

陳
幼

慧
羅

涼
萍

吳
淑

如

羅
涼

萍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到

泰
國

辦
道

情
形

韓
道

長
教

導
治

人
之

道

《
法

雨
甘

霖
；

白
水

老
人

的
佛

國
因

緣
》

韓
道

長
蒞

臨
泰

國
照

片

其
他

韓
道

長
照

片

相
關

文
稿

4
.

謝
恢

弘
點

傳
師

1
0
5
.0

1
.2

7
1
0
5
.0

1
.2

8
1
0
5
.0

2
.0

5
3

次
5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黃

雪
華

吳
淑

如
嚴

元
芬

早
期

彰
化

道
場

開
荒

、
辦

道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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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陳
美

珠
點

傳
師

出
版

1
0
4
.1

2
.2

1
1
0
5
.0

1
.2

8
1
0
5
.0

2
.1

6
1
0
5
.0

3
.1

2
1
0
5
.0

6
.2

5
5

次
1
6

小
時

福
山

崇
德

大
樓

陳
幼

慧
許

炳
坤

黃
雪

華
吳

淑
如

王
秋

蓉

陳
幼

慧
韓

道
長

對
文

書
與

出
版

情
形

韓
道

長
美

國
開

荒
情

形

《
明

德
新

民
進

修
錄

》
。

（
初

刊
：

6
0

年
）

《
白

水
老

人
講

道
集

，
1
-1

2
集

》
白

水
老

人
：

《
祖

師
師

尊
師

母
略

傳
》

（
彰

化
：

光
明

國
學

出
版

社
，

1
9
9
4

初
版

，
 1

9
9
6

年
再

版
）

。
《

福
山

榮
園

》
，

第
1
-2

0
卷

，
彰

化
福

山
榮

園
雜

誌
社

。
《

白
水

老
人

年
譜

》
（

南
投

埔
里

：
天

元
佛

院
，

2
0
0
0

年
）

。
《

白
水

老
人

道
義

輯
要

》
（

南
投

埔
里

：
天

元
佛

院
，

2
0
0
6

年
）

《
永

續
聖

業
薪

火
相

傳
：

白
水

聖
帝

成
道

二
十

週
年

紀
念

刊
》

（
一

貫
道

發
一

宗
教

發
展

基
金

會
編

輯
群

，
2
0
1
6
）

6
.

方
慧

珍
三

才
點

傳
師

文
書

1
0
5
.0

1
.2

7
1

次
2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黃

雪
華

吳
淑

如

劉
O
O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7
.

林
淑

媛
點

傳
師

1
0
5
.0

1
.2

8
1

次
3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黃

雪
華

陳
俊

良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8
.

李
秀

霞
點

傳
師

1
0
5
.0

1
.3

0
1

次
1
.5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黃

雪
華

陳
幼

慧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9
.

張
德

玲
姑

姑
道

親

1
0
5
.0

1
.2

9
1
0
5
.0

1
.3

0
2

次
5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黃

雪
華

大
陸

時
期

佛
堂

情
形

韓
道

長
行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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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張
靜

慧
三

才
點

傳
師

1
0
5
.0

2
.0

5
1

次
1

小
時

電
話

訪
談

陳
幼

慧
陳

幼
慧

已
完

成
早

期
生

活
的

情
形

1
1
.

劉
靜

修
點

傳
師

1
0
5
.0

2
.1

4
1
0
5
.0

3
.1

4
2

次
7

小
時

崇
修

堂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辜
俊

彥
黃

雪
華

早
期

崇
修

堂
的

辦
道

、
開

荒
情

形
早

期
崇

修
堂

的
生

活
情

形

《
深

根
一

甲
子

同
心

化
萬

邦
》

老
照

片

1
2
.

徐
新

發
點

傳
師

1
0
5
.0

2
.1

5
1

次
3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韓
道

長
行

誼

1
3
.

洪
桂

華
點

傳
師

1
0
5
.0

2
.1

5
1

次
2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韓
道

長
行

誼

1
4
.

謝
玉

文
點

傳
師

1
0
5
.0

2
.1

6
1

次
2
.5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劉
O
O

已
完

成

福
山

興
建

彰
化

道
場

開
道

歷
程

韓
道

長
行

誼

《
彰

化
道

場
開

道
5
0

週
年

慶
感

恩
大

會
專

刊
》

1
5
.

林
麗

華
三

才
講

師

1
0
5
.0

2
.1

4
1
0
5
.0

2
.1

5
2

次
3
.5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韓
道

長
行

誼

1
6
.

張
勝

安
點

傳
師

1
0
5
.0

2
.1

9
1
0
5
.0

2
.2

0
2

次
5

小
時

玉
隆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王
秋

蓉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早

期
斗

六
重

修
堂

法
會

情
形 早

期
三

民
路

、
玉

隆
場

景
與

開
道

歷
程

《
一

貫
薪

傳
》

多
本

老
的

道
書

供
掃

描

1
7
.

陳
信

資
深

道
親

1
0
5
.0

2
.1

9
1

次
2

小
時

玉
隆

陳
幼

慧
陳

幼
慧

早
期

三
民

路
、

玉
隆

場
景

與
開

道
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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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洪
秋

梅
三

才
點

傳
師

1
0
5
.0

2
.2

0
1

次
3

小
時

玉
隆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林
佩

環
已

完
成

早
期

三
民

路
、

玉
隆

場
景

與
開

道
歷

程

1
9
.

多
位

福
山

三
才

三
才

1
0
5
.0

3
.1

2
1

次
5

小
時

福
山

陳
幼

慧
林

佩
環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當
日

受
訪

三
才

計
有

：
黃

于
芳

、
沈

育
因

、
蔡

依
樺

、
蘇

彥
貞

、
鄭

雅
文

、
林

美
妙

、
林

佩
諄

（
靈

隱
道

場
）

、
朱

晴
華

、
許

淑
惠

、
張

佳
禪

（
寶

光
明

本
道

場
）

2
0
.

賴
毓

秀
三

才
點

傳
師

1
0
5
.0

3
.1

3
1

次
5

小
時

濟
化

堂
陳

幼
慧

王
秋

蓉
王

秋
蓉

早
期

開
道

歷
程

早
期

進
修

班
情

形
早

期
訓

文
早

期
進

修
班

講
義

2
1
.

余
姿

瑩
三

才
1
0
5
.0

3
.1

5
1

次
3
.5

小
時

埔
里

陳
幼

慧
黃

雪
華

邱
O
O

黃
雪

華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回

憶
錄

手
稿

2
2
.

葛
文

雅
點

傳
師

1
0
5
.0

6
.2

6
1

次
1

小
時

崇
德

大
樓

陳
幼

慧
黃

淑
娟

提
供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行
誼

2
3
.

陳
樹

城
點

傳
師

1
0
5
.0

7
.1

8
1

次
2

小
時

榮
德

佛
堂

陳
幼

慧
羅

涼
萍

謝
居

憲

羅
涼

萍
已

完
成

韓
道

長
影

音
資

料
多

部
韓

道
長

演
講

影
片

2
4
.

黃
博

仁
點

傳
師

出
版

1
0
5
.0

8
.0

7
1
0
6
.0

1
.0

1
2

次
5

小
時

新
竹

崇
慧

崇
德

大
樓

陳
幼

慧
陳

怡
君

韓
道

長
對

文
書

與
出

版
情

形

《
善

德
》

，
第

5
4

期
、

第
6
8

期
、

第
6
9

期
。

《
正

德
》

，
第

8
9

期
、

1
6
3

期
、

1
6
4

期
、

1
6
6

期
、

1
6
7

期
。

《
修

道
入

門
》

，
正

德
雜

誌
社

出
版

。
《

人
生

何
處

去
》

，
正

德
叢

書
。

《
道

義
淺

釋
》

，
正

德
叢

書
。

2
5
.

陳
文

郎
點

傳
師

翻
譯

人
員

1
0
5
.1

0
.2

9
1

次
3

小
時

天
元

佛
院

陳
幼

慧
楊

雁
智

楊
雁

智
已

完
成

1
1
/2

5

大
德

真
君

行
誼

韓
道

長
行

誼
早

期
開

道
歷

程
早

期
進

修
班

提
供

韓
道

長
、

大
德

真
君

行
誼

簡
報

檔
《

大
德

真
君

紀
念

刊
》

早
期

訓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