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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十三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暨韓雨霖老

前人率發一組來臺開道 75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專題報導 

前言：年度學術盛會，共唱白陽法音 

    感謝天恩師德，白水聖帝、不休息菩薩慈悲，發一組各單位前人輩在天之

靈的護祐。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十三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暨韓雨霖老

前人率發一組來臺開道 75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二○二三年十二月

廿二日，假崇德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來自發一組各單位點傳師、講師、前賢，

從全臺各地紛紛來歸，計有一百九十九位蒞臨參加；又有中研院的研究員，政

治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環球科技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等多位關心一貫道的學者參與會議，在以仁會友的學術交流中，於一貫道

道義思想的相互砥礪裡，共同見證一貫道崇德學院的年度學術盛會。 

  本次研討會共有九篇會議論文發表，十篇海報論文張貼。而來自美國哈佛

大學神學院的「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教授們，與學院搭起友好的學術平臺，

自二○二○年起，幾乎年年都有學者到此發表論文，共襄一貫道研究之盛舉。

今年則有安妮．哈利（Anne D. Harley）教授，及拉塞爾．鮑威爾（Russell Powell）

博士，分別以〈女性覺醒：以當代音樂作品詮釋女性神秘主義者和精神導師〉

（”Women awake: Illuminating texts by and about female mystics and spiritual 

teachers in contemporary musical works”）及〈尋求自然，尋找人類：美國環保

主義與道家哲學的對話〉（ ”Seeking Nature, Finding the Hum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Taoist Philosophy in Conversation”）為題，以國際視訊方

式來發表。其中安妮．哈利教授在學術研討會後不久，也在美國廖綺琪點傳師

等的引渡之下，於洛杉磯道場的佛堂求道。雖是西方知識分子，對於真理的渴

望、靈性的探索、創造生命的價值，古今中外，皆同乎此心。 

  而二○二三年，適逢白水聖帝率領發一組前人輩來臺開道七十五週年，為

飲水思源，緬懷感恩白水聖帝開道渡眾之大德，崇德學院特別恭請韓老點傳師

慈悲，專題演講：「一貫道發一組道脈源流之歷史敘事」，為發一組的道脈源流，

留下珍貴的歷史見證，以啟來學之循根溯源、報恩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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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敘事：發一組的道脈源流 

  一九三○（民國 19 年）師尊、師母同領天命，原本在老祖師時代的山東

濟寧道務，遂向北方的濟南開展。一九三四年（民國 23年），師尊由濟南開道

天津，僅一年多時間，天津已成立數處佛堂，韓老前人、陳前人大姑及發一組

多位前人輩，都是在天津求道，也在老前人所設立的「同興壇」學修辦道。其

中劉振魁前人（發一靈隱，清閒仙長）、劉全祥前人（發一同義，大德真君），

在此領點傳師天命；相關的分壇有劉振魁前人的同善壇、張玉台前人（發一天

元，德慧菩薩）的同義壇。1同興壇作為發一組的淵源，當時的道務十分宏展，

對於發一組的道脈源流，韓老點傳師慈悲說道： 

  一九三八年（民國 27年），老前人因積勞成疾罹患三期肺病，在自覺無生

機的情況下，因中醫師孫蘭芳老先生的引渡，遂於是年的農曆七月廿七日，在

天津法租界禮堂求道。因蒙受濟公活佛臨壇慈悲顯化，賜予 老 供菜，老前

人遂發心愿：「我的病真能好了，我事業不做、家也不要，我捨身給老天辦道。」

老前人的發心感動了活佛師尊，遂指派老前人擔任「報字、抄寫、文牘、校對」

等事，並指示住進北平山西街的佛堂。 

  研究班結束後的隔天，老前人隨即搬入佛堂。未料，過了三天，三天主考

院長大人臨壇，要求老前人大門封鎖，不准出門，指示練三才一個月。老前人

雖擔心三期肺病不能看醫生，但想起活佛師尊的慈悲囑語，於是聽天由命，一

心交付上天。沒想到廿八天之後，開門辦道去，原來的吐血完全好了；過了兩

個多月，三期肺病竟然不藥而癒。自此堅定心志，報恩了愿，捨身辦道。 

一九四○年（民國 29 年）四月，老前人安頓好家人之後，獨自留在天津

全心修辦道。因天津道務宏展，師尊到天津時，往往臨時住在道親家，天津的

前賢們於是商議給師尊購屋，老前人也資助了五百元。六月，就在天津的府署

街買下一棟雙併四合房，作為天津總壇，恭請師尊、師母到此來居住。 

承蒙師尊、師母慈悲，老前人與胡桂金道長就住在府署街的天津總壇，前

後有七年之久，當時和張文運、楊灌楚、孫克忱被稱為「四大金剛」，輔佐胡

道長辦理道務。胡道長及其父親、兄弟都是老祖師的弟子，他在「八卦爐會」

時親眼目睹、親耳聆聽師尊、師母同領天命的情況，與師尊親如兄弟，主要負

責天津的道務。天津總壇在胡道長及老前人等的操辦之下，道務十分宏展。 

                                                      
1
陳幼慧、許炳坤：〈《白水老人韓雨霖》傳記之口述歷史探究〉（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十三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
承與創新暨韓雨霖老前人率發一組來臺開道 75 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23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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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一年（民國 30 年）三月初三日，師尊、師母在天津首次放命，老

前人領點傳師命；是年，老前人在天津成立「同興壇」，地點位於老前人的「同

興織絨工廠」樓上。同興壇是發一組的淵源所在，距離天津總壇約莫一百多公

尺，在老前人的操辦之下，道務蒸蒸日上，每個月在此召開一次點傳師班。當

時想要見師尊、師母及胡道長者，都會在此稍候，和總壇連成一體。 

  一九四七年（民國 36 年）初，正值臺灣光復後一年多，大陸的道務亦紛

紛向臺灣發展，老前人奉師尊、師母之命及胡道長的指示，遂與大家商討來臺

開荒事宜，劉振魁前人因熟諳日語，帶頭響應；郝金瀛（發一晉德，晉德大帝）

也說：「我會講日本話，我去開荒。」老前人被大家的發心與勇氣所感動，說：

「好！你真的要去，我來預備人員。」就在老前人的規劃安排之下，同興壇先

後數批前賢到臺灣開荒，締造了今日發一組的規模，也肇啟發一崇德的發展淵

源。 

  一九四八年（民國 37 年）農曆六月，師母老大人到北平，老前人同胡道

長前去交代道務，並請示到西安開荒之事。師母說：「你的名聲太大，往後世

事變化無常，你可以到遠處避一避才好。」師母又慈悲：臺灣曾被日本統治過，

現在的日本人還不信一貫道。師母遂指示用「發一大道」作為老前人所帶領的

道場稱號，意為「發揚一貫」，還給老前人改名為「恩成」。老前人於是回天津

把經手的事務轉交他人，聽從師母「往東南方去」的指示，帶領另一批前賢來

臺灣。 

  農曆七月初，在老前人的帶領下，包括：劉振魁（第二次來臺）、于峻德、

李新通、韓萬年、趙志誠一起抵臺，同行還有張文運（天真組）、王菊亭。劉

振魁前人雖已於前年四月到臺，但因師尊於去年八月中秋歸天而重返天津，此

行配合老前人再度來臺。一行八人就在農曆的七月初八日抵達基隆港，上岸後

先在臺北落腳。 

  由於劉振魁前人去年初臨寶島時，已在臺北市東門町的五條通（今臨沂街

六十巷一帶）買房子，設立「同德壇」，後來又買下隔壁棟。當時由同興壇到

臺灣的發一組前人輩都會先在同德壇落腳，前後有二十多人。 

  兩三個月過後，老前人為了開荒辦道事宜，南下勘察，於是將各位前人輩

安排在北中南發展道務，自己則選擇在臺中公園附近的三民路居住，並在此設

立「同信壇」，是老前人在臺灣設立的第一間佛堂，以便南北往來渡化、成全

照顧，後來前人老及郝金瀛前人、張玉台前人、趙潔銘大姑皆隨行在此共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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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陳前人大姑等一行人則稍後幾天到臺灣（這是前人老第二次來臺），

包括：祁玉鏞前人（發一天恩，至德大帝）、陳耀菊前人（浩然組，育德單位）、

梁華春前人（浩然組，育德單位）、趙潔銘大姑（第二次來臺）共五人皆來自

天津，搭乘最後一班的「美信號」，經歷五天的海上顛簸，於農曆八月初七日

抵達臺灣。 

  一九四九年（民國 38 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海峽兩岸自此陷

入長期的隔絕狀態，來臺開荒的前人輩自此有家歸不得，賴以維生的經濟支援

也跟著斷絕。老前人曾說：「我們兄弟姊妹來臺為發揚大道、挽化人心，救眾

生出苦得樂。回想初來臺灣，生活儉樸，每餐粗菜淡飯，辛苦備嚐。洗衣服用

炭灰，九個人每月吃兩斤油，用肥皂兩塊，麵粉也無有，也沒有味精，以道為

重，一年一年的過去。」道盡了開荒初期的困頓歲月，雖然如此，老前人開道

的步履從未因任何考驗而歇止。 

  一九四九年八月，臺南的佛堂發生一場大考，致使奉老前人之命開荒臺南

的祁玉鏞前人、劉全祥前人、張瑞青前人（發一慈法，承恩大仙）、于峻德三

才、李鈺銘前人（發一靈隱，文慈菩薩）等五位同時被抓捕。十一月，數位前

人脫困之後，為了維持生計，老前人遂與大家研商，決定將原先「同德壇」所

在的房子賣掉，改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的東門市場裡買一間較大的日式平房，

親自釘木架，開了一間雜貨莊，取名「同德商行」，經營麵粉及花生油的中盤

生意，用以籌措辦道及生活經費，也藉此引渡有緣人，原「同德壇」也遷入「同

德商行」。 

  老前人則在臺中的三民路開設「同德製麵廠」，一邊謀生，一邊闡道。老

前人曾自述：「我預備待兩年，找個房子，沒認識一個人，多困難。生活沒有

辦法，大陸不能來錢了，我在臺中軋麵條，在臺北開雜貨店。」當時白天要開

道，晚上若有空檔，陳前人大姑就和張玉台前人等幾位坤道一起縫製小鞋，賺

些微薄收入，大家對傳道渡眾之事，依然齊心努力以求開展。 

  因文化不同、經濟困頓、語言隔閡不通，加上官考人驗，道務的推展，困

難重重，那是一段磨煉心志的艱難歲月，道盡了前人輩以啟山林的篳路藍縷，

寫下了發一組及崇德開道初期的創業維艱。然而，老前人及前人輩們愿力宏深，

不畏艱辛，一步一履，開荒臺灣十年之後，大道漸次宏展，師母天命可畏，先

說後應。臺中、臺北、臺南、高雄、雲林、彰化、嘉義、屏東、新竹，發一組

的道務開枝散葉，一間間白陽大廟鼎立。一磚一瓦，搭起老 的神聖殿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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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一履，終於開辦出宏偉之白陽聖業。 

  發一組來自天津同興壇的前輩們，愿力宏深，拋家捨業，揚帆蓬萊，犧牲

奉獻。其修辦精神，挺立了發一組的脊樑，是為永遠之典範。就在老前人的帶

領之下，締造了今日發一組之盛況，包括：靈隱、同義、光耀、晉德、天元、

天恩、慈濟、崇德、慧音、慈法、德化、奉天等十二個單位。2 

 

發一組十二單位暨領導前人一覽表 

編號 單位 老前人／前人 明明上帝敕封之聖號 

 發一組 韓雨霖老前人 白水聖帝 

1 發一靈隱 劉振魁前人 

李鈺銘前人 

清閒仙長 

文慈菩薩 

2 發一同義 劉全祥前人 大德真君 

3 發一晉德 郝金瀛前人 晉德大帝 

4 發一光耀 王連玉前人 文實大帥 

5 發一天元 張玉台前人 德慧菩薩 

6 發一天恩 祁玉鏞前人 至德大帝 

7 發一慈濟 張 勤前人 

劉學錕前人 

陳俊清前人 

德化仙母 

德化真君 

禮圓菩薩 

8 發一崇德 陳鴻珍前人 不休息菩薩 

9 發一慈法 張瑞青前人 

陳海亭前人 

承恩大仙 

慈正元君 

10 發一慧音 劉明德前人 慧圓大帥 

11 發一德化 林廷材前人 真修真君 

12 發一奉天 徐燕妹前人 慈寧菩薩 

（以上編號，依福山文書排序） 

韓老點傳師四十分鐘深切的專題演講，聲如洪鐘，字如金玉，慈悲地闡述

發一組的道脈淵源及早期的開道歷程，諄諄慈勉修辦道者應飲水思源、繼往開

來，莫忘道脈源流，當緊隨天命金線，光大老前人及前人輩的精神典範。 

                                                      
2
 本演講稿由一貫道崇德學院提供，韓老點傳師慈悲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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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創新：一貫真傳之繼往開來 

  一貫道崇德學院是一所天人共辦的學校，這是老 有命，活佛老師主導的

學校。二○一六年招收第一屆碩士班，是中華民國教育部核准的宗教研究所，

乃專研一貫道的教育單位。學院的辦學宗旨，謹遵仙佛慈示，重在：樹立內外

兼備之實踐典範，培養普渡三曹之人才；建構系統化的一貫道道義，讓真理真

知作為傳道宣化與修持實務之依據；完備道場所需的佛規、教育、制度、人才，

以傳承道統文化之精髓，襄助上天普渡收圓之大事。因此，自籌校以來，每年

都會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關注一貫真傳的道統歷史、道學系統、道務發展；

也藉由研討會的舉辦，呈現學院辦學成果；並在學術交流的脈動中，搭起學術

平臺，砥礪道氣學風，與學術界對話。 

  二○二三年，研討會邁入第十三屆，在校長陸老點傳師的帶領之下，全校

師生戰兢其業，共同研發，釐清了一貫道的道統真相，並逐步建構一貫道的道

義系統，期冀促進一貫道未來的穩健發展。校長在開幕時致詞： 

  學校自辦學以來，關注學術研討會，專注「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這也可以說是一貫真傳的歷史。一貫道自後東方達摩初祖老水還潮以來，這上

千年的歲月，受到各方的誤會，尤其從六祖惠能以後，代代祖師的犧牲，實在

太大了。例如：在唐代的羅八祖因悲憫眾生，急著辦理收圓，卻導致官考，遭

受燒紅鐵衣活活焚死的殘酷刑罰；3到了清初，黃九祖傳授《禮本》、《愿懺》以

渡化眾生，也承受凌遲萬斷的極刑；吳十祖、何十一祖亦飽受牢獄折磨。4到了

徐十三祖還無、楊十三祖還虛，開荒下種，也被誣陷，兩位祖師在道光八年

（1828），雙雙因官考而頂劫歸天。5自羅八祖以來，祖師們慈悲濟眾，卻因朝

廷打壓而遭受苦難，在官方的歷史檔案資料裡，一貫道被誤會為「反動會道門」。 

  學校的設立，活佛老師有所指導，慈示「在學道中堅認道統」。既然老師

有所指示，我們不得不好好地把道統給研究清楚。幸好老 頒布了一貫道的《道

脈傳承錄》，派遣達摩祖師、王十五祖（北海老人）、濟公活佛、中華聖母，共

同來批示。這一貫道的道脈傳承，只有上帝最清楚，學校在得到《道脈傳承錄》

後，深入研究，把道統的歷代祖師研究得非常清楚；把學者的管窺，或是錯誤

                                                      
3
 袁十二祖《金不換》記載：「羅八祖，受苦天牢，放火焚身。」又說：「請看八祖爺，受燒紅的鐵袈裟，焚
身而了道。」 
4
 袁十二祖《金不換》記載：「黃九祖，苦到極底；吳十祖，服勞洗衣；何若祖，遭刑幾次。」 

5
 《道脈傳承錄》云：「接續末後楊、徐仙，靜敬越滄波。天考驗，人示道，頂劫道護將身拋，念念切切三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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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完全揭開，可以說是真相大白。這包括學校的教授，還有幾屆的學生，

從十二代祖到十八代祖，都有學生加以專研；也有學者提供資料，讓我們抽絲

剝繭。一代一代的祖師，到底其來龍去脈為何？就在翻遍所有的資料後，把裡

面的真相給予整理、梳理出來，完全可以證明：他們是天命道統真傳的傳承者。

歷代祖師們的犧牲奉獻太大了，被世人所誤解，全然不是官方檔案的反動會道

門，不是外面邪知邪見者的隨便批評。 

  學校的設立，是天人共辦。此時上帝欲普渡收圓，開辦學校也是上帝的旨

意。要不是老天要辦理，靠人的力量很難凝聚共識、順利創校的。因此，學校

每年開學都會恭請仙佛慈悲臨壇，指導教育方向。所以學校一直秉持著「祖述

白陽三聖，憲彰聖帝菩薩」為宗旨。此教育方針，當然也上通孔、孟；而孔子

祖述堯舜、憲彰文武，這一脈聖聖相續，是宗風聖教。所以，學院的教學方針，

在於研清一貫真傳之實學內涵。誠如濟公活佛在第十四期先修班〈學貴有恆〉

所慈示：「入我崇德學院者，必定要研清聖賢之道，傳續我一貫真傳之義理。」 

  來到學校，我們的研究以白陽期為主，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其中「金公

祖師」的研究，也包括十五代祖，因為二位同是彌勒佛倒裝降世。一貫道的普

渡收圓肇始於十五代祖，但當時只是一個開端，稱為「始收圓」。因此，所謂

的「祖述白陽三聖」，就包括了十五代祖，這是學校的方針。 

  此外，學校亦以「格致為宗」。「格」是「格物」，秉持王十五祖的思想及

仙佛慈訓，兼具「格除心物、格正身物、格致事物」的實踐。「格物」的實踐

之道，是先得後修的工夫所在，為天命明師指點後的尊德性及道問學，由內到

外，體證性理、體行義理、體會物理、體認事理等等，指引有修有辦的內聖外

王之道。至於「致」，就是「以天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此為學校的方向

跟目標，如此緊追天命金線、緊隨聖人之道，學校的方針就不會走偏，所以活

佛老師說一貫道崇德學院是宗風聖教，慈示：「天命在斯，必能領航宗教，卓

越全球。」因為一貫道所傳授的即是各宗各教所遺失的那一點無極真性。而今

上帝有命，要白陽三聖繼承此道統，在白陽文運真儒復興的天時裡，再闡宗風，

傳續此一貫真傳。 

  白陽三聖之後，繼承天命道統之重任者，就是老 所選定的白水聖帝韓老

前人。老前人代理明師傳承天命，在臺灣弘道四十八年，道範千秋，垂留後人，

仙佛臨壇，紛紛禮讚為「一代宗師」、「一代聖人」、「今世孔子」、「在世活佛」，

實至名歸。而白水聖帝在世的時候，就把天命代理之重責大任交付給陳前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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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陳前人所帶領的發一崇德，所建構的體制、規章律法等周備成熟，足以承

擔普渡收圓的重責大任。所以，老 有命，要不休息菩薩在理天永續領導，以

不休息的精神帶領發一崇德，同時帶動大家一起完成普渡收圓的大事。 

  所以，一直到現在，整個一貫道未來如何辦理？天命在哪裡？怎麼往前走？

這個就是「道統傳承」。還有，如何「創新」？然後創出新的局面來？這都是

學術研討會的一些主要方向。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心，每年來參加，多聽幾次，

慢慢就會懂。大家才會清楚一貫道是什麼？看清楚了，我們才知道如何往前走？

如何開創新局？這就是「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一貫道自一九○五年老祖師奉天承運普渡收圓以來，已跨過百年光景，值

此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係到一貫道歷史的下一步，如何開出一條正路？就

是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之重要命題。校長陸老點傳師的開幕致詞，深切

地指出一貫道所面臨的當代課題，唯有真正秉持一貫真傳繼往開來之實質內涵，

才知道一貫道的未來如何發展及開創新局。  

深耕與扎根：本屆學術論文發表紀實 

  第十三屆學術研討會，計有韓老點傳師專題演講，兩位哈佛神學院的學者

專題發表，另有九篇會議論文，十篇海報論文。會議形式結合現場實體及線上

雲端，讓關心一貫道學術的海外前賢，也能躬逢盛會，了解一貫道的研究情況。

會議論文則安排三個場次，含蓋三大主題，包括： 

一、 一貫道發一組韓雨霖老前人德範之研究 

二、 一貫道義理之研究 

三、 一貫道傳道之研究 

  研討會中特別邀請蔡長鈞教授（發一崇德點傳師，前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

院院長）、張家麟教授（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王雅萍教授（發

一崇德壇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李興華教授（發一慈濟點傳師，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分別擔任會議主持人；美國一端，則邀請許

恒源博士（發一崇德講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擔任翻譯及引言介紹。 

  至於與談人，也邀請了蔡長鈞教授、楊弘任教授（寶光建德壇主，中研院

研究員）、陳幼慧教授（發一崇德講師，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張

家麟教授，及本校廖玉琬教授、唐經欽教授、謝居憲教授、施春兆教授、洪淑

芬教授等分別與談評論，交換研究心得。以下則針對會議論文，摘錄重點，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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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加以闡述說明。 

 

（一） 謝居憲教授、陸隆吉校長：〈一貫道「一以貫之」之實踐：以韓雨霖老

前人與陳鴻珍前人為例〉 

  「一以貫之」是孔門相傳之密旨心法，也是一貫真傳的實學內涵，除了有

豐富義理思想值得探討之外，實踐才是一貫道真正的旨趣。因此，本文從實踐

的視角來闡述這個議題，主要以韓老前人以及陳前人大姑為例，闡釋二位領導

人如何「一以貫之」而成就如今豐圓的大道場。研究發現，韓老前人的「白水」

精神、「無始無終」的愿力，陳前人的「不放鬆」精神、「不休息」的愿力，體

現了天道的剛健不已、地道的厚德載物，故而與天地合德，無始無終的渡化眾

生。追根究柢，其於穆不已的力量，皆是根源於無極老 「一」。可知，「一以

貫之」之道，乃根源於無極老 所垂降之一條金線，是為回天之不二法門，有

賴歷代天命道統祖師之聖聖相傳，即所謂的「天命一脈」、「一脈正宗」。是以，

「一以貫之」，乃繼天立極、普潤眾生的生命實學。 

  本論文有精微的義理，亦有實踐者的崇高典範，賦予「一以貫之」理事兼

俱之圓滿內涵，可謂別開闡述心法要義之新面。與談人蔡長鈞教授及主持人張

家麟教授在進行討論後，皆給予高度肯定。 

（二） 陳幼慧、許炳坤：〈白水老人韓雨霖傳記之口述歷史探究〉 

  韓老前人來臺開荒七十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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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陳幼慧教授本為發一崇德的講

師，為感念韓老前人成全提攜之恩，發心為其立傳。自二○一五年起，進行了

近五十場、四十位發一組資深前輩的訪談，從中收錄了二十二場於《韓道長傳

記》之第三冊——口述訪談專冊，希望補足文獻史料不足之處。 

  「口述歷史」是一種記錄歷史的形式，藉由訪談者與受訪者間的一問一答

之對話形式，挖掘個人對於過往史事的經歷與觀點，可補充正式歷史文獻與檔

案材料的不足。6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也在於為將來研究保留珍貴史料，具有相當

的歷史研究價值。本文摘錄陳幼慧教授訪談歷史之部分內容，也交代其發心立

傳之因由及撰寫過程，與談人楊弘任教授給予推薦，主持人張家麟教授則讚美

陳教授的立傳是以學術來報恩韓老前人及一貫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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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12年），頁 12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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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張肇偉、唐經欽：〈一貫道白水老人堪讚為「今世孔子」之德範探研〉 

一九四八年先後，韓老前人率領發一組來臺開荒闡道，歷經時代變動，官

考人驗，終至撥雲見日，大道宏展。韓老前人崇高之道範德風，人天禮讚，至

聖先師曾臨壇稱許為「在世孔子」。前聖後聖，其揆為一，跨越時空，交會於

內外圓滿之矩度。 

老前人一生之德範，猶如孔子精神典範之再現。無論老安少懷之大同理想、

頂劫救世之濟世胸懷、緊追天命金線之至誠、言必稱師尊師母之承上啟下、恪

盡綱常以重復古禮、代理天命之祖述憲彰、渡化眾生之無始無終……，在在皆

是聖哲風範之再現。 

本文以虔誠之筆，孺慕聖哲之典範。與談人陳幼慧教授肯定論文的文獻詮

釋，能藉由老前人的語錄及仙佛聖訓與儒家經典作聖學之比較。 

（四） 施春兆、張嘉祐：〈韓雨霖老前人與關帝經典之因緣初探〉 

  《桃園明聖經》是關聖帝君降筆之作，韓老前人早年曾因操勞過度而罹患

肋膜炎重症，醫藥罔效，情況危急，後來因印送《桃園明聖經》，加上至誠虔

誦，病症竟不藥而癒，開啟了老前人與關帝之殊勝因緣。而陳前人大姑倡導忠

義精神，建構忠義字班的分區運作，集體領導、整體帶動，為發一崇德開創海

內外蓬勃的道務盛況。至於《關聖帝君伏魔真經》則為二○二一年三月七日起，

至二○二二年四月七日止，在發一崇德廿一個班程中，伏魔大帝臨壇所垂示之

訓文。期冀於疫情時代，人人誦出浩然正氣，充塞天地；個個行出道德仁義，

世界祥和。 

  在《關聖帝君伏魔真經》中，關帝讚美韓老前人:「無慾而剛有道而正，

法效白水一生潔清。」本文梳理老前人與關帝經典的殊勝因緣，揭示老前人卓

絕之道範，推崇關帝經典對世道人心的淨化，在對照性的研究中，彰顯修道志

節的相互輝映。與談人張家麟教授肯定本文內容紮實豐富。 

（五） 王后寧、陳樹衡：〈從一貫道原人本體論探三期末劫所奠基之元會運世

說〉 

  普渡收圓為一貫道傳道之核心，強調而今天時已進入三期末劫。本文作者

認為一貫道之三期末劫觀乃基於北宋邵雍所建立之元會運世說，經王十五祖之

闡述，衍生成「天開於子沒於戌，地闢於丑沒於酉，人生於寅沒於申」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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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生滅循環說」，認為天地人每隔 129,600 年即生滅一次，且循環不已。自王

十五祖之後，此說成為一貫道演繹三期末劫、末後一著之義理，但少有文獻觸

及此說之推理辯證及與當今科學考古發現有差異之質疑。作者認為一貫道之義

理與科學知識，在彼此平等對話的合作下，是可以契合的。因此，建議回歸到

邵雍「質以人事」之主體觀，以基於「原人本體論」之元會運世說，取代現行

基於「宇宙本體論」之元會運世說，以重新契合邵雍學說，以開啟一貫道義理、

易學與科學契合之跨領域研究工作。 

  與談人廖玉琬教授肯定本文的立意動機及對一貫道義理有所深入，進而回

到道場的層面來回應本篇論文的研究。廖教授說：在《皇 訓子十誡》的首誡

裡，提及子會天始成就、丑會地始完成、寅會萬類生。第二誡又提到現在是三

期末劫，「天該老地該殘氣數已盡」，所以才「開文運垂覺路撒下金線，闡天道

稱一貫貫滿乾坤」。換言之，「三期」與「天地生滅」的概念是「上帝之言」。

以一貫道的角度來看，「上帝之言」不能跟「人文傳承」來做比較。所以，我

們不能說老 沿襲了邵雍的學說。且就文明來看，人類的知識無法觸及人降世

以前的層面，所以作者以「文明的開始與隱退」來詮釋元會運世，恐怕無法涵

蓋整個一貫道的三期末劫觀。所以，與談人廖教授認為：邵雍講的是人事的層

面，科學講的是一個現象的推理，一貫道講的是天人合一之道，在層次上要完

全會通，中間需要更多的探究。 

（六） 李皇穎：〈北海老人《三易探原》義理探賾－－以修道論為探討核心〉 

    王十五祖之修道論，乃基於其理氣象三極一貫的架構，強調以「一」為本

源，以正法為依歸，以心性為入手，以靈性回歸理天為極則。本文探討了王十

五祖的修道論，指出「格物」之義，在於真師指點心性之真；而真師指點之殊

勝，在於指明理氣象三天之源，以及相對應的心性論。所以，王十五祖所闡述

的「格物」本義，乃為求解脫生死輪迴，而不是尊德性、道問學等工夫論的本

末爭辯。 

  作者又闡述白陽時期的修道原則在於「盡人合天」，覺悟先天本然之性，

恢復人人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由象破氣，由氣悟理，達到明善復初，回歸無

極理天，返本還原。所以，「盡人合天」既是修道原則，也是三期末後歸根復

命的收圓正法。 

  與談人唐經欽教授肯定本文架構工整，內容有相當之著墨；也針對論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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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思想提出學術建議，及部分的理念觀點進行評論，交換彼此的研究心得。 

（七） 黃學日：〈由一貫道《道脈傳承錄》之「道統觀」管窺其「玄關」思想

之淵源〉 

  《道脈傳承錄》是當代一貫道極為重要的一本聖訓，此訓闡述大道之淵源

與傳承——「天命道統」，以及修辦實踐的終極價值——「性理真傳」，而「玄

關一竅」便是此性理的關鍵所在。「天命」指涉「明明上帝」為宇宙最高主宰；

「道統」則來自上帝所派遣之歷代「明師」；藉由天命明師的「一指點」，開啟

「玄關一竅」，悟其本然，依此性理實體而實修真辦。因此，《道脈傳承錄》云：

「代代相傳承道統，脈脈相繼不離『中』，雖有三期分其中，『自性』萬古本一

同，不二分。」可知，「中」為歷代道統祖師所傳承之「自性」，雖然道統有三

期之劃分，但是所授受之性理實體未曾二分。基於前述之認知，作者試圖找出

更多道內有關「玄關一竅」之說，藉之與哲學、宗教學及當代學術研究對話；

並在玄關一竅的探賾中，旁敲道統歷史在不同階段的發展。 

  論文的研究指出：「允執厥中」、「正法眼藏」，乃至於「玄關一竅」，都是

聖人一脈相承所授受的「中一」之道。所以，「道／中一」即究竟之真諦、萬

物之根源；就在日常，是一己的本來面目。所以，所謂的「覺悟」並不是身外

知識的求取，而是自性的心領神會。這自身內在生命的深刻自覺，是人類的普

遍真諦，既是「三教合一」的本質，也是一貫道「玄關／道／中一」的實質內

涵。黃學日博士生的研究成果，獲得與談人謝居憲教授及主持人王雅萍教授高

度的肯定。 

（八） 楊文忠：〈慈濟宗風－－愿、孝、德之研究〉 

「發一慈濟宗風」的提出，是二○一一年（民國 90 年）活佛老師臨壇慈

訓，對於發一慈濟三位前人輩之「愿行、孝慈、守禮、齊家」典範的肯定。本

文依據仙佛聖訓、結緣訓、道場專刊等，傳述發一慈濟三位前人的生平事略，

並以德化仙母的「大愿」、德化真君的「孝行」、禮圓菩薩的「三從四德」為核

心立意，闡述發一慈濟之宗風。並在此道降庶民，重復古禮的天時裡，彰顯三

位前人修身齊家之人倫典範，盡人道以達天道之美好矩度。 

誠如文中所說：「在天津一戶非常普通的劉姓人家因為佛緣深厚而求得大

道」，「這一家人均成就非常高的果位」。發一慈濟的三位前人，於一九四七年

（民國 36年），在老前人的安排之下，捨己為人，飄洋過海，來臺開荒闡道；



13 
 

其犧牲奉獻，不畏艱辛，垂留白陽青史，最後名標天榜，俎豆馨香，配享聖廟，

成為白陽期在家出家的典範之一。 

與談人洪淑芬教授指出：本文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傳文，刻劃著發一組早年

艱辛的開道歲月，歷歷眼前，令人不忍卒讀；又垂留慈濟前人輩的精神風範，

叫人動容。論文所引用的結緣訓頗為珍貴，娓娓地道出篳路藍縷之開荒過程，

留下前人輩修辦道的珍貴史料，頗值得重視。 

（九） 黃拓遠：〈數位環境下短影音宗教傳播初探－－以一貫道善歌短影音為

例〉 

  在當前數位化的時代，媒體不僅為宗教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也

改變了宗教與信眾之間的互動方式。隨著影音創作技術的普及，許多一貫道

道親和影像創作者將善歌轉化為短影音的敘事形式，在各大社群平台上播

放。本篇論文即以一貫道善歌短影音為研究對象，以發一崇德為研究單位，

探討短影音在數位化時代的宗教傳播現況與發展趨勢。作者認為：一貫道善

歌短影音是數位信仰傳播的重要工具，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方式讓道親和非

道親了解一貫道的教義。然而，要最大化其傳播效果，需要對使用者的反饋

和使用情況有深入的理解，並根據這些理解開發出適合的內容和傳播策略，

在這個過程中，繼續研究和學習，以及與數位媒體專業人士的合作，都是非

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與談人施春兆教授肯定本文認真且用心地做了問卷分析，也建議問卷調

查可以多設計幾個問題，再進一步歸納，所得到的結果將會更周全。主持人

李興華教授也針對此提出討論，認為問卷的設計也要能夠看得出宗教背景，

才能交叉比對，而得到更好的研究回饋。 

  本屆研討會共有九篇會議論文發表，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學校的

國際研討會提供了一貫道研究的交流平台，所發表的論文來自各方學者的研

究成果，雖不盡然代表本校的立場與觀點，但大家用心筆耕，也真誠地切磋

琢磨，在與談人敬業的評論中，主持人的補充討論裡，也能推敲聖人之道，

通明一貫道義理。三個場次的論文發表後，與會者無不收穫滿滿，異口同聲

地肯定崇德學院辦學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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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恩典：十二月廿三日，道統祖師紀念日 

  二○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一貫道崇德學院舉辦第十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美國哈佛大學神學院「世界宗教中心」主任，查爾斯．史丹教授（Charles Stang）

首次在大會上專題演講：〈中國景教紀念碑及其十字架神學之探討〉（The 

"Nestorian"(JingJiao) Monument and Its Theology of the Cross），開啟了哈佛大學

與崇德學院的學術交流。事實上，早在二○一八年五月廿三日，校長陸老點傳

師就在陳進隆點傳師及波士頓廖綺琪點傳師、許恒源講師的陪同下，參訪哈佛

神學院，拜會史丹教授，建立起良好的友誼。 

  二○二一年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則邀請來自法國巴黎大學的畢遊塞

教授（Sébastien Billioud），專題發表〈從旁觀者看 21世紀一貫道發展的挑戰〉。

二○二二年第十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有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丹尼爾．齊布

拉特（Daniel Ziblatt），發表了〈不穩定時代的民主和良心自主〉（”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in an age of instability”）一文，透過研討會的舉辦，

持續推動一貫道的國際學術交流。 

  二○二○年，正當籌劃學術研討會的同時，位於美東的波士頓，有誠心的

發一崇德道親，為了讓美國政府認識一貫道，於是彙整諸多道場的資料、照片、

活動，及崇德學院所發表的論文、所舉辦的學術活動，向麻州劍橋市長提出報

告，結果獲得了市長薩姆布爾．西迪基（Sumbul Siddiqui）的認同與推薦，發

出公告祝賀文，公開肯定一貫道崇德學院及在美國的崇德佛院；隨後又有美國

的麻州州長、波士頓市長，也紛紛發文祝賀推崇。 

  誠如波士頓市長的公告文所記載：「本人鼓勵我所有波士頓市民肯定『一

貫道崇德學院』與『崇德佛院』對於波士頓正向積極之影響力，並感謝這些教

導者。」在其公告信中，稱美並恭賀「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

研討會成功，且宣布當年的「十二月廿三日」為「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紀念日」。當時，中國社科院民間宗教泰斗馬西沙教授也寄來恭賀信：「貴教

承中華優秀文化，百年來創新發展，如大鵬展翅，志在千里，令吾人仰之彌高。

貴校校風純良，皆在于校長領導有方，諸教友品德高尚所致。今聞『第十屆中

華道統的傳承與創新國際研討會』即將召開，我預祝大會成果豐厚，一切順利。」 

  第十一屆學術研討會，又有來美國麻州波士頓市長、美國劍橋市長的公告

祝賀文；第十二屆，也有美國麻州州長、美國劍橋市長、加拿大溫哥華市市長

的公告祝賀文；二○二三年第十三屆研討會，更有來自美國麻州劍橋市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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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南加州爾灣市副市長、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市市長、加拿大多倫多市長的公

告祝賀文，無形中促成了「十二月廿三日，道統祖師紀念日」的形成。 

  為感念歷代道統祖師之犧牲奉獻，「十二月廿三日，道統祖師紀念日」別

具意義，是上帝給予歷代祖師平反的榮耀，也是一貫道弟子對歷代道統祖師的

緬懷感恩。期冀大家共同來響應，讓「十二月廿三日」成為世界性的紀念日，

一起來紀念歷代的道統祖師。 

餘音：延續聖心辦理聖學，運轉使命光被來學 

  二○二三年第十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校長陸老點傳師的閉幕致詞中圓

滿結束，校長慈悲：「活佛老師指導我們在學道中堅認道統，藉由學院的研究，

澄清了道統歷史的真相，表章歷代祖師的犧牲奉獻。在這期間產生了一個很大

的效應，這也是老 慈悲。原先學校的研討會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日子，適合哪

一天？籌備第十屆研討會時，學院中負責的單位來請問校長：『十二月廿三日

舉辦研討會，可以嗎？』『可以啊！』自此之後，學校跟哈佛神學院的教授有

了更多的交流，他們也很喜歡在這個平台上發表高見；且在諸多因緣的成熟下，

也促成了『道統祖師紀念日的形成』。」 

  「學院的研究發展，『在學道中堅認道統』大概已經到了一個段落；這一

次第十三屆研討會，好像在銜接活佛老師慈示的另外一句話：『在講道中堅守

道義』。未來的研究，要把一貫道的道義給完整建構起來，往後我們就朝著一

貫道的道義來發揮。所以，我們要不斷地力求進步，不要把大道變成了迷信的

信仰。」最後，校長歡喜的宣佈：二○二五年的秋季大典，白水聖帝大禮堂就

要落成，到時候歡迎大家一起回來歡慶。 

  一篇篇一貫道學術論文的發表，一份份美、加政府的祝賀公告文，一聲聲

與會嘉賓學者的肯定讚美，第十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結束，不是劃下句點，

而是承擔起更大責任，於白陽文運的新世紀，共為榮耀上帝而努力，也為普渡

收圓盡一分心力。（撰文：洪淑芬／攝影：蔡孟佐、劉鴻憙） 

 

後記：第十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 

  二○二五年適逢老祖師承命一二○年，師母成道五十週年紀念，老前人成

道三十週年紀念，也是白水聖帝大禮堂的落成，一貫道崇德學院第十四屆國際

學術研討會，除了以「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為題外，再擬以「白陽三



16 
 

聖」的研究來徵稿。關於白陽期三位祖師之生平、辦道事蹟、道風德範、天命

明師的印證，及回天後臨壇批訓等等之研究，歡迎大家惠賜稿件；其他諸如一

貫道研究的相關議題，都歡迎賜稿。誠邀各位前賢一同推動一貫道的學術巨輪，

俾使一貫真傳之道義更加周詳圓熟。 

 

附錄：第十三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暨韓雨霖老前人率發一組來臺

開道 75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議程 

報到  08:00-09:00 

時間 議程  

09:00 

09:15 

開幕式  

陸隆吉校長／一貫道崇德學院 

09:15 

09:45 

專題演講  

韓萬年老點傳師 慈悲／一貫道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題  目：一貫道發一組道脈源流之歷史敘事 

09:45 

-

10:40 

專題演講：Anne D. Harley（安妮．哈利教授／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題目：女性覺醒：以當代音樂作品詮釋女性神秘主義者和精神導師 

（”Women awake: Illuminating texts by and about female mystics and spiritual 

teachers in contemporary musical works”） 

主持人：蔡長鈞教授／前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院院長 

    許恒源博士 Charles Hsu, Ph.D. M.I.T.／麻省理工學院（美國） 

休  息    10:40-10:50 

10:50 

- 

11:40 

專題演講：Russell Powell（拉塞爾．鮑威爾／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博士） 

題目：尋求自然，尋找人類——美國環保主義與道家哲學的對話 

（”Seeking Nature, Finding the Hum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Taoist 

Philosophy in Conversation”） 

主持人：蔡長鈞教授／前環球科技大學休閒學院院長（臺灣） 

    許恒源博士 Charles Hsu, Ph.D. M.I.T.／麻省理工學院（美國） 

大合照、午餐   11:40- 13:00 

第 一 場： 一貫道發一組韓雨霖老前人德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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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 

14:40 

(100) 

主持人：張家麟／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與談人：蔡長鈞教授、楊弘任教授、陳幼慧教授、張家麟教授 

發表人：謝居憲／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陸隆吉／一貫道崇德學院校長 

題  目：一貫道「一以貫之」之實踐：以韓雨霖老前人與陳鴻珍前人為例 

發表人：陳幼慧／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許炳坤／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題  目：白水老人韓雨霖傳記之口述歷史探究 

發表人：張肇偉／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 

    唐經欽／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題  目：一貫道白水老人堪讚為「今世孔子」之德範探研 

發表人：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張嘉祐／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  目：韓雨霖老前人與關帝經典之因緣初探 

休 息 14:40-14:50 

第 二 場：一貫道義理之研究 

14:50 

-

16:10 

(80) 

主持人：王雅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廖玉琬副教授、唐經欽副教授、謝居憲副教授 

發表人：王后寧／人工智慧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AI-Econ Research 

Center） 

    陳樹衡／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副校長 

題  目：從一貫道原人本體論探三期末劫所奠基之元會運世說 

發表人：李皇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大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題  目：北海老人《三易探原》義理探賾－－以修道論為探討核心 

發表人：黃學日／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題  目：由一貫道《道脈傳承錄》之「道統觀」管窺其「玄關」思想之淵源 

茶  敘 16:10-16:30 

第 三 場：一貫道傳道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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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

17:30 

(60) 

主持人：李興華／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與談人：洪淑芬助理教授、施春兆助理教授 

發表人：楊文忠／發一慈濟點傳師 

題  目：慈濟宗風－－愿、孝、德之研究 

發表人：黃拓遠／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題  目：數位環境下短影音宗教傳播初探－－以一貫道善歌短影音為例 

17:30 

17:40 

閉幕式  

陸隆吉校長／一貫道崇德學院 

海報論文 Poster 

◎ 吳秋妹／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唐經欽／一貫道崇德學院副教授 

題  目：一貫道「法輪八寶」探析 

◎ 黃南山／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題  目：一貫道《生老病死》聖訓之研究 

◎ 林雪貞／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施春兆／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題  目：一貫道聖訓《一本萬利》之研究 

◎ 丁立婷／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洪淑芬／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題  目：發一崇德「洛杉磯道場」開道歷程及其發展之研究 

◎ 高慈敏／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洪淑芬／一貫道崇德學院助理教授 

題  目：發一崇德海外開荒規章之初探 

◎ 廖綺琪／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許恒源／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博士 

題  目：白水聖帝一貫道教育之研究 

◎ 張秉庸／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  目：天人共辦之一貫道崇德學院創校歷程 

◎ 張宏賓／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  目：初探韓雨霖老前人手記之〈每日持戒生活〉要義 

◎ 徐玉如／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  目：泰國柯叻道務中心讀經教育之探討 

◎ 阮梅青／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生 

題  目：一貫道與高臺教倡導「三期普渡」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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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一貫道崇德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 全體合照 

 

 

 

 

 

 

 

 

 

 

 

 

 

 

第十三屆一貫道崇德學院國際學術研討會 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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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老點傳師慈悲 專題演講 

 

 

 

 

 

 

 

 

 

 

 

 

韓老點傳師慈悲 專題演講 

 

 

 

 



21 
 

 

 

 

 

 

 

 

 

 

 

 

 

 

 

校長陸老點傳師 開幕致詞 

 

 

 

 

 

 

 

 

 

 

 

 

 

 

校長陸老點傳師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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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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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與會嘉賓、學者報到 

 

 

 

 

 

 

 

 

 

崇德學院出版品、文創品義賣 崇德學院出版品、文創品義賣 

 

 

 

 

 

 

 

 

拉塞爾．鮑威爾博士  發表論文 安妮．哈利教授  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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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蔡長鈞教授 國際視訊引言人 許恒源博士 

 

 

 

 

 

 

 

 

主持人 張家麟教授 主持人 王雅萍教授 

 

 

 

 

 

 

 

 

主持人 李興華教授 主持人 王雅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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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陳幼慧教授 發表人 謝居憲教授 

 

 

 

 

 

 

 

 

發表人 李皇穎教授 發表人 許炳坤教授 

 

 

 

 

 

 

 

 

發表人 施春兆教授 發表人 王后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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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張肇偉點傳師 發表人 楊文忠點傳師 

 

 

 

 

 

 

 

 

發表人 黃拓遠博士生 發表人 黃學日博士生 

 

 

 

 

 

 

 

與談人 楊弘任教授 與談人 廖玉琬教授 

 

 

 

 

 

 

 

與談人 唐經欽教授 與談人 洪淑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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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美國麻州劍橋市市長之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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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美國南加州爾灣市副市長之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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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加拿大多倫多市長之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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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市之公告文 

 

 

（全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