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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第六屆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報導

撰文/羅涼萍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一貫道崇德學院、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與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

承辦單位：一貫道發一崇德道場、崇德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俊華教育基金會

二○一五年八月九～十日，一群滿懷著「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

創新」理想與熱忱的學者與道親們，滿心歡喜的蒞臨中和崇德文教紀

念館，參加第六屆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本次與會學者及論文發表

者包含：

主持人—─一貫道崇德學院執行長陸隆吉、輔仁大學宗教所教授鄭志

明、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副教授李泰山、逢甲大

學歷史文物研究所教授王志宇

與談人—─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安梧、新竹教育大學教

授黃博仁、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院教授蔡長鈞、政治大學

宗教所助理教授林敬智、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王雅萍

發表人—─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新竹教育大學教授黃

博仁、中華大學助理教授許炳坤、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

中心助理教授謝金汎、國立暨南大學博士生洪銘謙、國立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李榮哲、國立師範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碩士劉芯吟、崇右技術學院講師林哲玲、大葉大學

助理教授李皇穎、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生侯仕胤、發

一崇德講師張再興、輔仁大學宗教所博士候選人羅涼萍、

輔仁大學宗教所碩士許淑貞、臺灣科技大學醫學工程研究

所助理教授許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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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引言人—─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唐經欽、

陸軍軍官學校副教授謝居憲、國立臺灣大學助理教授

劉基全、海洋大學副教授廖玉琬、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教授陳幼慧、輔仁大學助理教授林榮澤、發一崇德點

傳師張勝安、屏東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陳丁立、國立陽

明大學藥理所博士施春兆

專書主編與作者—─輔仁大學助理教授林榮澤、

　　　　　　　　　臺灣大學助理教授洪淑芬

本屆研討會考量一貫道崇德學院招生在即，除了一般發表人的文

章，更聚焦於「一貫道道義集結」成果的分享。本次研討會共計14篇

一貫道專論文章、12本教材專書的分享，呈現六大「研究團隊」這兩

年的研究成果。

一貫道道義集結成果發表

為推動一貫道學術發展及厚植一貫道的義理論述，一貫道崇德學

院期許透過第六屆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的舉辦，能夠帶動一貫道更

多的子弟，從事一貫道義理與道義的論述。本次研討會考量一貫道崇

德學院即將招生，規劃研討會的主要課題為一貫道道義集結的成果分

享，並為一貫道崇德學院的教材作準備。

「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今年

邁入第六屆，開幕式由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點傳師、慈

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林安梧以及一貫道崇德學院執行長陸隆

吉點傳師共同主持。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點傳師在開幕

致詞時，特別恭喜一貫道發一崇德道場共同創辦的一貫道崇德學院，

並且肯定這六年來在學術領域的深耕。特別說明一貫道傳統道場強調

開荒渡眾，但是若要辦萬八年的道務，基本上並非只在於辦道，而慈

善、文化、教育、公益、學術以及關心社會的課題也必須落實。目前



191
第六屆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報導

道親愈來愈多，若要使道親們有發揮的空間，學術領域方面就必須大

家共同關懷與投注。任何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學術是不會缺席的，

而我們一貫道正在開始，期許道親們在開荒辦道之外，多多關注文

化、教育、慈善、公益及學術領域。最後祝福一貫道崇德學院未來人

才濟濟，辦學相當有績效，期勉未來能夠被列為研究宗教的重鎮。

開幕式之後，大會特別邀請長期關注一貫道發展的學者，同時

也是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林安梧先生擔任專題演講

主講人，他以「承天命、繼道統、傳斯文」為講題，分享他個人對於

「吾道一以貫之」的體悟，特別闡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說明孔夫子之道，在於忠恕之道，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

「忠」是回到內在的心性之源，也是宇宙造化之源。在華人文化傳

統，認為價值與存在的源頭是相同的，天道與本性是相連的，談到天

道就要談到本性。而儒家談到的三統是天道、道統、心性的統一，不

能忽略其中之一，故「吾道一以貫之」。透過教授的演講，大家對於

「承天命、繼道統、傳斯文」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本次研討會在專題演講之後，共有八個場次的發表及綜合座談，

共有14篇文章及12本教材專書的發表，此次不只是一般學術論文的發

表，更是一貫道崇德學院教材的成果展現。專書的規劃與撰寫，有單

一的作者也有共同的作者，以下就各場次所發表之論文及專書的主題

內容作簡要之介紹。

第一場次的主題為「一貫道發展與義理研究」，由陸隆吉執行長

主持，由林安梧教授擔任與談人，共有兩篇論文發表。第一篇是由中

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所發表的〈一貫道的臺灣經驗與全球

發展〉，論述當代一貫道近七十年來在臺灣及全球的發展經驗，如何

在變動不已的社會環境中，跨越種族、文化、宗教之籓離，持續弘展

道務於全球。第二篇是由新竹教育大學教授黃博仁所發表的〈談一貫

道的信仰與道義〉，從一貫道的意義、傳承及道之宗旨，探討一貫道

的信仰與道義，說明一貫道的道義都是三教的真理，由三教經典可以

印證天道的真傳。與談人林安梧教授提出建議：一貫道未來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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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上，可以佛教及基督宗教做為借鏡，並與其他宗教進行對話，

透過宗教詮釋學探討一貫道的信仰，作宗教學理論及經典方面的詮

釋，並提出一貫道在宗教學解釋上的獨特性。

第二場次的議題是「一貫道真傳之三教合一與五教同源之專

題」，首先由唐經欽教授介紹《一貫道真傳之三教合一與五教同源》

專書的規劃，內容涉及道與教之分殊、宗教融通、一貫道以「道」融

通教之探討等。本書立足於一貫道真傳之視角，藉由思想史中宗教會

通研究之省視，進而闡述一貫道或聖訓中以「道」融通「教」之要

義。第二篇是由中華大學助理教授許炳坤所發表的〈韓雨霖道長孝道

思想之探微：箴言集成白水老人選輯、雨霖雜記、白水老人箴言集三

部曲〉，許教授從訪談福山陳美珠點傳師以及「雨霖筆記」開始著

手，嘗試運用文獻分析法，以經解經，以文解文，以書籍內容闡釋韓

雨霖道長之孝道思想。第三篇是由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中心助理教

授謝金汎所發表的〈道家、道教三教會通思想發展與意義〉，說明一

貫道思想與道家思想之間的關係，而傳統道教對一貫道的影響主要表

現在一貫道的神靈觀、承負報應與功過觀等。與談人黃博仁教授提出

建議：必須將道教、道家、一貫道分清楚，並明確提出其三教思想會

通之處。

第三場次是專書規劃的發表，此場次由鄭志明教授主持，首先

由林榮澤教授介紹「一貫道歷代祖師思想研究」課程的規劃及教材的

內容，以道統祖師的思想為主，著重於東方前十八代及後十八代，共

三十六代祖師，涵蓋儒、釋、道三教的教義內容。目前教材已編輯完

成《道統史紀：東方前十八代》，及《道統史紀：東方後十八代》兩

冊。接著由洪淑芬教授介紹「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的重要性、人

文內涵及其研究範疇。說明一貫道的佛規禮節，遵循　天然師尊《暫

定佛規》並步履其精神，透過佛規禮節的具體實踐，體現白陽修士的

修行生活及道德人文內涵。主持人鄭教授肯定兩本專書的撰寫與內

容，因為編教材是不容易的。他建議作者要站在宗教學的角度探討歷

代祖師及聖人的神聖性，而宗教的內涵包含形而上的思想內容及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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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儀式實踐，兩者都是宗教生命力之所在，如何從中展現出一貫道

的特色是值得深思的。

第四場次也是專書規劃的發表，此場次由林榮澤教授擔任主持人

兼與談人，首先由陸隆吉執行長介紹「一貫道天命傳承研究」之研究

計畫，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天命之於修、辦道之意義與重要性，並探

究道脈傳承之歷史、精神與內涵，以了解道統天命之於中華文化之意

義與價值。以文獻義理研究為主，訪談為輔。研究文獻以白陽聖訓為

主，祖師與前人輩的著作為輔，佐之以三教典籍及當代學術之研究。

接著由謝居憲教授介紹「一貫道修持之研究」研究計畫，說明以文獻

義理研究為主，其研究內容包含修持法要、三寶修持以及內功、外功

修持法。與談人林榮澤教授補充說明一貫道修持法門的最終目標是人

間的淨土，而修持法門重要的要點是要落實在每個家庭的基礎上，使

其幸福美滿。

第五場次的議題是「一貫道研究方法探究」，此場次由劉基全

教授主持並介紹「一貫道研究方法」專書緒論，說明專書的內容規劃

及學者陣容。其內容涵蓋「一貫道研究的回顧」以及常用的「文獻學

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方法」、「量化研究」，與「實驗設計」等

研究方法，再以實際之一貫道研究論文，說明如何使用這些研究方法

進行一貫道研究。接著共有三篇論文發表，第一篇是國立暨南大學

博士生洪銘謙發表的〈一貫道「佛規禮節」的演變：以「獻香禮」為

例〉，探討臺灣各組線及香港、韓國、緬甸、泰國的「獻香禮儀」，

進行跨組線的研究。第二篇是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李榮哲發

表的〈新世紀學界伙食團─發一崇德伙食團對一貫道之影響〉，對於

發一崇德學界伙食團在崇德道場不同階段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

探究學界伙食團如何從早期的道場人才培育所，轉化成今日深具經典

義理深化、實踐社會公益的團體。第三篇是國立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

學系碩士劉芯吟發表的〈一貫道柬埔寨宗教傳播與華語文教學：以發

一崇德為例〉，探討一貫道發一崇德於柬埔寨的發展，研究一貫道發

一崇德道場於柬埔寨辦理華語文教學與宗教傳播的方式，分析宗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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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透過教學來傳播。與談人蔡長鈞教授首先肯定「一貫道研究方法」

專書的重要性，透過正確的研究方法，才能探究出研究課題的優缺

點。亦肯定三篇論文發表人的用心，建議若要提昇論文，而受到更大

的肯定，論文題目相當重要，必須與結論相呼應。

第六場次的議題是「一貫道聖神體系與宇宙論之研究」，此場

次由廖玉琬教授主持並介紹「一貫道宇宙論與聖神體系」專書的主要

內容及其架構，說明道統傳承始於伏羲氏，經三皇五帝、文武周公至

道儒聖人。後傳至佛家，待釋終又轉火宅。歷千年傳至今。至十五

代祖王覺一於著作中闡述一貫道之宇宙觀，建立一貫道特色義理之基

石。接著共有四篇論文發表，第一篇是崇右技術學院講師林哲玲發表

的〈一貫道宇宙論初探：自性與時空鼎爐〉，從已知的宇宙論、一貫

道特有的三天說架構、啟動生命之「明明上帝」的宇宙意涵，以及時

空鼎爐之自性宇宙的進路，進而研究「一貫道宇宙論」之論述。第二

篇是大葉大學助理教授李皇穎發表的〈《易經證釋》之義理探討—

以乾、坤二卦所揭示的宇宙論為中心〉，對《易經證釋》中乾、坤

二卦，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討，期許透過本文的論述，能夠一方面增進

《易》學相關研究領域的深度與廣度；另一方面能夠對一貫道義理的

相關研究，如一貫道的宇宙論、道與教、性理心法、三教真傳與宗教

會通等研究面向，能有發幽闡微的作用。第三篇是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所碩士生侯仕胤發表的〈臺灣一貫道寶光玉山道場及其祭天研究〉，

從寶光玉山道場祭天的儀式、祝文、禱文進行探討，分析寶光玉山

道場「祭天儀式」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及其研究價值，認為其特色是一

種將「道」之內涵呈現的具體形式。第四篇是發一崇德講師張再興發

表的〈一貫道宇宙論之「三期末劫」與「三曹普度」探討〉，從中華

文化「宇宙論」發展起始之《易經》、《道德經》，至宋代邵康節之

「先天圖」、周敦頤之《太極圖說》的思想，推衍到明代時期羅清

「無極」概念的轉化，以闡述一貫道祖師「十二元會」、「三期末

劫」、「白陽應運」與「三曹普渡」之倡導，並討論「青陽期」和一

貫道內所謂現值「午未交替」的具體時程。與談人林敬智教授肯定三



195
第六屆一貫道研究學術研討會報導

篇論文對於一貫道宇宙論在哲學、歷史、醫學、科學、經典、義理的

解讀及祭天儀式有很深入的研究，對於未來學院教材的編著有很大的

幫助。建議編寫教科書，一方面必須了解過去一貫道道場如何理解宇

宙論的課題，另一方面更要引導下一代如何面對及思考當代的議題。

第七場次的議題是「一貫道教育體系之研究」及「一貫道兒童

讀經教育的發展與現況研究」，此場次由陳幼慧教授主持並介紹「一

貫道教育體系研究」及「一貫道讀經與教育專題研究」兩本專書的規

劃及內容，說明一貫道教育的宗旨與理念，歸納一貫道教育特色為生

命教育、全人與靈性教育、博雅與書院教育、經典教育、大我精神、

推廣孝道與讀經。接著共有三篇論文發表，第一篇是輔仁大學宗教所

博士候選人羅涼萍發表的〈一貫道的宗教教育與研修學院的設置：以

「一貫道崇德學院」為例〉，探討一貫宗教教育的發展及一貫道崇德

學院的設置，從比較宗教學的角度，分析如何使一貫道的宗教教育兼

具理論與實務，並且將學術的宗教教育與傳教的宗教教育之間取得平

衡，令一貫道崇德學院在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能夠與世界各宗

教進行交流與對話。第二篇是輔仁大學宗教所碩士許淑貞發表的〈一

貫道孝道文化之探源〉，探討一貫道孝道傳承之淵源，及推廣孝道之

意義。說明孝道是儒家重要的思想之一，一貫道努力傳承儒家孝道精

神，已成為現今儒家思想最佳的宣揚者。第三篇論文是臺灣科技大學

醫學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許文賢發表的〈大專學生伙食團共修模式之

研究—以發一崇德臺北學界為例〉，論述一貫道發一崇德大專學生伙

食團的發展及共修模式之演變，分析近半世紀大專學生伙食團的共修

方式，如何引領年輕人復興儒家傳統與傳承中華道統文化，並且落實

修道生活化及延續伙食團優良傳統。與談人王雅萍教授提出未來一貫

道崇德學院在辦學上，必須思考及面臨的問題。一貫道該如何處理將

經驗的實踐轉化成學術的理論，如何規劃宗教教育的辦學模式，使招

生的對象更加的明確，並進一步發展出一貫道的教育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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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次是專書規劃的發表，此場次由王志宇教授擔任主持人

兼與談人，第一本專書為「一貫道發展史與組織運作研究專題」，由

輔仁大學助理教授林榮澤介紹專書規劃之內容，說明《一貫道發展

史》專書的內容主要是探討一貫道從大陸到臺灣的發展狀況；另外關

於一貫道的組織運作模式之研究，主要探討師尊辦道時期的組織運作

情形，說明一貫道能在大陸快速發展的原因，主要在於其組織運作方

式的特色。第二本專書是「一貫道聖訓之研究」，由屏東科技大學助

理教授陳丁立介紹專書規劃之內容，主要探討白陽時期聖訓的源流、

宗旨與結構，並介紹大陸時期及臺灣時期之聖訓。第三本專書是「一

貫道得道之研究」，由國立陽明大學藥理所博士施春兆介紹其研究計

畫，說明研究文獻以白陽聖訓為主，祖師與前人輩的著作為輔，佐之

以三教經典、當代學術研究，藉此有意義的詮釋「得道」對其生命態

度與信仰的影響。在一貫道信徒「得道」之觀點下，探究一貫道的本

體與性理心法及求得「三寶」之重要性。與談人王志宇教授肯定林榮

澤編寫的《一貫道發展史》使用道內的史料及外部相關的檔案資料作

為基礎，進行對話與討論，能夠清楚及完整的面對一貫道發展史的課

題，而且可以面對外界種種不同的論點。

在論文發表結束之後，隨即進行綜合座談，由輔仁大學宗教系鄭

志明教授主持，一貫道崇德學院陸隆吉執行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陳

幼慧教授、陸軍軍官學校謝居憲副教授、海洋大學廖玉琬副教授擔任

引言人，分別介紹一貫道崇德學院教材與學術發展的現況、一貫道崇

德學院教材與學術發展的挑戰、一貫道崇德學院的硬體與招生規劃，

針對一貫道研究的學術發展提出相關的建議及具體措施。主持人鄭志

明教授肯定一貫道崇德學院硬體設備及教材規劃的發展，是一個偉大

的創造，此創造涉及到神聖與世俗兩個層面。人間是世俗的，而宗教

所傳達的是神聖的訊息，道親們在接到神聖的訊息後，應該將其轉化

成在世俗中建立聖業。最後，期許一貫道崇德學院未來能夠弘揚一貫

道，使一貫道神聖的宗教理念與精神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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