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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第八屆一貫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報導

   

   

   

   

   

  

　　崇德學院第八屆「中華道統文化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於2017年12月16至17日在崇德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次研討會有二

十二篇論文發表，而崇德學院第一屆學生經過一年多的學習與鍛鍊後，

計有五位同學在莊嚴的一貫道學術研究殿堂中初試啼聲，呈現其學習

與研究的成果，與來自海內外各方的道親、教授學者交流切磋，除了

藉此機會讓與會前賢了解學院辦學之目標及成效，更能夠聆聽到優秀

的教授專家學者們提供給學院有關需要再加強的寶貴學術建言，非常

受用，大家收穫滿滿。這是崇德學院自去(105)年奉教育部核可立案

招生以來，第一次有自己的研究生上台進行學術論文發表，也算是具

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本次研討會所收錄之二十二篇論文，研究議題涵蓋「一貫道天命

道統之研究」、「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一貫道『道』之印證」、

「一貫道開創史之關鍵前輩典範之研究」、「一貫道修持功夫之研究」，

以及「一貫道組織運作之研究」等多個面向，由一貫道各單位及海內

外各地點傳師與道親們踴躍參與之盛況，顯示一貫道研究已逐漸為學

界及道親們所重視。

　　崇德學院非常感謝李豐楙教授、蔡源林副教授、鄭志明教授、張

家麟教授、陳幼慧教授、王雅萍副教授…等多位教授們多年來的指導

提攜與建言，讓學院的學術研究逐步學習與開展，相信還有許多成長

的空間，這都是學院全體師生們會積極努力的方向。

指導單位：財團法人一貫道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

主辦單位：一貫道崇德學院

協辦單位：一貫道總會、財團法人俊華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一貫道崇德學院

教育協會、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會議地點：一貫道崇德學院　國際會議廳

撰文：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施春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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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開幕式由一貫道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韓萬年董事長致詞，為兩天

的研討會拉開序幕，韓董事長竭誠歡迎大家蒞臨與會，他老慈悲表示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已是第八屆中華道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研

討會。崇德學院是韓道長的辦學遺願、也是秉持著陳前人大姑『恢復

固有中華優良傳統文化』之理念，也就是以儒家思想為藍本。這幾屆

以來，承蒙各位貴賓及學者熱烈投入，非常用心的為我們一貫道之過

去與未來，做了精闢的報告與說明。我們今天在崇德學院舉辦道統文

化之傳承與創新，感謝總會王理事長、大陸社科院陳博士、政大李教

授豐楙、以及各位先進一起來參加這個盛會，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探

討中華傳統的優良文化，它的價值和意義，讓中華民族文化能淵遠流

長並且永續傳承，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的責任。這兩天的時間，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吸收各位學者們的專題報告，希望這次的研討會

能圓滿順利的完成，在這裡先恭喜大家、祝福大家，謝謝大家！」

　　緊接著一貫道總會王理事長寶宗致詞表示：「學院的師長用心規

劃與真心期待，尤其是這段期間的工作，鉅細靡遺，才有這麼漂亮的

場地讓大家使用，也準備精美的膳食供大家品嘗，我們衷心感謝陸校

長和所有師長的付出。每一次舉辦，都是天恩師德的榮耀，每一次論

壇的發表都是研究風氣的提升，每一次資料的彙整都是獲得義理學術

論述。要讓一貫道道傳萬國九州，目前已經逐漸達成。但是，要讓一

貫道的義理大白於世、深植人心這件事，我們還需做很大的努力。因

此，諸位學者專家，一次又一次地辛勤不懈，一年又一年地深耕寫作，

這種大無畏精神，後學代表一貫道總會，向各位教授、學者致上最高

的敬意。當然，今天在座的大德們，您們是我們道場的中堅，更是仙

佛的化身，因為有您，才能將論壇發揮效果；因為有您，才能把義理

傳播宣揚；因為有您的開闡渡化、有您的救人救劫，社會必將安祥，

世界必將進入大同。最後，敬祝我們這次論壇成功，在座各位大德法

喜充滿，謝謝！」

　　第三位則是由崇德學院校長陸點傳師致詞表示：「感謝大家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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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支持，我們學校之所以能夠成立，是沾了天恩師德，是老中的

旨意、師尊師母默默當中的主導。韓道長白水聖帝非常重視教育，和

各位成道前人們在理天齊心助力，才有這個學校，也才能在今天舉辦

國際學術研討會。成立這所學校可以建構一個學術平台，可以集合大

家的智慧，將歷代先聖先賢們的資料收集整理、分析辨別、推論。

　　我們很幸運，在發一組一直是天人共辦，雖然是神道設教，但我

們是知識份子，不會糊裡糊塗的迷信，也不會愚昧不信。到目前為止，

老中慈悲在發一組所派來的仙佛批示之訓文，可以說都是真仙佛臨壇，

真仙佛臨壇所批示的訓文內容，讓我們有十足的信心。十多年前（西

元2002年至2004年（老中慈悲指派仙佛、活佛老師在台南、日本、印

尼之佛堂總共有五次的批訓，批了一篇《道脈傳承錄》，特別強調我

們一貫道道統『有憑有據、有跡可循、諸天仙佛、萬仙菩薩作證』。

為了這一部《道脈傳承錄》，還讓亞齊大地震的災害減輕了一半，活

佛老師說，原本的災害還會更嚴重，就是這一部《道脈傳承錄》給鎮

住了，真的非常殊勝。

　　學院自去年第一屆開學後，我們以這一部《道脈傳承錄》作為依

憑，再配合歷代祖師所敘述的道統，赫然發現，一貫道不知道在什麼

時候開始將道統以訛傳訛的散播，造成道外人士、學者們議論紛紛，

懷疑一貫道道統是人為編造的。為此，學校有責任將不清楚、有疑慮、

有矛盾的地方加以釐清，這是我們的責任。到目前為止已可以證明一

貫道是一個清白的、神聖的普渡收圓團體。一貫道的義理論述完備，

傳道才不會有後顧之憂。否則，一旦我們人越來越多，講的如果都是

錯誤的，到時候將會一敗塗地，想要重來就來不及了。所以，學校一

開始就是先討論『天命道統』這件事。

　　我們一貫道就是中華道統文化的真傳、也是創新者，至今已舉辦

了八屆，承蒙許多教授、學者的照顧，每一屆都來關心，也發表論文，

非常感謝。感謝道場韓老點傳師的支持、黃點傳師世明大力的財力支

持，以及我們一貫道總會的支持，讓我們能夠繼續向前走，我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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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有抱負，並承受師尊、師母的真傳，一定要把這個大道好好

地發揚光大，這一切需要藉著學術平台，一項一項的把它釐清論述，

建構完成。今年已經到第八屆了，礙於場地有限，只能提供這些位置，

兩天的時間，希望有好的成果，謝謝大家的參與，招待不周之處，請

多多包涵，謝謝大家！」

　　礙於時間之有限，無法讓每一位貴賓一一上台致詞，依舊非常感

恩貴賓們願意撥冗陪伴大家共度這難得的、崇德學院招生後第二次舉

辦的兩天學術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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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當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陳進國博士擔任專

題演講主講人。原本邀請陳博士的恩師馬西沙教授（中國歷史學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專題演講，遺憾的是因為出國手續辦

理不及而無法成行，所以，就邀請陳進國博士連著兩天上午為大家進

行精采的專題演講。陳博士分別以「救劫母題：濟度宗教運動何以可

能」及「在地的調適與信仰的變容--以日本、南非的一貫道為例」為

講題，探討一貫道之國際發展性與未來。陳博士的專業演講，也象徵

學院在兩岸與國際化的學術交流上，有了卓越的進展。

　　本次與會貴賓、專題講座、教授專家學者及論文發表人包含：

【貴賓】：一貫道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韓萬年董事長、一貫道總會王

　　　　　寶宗理事長、財團法人俊華教育基金會黃世明董事長、一

　　　　　貫道總會黃德勝副秘書長

【專題講座】：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當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陳進

　　　　　　　國博士

【論文發表】

　　以下便依場次介紹與會學者，以及簡要說明各項主題所發表之論

文及相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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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一貫道義理之研究

    主持人／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與談人／蔡源林（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1：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題目：一貫道東方後十八代祖師天命道統傳承之縱論

    發表人2：李皇穎（大葉大學、亞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題目：《道脈圖解》義理探析—以宇宙論為範疇

　　第一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廖玉琬所發表的《一貫道東方後

十八代祖師天命道統傳承之縱論》，一貫道最殊勝之處在於天命明師

的一點超生，有關傳承天命道統的祖師系統，缺乏完整而一致的資料，

此研究以一貫道道內資料，還有仙佛借竅、開沙所陳述之天命道統傳

承為基礎，縱論一貫道東方後十八代祖師天命道統傳承，具有釐清疑

慮的重要貢獻。

　　第二篇是大葉大學、亞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李皇穎發表「《道脈

圖解》義理探析—以宇宙論為範疇」，研究動機是想對一貫道做義理

建構，宇宙論是不可不探究的重要命題。尤其，站在一個宗教現代化

與理性化的關鍵時刻，發展一套深入道義內涵的論述，將一貫道義理

作系統性呈現，闡述一貫道義理精粹，厚植一貫道學內蘊，累積學術

質量，深究修辦精神理念。本文探討範圍以《道脈圖解》中「先天無

極理圖」、「太極 天圖」、「皇極圖」三者為主，並參以其餘各圖，

以探究「理氣象三天」宇宙論的意涵為主軸。根據四種《道脈圖解》

版本的探析，歸納以下幾點：

1、有關《道脈圖解》的作者問題，根據以上《道脈圖解》四種版本

的說法綜整之，《道脈圖解》當傳自第十八代祖弓長師尊。

2、師尊《道脈圖解》雖以宇宙論思想為核心，但其思想與心性本體

論、修行工夫論，相互貫通，互為表裡，三者合一，心性天合一，

形成具有一貫道修行特色的，道德式的宇宙論，同時也代表師尊

《道脈圖解》理論思想的嚴密性、圓融性與圓通性（三教圓通）。

《道脈圖解》「理氣象三天」宇宙論，源於無極老中，遠溯宋明理

灬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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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近承十五代祖。然而第十五代與第十八代祖，兩祖的生活時

代與天運背景不同，由清末到民初，由細收圓到大收圓，兩者思

想稍有異同，不可不辨。對於現代一貫道之教義，第十五代祖王

覺一是統整者、奠基者；第十八代祖弓長師尊則予以簡化，並廣

泛流傳。

　　由於上述兩個主題皆與一貫道道脈有關，與談的蔡源林副教授對

此二篇論文建構一貫道學術的途徑報以很大的期待。

【議題二】：一貫道義理之研究（Ⅰ）

    主持人／李豐楙（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與談人／洪淑芬（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發表人1：林榮澤（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主任）

    題目：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白陽易經》為例

    發表人2：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題目：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活佛師尊慈示修道方針》為例

    發表人3：唐經欽（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題目：一貫道聖訓之揀別

　　第一篇由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林榮澤主任發表「一貫道聖訓之

研究：以《白陽易經》為例」。林主任的研究結果指出：一、白陽易

經是純粹產生於一貫道場的一部聖訓。二、白陽易經與傳統的易經相

較，是在「簡易」及「德」上作了發展。三、「凶爻化解、吉爻輔弼

 」是其基本的原則，作更深入精微的義理發微，以成就一位有德君子。

　　第二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施春兆與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陸隆吉共同發表的「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活佛師尊慈示修道方針

 》為例」，道本無言，非言不顯；言若不達，道更難明。白陽經文，

為仙佛以無上妙智慧、揭仁義之旨，垂示有緣者。《活佛師尊慈示修

道方針》為一貫道道場仙佛於法會時借竅所批示之系列訓文，本書依

「訓中訓」集結，以「悟根源」為始，直至「真善美」為圓滿，總計

收錄十篇訓文，旨在使修道、辦道者有正確方針，言行不致差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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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仙佛慈示「修道方針」為主軸，主要義涵：「覺悟根源明本來，

知止而后宏仁懷；頌義言禮傳一脈，惺智宣信啓迷孩；復我五常之德

行，二六確守培靈台；登峰造極真善美，一指方針示原胎。」藉以提

醒修道者均能明悟體行，讓每個人的生命能夠臻至「真善美」的境界。

本文經由分析聖訓義涵發現幾項特質：一、修道人首要清楚「得道」

之根源，並且依照「修道方針」落實修行步驟，終究可讓人生臻至真

善美之境界。二、明師一指得道的殊勝與尊貴。三、聖訓義涵符合「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之道理。四、白陽經文「聖訓」是天人共辦的

證據，令一貫道道親們信受奉行，並落實生命之實踐。

　　第三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唐經欽發表《一貫道聖訓之揀別

 》，聖訓是仙佛聖言，透過乩竅天啟闡發天人一貫之學，此神道設教

「靈顯」現象。可惜現在人因為受科學文明洗禮，不知修持實踐方是

宗教根源最具決定性的證據，因而缺乏對人文重實踐根柢之契入，以

致未能證悟形上天道運化之理。再來就是證悟形上天道運化之理，又

未得感通宇宙造化主宰，率而指神聖靈感經驗為迷信，無視「通天人、

合內外」是健動躍然呈現、敬畏感通無礙之實感。所以，聖訓點化存

醍醐灌頂之實效，指引修辦導航。故而本篇特別研究闡述聖訓之殊勝，

以及為何需做一貫道聖訓之揀別的重要性。

　　本場次係由在學術界很有威望的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李

豐楙擔任主持人，而由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洪淑芬擔任與談

人，洪教授用心的給予三篇作者一些建言，也特別提到有關「聖訓之

揀別」確實是很重要且值得探討清楚之議題。

【議題三】：一貫道聖訓之研究（Ⅱ）

    主持人／陳幼慧（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兼主任）

    與談人／謝居憲（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發表人1：鄧盛有（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題目：從《大學證釋》、《白陽聖訓--大學》探析一貫道的修道工夫論

    發表人2：黃錫卿（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目：從一貫道聖訓〈Gospel〉詮釋《聖經》中兩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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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3：楊雁智（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題目：從《白陽聖訓─大學》論述一貫道白陽聖訓的意義    

    發表人4：黃志宏（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目：一貫道對儒家思想的傳承與創新─以《君子四強》仙佛聖訓為研究文本

　　第一篇由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鄧盛有所發表「從

《大學證釋》、《白陽聖訓--大學》探析一貫道的修道工夫論」，《

大學》位列四書之首，是儒家經典的核心。《大學》最大的特色在於

明確指出一套修己治人的系統工夫，指引成就內聖外王之方向。〈大

學章句序文〉：「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

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大學證釋》

及《白陽聖訓--大學》是兩部由聖賢仙佛降鸞臨壇著述的現代典籍，

很值得比較研究。所以，鄧教授的研究係以《大學證釋》和《白陽聖

訓--大學》這兩部重要典籍為基礎，探析其所揭示的修道工夫。結果

發現：一貫道的修道工夫，融通了三教的內涵，在家出家，簡明易行，

符應了當前時代環境的需要，加以許多真修真成的真實驗證，使得修

道者抱持了更大的實踐動力，終能傳揚世界各國。

　　第二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黃錫卿所發表「從一貫道聖訓〈

Gospel〉詮釋《聖經》中兩個重要議題」，黃同學研究指出：世界上

第一大宗教，基督教之《聖經》中有兩個重要議題，分別是（一）、

《馬太福音》3:1 1:「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

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

給你們施洗。」，以及（二）、誰是「後來的那位」？何謂「聖靈與

火」施洗？黃同學藉由深入探討一貫道聖訓〈Gospel〉之義涵來嘗試

著解讀一貫道「天命明師」之內涵，是否可以解決聖經中「後來的那

位」？而一貫道之「天命明師」在傳道過程之涵義是否可顯發《聖經

 》「聖靈與火的施洗」之精神？其以聖訓〈Gospel〉歸結要義，凸顯

需要被關心和重視的價值。

　　第三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楊雁智與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廖玉琬共同發表「從《白陽聖訓─大學》論述一貫道白陽聖訓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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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的殊勝在於「天人共辦」，故其應劫救世的思想，係來自

「上天的旨意」，而「上天的旨意」乃是透過仙佛批示的白陽聖訓來

傳遞，作為修辦的指南，是以研究一貫道，還須以仙佛所批示的白陽

聖訓為藍圖，方能符合一貫道的核心價值。研究結果發現：從《大學

聖訓》中，可探究一貫道白陽聖訓奧妙所在：就宗教的立場觀之，仙

佛的通達妙智，非人之心力與思慮所能及；聖訓蘊含的哲思義理、普

渡收圓使命，亦非一般勸世鸞書能圓滿；聖訓彰顯天人共辦的神聖意

義，也不因被視作「民間造經運動」、「沙盤道」而掩蓋其價值。

　　第四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黃志宏所發表「一貫道對儒家思

想的傳承與創新─以《君子四強》仙佛聖訓為研究文本」，《君子四

強》仙佛聖訓，於西元1993~2000年前後歷經七年，由六位仙佛於一

貫道發一組天恩群英單位馬來西亞、台灣、香港及中國等地之法會中，

或借竅臨壇或飛鸞開沙批訓。批出〈和而不流〉、〈中立不倚〉、〈

窮不改操〉、〈達不變塞〉之訓中訓的《君子四強》聖訓。包含鎮壇

訓、底訓、冠頂訓、訓中訓，闡發天人一貫之學，妙中有妙，並且前

後能互證、連貫，若非天人共辦，實難以致之。黃同學首要提出幾個

問題意識：（一）、一貫道仙佛聖訓有何殊勝性？（二）、二千多年

後，為什麼仙佛要再詮釋《君子四強》？（三）、一貫道《君子四強

 》聖訓中，就文化的傳承而言，有哪些是承襲於傳統儒家思想之道德

價值的部分？有哪些是仙佛再詮釋、再創新的部分？研究結果發現，

一貫道仙佛聖訓之殊勝性具有以下幾種特性：神道設教，天人共辦；

符合天時天運，以及係由上天天命所主導，而且仙佛們皆是領了一貫

道至上神明明上帝之旨意臨壇批訓宣化。仙佛融通三教，以道為根源，

以道攝教，闡發天人一貫之學。所以，仙佛再詮釋創新之意涵，未嘗

不是現今白陽期君子之真義！

　　本場次由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兼主任陳幼慧擔任主持人，而由

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謝居憲擔任與談人。由於本場次有三位崇德學

院第一屆研究生初試啼聲、上台發表，謝教授以貫有之幽默口吻給予

許多建議，讓學生們收穫許多，也謝謝鄧教授自學院籌備以來，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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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正式成立後，始終熱心對於學術研討會之支持。

【議題四】：一貫道「道」之印證

    主持人／李豐楙（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

    與談人／林敬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1：陳志宏（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電機暨電腦工程學系博士）、陳志雄（美國羅

格斯大學分子暨細胞生物學博士）

    題目：道的科學論證

    發表人2：Gayle B. Bartley, MSW, LCSW, M.DIV. and Charles H. Hsu, Ph.D.
    題目：The Way and the Word: Bright Wisdom and Good News Common Ground in Tao

Cultivation and Christian Faith
    發表人3：Chi-Chi Liao（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

Theodore Chelmow（美國Brandeis大學社會學博士、臨床心理諮商師、心理學家）

    題目：Transcontinental Tao Propagation: Faith, Vows, Cultivation, Realizatio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第一篇由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電機暨電腦工程學系博士陳志宏

與美國羅格斯大學分子暨細胞生物學博士陳志雄兩位優秀的教授兄弟

檔共同發表《道的科學論證》，藉由（一）、「道」的定義及其科學

的驗證；（二）、「道」的學習；以及（三）、「道」的實證等幾個

主要議題進行討論。研究結果顯示：求道以後，道親在研讀《尚書》、

《論語》、《中庸》、《道德經》、《大學》章句、《中庸證釋》等

經典中可以看到生命的實相，也可藉由「智、仁、勇」來將生命的實

相展現出來，而生命教育的實效，則是可以看到「身修、家齊、國治、

天下平」之理想境界。所以，學道者符合宋儒張載先生之「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道心），為生民立命（慧命），為往聖繼絕學（道

學），（依道）為萬世開太平。

　　第二篇由Gayle B. Bartley, MSW, LCSW, M.DIV. and Charles H.
 Hsu, Ph.D.共同發表《The Way and the Word: Bright Wisdom and 
Good News Common Ground in Tao Cultivation and Christian Faith》，

內容主要是介紹Current Trend for Religions Belief、Tao and Christianity，
以及Tao is the Root for all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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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由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廖綺琪與美國Brandeis
大學社會學博士、臨床心理諮商師、心理學家Theodore Chelmow共同

發表《Transcontinental Tao Propagation: Faith, Vows, Cultivation,
Realizatio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主要是介紹Prophet of
Tao propagation，The development of a Tao history，Brief history of
the migration of Tao，以及Challenge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Tao.

　　本場次再次邀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李豐楙擔任主持人，

而由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敬智擔任與談人，林教授表示自

己也是道親，看到幾位優秀的北美教授博士們所發表之論文，給予很

不錯的講評。

【議題五】：一貫道開創史之關鍵前輩典範之研究

    主持人／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與談人／王雅萍（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發表人1：陳幼慧（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兼主任）、詹進發（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副教授）

    題目：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1980~1994年演講之文字探勘與文本比較分析

    發表人2：陳幼慧（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兼主任）、詹進發（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

    發表人2：董虹均（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生）、施又齡（台灣師範大學教研所碩士）、羅

    發表人2：涼萍（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哲玲（中華科技大學講師）、許

    發表人2：文賢（台灣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林佩環（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許

淑貞（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陳怡君（崇德講師兼大事紀組長）

    題目：1980-1989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演講文本分析

    發表人3：董虹均（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生）

    題目：1990-1994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演講文本分析  

    發表人4：羅涼萍（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一貫道教育的現代意義─以「發一崇德」的慈善文教事業為例

　　第一篇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兼主任陳幼慧與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副教授詹進發共同發表《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1980~1994年演講之文

字探勘與文本比較分析》，研究對象為韓道長演講文本，內容主要分

析1980-1989年以及1990-1994年，共計40篇，文稿之總字數超過25萬
5千字。1980-1989年共22篇、164812字的文本分析，陳樹城點傳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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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19篇，其他3篇則來選自《白水老人講道集》與《福山榮園》；1990-
1994年共計18篇、90618字，文本大致來自數位化的《白水老人講道

集》，少部分來自《福山榮園》以及陳樹城點傳師所提供的數位化資

料。經由文字探勘分析，分別列出韓道長不同時期之幾個核心概念名

詞（師尊師母、儒家收圓、提倡孝道、三期末劫思想、天命明師之尊

貴、天命明師之尊貴、參禪打坐、師尊師母、天職的意義、修持法門）

之排序。

　　第二篇由政治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兼主任陳幼慧、政治大學地政系

副教授詹進發、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生董虹均、台灣師範大學教研所

碩士施又齡、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羅涼萍、中華科技大學

講師林哲玲、台灣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許文賢、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

士生林佩環、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許淑貞、崇德講師兼大事紀組

長陳怡君共同發表《1980-1989白水老人韓雨霖道長演講文本分析》，

主要討論1990-1994韓道長演講文本，列出十五個韓道長演講內容之核

心概念。期許能透過更嚴謹的量化的文本探勘與分析方法，探究韓道

長的核心思想，讓書寫韓道長中心思想提供更為客觀的方式，從中爬

梳韓道長的思想體系以及對道義的建構與詮釋。

　　第三篇由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生董虹均發表《1990-1994白水老人

韓雨霖道長演講文本分析》，討論1990-1994韓道長演講文本，主要根

據《白水老人講道集》一書之內容，共計18篇，分析韓道長演講內容，本

文之研究方法運用數位人文「資料探勘」以及「文本探勘」（data mining）
的相關工具進行文本數據之分析。

　　第四篇由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羅涼萍發表《一貫道教

育的現代意義─以「發一崇德」的慈善文教事業為例》，由於羅教授

當日不克出席，而由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林佩環代為宣讀論文。

研究結果顯示：一貫道傳到臺灣之後，透過各種慈善文教工作的推廣，

發展其道務並對社會服務工作不遺餘力，以發揮其對社會的功能。一

貫道「發一崇德」道場對於社會的教化工作，不僅在於教內宣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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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育，亦包含對於道德教育、社會服務以及宗教學術研究的推廣。

宗教教育中的學術研究教育，也是「發一崇德」發展過程中重要的領

域，透過學術化、客觀化的研究，建立一貫道義理系統化的論述，以

廣大的宗教視野及包容的宗教精神，與各宗教進行交流與對話。從社

會功能層面來看，民間教派在客觀上是具有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對

於臺灣民間教派中的一貫道所推廣的社會活動進行考察之後，可以發

現對於當代社會的影響是具有正面的實質意義與社會功能。

　　本場次由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主任王雅萍擔任與談人，王

教授表示，本來自己也是這個研究團隊的一份子，覺得大家都很用心

在此研究上，透過文字探勘來做研究，也是一個新的嘗試，覺得很有

意義。

【議題六】：一貫道修持工夫之研究

    主持人／唐經欽（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與談人／鄭志明（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教授）

    發表人1：游經順（輔仁大學師培中心兼任講師、臺北市立成功高中教師）

    題目：由《六祖壇經》頓漸法門看一貫道的修持工夫

    發表人2：李文成（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目：一貫道修持功夫管窺—以《神課》聖訓為例

    發表人3：鄭清榮（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目：一貫道三寶心法初探—兼論與孔門心傳之會通

　　第一篇由輔仁大學師培中心兼任講師、臺北市立成功高中教師游

經順發表「由《六祖壇經》頓漸法門看一貫道的修持工夫」，研究發

現：（一）、佛法的體悟由來都只是在當下，從來沒有佛法的開悟是

長時間的。（二）、惠能強調的是頓悟的當下那一刻，以及如果能夠

與佛的境界貼合時，所發出的言論就能啟迪人心，也能令人自見佛性，

自成佛道。（三）、一貫道承繼歷代諸佛菩薩所傳性理心法，尤其是

禪宗的頓教法門之精髓，呈現在一貫道傳道的儀式之中。（四）、《

六祖壇經》呈現惠能的慈悲與渡眾之心。因此，闡述佛法時不僅注意

到大根器者，以言行令當下開悟；同時也提供一般在家者能夠居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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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夠提出漸修漸進，親民的修行方式，實以儒門修養工夫的契合。

（五）、一貫道承繼歷代諸佛菩薩所傳性理心法，尤其是禪宗的頓教

法門之精髓，呈現在一貫道傳道的儀式之中。（六）、揉合生活與修

行為一體的修煉模式，不僅是當今修行人的一種權變形式，同時也是

一貫道所主張的重要修行要旨，在體現歷代諸祖的箴言要意的同時，

更遵守著儒門所強調的綱常倫理。（七）、一貫道的宗旨「挽世界為

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之理想的實踐，也是諸佛菩薩

「化娑婆世界為蓮花邦」此宏誓大願的實現。同時這也是一貫道道親

藉由理想與大願的實現過程，來修煉自己提昇自己的修持工夫。

　　第二篇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李文成發表「一貫道修持功夫管窺

—以《神課》聖訓為例」，《神課》聖訓是2014年6月28日由「濟公

活佛」臨壇，同日在4個地點批訓五課；隔日又在兩個地點批訓二課，

並集結而成七門功課。一貫道近百年來的傳佈非常快，已傳近百國，

而且是跨種族、文化，甚至跨宗教的傳佈！在台灣已經制度化，遵循

「道之宗旨」、「盡人道達天道」，對全世界產生很大影響，包括推

行孝道、讀經等移風易俗的聖業，十分值得關注與研究，為何一貫道

傳佈這麼快？研究結果發現：只要道親能夠落實以品格（內聖）、功

德（外王）為起步，始終修持；火候是煉性的主要工夫，以信、中道

行持為目標；禮節是儒家所重，也是禮運大同，熱誠助人之表現；心

念修於隱微處、慎獨，動靜之間定慧等持；戒律以防非止惡為基礎，

自覺自察為目標；最後願行，又回到入道時憑愿受指，明師直指，自

願啟動，立志任重，立品道遠，復與品格、功德連結一起，環環相扣，

無盡修持，直至無上菩提。

　　第三篇由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鄭清榮發表《一貫道三寶心法初

探—兼論與孔門心傳之會通》，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一）、一貫道明

師一指之真義與殊勝，（二）、一貫道三寶之真義與殊勝，以及（三

 ）、一貫道三寶與孔門心傳之會通。研究結果發現：一貫道之師尊、

師母系奉天命之當代明師，一如孔子承擔「天命傳承」宏揚「性與天

道」，所傳授無非是本體本心、性理真傳。一貫道明師一指當下根塵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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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契入空性、無生，指授「自性明月」；三寶包含千經萬典，圓融一

切法門，與孔門心傳—「一」與「忠恕」，理無二殊。三寶義理既深

且廣，足以「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一貫真傳與孔門心傳無二無別，

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足以證明當代明師所傳之「道真」。

　　本場次由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教授鄭志明擔任與談人，鄭教授一

直以來都非常支持崇德學院之學術研討會，並給予許多的指導與建言，

此次針對這三篇論文亦同樣給予稱讚與建議，非常感謝鄭教授。

【議題七】：一貫道組織運作之研究

    主持人／廖玉琬（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與談人／張家麟（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1：王雅萍（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題目：海外宣教的跨文化接觸與語言轉換：以泰國一貫道發一組的開荒為例

    發表人2：謝金汎（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一貫道喪禮：以寶光崇正為例

    發表人3：林佩環（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題目：先天道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影響與一貫道的傳播：以永德堂為例

    發表人4：洪銘謙（暨南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題目：泰國一貫道「道化企業」的發展：以「安東道場」為例

　　第一篇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主任王雅萍發表《海外宣教的

跨文化接觸與語言轉換：以泰國一貫道發一組的開荒為例》，主要介

紹泰國一貫道研究的回顧、一貫道的海外開荒與海外傳道的差異、一

貫道發一組在泰國的道務發展，以及傳道語言的在地化與經典翻譯。

泰國是一貫道海外最大的道場，一貫道自1970年代開始從台灣傳道到

泰國，1984年後發一組韓雨霖道長（1901-1995）四次泰國行盛況空前。

1984年代是一貫道海外開荒發展重要的關鍵年代，韓雨霖道長首度蒞

臨泰國，主持泰中壇安座並提拔第一批講師人才，他慈勉「往後泰國

道場由泰中壇開始發揚光大。」在韓道長的慈示下，泰國一貫道場開

始開潮州話班、泰語班、功德費不必繳回台灣，陳鴻珍前人大姑也在

1984年首創忠義字班的分區運作、到確定「本國人辦本國事」「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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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辦本地事」的方向與「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的道務拓展的智慧，

展開一貫道在泰國本地化道務宏展的開道奠基過程。融合台灣開荒者

與當地互相結合的道場文化。至於泰國外勞在臺灣求道引線回國渡化

家人開荒闡道之議題，值得後續深入研究。

　　第二篇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謝金汎發表《一貫道喪禮

：以寶光崇正為例》，研究結果發現：（一）、歸空者的親屬在「安

全」需求的推動下，要求自己必須為歸空者完成一場周全、嚴謹的一

貫道喪禮，幫助歸空者順利、安全回歸無極理天。（二）、在「愛與

隸屬」需求的推動下，歸空者的親屬同意為歸空者舉辦一貫道喪禮，

並同意為歸空者換上道場制服，在靈位上寫上歸空者的道職，認同歸

空者是一貫道的一份子。最後，也在「合爐」儀式中將歸空者的靈位

合入祖先牌位中，透過儀式來肯定歸空者是家族的一份子。或合入「

寶光崇正先聖先賢先靈」的牌位中，透過儀式來肯定歸空者是寶光崇

正的一份子。（三）、在「尊重」需求的推動下，歸空者的親屬感受

到一貫道領導人物對歸空者的重視，與眾多道親對歸空者的護持與祝

福，在「敬人者人恆敬之」的天性驅動下，歸空者的親屬也會反過來

尊敬一貫道，尊敬一貫道的上方與道親，以至於尊敬一貫道道親對他

提出的「求道邀請」，而更容易接受邀請進道修辦。（四）、在「自

我實現」需求的推動下，歸空者的親屬盡心為歸空者辦完「後事」，

也使歸空者的親屬盡了一份「孝悌之心」。奠禮前，為歸空者「助唸

」的道親，籌備奠禮的「治喪委員會」成員，以及參加奠禮的與會道

親。不論行為的動機是要祝福歸空者順利回理天，還是把喪禮視為道

場的一種工作來護持，都一樣是在「了愿」。

　　第三篇由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林佩環發表《先天道在越南

胡志明市的影響與一貫道的傳播：以永德堂為例》，作者表示當初攻

讀博士班最主要希望能撰寫東南亞開道相關資料，基於也是道場二代，

除了新馬資料的蒐集及田野調查，希望能延伸研究路線。2017年4月
也因為遇到了研究路上巨大的考驗，決定到柬埔寨走一趟，也促成了

這篇胡志明先天道的研究。作者也建議：對於越南的一貫道研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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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未來一貫道能在越南合法化，讓現今更多當地的新興宗教團體，例

如高台教，能有更多與一貫道研究的延伸，後續有關先天道在越南在

地化的過程與融合當地信仰文化的研究，也是我們未來值得繼續關注

的議題。

　　第四篇暨南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洪銘謙發表《泰國一貫道

「道化企業」的發展：以「安東道場」為例》，研究結果顯示：安東

道場在泰國之道化企業發展必需分成三個階段依序執行，才能夠更為

宏展：第一階段泰籍員工、語言能力的提升；第二階段台商圈、教育

圈的開展；第三階段員工、教職員、學生為主的傳播模式。而有關安

東道場－道化企業的意義，則是牽涉到簽證問題、家庭問題、建立社

會網絡、翻譯人才、學習語言、台商圈的開拓等層面。也可以進一步

推展多元類型的道親，如：台商界、教育界，以及勞工界等人員。

　　本場次由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張家麟擔任與談

人，張教授表示他非常認真的在短時間之內研讀了上述四篇論文，覺

得在國外進行調研是很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之未來目標，可以更彰顯

一貫道國際化之榮耀。而對於《一貫道喪禮》之研究，建議可以做更

完整之探討。

　　七個議題的論文發表結束之後，閉幕式由校長陸隆吉點傳師上台

致詞：「感謝天恩師德，感謝遠道而來的陳主任進國博士、黃點傳師

世明、美國紐約、洛杉磯、加拿大、多倫多來的前賢們，以及各位教

授、專家學者們，還有來自各地的點傳師與道親們。設校是上帝的旨

意，從無到有，來讀書的學生可說是都已經看破紅塵，無需實質之學

位，因為道場早已有完善的教育制度。不過，由於學校是很重要的學

術平台，感謝陳主任提醒要多研究；張教授家麟也說，道場若衰退了，

也是需要研究…等。一貫道發展到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多，要培訓

人才、要有平台、有好的地方，共同的問題聽得到，才能夠解決，這

是上帝的旨意，仙佛的助力，並非是迷信，是天恩師德，『顯化』真

真實實，就如鄭教授志明講的神話、密契經驗。這次是崇德學院設校

以來第二次研討會，感謝很多教授提出論文及寶貴意見，這兩天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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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學者們稱讚的話：『恭喜崇德學院進步很多』，我們感到高興，

謝謝大家的指導！八年來，覺得講道容易，寫論文不容易，不寫論文，

視野不能擴展。師尊、師母不在，老前人、各單位前人都不在了，我

們吸取學術界的建議，感到安慰的是，您們的建議沒有白費，因為崇

德學院有成長，發一組道務持續成長，我們各組線都是濟公老師的徒

兒，要一起關心。感謝教授們的辛勤付出，教職員、學生將學院打掃

得乾乾淨淨，感謝天元佛院前賢提供食宿、還有廚師及工作人員用心

準備兩天的用餐及精美點心，再次感謝天恩師德，教授們用心，感謝

海峽對岸的陳主任，可惜馬教授無法前來，希望明年可以到大陸或是

澳門去發表我們的文章，把一貫道的義理講清楚，不怕站到世界舞台，

到哪裡都可以去，感謝大家，不圓滿的地方，請多多包容。」

　　為期整整兩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校長陸點傳師之閉幕致詞結

束後，正式畫下了完美的句點，絢爛的彩霞映照在一張張帶著笑容的

臉龐上，心中滿滿的正能量與手中香噴噴的餐盒，伴隨著愉悅的心情，

一步步朝著回家的路途緩緩前進。深切期望，崇德學院舉辦的「中華

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能夠越辦越好，能夠將一貫

道的義理傳播於世，早日完成上天降道、師尊師母普渡三曹的神聖使

命。期盼關心一貫道未來重要願景與展望，以及學術研究發展的您加

入今（107）年崇德學院第九屆「中華道統文化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