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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貫道之「十五條佛規」，由明明上帝所頒布，上根源於天，稱之為「天戒

律」；又稟承於聖人之道，具有究竟義及神聖義，作為白陽修士修辦道之法則，正

己成人之規矩，敬靜淨的心性精進工夫。透過「十五條佛規」的奉持實踐，體現

白陽修士的修行方式以成就美好的道德人格，也揭示辦道應有之守則，作為辦理

聖業之指南。佛規之奉持，於己，可提升進德修業之要；於人，可作為待人處事

之道；於道場，可奠定傳承永續之磐石，承繼聖賢之道統之圭臬。 

誠如仙佛所言：「這十五條佛規，本是成佛的禮節，白陽修士只要細細體會，

認真力行，就會明白它就是修道的準則，辦道的條理。」因此，「十五條佛規」乃

白陽修士的「必修功課」，返鄉之「天梯」；更是維繫道場之「綱紀」，鞏固道場之

「方針」，修辦道之「導航」；可用以匡服道心，匡正道統，匡扶道場，三曹普渡

收圓的方矩圓規。 

本研究首先探本一貫道條規之發展應用歷程，首自道統史上袁十二祖開荒以

來的條規、水老彭德源、金老林芳華制定的章程，還有王十五祖的《祖師四十八

訓》以及師尊的《暫訂佛規》。各自在「開荒下種」、「始收圓」、「末後收圓」之應

時應運裡，形成維繫道場的修辦道規範，有其不可或缺的時代意義，其中師尊的

《暫訂佛規》更具有承上啟下之重要性。進一步再探研「十五條佛規」之義理思

想及實踐要義。主要透過仙佛於一貫道不同組線及發一組不同單位所批示之「十

五條佛規」聖訓專書，包括：《佛規諭錄》、《回天的導航》之「十五條佛規白話

訓」、《佛規十愿》、《南屏家風》之「十五條佛規」，以及單篇「十五條佛規」等聖

訓，梳理其豐富的義理內涵及力行奉持之方，並論述「十五條佛規」在白陽修辦

時代的實踐之道，體現「十五條佛規」理門及行門合一的精神。 

「十五條佛規」的義理內涵，十分豐富，以「道」為本體，依「天、仁、誠、

敬、禮」作為內在的實踐根源，具有「謹慎、節制、約束、克制」之奉行作用，

足以體現「節度、中庸、和諧」等道德秩序，展現出白陽修士「誠敬、恭敬、肅

敬、謙讓」之美德。在內，可以克己、省察，而達道德之覺醒圓滿；在外，得以

透過佛規的約束與遵行，維繫道場體制、綱紀、倫理，體現一道同風，俾使道場

可大可久，足見「十五條佛規」是成就「內聖外王」之規章，更是莊嚴道場的必

要實踐工夫。 



 
 

「十五條佛規」的奉持主要是修辦道法則的實踐，立身處世之準則的落實，

雖然沒有修辦禮事進行時所使用的儀式，但是奉行佛規貴在啟發內在佛性的自覺

自律，使身心言行合乎道，故「佛規」為成佛的規矩，讓道心發用，體現佛規之

「自性義」，具自覺自律之意義。此外，「十五條佛規」作為修辦之準則，亦具他

律的「規範義」，是為白陽修士恪遵之條規。此他律之規範義，雖然無強制執行的

約束力，但並非代表不遵守佛規也不受處罰，其約束規範實為「天人共鑑」，不僅

眾目睽睽，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天」更是定奪的主宰所在，是功是過，都由天

律裁成，此亦是十五條佛規的獨特性。 

本研究亦揭示「十五條佛規」前後排序之特色，雖然無有義理上強烈的關聯

順序性，但是有其實踐上的必要連續性，首以「尊敬仙佛」表對天之誠敬；末以

「謹言慎行」表對人之誠敬、對己之戒懼，首尾合一，始終相續，意謂著修士若

能篤實地奉行佛規十五條，敬於天、敬於人、敬於事、敬於己，上合天心而契聖

賢之道，也彰顯白陽時代天人共辦的殊勝性。 

一貫道弟子於白陽佳期「先得後修」，求道得「本」，貴在依本心、本性而發

用，透過「十五條佛規」的具體實踐，亦是「後修」的重要一環。「十五條佛規」

的奉行，具有：一、由克己復禮以達從心所欲不踰矩；二、由人道之奉持以展現

天道精神；三、由奉持準繩以提昇自性之自覺、自律、自主；四、由遵守佛規以

擴充自性常德。 

足知，藉「十五條佛規」的實踐，具有內外圓滿之真實義，既讓修士調整自

己，修己復性，提升道德涵養；也使道場一切運作井然有序。因此，修辦道必要

有此「佛規導航」，穆穆道風，內外合一，可使聖業傳承永續。 

 

關鍵字：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佛規禮節、戒律、禮 

  



 
 

Abstract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of I-Kuan Tao are promulgated by Heavenly Mater, 

originating from the Heaven and known as the "Heavenly Precepts." They inherit the 

teachings of sages and possess profound and sacred meanings. These precepts serve as 

the guidelines for cultivators in the White Yang Era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and attain a 

disciplined, virtuous character through diligent practice of reverence, tranquility, and 

purity in their hearts and minds. By faithfully practicing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White Yang cultivators embody the ways of cultivation, achieving a noble character, 

and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for carrying out sacred missions. Adhering to these 

precepts,  benefits oneself by advancing virtue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benefits others 

by guiding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and benefits the Tao society 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lineag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ways of sages 

and wise beings. 

As the Buddhas, Saints and Sages have said, "These Fifteen Disciplines are the 

etiquette for attaining Buddhahood. If White Yang cultivators contemplate them 

attentively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diligently, they will realize that these disciplines 

are the guidelines for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the principles for carrying out sacred 

missions." Therefore,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are the "mandatory practise" for White 

Yang cultivators, the "Heavenly Ladder" to return to their true selves. They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that upholds the Tao society, the "guiding principles" that strengthen the 

direction of the spiritual path, and the "navigational tools" for cultivating and carrying 

out sacred missions. These disciplines can be used to rectify one's spiritual aspirations, 

correct the Tao lineage, and support the Tao society, becoming the criterion for the 

completion of last salvation of the Three Realms. 

This research first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al and applied history of I-Kuan Tao 

regulations, starting with the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by Master Yuan Lao, the Twelfth 

Master since the pioneering period of the lineage, followed by the regulations 

formulated by Elder Shui Peng De-Yuan and Elder Lin Fang-Hua, and also including 

the "Forty-Eight Instructions of Ancestor Masters" by Master Wang Shi-Wu and the 

"Provisional Buddha Disciplines" by the Patriarch Chang. Each set of regulation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lineage's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pioneering period,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Tao society, and the last salvation of 

the spiritual mission. They formed the normative guidelines for maintaining and 

organizing the Tao society, having their indispensabl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Among them, the " Provisional Buddha Disciplines " by the Patriarch Chang 

holds particular importance as it bridge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Furthermore,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practical essence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This is mainly accomplished through Buddhas, Saints and Sages’ bestowing their 

instructions on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sacred texts in different I-Kuan Tao branches 

and units. These texts include the "Records of Fifteen Disciplines,"(Fo Gui Yu Lu) the 

"The Dialogue Instructions on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for the Navigation of Returning 

the Heaven," the "Ten Vows of Fifteen Disciplines,"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Nan-Ping" 

and other holy revelations on the "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The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rich philosophical content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adherence, and discusses how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are practiced in the era of White Yang spiritual cultivation, 

reflecting the spirit of unity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The philosophical content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is extremely rich, with the 

"Tao" as its core essence. It is roo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Benevolence, 

Sincerity, Respect, and Propriety," and serves as the internal sourc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embodies the virtues of "caution, moderation, restraint, and self-control", 

reflecting moral order such as "temperance, the mean, and harmony," and showcasing 

the virtues of "sincerity, reverence, solemnity, and humility" in White Yang cultivators. 

Internally, adherence to the precepts allows for self-discipline and self-reflection, 

leading to the completion of moral awakening. Externally, the observance and 

adherence to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help maintain the structure, discipline, and ethics 

of the Tao Society, fostering a unified and harmonious environment and making the Tao 

Society last forever. Thus,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serve as a guide to achieving both 

inner virtue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and are an essential practice for dignifying and 

sustaining the Tao Society. 

The adherence to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primarily involv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for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nciples for 

personal conduct. While there are no specific rituals used during the practice of these 



 
 

precepts, the significance lies in inspiring self-awareness and self-discipline,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align their thoughts, words, and actions with the Tao. Therefore, the " 

Disciplines " serve as the rules for attaining Buddhahood, enabling the awaken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intrinsic Buddha nature, emphasizing self-awareness and self-

discipline. Furthermore, as guidelines for spiritual cultivation,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also po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external regulation or "other-regarding meaning." 

White Yang cultivators adhere to these precepts with reverence. While there might not 

be enforced punishments for non-compliance, it does not mean that not observing the 

precepts goes without consequences. The external regulation of the precepts is observed 

and judged by both human eyes and the heavenly realm. The heavens, as the ultimate 

arbiter, decide what is right or wrong, and actions are judged according to celestial laws. 

This aspect highlights the uniqueness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quence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Although there may not be a strong logical order in terms of philosophical 

connections, there is a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continuity. It begins with "Respect for 

Buddhas, Saints and Sages," expressing reverence towards the divine; and ends with 

"Speak and Act with Caution," representing respect for others and self-restraint. The 

sequence forms a cohesive and continuous whole, implying that if cultivators earnestly 

follow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showing respect to the divine, others, and oneself, they 

align with the divine will and resonate with the teachings of sages and wise beings. 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e extraordinary collabor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in the 

era of White Yang spiritual cultivation. 

Disciples of I-Kuan Tao, during the auspicious White Yang period of cultivation,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irst receiving then cultivating”, seeking the Tao from the 

"essence”. The essence lies in relying on one's original heart and inherent nature, and 

throug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ubsequent cultivation”. The adherence to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 

involv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Cultivating self-restraint and restoring propriety to ensure that desires are 

within the bounds of propriety. 

2. Practicing benevolence towards others to manifest the spirit of heaven. 



 
 

3. Adhering to the guidelines to elevate self-awareness, self-discipline, and self-

governance. 

4. Abiding by the Fifteen Disciplines to expand the perpetual virtues of one's 

inherent nature. 

It is evident that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 Fifteen Disciplines", it carries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completenes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It enables 

cultivators to adjust themselves, cultivate their innate nature, and elevate their moral 

virtues. Simultaneously, it ensures the smooth and orderly function of the Tao Society. 

Therefore, in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sacred missions, 

the " Disciplines Guidance" is essential. The solemn and dignified spiritual atmosphere, 

the unity of inner and outer aspects, can ensure the perpetual transmission of the sacred 

lineage. 

 

Keywords: I-Kuan Tao, Fifteen Disciplines, Disciplines Etiquette, Precepts, Prop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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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孟子．離婁上》云：「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則，不能成方圓；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1可見

縱然有離婁的目明、公輸子的巧手、師曠的耳聰，若缺少方矩圓規及律呂的規範

匡正，也難以畫方成圓，也無法調正五音而成為標準音高。堯舜之道也是施以仁

政，才可平治天下。同樣的道理，若缺少「佛規」的規範、約束，那麼修辦道者

依何而奉行？道場遵何而運作？甚至社會、國家若缺乏綱紀、制度，又循何而治

理？ 

一貫道祖師王覺一夫子（1832-1884）2曾云：「豈知戒律不嚴，即修養無益；

傳授不真，則揠苗助長。」3活佛恩師也說：「佛由人修，成神仙、做神聖，有必

要完成之功課。」4此功課有七門，包括：品格、功德、火候、禮節、心念、戒律

與願行。在在揭示佛規及戒律之於修辦道者的重要性。 

一貫道「十五條佛規」5之條目為第一條、尊敬仙佛；第二條、遵前提後；第

三條、齊莊中正；第四條、循規蹈矩；第五條、責任負起；第六條、重聖輕凡；

第七條、謙恭和藹；第八條、勿棄聖訓；第九條、莫著形相；第十條、手續必清；

第十一條、出告反面；第十二條、不亂系統；第十三條、愛惜公物；第十四條、

活潑應事；第十五條、謹言慎行。十五條「佛規」是修辦道者的規章、依循的具

體法則，是為了收攝身心、精進心性，以正心修身，俾使行止合乎道；佛規的遵

循，也是維繫道場秩序的必要規範，因此，「佛規／十五條佛規」被視為成佛的規

矩、方法，也是挺立道場的鋼筋架，如果佛規禮節鬆散了，道場必定出問題。因

此，濟公活佛云：「佛法探源悟本體，金剛不壞；規矩法度內外齊，持身不敗。」

6所以要認識佛規，落實佛規，戒慎自己的舉止，內外一致，才能彰顯一貫大道的

 
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385。 

2
 王覺一夫子為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五代祖師，本論文皆稱「王十五代祖」。王十五祖的生平考證，請參閱

馬福宏：《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五代祖王覺一生平及繼承道統之研究》（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研究所碩士

論文，廖玉琬指導，2021 年 8 月），頁 8-34 頁。 
3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三易探原》（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 年），頁 55。 

4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印：《神課》（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9 月出版），頁 52。 

5
 本論文題目：《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研究》，論文的部分內容由本人之拙著：〈一貫道「十五條佛規」

初探〉，「第十屆：中華道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2020 年

12 月 23 日），頁 305-332，擴大發展而成。 
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佛規禮節〉（發一崇德：東京赤羽行德壇、進德壇複習

班），編號 fycd20091017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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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規」， 原是畫圓的工具，藉之可畫成圓滿的圓形；「規」，亦有糾正之意思，

透過「規」來矯正、匡扶，可使之端正美好。因此，在家有家規，在校有校規，

在公司有公司之規定，而在任何的宗教團體亦有其規戒。今一貫道在天命加被、

仙佛搭幫助道，以及前人輩之犧牲奉獻下，大道已普傳全球，佛堂也遍布各地，

以及數百萬的道親。如此巨大的修辦道團體，其背後正是仰賴佛規禮節、戒律、

律法等普遍性規範，讓大家共同來遵守，才能使大道場有其運作秩序而穩定成長。

因此，無論任何組線、單位，大大小小的道場，都強調佛規嚴正之重要性。誠如

南屏道濟云：「佛規為戒律，勿做兒童戲；自問愿如何？勿違上天意。道有佛規，

猶家有家規，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是故修道佛子，定守一切之佛規。」7足見

進入佛門的白陽修士，必定要嚴謹地遵規守矩，所修所辦才可合乎道以成為真正

的方圓。 

南極仙翁慈訓云：「何謂佛規禮節？就是要你們緊追一條金線，踏穩自己的

步伐，修道不能含糊，含糊到最後會變成迷迷糊糊。」8可見佛規禮節即是「道」

的體現，乃為合乎道的「規矩」，是白陽修士返回理天的導航，藍采和大仙慈訓

云： 

佛規乃是天定，也是天依照人佛性最圓滿的行為來做一個規範，把它明示

出來給修道者能有一個依循。……要從後天返回先天，必須要有一個規範

依循才容易修、容易走，這個規範又不是隨隨便便就這麼做、那麼做，很

模稜兩可，也很難依循，所以這十五條佛規不是隨隨便便，信手捻來，就

四個字，四個字這麼容易，這當中可都有無窮妙用。9 

可知佛規乃為「天戒律」，是根源於道、佛性的依循法則，俾使行為達到圓滿的規

範，讓修道者有正確的依循方針，藉之可由後天返回先天，依之可去惡從善，終

至盡善盡美。而一貫道眾多的佛規中，例如：十五條佛規、三清四正、十條大愿

等皆極為重要，為每位一貫道弟子皆須奉行的法則。其中，「十五條佛規」不但成

系統且有其代表性，加上仙佛有諸多聖訓垂訓，義理內涵十分周密、豐富。「十五

 
7
 聖賢仙佛齊著：《一條金線》（嘉義：玉珍書局書版社，1995 年），頁 16。 

8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三峽：天道之光出版社，2010 年），卷七，頁 122。 

9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卷七，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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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佛規」的奉行，雖然沒有具體的禮節儀式，也沒有犯戒時的懲罰約束，卻是每

位白陽修士都當奉持的內外行止規範，可見其重要性。然而，這十五條佛規的實

質內涵為何？具有什麼義理思想？如何來奉持實踐？又十五條佛規的順序為何

又如此呢？是否有其先後順序的連結性？十五條佛規的實踐，其終極意義又為

何？ 

基於上述所提之問題意識，本研究採以一貫道《十五條佛規》聖訓專書、單

篇十五條佛規訓文，以及與佛規相關聖訓，加以歸納整理，開展探討追溯一貫道

佛規的歷史發展，以及每一條佛規之義理思想及實踐要義。本研究雖然是逐條論

述，但是每一條佛規異中有同，同中有異，雖然只有短短四個字，每一條都有其

主題性，內容都相當豐富，每一條都可以落實在白陽時代，俾使白陽修士依循以

達究竟圓滿返回理天。因此，基於「十五條佛規」作為修辦道之法則的特質，著

重真知真行以達「知行合一」及「理事圓融」之目的，本論文揭示以下五個研究

動機與目的： 

一、 探源一貫道近代史上「條規」、「章程」的形成及應用，以見佛規禮節的

發展歷史。 

二、 探討「十五條佛規」的義理思想，以見其豐富之真諦內涵。 

三、 探析「十五條佛規」的實踐之道，以見其知行合一及理事圓融之價值。 

四、 探索「十五條佛規」的先後秩序，以見其首尾相續之特色。 

五、 探賾「十五條佛規」與先得後修之關係，以見其時代意義。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綜評 

「十五條佛規」乃是白陽修士於修辦道程中應遵守之規矩，為維繫道場之綱

紀，更是鞭策砥礪自我身心言行的重要修持法門之一。一貫道佛規禮節的範圍甚

廣，本研究以「十五條佛規」為主題做探討，因此，研究成果之回顧與綜評主要

以此範疇為主。然而，針對「十五條佛規」的研究論文甚少，因此，與本主題有

關的研究成果也一併做回顧與綜評。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碩博士論文中尚未有「十五條佛規」之專題研究論文，

僅有陳姝妤作為先驅撰寫〈德禮傳家：論《南屏家風》十五佛規十條大愿〉10期

 
10
 陳姝妤：〈德禮傳家：論《南屏家風》十五佛規十條大愿〉，《一貫道研究》，第 8 期（2019 年 10 月），

頁 10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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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論文一篇，內容說明十五條佛規有著禮義之內涵、禮教之原則，遵守「十五條

佛規」在於自律，更是貴在「恆誠」。論文中又比對《佛規諭錄》11、《南屏家風》

12兩本聖訓專書的用語，指出雖然仙佛用語有所不同，但是佛規禮義的精神不變。

作者又提出修道對自我最重要的認識在於掌握「自性作主」，並提及《回天的導

航》仙佛白話訓有十二條佛規與心性有相關。作者之論述周詳，言之有物。唯經

本論文之研究，一貫道的「十五條佛規」條條皆具有自性義，皆與心性修持有關，

也與辦道落實攸關，亦不離日常生活及人倫道德之實踐，每一條佛規兼具理事圓

融、內外交養之特質，符合白陽時代的修辦道方針，是白陽修士依循的修辦法則。 

在學位論文方面，涉及部分「十五條佛規」之敘述者，目前有數本論文。首

先，張肇偉之碩士論文《一貫道《孟子聖訓》要義之研究》13，在論文中，因應

引述之所需，簡要提及〈十五條佛規〉之「尊敬仙佛」、「齋莊中正」、「謙恭和藹」，

可惜仍非專題性的探討，所陳述依然十分有限。林育慶之碩士論文《一貫道入（求）

道程序儀式之研究——以發一組崇德道場為中心》14，在第五章之第一節中提及

《佛規諭錄》十五條乃是一貫道道場中運作上重要的戒律，文中並對每一條佛規

做簡約的重點敘述。 

陳木龍《一貫道禮節之時代意義及其實踐》15之碩士論文，在其「一貫道禮

節與佛規述要」一節中，闡述了十五條佛規的內容，並指出十五條佛規是修行治

心之圭臬，此道德教育能使人由內而外改變，作者視其為變化人心之良方。誠然，

「十五條佛規」是變化人心之良方，然而，十五條佛規更是成佛的禮節，修道的

準則，辦道的條理，是維繫道場之綱紀，鞏固道場之指南，有其究竟圓滿之義理

及實踐之道。每一條佛規都是一貫道弟子達到內外圓滿最好的實踐方針，於己可

提升進德修業之要，於人可作待人處事之道，於道場則能奠定傳承永續之磐石，

展現天道精神。 

其他關於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如鍾雲鶯〈「禮」的生活化──一貫道對儒

 
11
 純陽大帝慈示：《佛規諭錄句解》（高雄：至善書局，出版年代不詳）。 

12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南投：光慧文化文教基金會，2016 年）。 

13
 張肇偉：《一貫道《孟子聖訓》要義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碩士論文，唐經欽指導，2021 年

八月），頁 127-233。 
14
 林育慶：《一貫道入（求）道程序儀式之研究──以發一組崇德道場為中心》（新北市：華梵大學東方

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陳娟珠指導，2009 年八月），頁 113-114。 
15
 陳木龍：《一貫道禮節之時代意義及其實踐》（高雄市：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郭妍伶指導，2022 年八月），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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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禮」思想的實踐〉16之期刊論文，探討一貫道如何在修辦一體中落實禮的精

神而將其深耕於平民百姓之家。文中指出「若欲力挽狂瀾，拯救世道民心，恢復

聖人之禮教乃是首要條件。……禮教乃是成就聖人之道的主要原因。」17的確，

眾多修行者功虧一簣，敗在佛規未嚴正，道未在心性上紮根。所謂的「劫難」皆

因人心與行為超越規範所致，若人人能以自性自覺而自律，提升心性、端正心念；

又以十五條佛規作為內外奉持之法則，克己復禮並身體力行，將能實現和諧社會。

至於王超英所撰寫的〈「一貫道佛規禮節」精神要義探析〉18，則依仙佛慈示之「禮

教」、「禮儀」、「禮樂」、「禮節」、「禮運」五大重點逐一敘述，提出一貫道天命明

師降世，天道應運，欲世界大同，就要闡揚天道古禮，以道之宗旨為本體，實踐

佛規禮節之精神，才能恢復本性之自然以臻世界太平。另外，張肇偉在〈一貫道

《暫訂佛規》之禮儀研究〉中19，以天然師尊之《暫訂佛規》為主，探究一貫道

佛規禮節之根源與儀式精神，說明佛規禮節乃在於維繫優良道風，以鞏固道場；

又《暫訂佛規》是目前一貫道道場佛規的主要依據，宜透過身體力行將佛規禮節

融入日常生活。 

在一貫道道場內，「十五條佛規」與「三清四正」、「十條大愿」等，皆為佛規

所在，不僅備受重視，也是所有一貫道道親必須學習及奉持的修辦課程，因此道

內也有《十五條佛規的落實》20、《佛規諭錄教材本》21等善書，作為一貫道道親

探討及實踐佛規的參考用書。以上陳述並簡要綜評十五條佛規及有關之佛規禮節

的研究成果，也是本研究之參考對象，期冀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能進一步探討

「十五條佛規」豐富之義理思想及理事圓滿的實踐價值。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節就本論文《一貫道「十五條規佛」之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進行

說明，呈現論文的研究進路及論文結構，同時交代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 

 
16
 鍾雲鶯：〈「禮」的生活化──一貫道對儒家「禮」思想的實踐〉，《鵝湖月刊》，第 35 卷第 419 期（2015

年 5 月），頁 36-44。 
17
 鍾雲鶯：〈「禮」的生活化──一貫道對儒家「禮」思想的實踐〉，頁 37。 

18
 王超英：〈「一貫道佛規禮節」精神要義探析〉，《一貫道研究》，第 6 期（2017 年 8 月），頁 44-81。 

19
 張肇偉：〈一貫道《暫訂佛規》之禮儀研究〉，《一貫道研究》，第 6 期（2017 年 8 月），頁 6-43。 

20
 蘇俊源：《十五條佛規的落實》（新北市：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2021 年），內容結構分別以「字面

的解釋」、「實質的內涵」、「應有的作法」、「錯誤的解釋」、「實得的利益」、「仙佛的慈訓」等部分作為整

理。 
21
 活佛師尊聖訓、孟穎譯：《佛規諭錄教材本》（臺南：靝巨書局，2018 年），以註譯、意譯、《回天的導

航》當中之仙佛白話訓作編排，整理為一本道內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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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參與觀察法。以下先說明這兩種研究方法的學

理，進一步再陳述於本論文中的應用情況。所謂「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根據某一研究目的或是課題的需要，通過相關文獻資料的調查、蒐

集、鑑別與整理，並將所取得的資料作一系列的分析、比較、歸納、演繹等，進

而全面地、真實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透過此方法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重建過去，解釋現在及推測將來，而有助於研究的進行。至於「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則是一種科學探究的路徑，也是一種資料蒐集方法。

在研究策略下，研究者必須親自實地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並融入其中，對其

進行長期及實際的接觸與觀察。22 

就「文獻分析法」在本論文的應用而言，本研究一方面溯源無生老母頒訂「十

五條佛規」之緣由，揭示「十五條佛規」作為「佛規／天戒律」之屬性及其重要

性，進一步又根據聖賢仙佛所批示之「十五條佛規」聖訓內容，作為研究文本，

藉之建構「十五條佛規」的義理思想及實踐要義。因此，在本論文的研究進路中，

首先透過蒐集在一貫道不同組線及發一不同單位所批示之「十五條佛規」聖訓專

書，包括：《佛規諭錄》23、《回天的導航》之「十五條佛規白話訓」24、《佛規十

愿》25、《南屏家風》之「十五條佛規」26，以及單篇「十五條佛規」27等聖訓，完

整地蒐集「十五條佛規」的研究文獻，再依之作為研究、分析的主要文本。在經

由全面性的蒐集、整理、歸納、分析等方法的交互運用，以確立「十五條佛規」

重點要義。除此之外，再輔以祖師著作、三教經典、四書及其他一貫道仙佛慈示

訓等資料，反覆梳理每一條佛規之義理思想及奉持之方，最後在提綱挈領之下，

逐一加以探討、論述，以見「十五條佛規」在白陽時代的實踐之道及所呈現之重

要意義。 

 
22
 參顏金漢：《一貫道普渡收圓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研究所碩士論文，洪淑芬指導，

2021 年八月），頁 5-7。 
2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諭錄句解》（高雄：至善書局，出版年代不詳）。 

2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臺中：光慧文化事業，2011 年）。 

25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三峽：靈隱寺，2008 年）。 

26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南投：光慧文化文教基金會，2016 年）。 

27
 《福山榮園集刊第七卷》（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1990 年），批示於發一組慧音單位，單篇十五條佛

規，訓中勾勒出現每一條佛規，以及訓中訓「嚴格定佛規、天命持勿違」、「白陽開泰選聖賢，玉石分判

此斯年；遵守佛規理呈現，彪炳偉業返理天。」《天梯．佛規諭錄．十五條佛規》（臺北：德慧雜誌社，

2002 年），濟公活佛與南極仙翁批示於發一天元，訓中訓為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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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當中亦透過祖師著作探討一貫道條規、章程的形成與演變，研究路徑主

要立基於一貫道後東方的道統縱軸中，從袁十二祖志謙（1760-1834）28、五行時

期的水老彭德源（1796-1858）29及金老林芳華（1804-1873）30、王十五祖覺一（1832-

1884）、張十八祖光璧（1889-1947）31／孫十八祖慧明（1895-1975）32時代的條規

中，逐一陳述一貫道條規在不同天時中的應用情況及基本內容，尤其著墨於目前

一貫道道場所採用《暫訂佛規》當中的「規程類別」，闡述其和今十五條佛規相應

之處，以見奉行佛規之淵源流長及其必要性。 

至於「參與觀察法」的應用，主要在於本人以一貫道道親的身分，於此研究

場域有著長期實際之參與；對於一貫道道場所舉辦各種活動並實際投入道場運作

之觀察與深刻感受，深知佛規禮節之於個人修辦道及整體道場發展的重要性，也

親見言行不慎、佛規不嚴將影響道場或後進修道者，在在可見奉行十五條佛規之

必要。 

發一崇德單位在不休息菩薩（1923-2008）33理天的領導之下，備受天人肯定，

而今承天景命，更是使命重大，而佛規之嚴正，乃為當務之急，因此於 2021 年

 
28
 袁十二代祖，即一貫道「後東方十八代祖」道統系譜中的第十二代祖師袁志謙，又名退安，號無欺。

關於袁志謙之生卒年，趙正：《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二代袁志謙祖師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

道研究所碩士論文，廖玉琬指導，2021 年元月），頁 10-13，論文中考證袁十二祖的生卒年，羅列出幾種

不同說法。文中表示，卒年若以西曆而言為道光十五年，但以陰曆表示時應為「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季

冬望日（十二月十五日）」。今據論文之研究及《無欺老祖全書．敘文》之記載：「年七十四歲，坐化飛昇。」

暫訂袁祖的生卒年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道光十四年（1834）。以上引註說明摘自洪淑芬：〈第二單元：

疏通傳統禮樂發展的源流衍變〉講義，「109-2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1 年

3 月 10 日，頁 9。 
29
 （清）彭德源，字超凡，道號依法，又號浩然、滄州子、儒童老人、素一老人、水一老人、廣野老人。

清嘉慶初年（1796）十二月初八日出生，咸豐八年（1858）歸西。遇袁十二祖普渡，掌地任之職，道光二

十三年（1843）風考迭起，道場瀕臨瓦解，為了重建道場，維繫綱紀，遂嚴立佛規。關於水老彭德源之生

卒年，有不同之說法，今暫採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之簡介。 
30
 金老林芳華，道號依秘，又號全元、玉山、崑圃。 

31
 張十八祖光璧，師尊：姓張，名奎生，字光璧。生於清德宗光緒 15 年（1889）7 月 19 日，山東濟寧大

流店村人。民國 36 年（1947）8 月 15 日中秋之夜歸天，享壽 59 歲。一貫道後東方第十八代祖師，濟公

活佛倒裝將世，成道之後，維皇上帝敕封為「天然古佛」。以上引註說明參考黃學日：《一貫道「十六字

心法」義諦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研究所碩士論文，洪淑芬指導，2021 年元月），頁 77。 
32
 孫十八祖慧明，師母：姓孫，名素真，又名明善，道號慧明，山東省單縣人，生於清光緒 21 年（1895）

農曆 8 月 28 日，卒於民國 64 年（1975）農曆 2 月 23 日（國曆 4 月 4 日），回天繳旨，享壽 81 歲，乃月

慧菩薩倒裝降世。成道之後，維皇上帝敕封為「中華聖母」。以上引註說明參考周晏如：《一貫道後東方

第十八代祖孫慧明生平及承天景命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研究所碩士論文，陸隆吉、廖

玉琬指導，2022 年），頁 121。 
33
 陳大姑前人，諱鴻珍，字瑩如，道號元貞。生於民國 12 年（1923）11 月 30 日（農曆 10 月 23 日子時），

降生於天津市郊的武清縣河西務鎮河東大陳莊，乃發一組崇德道場創辦人，開荒台灣六十餘載，為道犧

牲奉獻，民國 97 年（2008）元月 6 日晚間 11 點 30 分（歲次丁亥 11 月 29 日子時），功圓果滿，回歸本

位，享壽 86 歲，維皇上帝敕封為「不休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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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間，經歷 20 班壇主班中，仙佛諸多垂訓，皆強調佛規禮節要嚴謹，要

遵循佛規，才得以承繼聖賢之道統，才能給眾生正知見。又如於發一崇德全臺點

傳師班集結《伏魔真經》34時，不休息菩薩也指示制定「崇德律法」，以嚴律最高

天職，並匡正崇德道場。此外，研究者在投入道場修辦中，又實際於道場傳題佛

規系列課程，對於本研究皆能有所裨益，以呈現佛規在實踐上之真正意涵。而今，

再輔以學術之訓練，期望以學術客觀形式研究此主體，以體現十五條佛規更豐富

之內涵。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主要探討一貫道弟子所奉行之「十五條佛規」，旨在梳理其頒訂

淵源，探討其豐富義理，揭示其知行合一的實踐之方，以憲章佛規之重要。 

「十五條佛規」作為佛規禮節的重要範疇，和「三清四正」及「十條大愿」

一樣，皆為每位白陽弟子所應恪遵之佛規。「佛規」和「禮節」不同，它並沒有具

體奉行的儀式、禮容、禮器等禮事層面的執行，但其不僅為立身行事之規矩，更

是白陽修士修道的法則、辦道之條理，故仙佛稱其為「成佛禮節」，有其究竟圓滿

意義。「十五條佛規」來自無生老母所頒訂，諸多聖訓則是萬仙菩薩奉老母之命

所批示，這是上天垂示之天戒律，作為白陽弟子回天之導航。因此，本論文主要

依「十五條佛規」及相關聖訓，建立起研究範圍。至於「禮節」的部分，諸如：

出入佛堂的參辭駕禮節、早晚獻香禮節、初一十五禮節、老母四季大典禮節、拜

節禮節、辭歲禮節、拜年禮節、法會禮節、辦道禮節、設壇禮節、結緣禮節、獻

供禮節、點送佛燈禮節等「禮節」，則不在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唯「十五條佛規」

雖云「佛規」，但仙佛又稱之為「成佛禮節」；而天然師尊又將「道中普通禮節」

35的釐訂稱為《暫訂佛規》，可見在一貫道道場中，「佛規」及「禮節」乃分而不

分，統稱「佛規禮節」、《佛規禮節簿》。本論文乃就「十五條佛規」作為探討對

象。 

道本無言，非言不顯；若言不達，道更難明。因此，對於一貫道而言，仙佛

所「借竅」或「開沙」之篇篇聖訓，為仙佛以無上妙智慧、揭仁義之旨，垂訓修

辦方針36，此為彰顯一貫道天人共辦之殊勝性之一。誠如濟公老師曾說過：「訓文

 
34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發行：《關聖帝君伏魔真經》（南投：財團法人光慧文教基金會，2022 年）。 

35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序》（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頁 2 上：「頃者屢蒙皇
母垂訓，命余將道中普通禮節，整理一致，以資遵循。」 
36
 參施春兆、陸隆吉：〈一貫道聖訓之研究—以《活佛師尊慈示修道方針》為例〉，《一貫道研究》，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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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來研究，用來修正白陽修士自身；不是用來裝飾或指正別人。」白陽修士藉

由聖訓之研究，建立正知正見，明理實修真辦，可修正自己之身心言行進而達恢

復本性之自然，又依之而引渡有緣人，以共成佛道。此乃為研究聖訓之意義。然

而，因本論文「十五條佛規」聖訓研究，雖力求面面俱到，致力於針對每一條佛

規提煉出要點，以彰顯「十五條佛規」之圓滿，同時提供實踐者參考。然尚有許

多不周詳，不夠精微之處，在此一併敘明。又截至目前為止，有關一貫道「十五

條佛規」之研究，尚未有學者深入研究，所以研究成果較為不足。此外，本文主

要以「十五條佛規」為研究對象，其他一貫道佛規禮節則暫不涉入，在此亦一併

交代。 

三、研究架構 

本論文主要依據仙佛批示於不同組線、不同單位之「十五條佛規」進行研究。

透過一本一本的「十五條佛規」聖訓專書加以彙整、分析、歸納，呈現「十五條

佛規」在白陽道場運作上之必要性與重要性。本研究內容呈現五大重點： 

一、 一貫道條規及章程的形成及應用 

二、 十五條佛規的義理思想 

三、 十五條佛規的實踐之道 

四、 十五條佛規的先後順序關係 

五、 十五條佛規體現先得後修之殊勝 

全文重點結構（請見圖 1-1）及大綱如下： 

圖 1-1：論文之重點結構 

 
期 （2018 年 8 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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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闡述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次者敘述相關文獻回顧，最後

說明研究內容與架構。 

第二章 一貫道佛規條規、章程的發展概述，透過袁十二代祖〈規誡詞〉、〈修

行二十條規〉、〈靜室條規〉、五老代理天命階段37所著的《雲城寶籙》

之四十八條規38、五行水老彭德源及金老林芳華的條規制訂、王十五

祖之《祖師四十八訓》39、張十八祖天然師尊之《暫訂佛規》等文本

整理、歸納出佛規之形成與其應用情況。 

第三章 本章探討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的義理思想及實踐要義，闡述其理

事圓融、知行合一之內涵。因聖訓內容豐富、垂示之篇章甚多，因而

論述篇幅也隨之增加。基於實際情況之所需，以下權分三章加以討

論。此章探究「尊敬仙佛」、「遵前提後」、「齊莊中正」、「循規蹈矩」、

「責任負起」等五條佛規。 

第四章 本章探討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的義理思想及實踐要義，闡述其理

事圓融、知行合一之內涵。此章探究「重聖輕凡」、「謙恭和藹」、「勿

棄聖訓」、「莫著形相」、「手續必清」等五條佛規。 

第五章 本章探討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的義理思想及實踐要義，闡述其理

事圓融、知行合一之內涵。此章探究「出告反面」、「不亂系統」、「愛

惜公物」、「活潑應事」、「謹言慎行」等五條佛規。 

第六章 結論。將「十五條佛規」的研究成果做扼要的總結，提出論文的研究

結果，以及研究省思與未來展望。 

 

 
37
 五老分別為：火老陳玉賢，道號依精；土老宋潮真，道號依道；木老安添爵，道號依成；水老彭德源，

道號依法；金老林芳華，道號依秘。 
38
 《雲城寶錄》（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收錄於王見川主編：《民間私藏：中國民間信

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1 冊，頁 252-339。頁 253 記載：「五老奉天命秉筆侍書著條規四八

章。」 
39
 （清）北海老人著：《祖師四十八訓》（南投縣：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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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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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探本溯源：一貫道佛規禮節之歷史發展 

本章將探討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的頒訂，以及闡述此十五條佛規的聖訓專

書的成書背景，同時追溯近現代史上一貫道之條規、章程之制定與內容，作為本

論文之歷史脈絡，為「十五條佛規」的研究，作應有的探本溯源。 

第一節、「十五條佛規」之頒定及成書聖訓之批示 

本節首就「十五條規佛」的頒定作一探究，同時兼及活佛師尊及諸天仙佛、

萬仙菩薩在不同組線、不同單位、不同班程、不同國家垂訓而成的「十五條佛規」

專書，及攸關「十五條佛規」的單篇聖訓。以下則逐一羅列敘述。 

一、「十五條佛規」，開道之初，老母頒定 

大道源流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青陽、紅陽、白陽三個時期。青陽期，道在

君相是教之整，整則不分，一人化天下；紅陽期，道在師儒，漸漸演變為教之散，

散則分，三教聖人奉上帝之命，因而各化一方40；白陽期，道在庶民，教之合，

也就是道降火宅，白陽普渡收圓41的階段。縱然大道源流分為三期，但是大道是

恆常、亙古不變的真理。道即理也，理本一致，道包天地，道貫萬類；無時不有，

無處不然。42足知，「道」是一切宇宙萬物之大主宰、總根源，而體現在自然現象

界，則有一定的運行規則，才會有季節變化、萬物消長，周而復始的規律運轉，

這是大道運行於天體的情況。而一貫道之大道應運，大開普傳，開道之初43在道

況宏展傳遍萬國九州的情況下，於此背後也有著一種俾使吾人莊嚴、安靜的法則，

彷彿天地宇宙的運行之中，有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大道力量，支持著宇宙萬

象的運化。這個法則、章程、條規，足以讓一貫道弟子依循著「理」而修辦，遵

循著此儀軌，遵守著此規矩，共同成就白陽期普渡收圓之聖業與心性圓滿之聖域，

此規矩就是一貫道的「佛規」。足見佛規之持守，與大道的宏展有密切關係；佛規

之研究，也是修辦道的重要基石所在。而欲探究一貫道的佛規，首先得探索其來

源，才能正本清源，了解其脈絡發展。因此，本節先針對「十五條佛規」之形成，

 
40
 （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整編：《三教圓通．論心》（新北市：正一善書出版社，2017 年），頁 16。 

41
 普渡收圓，此為一貫道之宏願，普遍的渡化一切生靈，渡化所有的九六原胎佛子，讓人人回歸並展現

其良善本心本性，實現大同世界之究竟圓滿和諧之理想。 
42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理性釋疑》（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 年），頁 135。 

43
 《佛規諭錄》云：「皇母早定佛規十五條。」《回天的導航．編者序》亦記載：「開道之初，即已定下十

五條佛規，揭示聞道者修行之要則。」此處的「皇母早定佛規十五條」及「開道之初」，確切時間未明言，

然就本論文之研究，在中國大陸時期已有十五條佛規，詳見以下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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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其因由。 

王十五代祖（1832-1884）在《理數合解．大學解》開宗明義云： 

大學者，學大也，何謂大？惟天惟大。天可學乎？曰可。……「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黃帝之學天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帝堯之學天也。「惟

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學天也。「予欲無言，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學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

思之學天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此孟子之學天也。44 

由上觀之，惟天為大，天之德最為崇高峻大，過去歷代聖人都是學天而成就聖德。

在一貫道的信仰體系中，「天」指「無極理天」45，乃神聖圓滿之聖域；天之主宰，

乃「無生老母」，亦即芸芸眾生靈性之所由生，足見天與人的密切關係。那麼，一

貫道十五條佛規與天／無生老母46的關係又為何呢？事實上，一貫道的十五條佛

規的形成因由，正是源自於天，乃是無生老母的頒定。據《佛規諭錄．序一》的

記載，純陽大帝奉母命降筆於興毅組興一法壇47，所批示的內容當中云： 

皇母早定佛規十五條，定規之意，恐怕修真道諸佛子，無規矩方圓之則，

混攙左道致使累墜之故，方定此佛規十五條。48 

《佛規十愿．序一》呂祖純陽臨壇垂訓云： 

觀今之世蕩蕩人心搖搖，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佛門聖地，必有清規戒律，

以迓門風清靜。皇母訂下佛規十五，條條闡明內聖外王之涵養修持……母

命下詔諸佛仙真重新闡明佛規十五真義，作為往後修辦之箴規。49 

 
44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大學解》，頁 6。 

45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青島：崇華堂，1937 年），卷下，頁 6 下，「理天就是真空，沒有形色，

沒有聲臭，只是一團虛靈。潛的時候，至虛至靈，寂然不動，大無不包；現的時候，至神至靈，感而遂

通，微無不入。」 
46
 南屏道濟著：《一貫道疑問解答．道中供俸那位神佛》，卷上，頁 3 上-3 下，一貫道所供俸神像，為主

宰三界十方之「明明上帝」。因其位居無極，而為開天、闢地、生人之道母，故又稱「老母。」 
47
 北林編著：《白陽道脈薪傳錄》（新北市：明德書局，2008 年），頁 482，記載：「民國三十八年，陳前人

（陳帶）在自宅開設佛堂，老母賜名為『興一壇』，同年受命為點傳師。民國四十七年因道務宏展，擔任

興毅組興一單位的領導前人。又承仙佛慈悲分別頒示：《佛規諭錄》、《銘訓集錦》及各種母訓、祖訓、聖

訓。」 
48
 純陽大帝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序一》，頁 1。 

49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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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規十愿．十五佛規》本訓明確揭示： 

母令頒錄，垂訓誡子，藥石鍼砭，引導敬人地天；慈恩諭曉，體天應人，

誠實貫徹，踐言履信心堅；天規之律，振綱維櫫，表白陽修持戒律行勿偏；

佛道入學奠基礎，塑佛雕聖，末後指南命莫違。50 

以上三條訓文不約而同地指出：「十五條佛規」為萬靈真宰無生老母所垂示制定，

而且時代很早；同時交待無生老母命諸天仙佛闡述其真義，作為白陽修士修辦之

規箴、正己成人以達內聖外王之軌則。「十五條佛規」既為無生老母所頒定，可視

為「天戒律」，且具足了神聖性、根源性、究竟性，足以做為指導白陽弟子修辦的

紀律準繩。而有了方寸規矩，藥石針砭的引導，讓白陽弟子可以依循修辦，學習

敬人禮天、內外兼修，直至究竟成聖成佛。因此，此十五條佛規也是成佛的「天

梯」，是指引一貫道弟子成就佛道的一條回天的導航。 

因此，在開道之初，無生老母即慈心定下「十五條佛規」，無非就是企盼白陽

修道弟子各個皆能以佛規為準則，不誤入旁門、不落入歧途，進而能遵守規矩而

達本還源於無極理天。《佛規諭錄》中云及「皇母早定佛規十五條」，雖然未道出

明確的時間點，但至少可以知道十五條佛規的出現甚早，這是上天用以指引一貫

道弟子修行的要則，在在都呈現出上天之慈悲、不忍芸芸眾生在娑婆世間當中，

因為沒有方向而沉淪，沒有規矩而身心散漫，因而很直接懇切明示「十五條佛規」，

以作為修行的準則。 

此外，2020 年 3 月 27 日，一貫道崇德學院師生於福山訪談韓萬年點傳師51

關於十五條佛規，請問了韓老點傳師：「中國大陸時期，是否已經有十五條佛規

呢？」韓老點傳師慈悲回答：「十五條佛規不是我們（現在）訂的，那是以前的。」

「您在大陸的時候，有聽過十五條佛規嗎？」韓老點傳師進而又慈悲說：「有聽

過！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十五條佛規了。」52韓老點傳師在大陸時期見過師尊、師

母，在其記憶中，確認了在大陸時期就有「十五條佛規」之事實。 

以上透過早期《佛規諭錄．序一》、《佛規十愿．序》等書訓之記載，甚至是

一貫道前輩之口述歷史，在在皆可見無生老母早就頒定佛規，這是上天的重要引

導，希望每一位一貫道弟子都能始終遵守，信受奉行，方讓道場能有紀律的發展，

 
5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40。」 

51
 「點傳師」為一貫道道中，代替天命明師傳道之天職稱謂。 

52
 韓萬年口述，陸隆吉、廖玉琬、洪淑芬等採訪，馮榆茲撰述（彰化：福山榮園，2020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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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道方能穩固弘揚到世界每個角落；也讓每位白陽修士能有佛規禮儀的落實

實踐，直至最後的成聖成佛。 

二、仙佛臨壇，垂示闡發，佛規聖訓 

根據前述，足知一貫道「十五條佛規」早在大陸時期即已頒行，再據《佛規

諭錄》之記載，確知由無生老母所頒定，目的在於希望每一位白陽修士都能夠始

終如一遵守佛規、不離規矩，謹慎修行腳步，努力奉行。然而部分修辦道弟子鬆

弛了腳步，未能體會佛規之重要及其真義，無生老母憂心眾佛子落入迷途深淵，

難以覺醒，終至不能返回無極理天，故又在一貫道的不同組線、單位，一次次的

派遣仙佛垂示一本一本的「十五條佛規」聖訓專書，用以演繹詮釋「十五條佛規」

的實踐真義，不僅豐富佛規的精神要義，也讓白陽弟子有個遵循規章。以下分別

將目前已成冊之「十五條佛規」的聖訓專書及具有代表性的單篇聖訓，依批訓之

年代逐一加以介紹： 

（一）1971 年《佛規諭錄》聖訓 

關於「十五條佛規」的批示原由及地點，在本聖訓呂純陽祖師的兩篇序文中，

即明白表示： 

吾本純陽大帝，奉 母令諭，降至興一法壇，批示此序，言到此處。明早

當有一篇序言，再垂沙盤。 

今時批示此書，命名《佛規諭錄》。書內批明佛規之真意，應如何遵守？作

者結果如何？不行終歸何場？一一而語。……當念母恩祖德，共携其手，

扶助天盤。……時維中華民國六十年歲次辛亥，呂天才純陽子謹序於興一

閣。53 

序文中明白記載著《佛規諭錄》的垂訓時間、地點以及命名，在在都是仙佛之「天

戒律」。蓋無生老母憂心白陽修道弟子未能對末後之三期浩劫54有所畏懼警惕，甚

 
53
 純陽大帝：《佛規諭錄．序一》，頁 2-4。 

54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何為三期末劫》，卷上，頁 8 下-頁 9 上，記載：「自開天闢地，以至天地

窮盡，其間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 10800 年，共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終始，每會因氣象之

變遷，而有數期之劫運，現在午會告終，未會始起，自開天以來約六萬餘年，已有三期之分。第一期約

青陽劫，應於伏羲時代；第二期約紅陽劫，應於昭王時代；第三期曰白陽劫，應於午未交替之際。每期

道劫並降，以便善良之人，進入道中，惡孽之輩，打在劫內。溯自寅會生人，以至於今，眾原佛子生生

死死，貪念紅塵假景，迷失本來靈性，既不知從何而來，復不知尋路而歸，愈生愈迷，愈生愈壞。世風

衰微，人心險詐，已達極點，因之釀成空前未有之大劫，故曰三期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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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般道親仍未能識穿佛規之底蘊，乃至輕視佛規、不遵佛規，無生老母遂於民

國六十年，命濟公活佛以不同佛號，於興毅組之興一壇，木筆沙盤，頒演《佛規

諭錄》一書，周全的闡明「十五條佛規」之真義，最後完整垂訓成書。盼眾白陽

修道弟子能依之真修實辦，積極學習，努力實踐以達本還源。 

《佛規諭錄》乃是第一本系統性闡述「十五條佛規」的成書聖訓，活佛老師

在《佛規諭錄》中，以逐條的方式垂示其豐富之內容，並以韻文之形式串連成章，

雖是垂示嚴謹之規戒，也點綴優美之文筆，可謂剛柔合一。至於結構之特色，則

在於全書先後以「濟公活佛」、「道濟天尊」、「南屏道濟」、「靈隱酒狂」、「紫衣真

人」、「天然古佛」、「爾師南屏」、「靈隱禪師」、「西湖瘋僧」、「爾師狂叟」、「湖隱

禪師」、「靈妙天尊」、「濟顛聖僧」、「道濟禪師」、「濟公活佛」總共十四個不同聖

號出現，充分體現活佛老師對十五條佛規的重視，彰顯此佛規乃南屏家風不可或

缺的成佛天梯。並以鎮壇詩形式呈現佛號於每一條佛規之中。例如：第一條佛規

「尊敬仙佛」，由濟公活佛臨壇批示，鎮壇詩的呈現方式則為： 

濟塵娑，濟塵涯，濟扶四海天下化； 

公理發，公道華，公傳九洲無疪瑕。 

活機撒，活心佳，活潑慧性開金花； 

佛徑跨，佛智加，佛體金剛挽婆娑。55 

獨特的文詞結構，彰顯仙佛的妙法，令人讚嘆，這是《佛規諭錄》聖訓的特色之

一。更進一步，活佛老師又在每條佛規要詳細垂示本訓之前，以七字之四句偈的

排列形式，將每條佛規的主題，以冠頂詩的形式加以呈現，例如：「尊敬仙佛」佛

規，冠頂聖訓的結構即為： 

尊師重道為賢僚， 

敬奉虔誠志堅牢； 

仙風道骨妙微奧， 

佛心返樸樂逍遙。56 

濟公活佛以此方式垂訓每一條佛規之實行細則，目的無非是要讓諸白陽弟子詳參

實踐，不誤入旁門左道。至於整體聖訓的結構請參考以下圖示。 

 
55
 濟公活佛：《佛規諭錄．第一條》，頁 5。 

56
 濟公活佛：《佛規諭錄．第一條》，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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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佛規諭錄》聖訓 

至於呂祖純陽更慈示：「行道謹以十五條佛規為重，堅心牢守，恆心宣揚，關

山雖是迢遞，行之自覺安然無恙，欲行大道達至彼岸地，雖然艱辛，也是不足難，

勤守佛規，以理為首，縱有難至，天亦必因其誠所感動，自然逢凶化吉。」57上

天所取的是白陽修士是否真心誠意在修辦，是否審慎遵守佛規，唯有真心敬意落

實，方能效法聖人，將佛規落實在生活。足知後人將《佛規諭錄》聖訓一書，編

輯成講義、句解，乃至為教材的敘述書籍出現，無非是對此聖訓之看重，也期許

有緣者能身體力行，以不負仙佛諄諄教誨之慈示。 

（二）1997 年~1998 年《十五條佛規》的白話聖訓、2011 年《回天的導航》 

據聖訓書首之記載，《十五條佛規》的白話聖訓乃由兩位仙佛於三次臨壇中

垂示而成，時間、地點等基本資料如下： 

1. 1997 年七月，在泰國連華堂開三天法會複習班時，漢鍾離大仙慈悲臨壇敘

 
57
 純陽大帝慈示：《佛規諭錄》，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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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2. 1997 年十二月，在馬來西亞正義佛堂「佛規諭錄班」時，活佛恩師臨壇再

次口述。 

3. 1998 年二月，在台北仁德佛堂58活佛恩師再度臨壇，再加補充說明。 

合計三次的仙佛臨壇借竅，以白話聖訓而啟發，將十五條佛規之精粹意涵，闡釋

得更加詳盡完善。59足以見仙佛深怕諸弟子依然不明佛規深意，借白話聖訓來循

循誘導，此中不僅看到仙佛之慈意，更完整見到佛規禮節的具體內容。 

至於出版修辦叢書的光慧文化事業公司，秉著不休息菩薩（1923-2008）60駐

世時，以文學載道，可傳千秋遠；以儒家行道，可達大同世界的文化教育之關懷，

並且體念無生老母之慈憫，以及眾仙佛、活佛老師之苦心，特將十五條佛規白話

聖訓及《佛規諭錄》重新整編加注，輯成《回天的導航》一書。本書的結構特色

為以十五條佛規為綱目，在每一條佛規之下，先編列活佛老師的白話慈訓，俾使

白陽修士了解該佛規的真實義；其後再編列《佛規諭錄》中該條佛規的篇章，形

成白話聖訓及韻文聖訓結合的特色。並且酌加分段，再配以「段落精義」及「注

釋」，使每一條佛規之體與用脈絡清晰，有益讀者對照參研，從心性而發，進而能

具體而明確地掌握實踐的要領。61足知，十五條佛規引導我們邁向正確之路，是

一貫道弟子修辦道的光明之路，是成聖成佛的規矩，因而稱為「回天的導航」。 

（三）2007 年~2008 年《佛規十愿》聖訓 

本聖訓是 2007 年諸佛仙真垂訓於發一靈隱的神來之筆，有著完整十五條佛

規之訓文和十條大愿訓文。此聖訓之書首，呂純陽祖師之序云： 

皇天開恩降道火宅……然道之尊貴能無規矩方圓乎？……人心易生善

忘……基本功夫不復當年之誠，究其源緣，乃道未在心性上紮根。……天

有好生之德，不忍修士功虧一簣，……母命下詔諸佛仙真重新闡明佛規十

五之真義，作為往後修辦之箴規。……這白陽普渡一大因緣，佛規乃基本

 
58
 據《十五條佛規》白話聖訓及《回天的導航》前言之記載，皆言第三次乃「1998 年二月在台北仁德佛

堂」批示，但經由詢問，台北仁德佛堂的道親表示未有此事，推測地點恐有誤植，今暫且保留文獻之初

始記載。 
59
 濟公活佛、漢鍾離大仙：《十五條佛規》，頁 1。 

60
 陳大姑，諱鴻珍，字瑩如，道號元貞。發一組崇德道場創辦人，開荒臺灣六十餘載，為道犧牲奉獻，

回歸本位道證無極，無生老母敕封為「不休息菩薩」。 
61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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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地基打得穩，萬丈高樓不動搖。62 

足見，佛規是一貫道弟子的修行基石，欲有高樓大廈般的成就，當有堅實穩固不

動搖的鋼筋架，學修辦道才能「正心修身，己立立人」，成就穩健之修辦道場。本

聖訓之特色為依序批示十五條佛規，內容精闢，更羅列出每一條佛規的訓中訓，

條條闡明佛規的真諦，足以系統性的架構十五條佛規的實踐要義。以下之圖示，

即是本聖訓的呈現形式。 

 

 

圖 2-2：《佛規十愿》聖訓 

至於《佛規十愿》聖訓的批訓時間，乃仙佛從 2007 年至 2008 年止，分別於

 
62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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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馬來西亞、日本、印尼、菲律賓、泰國、加拿大等八個國家，二十

七處佛堂所批示。63以下將此聖訓每一條佛規的批訓仙佛、地點以及班程，以表

格型式加以呈現： 

表 2-1、《佛規十愿》之「十五條佛規」聖訓資料彙整表 

順序 聖訓主題 批訓仙佛．佛號 批訓目期 地 點 班 程 

第一條 尊敬仙佛 
尊：南極仙翁 

敬：南極仙翁 

仙：赤腳大仙 

佛：濟公活佛 

2007/4/6~8 

2007/4/13~15 

2007/4/13~15 

2007/4/6~8 

菲律賓廣德壇 

菲律賓化慈壇 

菲律賓化慈壇 

菲律賓廣德壇 

三天法會 

第二條 遵前提後 
遵：濟公活佛 

前：韓湘子大仙 

提：鍾離權大仙 

後：濟公活佛 

2007/6/8~10 

2007/6/15~17 

2007/6/8~10 

2007/6/15~17 

泰國普利叻壇 

泰國崇聖壇 

泰國普利叻壇 

泰國崇聖壇 

三天法會 

第三條 齊莊中正 
齊莊中： 

 濟公活佛 

 寒山大仙 

 濟公活佛 

正：哪吒師兄 

2007/4/20~22 
菲律賓 

一修佛院 
三天法會 

第四條 循規蹈矩 
循規：南極仙翁 

蹈矩：呂洞賓仙 
2007/08/3~5 

霧峰武聖宮 
三天法會 

第五條 責任負起 
責任負起： 

藍采和大仙 

濟公活佛 

呂法律主 

2007/6/1~3 

2007/6/9~10 

馬來西亞古晉 

天慈堂 

 

三天法會 

三天法會 

兩天清口

班 

第六條 重聖輕凡 
重聖：南極仙翁 

輕：藍采和大仙 

凡：濟公活佛 

2007/6/14~16 

2007/7/1~2 

2007/6/1~3 

印尼德化宮 

印尼普仁壇 

馬來西亞古晉

天慈堂 

三天法會 

辦事兩天

班 

三天法會 

第七條 謙恭和藹 
謙：鍾離權大仙 

濟公活佛 

恭：藍采和大仙 

2007/7/13~15 

2007/7/6~8 

2007/6/16~18 

印尼濟化壇 

印尼群信壇 

三峽靈隱寺 

三天法會 

 
6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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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公活佛 

和：濟公活佛 

藹：韓湘子大仙 

  

第八條 勿棄聖訓 
濟公活佛 2007/4/13~15 香港普興壇 

三天法會 

第九條 莫著形相 
莫：南極仙翁 

著：濟公活佛 

形：小瘦仙童 

小胖仙童 

相：濟公活佛 

2007/5/4~6 

2007/5/19~21 

 

加拿大賢德壇 

加拿大道恩壇 
三天法會 

第十條 手續必清 
手：哪吒師兄 

續：濟公活佛 

必：濟公活佛 

清：鍾離大仙 

2007/10/14~16 

2007/10/19~21 

印尼永德壇 

印尼光明壇 

 

三天法會 

第十一條 出告反面 
出告：韓湘子 

大仙 

反面：濟公活佛 

2007/5/4~6 

2007/5/4~6 

日本集仁書齋 
三天法會 

第十二條 不亂系統 
不：藍采和大仙 

亂：張果老大仙 

系統：濟公活佛 

2007/10/26~28 
三峽靈隱寺 

三天法會 

第十三條 愛惜公物 
愛：濟公活佛 

惜：濟公活佛 

公：濟公活佛 

物：南極仙翁 

2008/1/20 

2008/1/20 

2008/1/19 

2008/1/20 

台北璞直壇 

新竹峨眉書院 

楊梅天德壇 

楊梅天德壇 

年終檢討

班 

講師講員

檢討班 

壇主辦事

檢精進班 

第十四條 活潑應事 
活潑：濟公活佛 

應事：呂洞賓 

大仙 

2007/07/6~8 
泰國妙心壇 

三天法會 

弟十五條 謹言慎行 
謹言：藍采和 

大仙 

慎行：濟公活佛 

2007/06/22-24 
泰國仁善壇 

三天法會 

在此聖訓中，臨壇批訓的諸佛仙真共有十二位，顯示眾仙佛對十五條佛規的

重視。至於諸多班程中，以法會比例居多，足見仙佛期冀踏入聖門第一步的白陽

弟子，皆能從開法會的那一刻開始，就能謹慎恭敬的信受奉行十五條佛規，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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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夫，培養自己智慧、德行，存養自己的慧命，使之自性光明遠大，也建立起

修辦道場的道風、道範。 

（四）2015 年《南屏家風》聖訓 

《南屏家風》一書，也是另一本完整的成書聖訓，內容包括四大主題：「十五

條佛規」、「十條大愿」、「五倫」、「八德」，合計共三十八篇主題訓文，以及兩篇序

文、一篇「五倫八德」排序，共同集結而成。自 2013 年起，分別在發一崇德臺

灣各大道場64和新加坡、吉隆坡、亞羅士打三個道場，以及香港、澳門兩個道務

中心，共四十一班的班程中所批示。直至 2015 年 3 月，在彰化道場觀音堂法會

中，由長生大帝慈示「不亂系統」主題訓文，「十五條佛規」聖訓至此悉數批示完

成。長生大帝臨壇慈悲叮嚀： 

十五佛規批完全，此乃歸家正知詮；批示佛規之真意，眾等當知費心田。

仙佛菩薩苦口勸，當知實踐日常間。65 

南屏濟顛於序文中亦慈示： 

十五佛規十條愿，白陽修士志行深；於聖培德之要領，循序漸進正道循。

五倫八德不偏倚，道化生活作新民。於凡植德方針握，出類拔萃德超群；

人人能以修身作，家家皆能小同臻。三十八篇訓文示，諸佛菩薩苦口云；

果能遵訓而實踐，指日可待大同臻。66 

人生豈得長年少？光陰如梭催人老；師今至此徒囑告，白陽弟子至誠表。

末班船開響號角，南屏家風為航標；養精蓄銳道德抱，急起直追康莊朝。

67 

訓文內容雖淺白易懂，然而句句皆是仙佛企盼諸佛子能謹記持守圭臬之重要性，

更要將佛規履行於日常生活。本聖訓之特色也是系統性闡述「十五條佛規」的專

書，結構上的呈現也以每一條佛規作為冠頂詩的方式呈現，又在每篇主題內容中，

 
64
 一貫道發一崇德組線，道場規模由陳大姑前人擘劃建制。大姑前人駐世時，道場結構即區分為海內、

海外，當時海內道場（臺灣）規劃有「雲林、彰化、臺北、臺中、苗栗、高雄、臺南」等七大道場。而今

道務依然蓬勃發展，奠基台灣，發揚全球，2018 年臺中道場劃分出「中興道場」，臺北道場劃分出「桃園

道場」，共計九大道場。 
65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6-7。 

66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13。 

67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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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將佛規之真義體現在訓文裡面。例如：「尊敬仙佛」第一條佛規的鎮壇訓為： 

尊長前，聲要低，言談舉止勿偏倚； 

敬鬼神，而遠矣，不紊綱常與倫理。 

仙風骨，凝道氣，好古敏求行契機； 

佛門啟，思無弊，心無旁騖念守一。68 

第十五條佛規「謹言慎行」鎮壇訓如下： 

謹身節用知惜福，一粥一飯汗滴上； 

言必信矣行必果，澡身浴德德不孤。 

慎始敬終行一貫，念茲在茲守真主； 

行不由徑踏實步，跬步千里邁聖途。69 

鎮填訓以冠頂訓呈現佛規主題，讓人一目了然。而第一條佛規又以「三、三、七」

的句式為結構，和《佛規諭錄》全書的鎮壇訓結構全然一致，此巧妙的呼應，應

是仙佛垂示的妙意，欲吾人體會其奧義。以下表格為每條佛規所批訓的仙佛佛號、

時間、地點： 

表 2-2、《南屏家風》之「十五條佛規」聖訓資料彙整表 

順序 聖訓主題 批訓仙佛．佛號 批訓目期 地 點 班 程 

第一條 尊敬仙佛 靈妙天尊 2014.06.29 
新加坡 

崇德佛院 
法會 

第二條 遵前提後 濟公活佛 2014.06.22 
吉隆坡 

臨時佛堂 
壇主講師班 

第三條 齊莊中正 南屏濟公 2014.04.26 
澳門 

崇德佛院 
壇主班 

第四條 循規蹈矩 南屏濟顛 2014.05.24 
香港 

崇德佛堂 
複習班 

第五條 責任負起 白水聖帝 2014.05.26 
澳門 

崇德佛院 
崇德佛院安座 

第六條 重聖輕凡 道濟天尊 2014.05.31 
新加坡 

崇慧佛院 
法會 

 
68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20。 

69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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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謙恭和藹 南屏道濟 2014.06.07 
新加坡 

崇慧佛院 
壇主班 

第八條 勿棄聖訓 濟顛和尚 2014.06.08 
新加坡 

立德佛堂 
壇主班 

第九條 莫著形相 白水聖帝 2014.06.22 
吉隆坡 

崇慧佛院 
壇主講師班 

第十條 手續必清 紫衣真人 2014.06.14 
亞羅士打 

同合壇 
壇主班 

第十一條 出告反面 中華聖母 2014.07.15 
臺中道場 

正承佛院 
法會 

第十二條 不亂系統 長生大帝 2015.03.28 
彰化道場 

觀音堂 
法會 

第十三條 愛惜公物 不休息菩薩 2014.06.15 
亞羅士打 

怡德壇 
壇主班 

第十四條 活潑應事 濟公活佛 2014.06.13 
亞羅士打 

崇德道院 
壇主班 

第十五條 謹言慎行 不休息菩薩 2014.06.08 
新加坡 

崇德佛院 
壇主班 

由上表可看出，仙佛臨壇除了法會班程、複習班以外，在壇主班70亦多次來

慈示，顯示出遵守佛規乃白陽修士人人的必要之務，尤其壇主更是一個佛堂的重

要角色，代表一壇之主，以身作則，壇主遵守佛規，禮節不紊亂不離軌，更能帶

動佛堂的成長。 

（五）單篇十五條佛規聖訓 

至於單篇的十五條佛規，則散見於各道場，今僅擇錄較具代表性者加以介紹。

1988 年，在發一慧音單位，關聖帝君臨壇批示單篇十五條佛規，訓中除了勾勒出

現每一條佛規以外，訓中訓「嚴格定佛規、天命持勿違」、「白陽開泰選聖賢，玉

石分判此斯年；遵守佛規理呈現，彪炳偉業返理天。」71足見佛規是上天所定，

白陽弟子宜拳拳服膺，信受奉行。尤其白陽階段，天開科選，遵守佛規展現白陽

之道風，才能無愧於天地，最終能伴著光明聖業而同返無極。聖訓之結構如下圖： 

 

 
70
 一貫道的佛堂，無論規模大、小，都會有負責的人、護持的人，乃至於主動願意承擔該壇壇務的人，

經由清口茹素，並且向上天立愿表白，則稱為「壇主」。 
71
 關聖帝君著：《福山榮園集刊第七卷》，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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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十五條佛規〉聖訓 

其次在 2002 年，於泰國曼谷道光佛堂，濟公活佛暨南極老仙翁同領母命臨

壇，垂訓了十五條佛規單篇訓文，訓中訓為「天梯」，內容顯著揭示了每一條佛規

重點，依循此十五條佛規往前邁上，則是返回無極理天的歸鄉之道72。聖訓之結

構如下圖： 

 

 
72
 聖賢仙佛齊著：《天梯．佛規諭錄．十五條佛規》，頁 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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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天梯〉聖訓 

由前述可知，由無生老母所頒定的「十五條佛規」，時間甚早，雖然確定時

間難以考證，但至少一貫道在中國大陸時期就有此佛規的運行。蓋皇母憂心白陽

修士在修辦道當中，恐因為少了佛規的持守而失道離軌，因而慈悲頒示此「十五

條佛規」，爾後又屢次派遣諸佛仙真透過木筆沙盤的方式，在各組線、發一各單

位、各道場演繹批示，乃至有十五條佛規聖訓專書之出版。足知上天在在提醒一

貫道弟子。不可以忽視佛規禮節的遵行。濟公活佛於壇主班慈示：「『佛規禮節』」

這四個字，說來只有四個字，其實包羅天地之道。十五佛規條條守，十五佛規真

實認真，一條一條都是自己可以去深入學習。佛前事樣樣都要會，禮節都不可以

省，不可以打折。」73又在講師培訓研習班慈示：「十五佛規行終身，效法聖佛

佛規不紊；戰戰兢兢真修者，定得天心定邀人助。明己身速修持，要求自己；嚴

律己寬待人，慈心悲愿在人間，不用言說自然行出流露聖德。」74一字字、一句

 
7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重啟愿力〉（發一崇德：彰化道場鹿伸區壇主班），編號：

fycd20200802020501。 
7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大學首章引述（合訓）〉（發一崇德：柬埔寨慧德佛堂講

師培訓研習班暨提拔講師班），編號：fycd201910293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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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皆呈現上天對此「十五條佛規」之重視，透過每一條的實踐功夫，體現佛規禮

節自開道之初，上天則頒定佛規之價值性以及重要性。 

綜上所述，這些十五條佛規聖訓專書以及單篇十五佛規聖訓，所批示的地點

具跨國界、跨單位之性質；不分班程、不分天職，也凸顯出一貫道之道況普傳萬

國九州化四方的特質。在這樣宏展的道況之下，更要依規矩才能整體帶動，有禮

節才能展現道風，也讓大道在這白陽應運修辦的時代，道務昌盛興隆，體現白陽

道場之清流，移風易俗，幫助一貫道弟子一同展翅這趟歸鄉之旅。 

第二節、一貫道佛規章程之歷史發展概述 

修辦道場組織架構之成立，需要由人來運作，而人來自四面八方，如何相處

及共辦進而依循準繩進行，此時就必須有一個行使的標準，這個標準形成道場綱

紀，提供修辦道者遵循、恪守的法則，也成為凝聚道心與穩定道場的制度，方能

達致維繫道場的鞏固，也才能將道務繼續擴展，於是便有各種規章、章程、佛規

的出現。因此，在論述一貫道的十五條佛規之前，本節先概述一貫道從袁十二祖

（1760-1834）開荒以來的條規，進而敘述水老彭德源、金老林芳華所制定之章程

及其用意，最後再綜述王十五代祖的《祖師四十八條訓》以及師尊的《暫訂佛規》。

一來為一貫道的條規、章程追溯其根源，二來也了解在不同的天時脈絡中，條規

如何應時應運而形成。藉由條規的釐訂及執行之探討，也印證佛規之重要性。 

一、袁十二祖所制定之條規 

所謂的「條規、章程」即是修道的法則、辦道的規章，目的在於提供修辦道

者的身心言行的遵循法則，進而啟發其良知良能，依天心本性率性而為。一貫道

袁十二祖受命掌管道務期間，一貫道稱之為「開荒」，亦即普渡下種的意義，因而

率先有了具體的道務運作，既然有了道務的運作，維繫道場綱紀及天職倫常的條

規、規戒也應運而生。在袁十二祖《金不換》的序文中提及，有人針對袁祖著作

中一些屬於規戒性質之內容，集結成為《闡道規箴》一書75，推測內容應當屬闡

道要留意之規戒。《金不換》當中，也記載許多屬於規箴、告誡、規範之內容，如

有〈修行二十條規〉、〈天恩條〉、〈靜室條律〉、〈靜室條規〉、〈規戒詞〉等等，顯

示種種章程條規對於一個修道者的重要性。雖然這些條規亦難以確定在當時是否

為成文性質，且做正式公佈之規範，但至少可以看出這種條列式之「條規」，在一

 
75
 （清）袁志謙：《金不換．敘》（台北市：慈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頁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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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道不同的道統歷史中，被看重以及應用的情況。就袁十二祖之《金不換．修行

二十條規》而言： 

修行男女聽寔言，從今志要立得堅；第一佛法莫怠慢，第二孝弟可登仙。 

第三久遠心莫變，第四訓教性莫偏；第五忘情並決念，第六品貌行得端。 

第七粗鄙無半點，第八度量海闊寬；第九勤謹莫厭倦，第十禮義最為先。 

十一內外無缺欠，十二樣樣潔白鮮；十三見善早學滿，十四忍辱加鳴謙。 

十五自己有主見，十六和氣養真鉛；十七受得魔與難，十八怎敢謗聖賢。 

十九不甘自下賤，二十皈清戒更嚴；仙佛本是凡夫轉，墮落皆因不誠虔。 

難替祖祖苦修煉，恁生恁死掌法船；吾輩皆因見識淺，前生未曾結佛緣。 

根薄孽重魔遮掩，又況迷失六萬年；罪多一時難盡懺，時時刻刻在身邊。 

奉勸知音仗慧劍，斬斷六賊免牽纏；跪求大智說一遍，問明口訣參妙玄。 

76  

由此二十條內容所見，修行要先立下金剛志向，禮敬諸佛為根本，孝悌之道為基

石，由自己心念之起，乃至於行為在外都要無自欺、透徹清淨，以達內外皆明淨

無暇。另外，修行歷程當中，遭遇逆境、魔考仍不怨天尤人、毀謗聖賢，而能反

求諸己，乃至不輕慢條規以顯修行的恆心。於此可以看出，早期之條規和一貫道

現今十五條佛規的性質並無太大的差異，條條皆是居多勉勵個人的修行，心性的

涵養，乃至要抱持堅韌的金剛愿、聖志佛愿和不懈怠鬆散之心，才能成就佛道。

這樣的規章內容既有約束規範的力量，也有修持涵養之具體準繩，可謂具足內外

兼修之意義。道場中人若能上下一致來遵守，確實能發揮條規的作用。此外，一

貫道在十八代祖之前的祖師，道場的主要傳道師在天職上皆是「天恩」，袁十二

祖於掌管道務期間，亦對傳道師制定了規章，稱為「天恩條」。由天恩條的內容可

知曉祖師的高瞻遠矚之智慧，不僅在組織運作上要能有制度、章法以外，更企盼

身為天職人員，為道中的領導階層，更能為表率，以身作則，知行合一，方能真

正渡化眾生。關於〈天恩條〉的內容如下： 

一部天恩非等閑，度人成佛上西天；不記爐前立誓愿，捨身度眾願在先。 

第一要把四生斷，不養不殺不結冤；第二皈依戒不犯，三皈五戒要真全。 

第三調賢天下轉，不辭山高路遠難；第四當師無錯亂，教人全要品行端。 

 
76
 （清）袁志謙著：《金不換．修行二十條規》（台北市：慈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卷 5，頁 34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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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捨身把道辦，不顧田地與銀錢；第六勸人用眼看，開示總要憑閘拈。 

第七低心從人願，慈悲廣大度量寬；第八和眾成一片，生平忍讓又耐煩。 

第九久遠心不變，二六時中莫放閒；第十十惡化十善，立願九二要度完。 

燃紙光陰恰似箭，大道成就在目前；如今正是末劫難，切莫錯過這時年。 

一要築基把己煉，先要心火降丹田；二畏採葯萬緣斷，留清去濁降湧泉。 

三要老嫩分明辨，不老不嫩正結丹；四要進火意不散，迴光返照急急觀。 

五要武火加猛煉，武火不久溫養寬；六要沐浴把意散，退符隨意貫滿乾。 

七要苦行度賢岸，不枉與佛駕慈船；八要約得九二滿，同歸極樂大團圓。 

九要久行消九難，不受三災八難纏；十要寔心普度願，願願總要度眾還。 

一個不齊難了念，不願自成願眾全；莫學無智愚蠢漢，不肯打坐不參禪。 

不捨身命不調辦，好穿好吃好耍頑；好勝好高好能幹，走東說西亂糊言。 

或為僧道圖庵院，三皈五戒不周全；不顧誓願不怕難，不願眾成願己先。 

不願眾生成妒念，奸貪詭詐想銀錢；不怕天譴道念斷，不怕墮落獄門前。 

南路道友祖罣念，命予纔到府門前；大道不久真要顯，切莫錯過大良緣。 

若見草字勤修煉，功圓果滿登九蓮；字拜知音用目看，加功勤勤修幾年。

77 

由上述天恩條之內容可見袁十二祖對天恩傳道之殷殷叮囑。蓋天恩作為傳道之

師，則非普通之人，爐前誓立宏愿，捨身辦道，嚴格遵守三皈五戒，掃三心飛四

相，學習菩薩行誼，慈悲無為而涵養精純修道之心，念念眾生皆能上彼岸同歸極

樂大團圓。因此，修辦過程須明辨是非，立志行道心不變，二六時中不越矩，真

修真行駕好慈航，把握此佳期良機，好好建功立德，豐富果實才能登蓮台。也唯

有如此，才是恪盡天恩之職。 

〈靜室條律〉主要內容提醒修行者當要體佛言勸勉，依條律修圓滿，要固守

本來面目，行住坐臥皆在方寸間，修行乃在修除毛病，心要低、心要收、要謹言、

戒要清、皈要嚴等三十二條之條律。〈靜室條規〉而言，內容以問答方式提醒修行

者之修持功夫，叮嚀人身難得，又有幸生於中華，更應當勤快勇猛修行，勸戒修

行乃要認清性命大事，識透這點無極真性；修行須要守三皈五戒，有過錯就要盡

速修改，不遲疑。斷酒色財氣，除十惡八邪，掃除雜念，七情六欲，懷慈悲忠厚

之心，謙和禮儀態度，立大志而依法行持，切莫讓自己的脾氣毛病造下罪業永墮

 
77
 （清）袁志謙著：《金不換．天恩條》卷 5，頁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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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鼻地獄。凡此種種，皆可見條規對於修行者之重要。 

〈規戒詞〉部分則云： 

三皈五戒道之根，十惡八邪掃無存；外功內果常精進，不聽魔言是智人。

《願懺》、《禮本》熟操認，敬佛規模依章程；講道修持道念穩，調清口訣

工夫深。有礙書籍燒乾淨，四生了完孽債輕；辨明魔考分邪正，決破疑情

免生嗔。男女各別禮恭敬，常親智人講修真；舉動行為須謹慎，察其言善

要留心。凡情看淡聖情緊，追透根本道理明；謙卑遜順有涵忍，一團和氣

集大成。78  

由〈規戒詞〉當中，祖師叮嚀敬佛的方式就是要依循章程，講道要以道為依歸，

明辨是非以避免有不正之念；行道要以培德為模範，舉足輕重間要慎行，不只有

外在行為要注意，內在涵養功夫也要留意，和合共識方能集大成辦大事。由此可

知當時道務的發展和現在一貫道一樣，注重內、外功修持，二者皆要並進，足知

無論個人或整體道場，遵循章程的重要性。最後〈規戒詞〉中記載「舉動行為須

謹慎，察其言善要留心，凡情看淡聖情緊，追透根本道理明，謙卑遜順有涵忍」，

顯然和今一貫道弟子所遵循之十五條佛規——「重聖輕凡」、「謙恭和藹」、「謹言

慎行」的內涵是相應的，只是因為時代、時運之不同，過往與現今使用了不同的

詞彙來表示，但其精神是一致的，足見這類的條規，除了是規戒之外，尚兼有普

遍性的修行法則，乃用以成就修辦道者。 

二、五老代理天命階段所制定之條規 

（一）五老所制定之《雲城寶籙》四十八條規 

道光六年（1826），袁十二祖將道盤傳給十三祖徐還無、楊還虛兩位祖師。然

而，兩位祖師在道光八年（1828）因皇風大考，雙雙了道歸天，袁十二祖只好再

度復出掌理道務六年，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回天之後79，有近四十年的時間

由五老掌理道務，直到金老回天。80天時進入五行代理天命之階段，條規之制定、

 
78
 （清）袁志謙：《金不換．規戒詞》卷 3，頁 196。 

79
 趙正：《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二代袁志謙祖師之研究》，頁 13-20。 

80
 五老掌道時間：道光 23 年（1843）之「雲城會議」，上天借由沙盤選出五行、十地，共十五人掌理道

務，到最後受命的金老林芳華，於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初十日在漢口歸西，前後三十一年；若自袁十

二祖於道光十四年（1834）回天，到金老回天，則前後共四十年。詳參凌雲鵬整編：《玉山老人全集》（臺

北：正一善書出版社，1993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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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之重整乃為當務之急，才能維繫搖搖欲墜之道場，遂有「雲城四十八條規」

的形成。據《道脈傳承錄》竹圖訓中訓記載：「五老雲城章程著。」81此章程即《雲

城寶籙》中的〈四十八條規〉，乃五行代理天命階段的條規制定，用以確定道務運

作的人事安排、規範道中領袖之天職、約束道中信徒之言行修持，以維繫道場綱

紀。〈四十八條規〉的出現，倍見佛規之於修道、辦道之重要。今先將重點摘錄如

下表，再針對重點加以陳述。 

表 2-3、《雲城寶籙》四十八條規 

條序 內容 條序 內容 

1 一議上天派定內五外十，分

掌陰陽五行。 

2 一議陰陽內五，應居雲城之下，

聽候諸佛傳宣。 

3 一議外十人，應作天下九州

辦道綱領。 

4 一議外十人。既宜各帶十人，

分赴九州之地，設立佛堂主持，

分途開道。 

5 一議雲城佛地，倘不敬慎防

微，小心出入，一有洩漏，

罪過彌天。 

6 一議雲城佛地，不准擅行出入，

以昭慎重，而遵佛規。 

7 一議天下一十八省，將十人

分作十方。 

8 一議天下九州，一十八省，既

分十方，以四川、雲南、江南、

河南、湖南五處為大總持，以

通各路總護信音而達雲城。 

9 一議天下一十八總持，定以

五處為大總。雲城書信歸十

地親寫不得紊亂。 

10 一議十地，分掌九州收圓大事，

以古定章程制定恩堂、頂保、

引恩、證恩名額。 

11 一議外十人，分派九州開

道，囑令明大道而講修持，

彈性命而言火候，不可學無

知魔頭，以傳言天機。 

12 一議五行十地，以及在道高賢，

宜檢密隨行，暗釣賢良，不可

結黨成群，尤須男女有別，不

許混雜不清，有失佛體。 

13 一議外十人，帶領頂保引證

恩等，立定超群拔粹之志，

誠意不二之心，以道為重，

以祖是皈，正己化人，言行

相顧。 

14 一議凡立總持佛堂，除佛堂之

佛品可豐盛，其餘日用待客當

念粒米文錢，皆屬賢良血汗，

應當節省檢約。 

15 一議舉薦頂航的條件。 16 一議舉薦領恩、證恩、引恩、

保恩的條件。 

 
81
 聖賢仙佛齊著：《道脈傳承錄》（教材）（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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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議頂、保二任的職責與責

任。 

18 一議引恩一職與證恩一職的職

務與責任。 

19 一議領恩的職責。 20 一議頂航頒發天恩。 

21 一議頭領，接引賢良入道場

的規定。 

22 一議頭領，銀錢帳目，應由十

方掌道者，議人管理。 

23 一議入道老少男女，凡在道

場，均宜勤參苦悟。 

24 一議佛堂當執事者，入內要遵

規模職。 

25 一禁傷生踏蠢。 26 一禁明瞞術騙。 

27 一禁言動顛邪。 28 一禁酒囊肉袋。 

29 一禁妄語浮言。 30 一禁悖師傲眾。 

31 一禁陽奉陰違。 32 一禁貪饞無節。 

33 一外功宜勤。 34 一外功宜勇。 

35 一外功宜篤。 36 一外功宜恆。 

37 一外功宜廣。 38 一外功宜正。 

39 一外功宜真。 40 一外功宜實。 

41 一內功宜定。 42 一內功宜靜。 

43 一內功宜安。 44 一內功宜慮。 

45 一內功宜詳。 46 一內功宜察。 

47 一內功宜細。 48 一內功宜省。 

就上表〈四十八條規〉而言，前面二十四條內容重點，包括了：指示五行十

地開荒闡道要領、制定舉薦頂航、引恩、證恩、天恩之條件，以及佛堂執事、入

道相關之遵守內容等。82後面二十四條主要圍繞教眾日常修行禁宜展開，此「八

禁」及內外功並行的「八宜」等條規，其內容也論及修道者勿欺滿，不打妄語，

要懂得尊師重道，勉勵奉行外功當勤、篤、勇、恆、廣、真、正、實，內功則要

定、靜、安、慮、詳、察、細、省，章程中也強調了內外功之修持。83今一貫道

的修持功夫也強調內外功修持之重要，足見前有所承，此亦是內外圓滿應有的奉

持之道。所謂的內功即人所之固有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的體證與擴充；

外功則為財施、法施、無畏施等三施的落實，前者是立身行道的基石，後者是推

己及人之實踐。顯然，在白陽時期，就修行實踐的功夫而言，內、外功之修持乃

缺一不可，針對此，雲城條規即明確加以規範，以作為修辦道之準則，也是內外

圓滿的成聖之道。 

 
82
 參見危丁明：《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臺北市：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15 年），頁 176。 
83
 參見危丁民：《庶民的永恆－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頁 202。 



34 
 

綜觀以上，雲城會議中所制定之條規，如同皇母所垂訓之「十五條佛規」，這

些條規、章程，乃奉母命所制定，屬於「天戒律」之性質。天戒律的屬性，有其

超越性與殊勝性，其目的在於提供修辦道者有所依循、遵守、實踐的圭臬，以達

內外圓滿而成聖成佛，可以說是天人共辦的一種殊勝形式。由此觀之，因應時代

的不同、天時的應運，自開荒普渡時期84的條規迄今白陽大開普渡之階段，無論

是祖師的著作或代理祖師的奉命釐定，乃至於老母的直接垂示，條條都是修辦道

的準繩及成佛規矩，足以讓我們用誠心，信受奉行，俾使個體之修辦有所成就，

而整體道場、組織有所秩序，以利繼續道務之發展。 

（二）水老、金老所制定之各式條規 

本節承上而來，再就五行階段的水老彭德源及金老林芳華掌道階段的修辦道

條規來個別探討。蓋徐、楊十三祖之後的五行代理天命階段，道盤紊亂、各立門

戶，致使道綱岌岌可危。水老彭德源掌理道務之際，首務之急在於重建道盤秩序，

明確制定領袖級與大眾所該遵循的「條規」、「調規」、「堂規」等。因此著有〈三

元條規〉、〈四大條規〉、〈眾生調規〉、〈天恩調規〉、〈證恩調規〉、〈佛堂執事調規〉、

〈證恩堂規〉、〈十六條規〉85等等，藉由嚴整佛規，維繫道中綱紀，重整當時搖

搖欲墜的道場。 

所謂的「條規」，指的是分條訂定的規則，無分天職對象，乃逐條對大眾叮

嚀，關涉修辦、渡人、開荒、選賢以及修身養性等等之規範，較具諄諄教誨之性

質；所謂的「調規」，則是有針對性，對於不同天職有不同的規定內容，所叮嚀之

內容較為嚴峻，若沒有嚴守，不遵佛訓者，則可隨事摘降天職之懲罰。而所謂的

「堂規」，則是整體性規範在佛堂中執事、行禮的時候，所該遵守之規矩和禮儀

程序，包括由證恩代表上香叩首以表威儀與肅敬等內容。儘管「條規」、「調規」、

「堂規」所規定內容有其差異，但是水老盼諸眾入道、修道、恩級領袖者，都該

當體悟並謹遵這些規範，這是修辦道者在道中應恪守之法則，自古成道的聖賢，

沒有一個不是依循聖道規律，正己成人而有所成就。水老彭德源手著〈三元條規．

序〉即云： 

 
84
 普渡開荒時期係指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二代袁十二祖以後至五老階段。《歷年易理新註》記載：「袁祖始

自雲南，開道西川，而玄關一竅，遂普傳於世。『道光』者，大道漸漸光明也。袁祖以前為捎書傳信之世，

袁祖以後為開荒下種之世。」引註自（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整編：《歷年易理新註》（新北市：正一

善書出版社，2017 年），頁 105-106。 
85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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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寄仙源領袖，男女各遵章程；大道天人交給，非比小道旁門。……佛規

四十八條，功果格律久存；三曹依律調持，暫時十方難行。今寄俚言數語，

叮嚀老幼乾坤；收圓品類不一，功分位律三乘。辦事和氣為貴，謙恭忍辱

至仁。……天恩為佛領袖，要有榜樣節行；有財能捨救眾，無財捨身度人；

引度賢良男女，又要遵守規程。又要行持檢點，又要除卻貪瞋；又要不辭

勞苦，又要活潑經綸。又要低心下氣，又要不畏生死；又要識人好歹，又

要不驕不衿。又要認真大道，又要富貴不淫；有此這些才德，即可憑佛領

恩。86 

由上述可知，水老認為大道為天人共辦之特殊，與一般的小道不同，乃為九六眾

生的靈性救渡。而佛規作為章程規範之性質，由來已久，水老表示如今開荒渡化

原人，都是依此佛規而調持；因此，身為恩級領袖以上之人，是為傳道之師，希

望領袖人物能以身作則，帶動眾修道男女，而將條規、調規及堂規切實實踐出來，

用以重整當時混亂的道場。 

再就水老彭德源所著錄的〈三元條規〉而言，內容共有九條87。主要內容有

「談論調賢引眾之際要能謹慎聽言觀行」、「發心學道眾人，入道後要用心體會闡

道，學習經典並齋戒數月」、「須明大道之尊貴」、「不洩漏天機」等注意事情。其

中與今十五條佛規較相關者為「遵前提後」（第三條），內容提醒學道者要推功攬

過，培養「忠恕」精神，勿有搶功奪果之行為，為重視上下倫理的絜矩之道。88

至於「活潑應事」（第四條）條規，內容強調道內商議之必要性，做事當須通權達

變，以圓滿道務並廣為接引有緣佛子。89最後，「男女清、謙恭和藹」（第六條）

則涉及今佛規中的「三清四正」90，對於男女清之界線，提出男女須分左右的實

 
86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07-109。 

87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10-117。 

88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12：「凡別人調有後學，恐其身後有事，未

敢開示。爾即遇之，只可將理發通。若彼一時信道心切，急求爾開道，爾必須要推薦原引人而開，取其

一堂和氣，大道尊貴耳。否則見人就開，不辦來人後患，自存私見搶人之功，有失忠恕之義；反觸上天

之怒，功還於原引之人，冊記爾搶功之過。倘若新進人，生出敗路；有礙佛門，善道阻隔，其過莫大焉。」 
89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13，記載：「凡一方一所，各有支頭，凡事俱

要商議而行……。如或道講不明，性理發之不透，求道人正在兩難之間，原引人當知權變，急請薦高明

賢士，將理闡發，玄妙傳清。且待候求道人，心信無疑，十分真誠，方擇吉日，令伊請備上供，原引人，

或開、或保、或引。開示之後，將此玄關一竅，生死情由，一一敘明。」 
90
 一貫道佛規禮節的範疇甚廣，含蓋了自入道時所立之十條大愿，及入道後基本參駕辭駕禮、早晚禮節、

四季大典暨年節禮；乃至於獻供禮、請壇禮，辦道禮；佛規十五條、三清四正等等統稱佛規禮節。而「三

清四正」則屬於一貫道之規戒，具有其獨特性，包含所謂的三清：聖凡清、錢財清、男女清；四正：身

正、心正、言正、行正，此即所謂的「三清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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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規範，如同今一貫道中乾坤不同坐，要留意避嫌的男女清。此外，這條條規中，

又提及講道之時，僅只一人發言，不容爭論，或者聲音嘶吼。91顯然，這有今十

五條佛規中「謙恭和藹」之性質，提醒學道者當明曉，得先天大道乃超凡入聖之

事，要莊嚴佛事和端莊自己之禮儀，與人應對進對之間要和藹，放低姿態，需知

謙遜推讓，勿失去了依禮節待人接物處事，舉手投足才有道。 

再綜觀水老的〈四大條規〉之內容，仍是針對修辦道做反覆的叮嚀和指示，

耳提面命佛規要明白、遵守，交代眾人不得陽奉陰違。在第一條條規提及，「遵上

訓之行持，受下人之調度；以禮節和人，正己闡道。」提醒要能尊敬領袖、前輩，

以禮待人，上下和諧，同心相處。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能真心懺悔，承

認自己錯誤，從自心端正改錯做起，便能將過勾消，功可以抵過，上天反取遷善

改過的身教之功。92足見，水老所制訂之條規，立基於〈三元條規〉之修辦時程，

提出了修士個人進德修業之遵循方向，同時也規範上下之間的同修共辦之關係。

除此之外，水老又特別重視個人的修身養性以及與群體之間的上下關係，這個特

質可以從以下之第二條看出。 

第二條，要能謙虛為懷，不自矜、不自誇，不有個人情仇與懷恨，要有光明

坦直的胸襟。93第三條，叮嚀在錢財方面要能儉用、惜福，出入銀錢，分文報上，

手續必清，甚至要求學道人不是只有條規上的遵守，更提及對道要有堅定志向，

心性得勤加涵養，囑咐「上訓下以禮，下諫上以規，使道不生敗路。日自三省，

存天地之心，學聖賢之志，心德自然純也。」94足見，上對下的教導要合乎禮；

下對上的規諫，也有一定的規矩，上下之間，絜矩而行，乃至學道之人要能秉天

地般無私無為之心，效聖法賢，自然所展現出之德性也就純然無雜而能引領眾人。

第四條，水老彭德源叮嚀「條規不遵，有己之性，違上欺下，特權壓人，將是說

非，妖言惑眾，皮氣不改。」95從簡短的四大條規的內容可以看出，水老階段所

嚴立的四大條規，三條當中皆有上下相待的倫理絜矩關係，與今一貫道道親所遵

 
91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14-114，記載：「凡講道，男女同堂，各室禮

義端然，男女須分左右……。乾坤不可同凳而坐，總要各避嫌疑，恐其愚人視之，言我道男女混雜，無

端誹謗，如是同人務當慎之。但凡談敘，只準一人出言，輪流而講，是與不是，當靜聽之，不必爭論。……

學人得此先天大道，乃超凡入聖之事，不習禮道，一概粗心浮氣；講道之時，你爭我鬥，聲音轟吼，與

俗人何異，此乃師承訓誡不清之過矣！」 
92
 參見（清）彭德源著、凌雲鵬：《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19。 

93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19-120：「體三元之調規……但辦事務，必防

後患。不存高傲，不逞自才，捨己成人，助人成美，體古聖行為。不誇自功，不懷私仇，不隱瞞賢良。」 
94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20。 

95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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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之「十五條佛規」中的「遵前提後」有異曲同工的意涵。足見，這些條規，都

是每位學道者要能老實行持和深刻體認者，實為不容疏忽的普遍性規矩。 

水老彭德源不僅制定上述之「條規」，也分別對「眾生」、「天恩」、「證恩」制

定了應有之「調規」，例如：〈眾生調規〉。所謂「眾生」就是所有學道、入道之

人。本條規說明入道之人，逢普渡初開，宜把握修辦良機，要勤勞精進，加緊修

辦腳步，九玄七祖沾光超昇外，自身也能脫離苦海，超生了死，「依法行持，自然

性理通，心法透，而良知現，體用具，而智慧明。」96依法修持，展現良知良能，

體用合一，真修真辦真行，自然能明本復初達本源。至於〈天恩調規〉中的「天

恩」，指的是領有上天之命，責擔傳道之人。在〈天恩調規〉中，水老叮嚀：「凡

領恩賢良，宜當自知貴重，……為人之師，大非眾生可比；一切口訣佛印道理玄

妙，自應遵依祖祖相傳，師師相授法則，……開示後學後，應遵佛訓，……不依

證恩條治，……將請奏諸佛，摘去天恩，眾生相稱。」97可以看出水老約束領恩

的深刻用意，因為天恩為人之師，愈要嚴謹自持，言行如一，以身示道，才足以

為表率，引領後學。至於〈證恩調規〉中的「證恩」，是為矯正天恩一職，以及維

護佛堂規矩而設立之天職。〈證恩調規〉中強調，普渡初開，宜將習禮儀推及各個

佛堂，遵照祖師所定章程，鑑察各方天恩，俾無紊亂。調規內容也詳言「若天恩

不正，證恩不查稽呈報，坐視顛邪，即為證恩怠惰偷安，不稱其職，將由頂恩、

保恩查實情形，其書通報本省掌道人，轉入雲城，呈請主壇奏降，以示懲戒。」

98足見，條規的懲戒也有天人共辦之特質。至於〈佛堂執事條規〉，則要求佛堂執

事者，在佛堂內要遵守規佛，不能逾越規矩分際，紊亂佛綱，而使用佛堂內之器

皿也要檢點愛惜，銀錢也不宜浪費，若不聽勸戒者將被逐出，不許復入。99 

由前述〈三元條規〉、〈四大條規〉、〈眾生調規〉、〈天恩調規〉、〈證恩調規〉

至〈佛堂執事條規〉等之綜述，可觀水老除了對於不同的天職做了應有之要求與

規範之外，也要求從入道開始，必須注意的事項、應有的禮儀規範，乃至於渡人、

成全人及自我修持等等，水老皆做了周全詳實的叮嚀囑咐。這些條規、調規的形

成與實踐，確實是維繫道場很重要的綱紀。換言之，在針對不同天職而有不同要

求和規範之下，形成了一普遍性的遵守規矩，不僅展現道的莊嚴度，也維繫了修

 
96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28。 

97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29-130。 

98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32。 

99
 （清）參見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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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者的道心。又如水老嚴格要求大眾遵循〈證恩堂規〉每逢辦事要能禮恭必敬，

內外肅靜，排班整齊，執事者，素位而行，各執其事，他在道盤混亂的時代，藉

由條規、調規、堂規的嚴謹規定與執行，維繫了道綱，因而重振了當時的道場。 

最後其所著的〈十六條規〉，是於乙卯（1975）所新立之佛規，乃水老彭德源

叮嚀學道者，修辦過程當中要留意的相關事情。內容剖明闡道規程，學人要信受

奉行、始終如一，時刻反省，以達內外功圓滿。同時提及「開示無擇人」100，亦

即對於開示的對象，一律平等，沒有差別對待，渡人不分彼，都要接引上岸。而

在此開荒普渡時期，要有艱忍耐心，盡所能渡所有眾生。鼓勵求領大道之人要能

持齋、誦經、明理，用天心處世，達修身齊家，乃至修至返本。至於身為掌恩級

者，責任重大，要成為九六原佛子的標準模範，脾氣、毛病要滌除清淨，當以身

作則，尊師重道、敬上攜下，承上啟下，莊嚴自己，才能以身示道成為榜樣。101

誠如〈十六條規〉之第十二條記載： 

人稟後天氣質，心窄怎習寬洪，破迷宗旨敘得通，十七大光體誦，不如意

處觀看，心神透蒼穹，人是我非孽難蒙，三曹無不敬重。102  

足見，為了維繫道場的道風與秩序，這類條規，皆能發揮其應有之作用；而身為

一個學修道的修士，要能徹底明理悟性、內外兼修，其路徑之一就是依循條規來

實踐，用以提昇個人的修辦層次，並維繫整體道場的運作，讓人事、道務、事務

都能步上應有之軌道，人人立身標竿，觀己反省更能體行實踐，才能建立一道同

風的修辦道場。 

繼水老彭德源回天之後，道務則由金老林芳華接續管理，金老掌管道務階段

亦制訂規勸箴言，用以維繫道場。今人凌雲鵬蒐集其著作，編輯為《玉山老人全

集》103。條規方面的著作則有〈吃緊規條〉104，由「吃緊」二字之名稱來看，足

 
100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37。 
101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36-142。 
102

 （清）彭德源著、凌雲鵬整編：《儒童素一老人全集》，頁 140 
103

 凌雲鵬編著：《玉山老人全集》（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1993 年）。 
104
收錄在《玉山老人全集》當中也收錄〈荐恩八則〉一文，按照內容考證為黃中山人所訂，由金老核准頒

行，全文共八條，係規定荐領天恩之規則。雖然也收錄於《玉山老人全集》但並非是金老林芳華之著作，

今附錄於此加以說明。第一、存天地之仁心，體萬物之生意。成己成人，克儉克勤。時時代天位育，刻

刻守祖規程。護助大道，接引原人。如有不遵者永墮。第二、遵天命之行持，依上方之法則。勿逞自才，

勿存高愩。凡事依行舊章，不可獨自為能。敬聽上訓，勤示下人。如有不遵者永墮。第三、知行事之檢

密，明舉動之敗成。不紊先後，不雜乾坤。進退察乎機微，動作協乎理道。惜福儉省，毫不妄費。如有

不遵者永墮。第四、明大道之貴重，思普渡之難逢。擇度賢良，勿傳妄匪。檢察原來佛子，區别異類孽

根。依規調理，層層毋忽，如有不遵者永墮。第五、除貪嗔之惡念，戒邪妄之血心。二間男女，一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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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金老特別強調奉行佛規之重要性。 

〈吃緊規條〉內容總共五條，第一則是叮嚀舉凡領恩男女，需宜自知責重；

領天命者，各宜謹遵條規。蒙諸佛慈悲，垂旨普渡救度原人脫離苦海，蓋大道不

輕授，必要對方身家清白、祖上有德，明理之士才可以開示以求道。若被渡者，

要虔誠懺悔罪過，積功累德，將道之精微細究，乃至參悟心法，若不遵循此法則

是為欺天。105第二則為辦道法則，要遵規依法，率引賢良入佛堂也必須要能耐心

等候，於理、於法都要回歸本源，依道而行，自身若無法真功真行，不僅無益自

己也危害眾人。106第三則談到大道宏展之際，要能活潑應事，理要研明，培植德

行能展現道氣，始能凝聚人才。還要能「依規條警戒，正己化人，外功內果，聖

凡兼行」107，大眾當知要示道於身，言行舉止要做良好之榜樣，才能正己成人。

第四則明訂初得道眾生，培德自修明性地根源，尊上和下孝敬雙親。蓋修養心性

是修道的第一步，才不至遇困難之時，生退悔之心。第五則是為上天闡道救原佛

子皆為有功者，但是仍要先辨別審察其心是否真誠，依家境貧富而斟酌安排功資

與否。倘若調功得功也不可思好而濫用，要知道此為大眾血汗錢財，豈容個人私

心用事。108由前述之吃緊條規內容而觀察，可看出金老除了對於最高天職人員的

嚴謹規範外，即使是初入道場的大眾，也盼人人依道而行，奉持五倫八德做為修

道之根基，也絕不可忽視，換言之身心內外都要戰戰兢兢，才能成就真功實善。 

整體而言，金老林芳華的條規中，揭示了普渡佳期難遇，要除己之貪嗔癡，

勤修戒定慧，先正己才能教人，更須體認大道之尊貴，能重聖輕凡，修辦道當始

終如一。學聖志佛愿，行忠恕之道，修辦要能具備五常德，不敷衍所立之規範，

克己復禮作為眾人榜樣，發揚大道，濟世化民，才不枉費上天所賦予之大責大任，

也才能傳揚大道真諦。就在金老制定條規的諄諄教誨中，此時的道盤也相對穩定，

條規的規範發揮了其應有之作用。 

三、王十五祖所制定之《祖師四十八訓》 

 
觀。時防已錯之過，克制未來之愆。正己教人，至死不變。如有不遵者永墮。第六、體眾人之艱苦，表

眾功之重輕。貧富兩途，分文悉錄。勿起貪財之意，須成他人之功。毫無愧負，奏稟上方。如有不遵者

永墮。第七、捨後天之凡質，贊先天之聖功。遠近不辭，生死弗懼。不以患難而移，不因威武而屈。始

終如一，人己兩成。如有不遵者永墮。第八、學聖賢之立心，行忠恕之事業。克己和眾，不驕不矜。立

為道中榜樣，作個九二準繩。件件遵依，毋虧天命，如有不遵者永墮。 
105

 凌雲鵬編著：《玉山老人全集》，頁 50。 
106

 凌雲鵬編著：《玉山老人全集》，頁 51-52。 
107

 凌雲鵬編著：《玉山老人全集》，頁 52。 
108

 凌雲鵬編著：《玉山老人全集》，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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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為一貫道道統史上水老和金老代理天命、推動道務階段所垂示之條規，

到了一貫道王十五代祖的階段，對於修辦道亦有重要章程的制定，王十五代祖著

作中的《歷年易理》云： 

先開了東九省原良登岸，壬午年奉母命又到荊襄；荊州城設乩壇諸神下降，

天命俺著條規四十八章。109 

壬午年（光緒八年，1882）奉上天之命所制訂的「條規四十八章」，應該就是王十

五代祖著作之《祖師四十八訓》一書。此「條規四十八章」內容十分豐富，而就

「四十八章」之命名而言，似乎也有上承五老階段「雲城四十八條規」之用意，

強調修辦者應奉行之守則，體現祖師或代理祖師的教誨指導。就王十五代祖《祖

師四十八訓》的內容而歸納，其中包括傳道師與學道者應當遵循之規範，又有祖

師傳道、開創道務等事的記載，尚有渡佛門高僧及儒者的方法，亦提醒「學道之

人，必須仁義為本，忠信為先。」110此外，內容中還有王十五代祖之義理思想的

闡述，而這些義理思想可以簡約蓋括為「理、事」兩大層面。就「理」之層面而

言，內容主要闡述「一貫真傳／末後收圓／無為正法／窮理盡性之道」等核心要

義。再就「事」的層面，內容涉及了「祖師當仁不讓，受天命以重整三教命脈事」、

「由西乾到東震，自開荒到收圓的轉盤換象事」、「手印合同／十字手印憑據」作

為「歸天之憑證，認道之憑據，收圓之印記」之事、「祖師三曹渡化」的具體之

事，而其中與今「佛規禮節」關係較密切者，則又有：「王十五代祖時代的天職道

階」、「尊師重道」（第二十九條）、「錢財清，手續清」（第十五條）、「男女清，乾

坤正」（第十六條）等111。今茲將與十五條規關係較密切者，分別揭示如下。第二

十九條云： 

凡學道者，當明師徒大義，天地君親師，五恩並重。故君在臣無權，父在

子無權，師在徒無權。今之為徒者，今日得道，明日即想權歸於己。夫與

君爭權，謂之奸臣；與父爭權，謂之逆子；與師爭權，謂之叛徒。夫學道

之人，捨恩割愛者，為成聖賢佛仙也。焉有不忠所事，而能成仙、成佛、

成聖、成賢者？眾各勉之！112 

 
109

 （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整編：《歷年易理新註》，頁 57。 
110

 （清）北海老人著：《祖師四十八訓》，頁 42，第 21 條。 
111

 參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探本溯源〉講義，「第三單元：109-2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

研究」課程（2021 年 3 月 31 日），頁 3。 
112

 （清）北海老人著：《祖師四十八訓》，頁 51，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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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道之人，須明白倫常之道，天地君親師，五恩並重極其重要，缺一不可。在道

中學道者，要「不欺師滅祖、不藐視前人」。君在以君為首，父在以父為重，師在

以師為主，此為「歸順」之概念。綜觀過往之成賢者，乃至於成聖、仙、佛者皆

是由「忠」於尊師重道之規範而有所成就。第十五條云： 

財乃養命之源，易於起人貪心，貪心便成墮落。其及門之士，各方功資，

必須分文報上，服食用度，自上領下，方為上下有序，財帛分明；若各方

功資，不行交上，私自用費，以假公濟私論。113 

此條談「錢財清」。錢財與人之生活是密不可分，必須要有金錢方能養命，也因為

如此讓容易引起貪念之心，乃至為墮落，忘失其根本。因此，在道中辦理道務之

人，要能明曉來自各方的布施物資和錢財，必須要分文實在呈報，無論金錢、物

品、財物等，都要分明有制度，此即一貫道佛規當中三清四正中之「三清」之一

的「錢財清」。又第十六條云： 

佛有四種弟子，而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固同堂而受業。周

文二南之化，亦起自閨門。而修、齊、治、平之序，修身為齊家之本；而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又為修身之本。凡同門道伴，其家人有願聞斯

「道」者，大庭廣眾，同堂聽講，男左女右，勿許混雜；聽講畢，各歸各

房，不准乾坤同室，不准坤道扶持，男女分清，各免嫌疑。如稍戀念，便

入墮落之途，人禽關頭，只爭一念。故孔子以勿視、聽、言、動；佛門以

相，無人、我、眾生、壽者；道門以常能遣其慾；而吾道以戒淫念、戒雜

念為降龍伏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雖不同而義

實一也。114 

修身之本以格物為首，道中同修伴侶中，有男、有女，要能各歸各的本位，不做

肢體接觸，男左女右勿混雜，不准乾坤同室避開嫌疑。如稍有眷戀之關係，就容

易落入歧途。由上文足知儒、釋、道對於學道者，亦是嚴謹制立男女清之規範。

儒門以「四勿」：非禮勿視、聽、言、動為節度；佛門以「四相」：無人、我、眾

生、壽者為法度；道門以常能「遣其慾」為規範；當時王十五代祖亦立條規以戒

淫念、戒雜念、為降龍伏虎，雖然言詞不同，但是其中之義理實為相同，總歸而

言就是要「思無邪」，經由這些章程條規的遵守與實踐，俾使此心猿意馬制心一

 
113

 （清）北海老人著：《祖師四十八訓》，頁 36，第 15 條。 
114

 （清）北海老人著：《祖師四十八訓》，頁 37，第 16 條。 



42 
 

處，心心念念不離自性本體，內則圓滿心性，外則與人和合共事，進而共創和諧

有序之道場。 

四、張十八祖所釐訂之《暫訂佛規》 

繼一貫道王十五代祖師後，天時道運漸次進入白陽期，至一貫道後東方第十

八代祖師，師尊、師母於民國十九年同領天命。承上以來，此時天職有變化，人

事組織方面也有異動。師尊、師母在受命之後，道務也由原先的逐漸發展，進而

漸次迅速宏展，在這樣多重變化之際，佛規禮節等等的制定，顯得格外重要且迫

不急待。在一貫道佛規禮節的文獻資料裡，保存最完整且內容明確有系統的，則

為師尊的《暫訂佛規》。師尊的釐訂佛規，賦予一貫道佛規禮節之內容的明確化、

系統化、一致化，更具因應白陽大開普渡之需要的現代化，可說為一貫道弟子訂

立明確的禮節實踐項目，建立起修辦道場的遵循條規，引導白陽弟子的修辦軌則。

115以下就民國二十八年《暫訂佛規》釐訂之因緣、時代背景與其內容進行探討。 

《暫訂佛規．序》云： 

受命以來，夙夜惶恐，幸上蒙皇母鴻慈之恩，中承諸天神佛之佑，下賴諸

賢臂助之力，故有今時之道務宏展，如此其速也。頃者屢蒙皇母垂訓，命

余將道中普通禮節，整理一致，以資遵循。竊以釐訂禮節，茲事體大，自

應加以慎重，余何敢冒昧從事，因思關聖掌管法律，請其降鸞批訂，庶免

隕越之咎。于是恭請大帝臨壇，敬候垂示，及至到壇，但諭以人定制宜，

自無不合。116 

易言之，師尊時代道務能如此發展急速，則是上天開恩降道，普渡原人，以及諸

佛先聖之護佑，人間則有許多真修實辦的賢者搭幫助道所使然。至於《暫訂佛規》

的訂立，乃因道務宏展，無生老母因而數次垂訓指示師尊，命師尊將道中的普通

禮儀和規則，整理一致，以讓白陽修士遵循。師尊戰戰兢兢，明曉訂定禮節茲事

體大，要非常慎重，不敢冒昧從事而僭越，因此，請關聖帝君到壇垂示，以符合

天意。足知，《暫訂佛規》，乃是天命明師奉上帝之命所釐訂，而關聖帝君也垂示

「人定制宜，自無不合」，也是對師尊德位兼具之釐訂的肯定。117顯然說明了「佛

 
115

 參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探本溯源〉講義，頁 4-5。 
116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2 上。 
117

 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探本溯源〉講義，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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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是由上天所明示要頒定，非由組織人為所規定。《暫訂佛規．引言》又說： 

吾道既係闡揚三教薪傳，復應運普渡善信，道務紛紜，禮節亟應整飭……

今將本道各種佛規，分項述其概略，俾我修道者，有所遵循，而免茫然之

弊。118 

師尊的時期，正值白陽大開普渡不久，雖然道務宏展，但難免也有道務紛紜的情

況，甚至當時所施行的佛規禮節，恐怕還有紅陽期的遺跡，而仙佛聖號或道中使

用的名號，也有前後不一情況，有些禮節也已經不合時宜，所以要加以整飭使之

一致化119，才能因應新時代的渡化因緣。因此，師尊把各種佛規禮節加以分成六

大類別，包括：「稱呼類別」、「燒香類別」、「行禮類別」、「獻供類別」、「紀念日類

別」、「規程類別」。明確的分類與內容，俾使一貫道弟子免於茫然，而能有遵循之

禮制，才能收一道同風之效。足見，師尊《暫訂佛規》的釐訂，也是應時應運而

產生，因時制宜的處理方式，無非都是因應道場及道親之所需，才得以讓一貫道

弟子有遵循的圭臬，而在行道中不失白陽修士的器度，透過佛規禮節具體的實踐，

展現道場的風範及成道之軌儀。以下再就六大類別簡單敘述： 

第一、稱呼類別：《暫訂佛規》記載：「本道稱呼，非常眾多，茲為便於記憶

起見，簡單分為聖凡兩方。」120由於在道場中稱呼眾多，所以師尊將其稱呼分為

「仙佛方面」（聖）與「人世方面」（凡）二種。「仙佛方面」，確定了包括：「明明

上帝、彌勒祖師、南海古佛、濟公活佛」等聖號；「人世稱呼」，則確定了包括：

「師尊、點傳師、引保師、前人或前賢、弟子、後學、壇主、道親」121。以上這

些聖號及名號，到現在仍然使用於一貫道的道場中，足見師尊高瞻遠矚之智慧，

指引著爾後弟子們的修辦道方針。 

第二、燒香類別：今一貫道道場中有其家庭佛堂、公共佛堂之別，這也是從

師尊的《暫訂佛規》而來，只是今日的公共佛堂，當時稱為「壇場」。至於「公共

佛堂」及「家庭佛堂」的燒香規矩，「先立中炷，次立左炷，三立上炷，四立右

炷，五立下炷」之順序122，乃是師尊所明訂，這個禮節也一直沿用至今。此外，

又如：年節、初一十五暨各紀念日的各種燒香，師尊也有明白的規定。 

 
118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1 上-頁 1 下。 
119

 參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探本溯源〉講義，頁 4-5。 
120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1 下。 
121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1 下-頁 2 上。 
122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2 上-頁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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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禮類別：則有「謝恩禮」、「參駕辭駕禮」、「接駕送駕禮」、「燒香叩

頭禮」、「大典暨年節禮」以及「紀念禮」等。諸多行禮中，無論是哪一種類別的

行禮，必要明曉行禮，乃表示「誠敬」之意，禮的實踐貴在於「心」之誠敬，而

誠敬需要落實在「事」上，所以誠於中，形於外，由己心所發之誠，自然而流露

表現出之禮。故行禮時，務必莊嚴肅靜，穩重而從容不迫以顯行禮之「誠」。而前

述禮節的具體施用項目及其精神要義，亦多為今日道場所承襲，這也是師尊的《暫

訂佛規》為一貫道的佛規禮節釐訂圭臬之所在。 

第四、獻供類別：這個部分則包括了「辦道場時獻供數目」、「大典與年節獻

供數目」、「紀念獻供數目」。今日獻供時的「五色、十色、十五色、二十色、二十

五色」等，都是師尊的釐訂，用以確定不同屬性的佛堂（壇場、家庭佛堂）及不

同節日的獻供數目。不過，師尊也強調：獻供數目雖有不同，但貴乎心誠則一以

貫之。至於獻供品，雖有水果、素點心、糖菓等之不同，總之皆以鮮美潔淨為要。 

第五、紀念日類別：則明訂「明明上帝大典日」與「金公祖師紀念日」的獻

供行禮日期。由此可知，無論在聖賢仙佛與人世之稱謂、燒香的方法、時間以及

注意事項，平日或辦道時該注意之禮節，乃至於進出道場的禮節等等，皆是離不

開「內敬其誠，外盡其禮」之精神。 

第六、規程類別：這個部分主要針對「壇主規則」、「乾坤道親到佛堂規則」、

「聽講經訓規則」、「勸道行功要則」四項加以規定。以下茲將與今之十五條佛規

關係較密切之內容羅列如下。首先是「壇主規則」： 

一、凡為壇主，應以敬天禮神、尊師重道、恭敬前人為準繩。首先以身作

則，以為道親之表率。二、凡我道親應當抱定五倫八德行事，至於壇主一

言一行，尤須隨時檢點，免遭物議，以致影響道務前途；而待人接物，應

謙恭和靄，不可有驕傲粗暴舉動，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是也。四、對於乾

坤道親，應如同胞之相親相愛，隨時指導，並督促行功，以正己化人為前

提。七、對於各種書訓，應妥為存放，分發各道親時，亦應特別注意。123 

「乾坤道親到佛堂規則」亦有： 

一、各道親到佛堂，應先參駕，走時辭駕；遇有特殊情形，當活潑而為，

不可拘執。二、凡各道親，對於佛堂中各種物品，不得擅自取用；如欲要
 

123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6 上-頁 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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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書訓，當與辦事人說明，亦不得擅自拿取。四、凡取用物品者，用完

後，務須放置原處，以重秩序。六、在佛堂出入，務要輕步，更不准任意

喧嘩，隨便串行。124 

依循「佛規禮節」作為處世之理，凡身為一貫道弟子首要基本素養為敬天地禮神

明，遵守五常之德，尊師重道有規矩，更要以身示道，誠心修辦，此等諸禮節不

怠慢，是師尊釐訂佛規禮節之精神所在。由上所記載「規程類別」之內容，可看

出和今十五條佛規之「尊敬仙佛」、「遵前提後」、「齋莊中正」、「循規蹈矩」、「謙

恭和藹」、「勿棄聖訓」、「手續必清」、「愛惜公物」、「活潑應事」相應之處，足知

這些佛規、規程，都是維繫道場運作的必要禮節。 

由前文之敘述可知，佛規禮節作為修辦道之規章，具有多方面之意義，一來

規範佛堂之堂規，作為大眾共同遵守之章程，以達一道同風；二來也約束各司領

之天職，人人素位而行，以身示道，則人人唯道是從，於此綱紀之恪守之中，道

場因而得以上下端正；三來作為修辦道之法則，藉之亦足以達臻內聖外王。這也

是一貫道的道統傳承脈絡中，歷經袁十二祖、徐、楊十三祖，進入五行掌道之後

期的水行、金行、王十五代祖，乃至到了師尊《暫訂佛規》之釐訂的階段，於重

整道風、道盤的過程裡，佛規、章程、條規的制定與落實，皆扮演著舉足輕重之

角色，足見佛規禮節乃維繫道場之重要綱紀，甚至成就個人之德業，於修辦道中

絕不容或缺甚至輕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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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頁 7 下-頁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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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事圓融：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實踐要義（上） 

一貫道自袁十二代祖普渡開荒下種時期以後，有了道場組織運作，有組織則

當有所規範制度，讓修辦者可以遵行達明理，使道場運作可以穩固。前述第二章

透過祖師及代理祖師之著作、一貫道之文獻以及仙佛聖訓，將「條規／十五條佛

規」之歷史淵源進行應有之論述，見證「條規／十五條佛規」對於白陽弟子的重

要性。足知，「十五條佛規」並非只是一個典章制度，而是成佛規矩。而佛規的精

神內涵、實踐要點離不開「誠與敬」，兼涵內在之存心及外顯之行為，而此誠、敬

是要身體力行出來的，所以佛規的實踐乃無所不在。南屏道濟降壇垂訓云： 

佛規在哪講？涵蓋天地咫尺之間，方寸寶地皆是，佛規在心中。若不行，

佛規與你只是分途，並非同在，道場當以佛規而匡正道統，所以，正宗正

脈若無嚴謹佛規，一切僅落空談，無鋼骨豈建華廈，無佛規依何修行，匡

扶道場賴於佛規，恆誠忠堅無忒也。125 

足見，佛規如似鋼骨，白陽修士若無佛規來做為規範，無依循方針就像房子沒有

鋼骨一樣容易倒塌。一個道場必定要有佛規來規範，俾使白陽修士遵守佛規、遵

守道場秩序，透過佛規的具體實踐，道場就不會紊亂，人與人之間也會彼此尊重，

互相包容。所以一個正宗正脈、宏觀的道場就是仰賴佛規來匡正道統，否則一切

將為空談。因此，無論在哪個道場、哪個區、哪個佛堂，都要真實用心，嚴謹遵

守佛規禮節，才能承繼聖賢之道統，才能帶給眾人正知見126。南屏道濟又云： 

欲堆高，必藉助丘陵；欲挖掘，必藉助深川；欲修道者，必襲先王之道；

欲治國者，必持仁心之德。斯大道遍展全球，若無規矩，何成方圓？若無

方圓，豈可成標準也？ 127 

欲堆積成聳立之高山，須藉助丘陵方可矗於天地之間；欲深掘源泉，則仰賴深川；

欲修道者，則須遵循先王之道；而欲治國平天下者，必持仁心之德。如今白陽應

運，大道遍及全球，處處皆有道場，沒有圓規如何畫圓，無有方矩如何成方正，

 
12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戰兢〉（發一崇德：日本道場複習），編號： fycd 

20101011085001。 
126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二一年發一崇德臺灣壇主班聖訓彙編》（南投：發一崇

德道務中心，2022 年），頁 75：「無論在哪個道場、哪個區，你們都要真實的用心，嚴格佛規禮節，一個

道場佛規不嚴，禮節不遵，如何承繼聖賢之道統？又豈能正眾生，正知見？」 
12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佛規禮節〉（發一崇德：澳洲雪梨興宏臨時佛堂率性進

修班），編號：fycd20091017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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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要具備才能畫出標準的方圓。因此，「佛規」則為維繫標準道場的重要基石，

也是白陽修士立身的基礎，道場一道同風之化成的磐石。而「十五條佛規」在開

道之初已由上天頒定就是要匡正白陽修士之行為，能在修辦道場提供一個行持之

儀軌、奉持之圭臬、內省之動力，使其能達道德標準。 

綜上所述，足見「十五條佛規」在一貫道場之重要性，不僅可以隨時檢視一

己修辦理念與實踐是否偏差？而謹守佛規也可以讓我們妄念平息，身心安頓。以

下章節將進一步探討白陽修士奉持十五條佛規的具體落實之道，以體現佛規的實

踐內涵；同時探討十五條佛規的義理要義，以作為白陽弟子依持遵循之法則。因

此，本論文將十五條佛規的實踐要義區分為上、中、下三章來論述，並依十五條

佛規之順序，每章五條依次展開相關之論述。本章，則區分為三節，逐一由「尊

敬仙佛」、「遵前提後」、「齊莊中正」、「循規蹈矩」、「責任負起」加以討論。 

第一節、「尊敬仙佛」之探析 

作為辦道之條理、成佛之天梯，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的內涵實飽含著無生老母

對眾生的慈悲之心，天命明師對弟子的殷殷叮嚀，同時也寄寓諸佛菩薩的深切提

醒，企盼白陽修士能夠透徹體悟每一條佛規之真諦，依循真理而實踐，始足以達

表裡一如之內外修持功夫，足見十五條佛規的重要性。那麼「十五條佛規」之實

質內涵為何？佛規的真諦及其實踐之具體作法又為何？凡此種種，都是每一條佛

規的關注點，以下先行探討第一條「尊敬仙佛」。 

一、第一條：尊敬仙佛 

今值此白陽文運，上天大開普渡，道降於庶民百姓，使人人皆能在求道之後，

體認佛性真我，透過真修實辦在自身找回心性之圓滿，在群體社會中也可以因為

「道」的落實而化戾氣為祥和之氣，振興儒風以達世界大同之理想。觀看今日的

時局，社會亂象與日俱增，倫理紊亂，故上天開恩降道，重新述說綱常倫理，重

建社會人心的根本道德，乃至於天命明師之降世，同時遣派諸佛菩薩降世，幫助

這白陽末後一場。而佛規禮節因應修辦道之需要及綱紀道場之必要於焉形成。 

「十五條佛規」的第一條即是「尊敬仙佛」，足見「尊敬仙佛」作為佛規之統

領總綱的重要意義。蓋一貫道天命道脈的相傳，由古至今皆是一脈相連，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因此，首要追溯聖賢仙佛的腳步，效法其精神，繼往而開來。同時

遵循道場規矩，學習聖賢仙佛的智慧、德行，以身示道，將大道宣揚遍傳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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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齊家修辦道化生活。而今，道降於百姓之家，意味著「天事人辦」，共同成就

此大事因緣。因此，修辦道的過程中，一切要戰戰兢兢不離大道宗旨，自我精進

提升，謹言慎行，穩健追溯聖賢之腳步，如此才能把道宣揚展現「宗風聖教」。那

麼，「尊敬仙佛」的真實義到底為何？白陽修士又當如何來奉持？和修辦道的關

係又為何？以下則針對仙佛聖訓中所慈示的「尊敬仙佛」加以研究探討，期許將

「尊敬仙佛」的實踐奉持意義給予彰顯出來。 

（一）主敬存誠，效聖法賢，追隨師尊、師母之聖業 

依據仙佛之慈示，所謂的「尊敬」的意義即是對於聖賢仙佛能「尊者，尊其

大德澤；敬者，服其慈悲念」128，足見尊敬仙佛的「尊敬」二字，乃是由衷尊崇、

敬重聖賢仙佛的道風德範、精神行誼。而這種「尊敬」乃真誠無二，對自古至今，

一切聖賢仙佛之德行修為的純然恭敬。此外，「尊敬仙佛」的意義，更在於透過主

敬存誠的尊敬仙佛，進而效聖法賢，取法聖賢仙佛的德風典範、行誼，落實在修

辦及日用尋常之間，此乃為尊敬仙佛的實踐精神之一。 

白陽修士對於「誠敬」仙佛的養成，是入道的第一要基；對效聖法賢的落實

更是入聖之要道。《南屏家風．尊敬仙佛》靈妙天尊說：「敬天禮神心誠意，道之

宗旨服膺拳；神之格思不可度，矧可射思如臨淵。如在其上與左右，祭神如神在

眼前。」129因為仙佛無所不在，所以這份誠敬也是無所不在。又《論語．學而》

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130這是國君治理大國的時

候，面對國事、面對蒼生的態度，而其要領首要有「恭敬」之心，這是一種態度

敬畏、審慎，絕對不敢輕慢的恭敬之心。而在《論語聖訓．敬事而信》訓中訓云： 

存誠主敬，使命承擔；無有二念，天命不慆。識時而遠見，修行任勞踏實，

韌性堅，握機遵理，琢磨成長鍛煉。131 

仙佛的慈示，體現白陽修士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聖人之言以承擔渡化眾生

之使命，此「敬畏」之呈現是尊敬仙佛。因此，白陽修士面對修辦道，更是要有

此「恭敬」之態度，因為白陽修士所辦之事是「天事、聖事」，更是攸關眾生的

「性命大事」，尤其更應該持有「恭敬之心」。聖訓中論及「敬」，也意味著做任何

 
128

 純陽大帝：《佛規諭錄句解．序一》，頁 6。 
129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20。 
13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63。 
131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二）》（彰化：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2019 年），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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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得謹慎小心，以一片恭敬之心來立身處世、待人接物，才能感化人、渡化人

132，戰戰兢兢，養成此居敬之德性，此為「居敬之道」。唯有居敬的德性，才能夠

有這一份「誠」，誠是天道，亦是性理之本體。居敬的功夫可以通於誠、通於天道

及性理本體。宋儒范祖禹(1041-1098)亦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可不謹乎？誠為實，禮為虛也。」133禮在於形式，而心在於誠，心誠則靈，有誠

必然有神，所以尊敬仙佛是修辦者的首要之修養，絕不可以馬虎，如此才能由內

而外散發出溫良恭儉讓之氣質。如同不休息菩薩說的：「能於修辦的道路，誠敬

於天、於人、於事；從誠而能內省有悟，知己之陋，而肯真實修改之；故才能論

提升氣質。」134 

另外，一貫道仙佛聖訓中，諸多仙佛在在慈示了尊敬仙佛在於「主敬存誠」、

「至誠無息」、「允執厥中」、「無自欺」等的體現。南海古佛慈示： 

尊敬仙佛秉恭敬，虔誠善念格佛神；自古聖賢誠為貴，至誠無息感天心。

135 

又云： 

尊敬仙佛誠不變，尊師重道禮不偏；飲水思源天恩報，念茲在茲渡皇原。

136 

南屏道濟也慈示： 

道也不可須臾離，允執厥中誠守一；聽之弗聞視弗見，萬物之宗無不及。 

尊敬仙佛如佛在，誠其意者毋自欺。137 

白陽修士對於「道」的體現，重在日用尋常中的實踐，而「允執厥中」是時時能

 
132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二）》，頁 302：「何謂『主敬』這個『敬』徒兒們做了多少？『敬』

是什麼意思？做事情有謹慎小心嗎？有敬事嗎？每天在叩頭拜仙佛，你存的是什麼心，是敷衍，隨便叩

叩了事，有存著敬意嗎？」 
13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86：「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

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134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二）．深入》（南投：發一崇德聖訓中心，2020 年），頁 174。 
13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越語二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70429030706。 
13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成全之道〉（發一崇德：中興道場固本圖強成全組長培

訓班），編號：fycd20180729040602。 
13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道之尊貴〉（發一崇德：彰化道場社會界國台語兩天率

性進修班），編號：fycd201504250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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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涵動察，存養道心，持守天心以不離「中、一」之境界。138可見，尊敬仙佛正

在於這一份恭敬無雜無染之心，此心是道心，虔誠無思無慮之念，無私欲無雜念。

這一份的恭敬，也是誠其意而毋自欺，這一份的恭敬、誠敬、至誠，足以與天相

應相通。 

「恭敬仙佛」除了有上述之意涵外，更有「效聖法賢」以及「追隨師尊、師

母之聖業」等意義。在《孟子．離婁下》云：「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139

從舜到文王，乃至於天命道統的歷代聖人，出生地與時代雖有不同，但是聖人所

垂示的精神典範、所昭示的永恆真理、所開顯之不朽聖業，皆足以作為代代子民

奉持之準則和標準。這正是「尊敬仙佛」的原因所在。今逢白陽時期，上天大開

普渡，《佛規十愿．尊敬仙佛》訓中訓提示云： 

值此三期普渡開，道運轉入百姓家，諸佛仙真，乘願降世，共助彌勒辦收

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道脈相連貫古今。白陽應運真儒復興，體行身教，

仁者入世轉法華，弓長子系荷命三曹，浪濤滄海法船駕，道苗遍佈海角天

涯，載滿原子齊歸家。哲人日遠，典昔猶存，追溯腳步穩根紮；道之宗旨，

道義入門，佛規十五為基礎。凡我道親，莫求捷徑，一步一印聖域踏，尊

敬仙佛，效其德行，承其愿心，菩薩道上精進行，不退轉，增上達。140 

由此足見，聖人、哲人雖距今遙遠，但是道範德風依然日久彌新，永遠值得我們

效法學習。因此，「聖佛」的典範，乃人類歷史的珍貴瑰寶，永恆之明燈，足以引

導後世之人。所以，「尊敬仙佛」的首要意義，在於恭敬禮敬聖賢仙佛，同時取法

歷代之聖人，「尊其德行，承其愿心」，傳承聖佛之精神，這是自我提昇與由凡入

聖之必要歷程，也是延續人類可貴的精神文明之命脈。此外，「尊敬仙佛」尚有更

重要的白陽時期的意義，在於矢志追隨白陽三聖的聖業。蓋「弓長、子系」應運

辦理普渡三曹，在此真儒復興的文運中，欲將道苗遍灑寰宇，襄助彌勒佛完成收

圓之大事。可見「尊敬仙佛」的意義更在於追隨師尊、師母的聖業，共同成就此

彌勒收圓的大事因緣。 

 
138

 黃學日：《一貫道「十六字心法」義諦之研究》，頁 127。 
13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頁 405。 
14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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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論，可知「尊敬仙佛」的意義，首在於藉著外在形象化的聖佛雕像，

以主敬存誠之心，誠心敬意禮敬諸佛，此為藉象以明理的表徵，見佛如佛在，時

時刻刻恭敬仙佛，心中有佛，此恭敬之心無處不有，用以養成敬於天、敬於人、

敬於事、敬於己的居敬態度。此外，也在於追溯效法聖人之行誼典範，讓恭敬仙

佛化為積極的正己成人。而此兩點要義體現於白陽文運的修辦道上，更為追隨老

祖師、師尊、師母之聖業，緊追一條金線，共同完成白陽文運的千秋大業，這是

「尊敬仙佛」具體的實踐與成就。 

（二）道心作主，恭敬自性佛，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 

以上的論述，主要論及禮敬仙佛，效法其德性，並追隨老祖師、師尊、師母

之聖業，在白陽文運中共同成就無上之道業。尊敬仙佛除了以恭敬之心禮拜有形

有相的仙佛之外，在每個人心中也有一尊無形無相的仙佛，值得吾人要尊崇、敬

重、守護，此即所謂的「自性佛」。然而，何謂「自性佛」呢？我們皆因有佛性而

有生命，性在人在，性去人亡，是人人本自俱足之天性。《孟子．公孫丑上》云：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41此四端之心人皆有

之，是人性的至善與美好，是生而即有之天性。此天性則體現於本心，能盡其本

心之常德者，才能知性、知天。一貫道聖訓之《孟子聖訓．盡其心者》訓中訓云： 

盡心者，天下事物之理，感遂通無不盡也，發必自慊，持敬克己，力行以

聚德。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時提撕，省察擴涵量，秉彝之性明。

142 

《孟子聖訓．知其性也》訓中訓又云： 

磊落緝熙悉通神，遵命不惑為大，存心養性以事天，矧樞機。綱倫常守修

持仁，窮理誠開中和門，體用性即理，理即天。盡心知性知天，功夫於知

性上盡心，則自然知天矣。143 

盡心者，乃充分發揮一己之天理良心，凡事依循天心、道心而發用即可通達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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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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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孟子卷五．盡心篇》（彰化：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2018 年），頁 31。 
143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孟子卷五．盡心篇》，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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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而所謂的「恭敬自性佛」，正是念念不離此天心、道心，體取真如本性，不

離玄關妙諦，俾使自性與天相應合。足見，「自性佛」是至真、至善、至美，具足

萬法而萬德莊嚴，其乃不假外求本自俱足。因此，所謂的「尊敬仙佛」乃秉著上

天所賦予之光明本性，省察涵養、體悟印證、發揮應用，從窮理盡性中通本心本

性之外，尚且要推而擴之應用在修辦道的行功立德之中，方得以與「天」與「道」

相通而不負尊敬仙佛的慈示要義。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144我們的靈明本性

降自於天，稱之為本然之性，本然之性五常德俱足，也是一個圓滿慈善之性體，

因此《中庸聖訓．天命之謂性》訓中訓云： 

我們來自美好清靜的地方，帶著慈悲公正和諧善良，擁有吉祥圓滿的力量，

天賦本性尊貴而且高尚。立誓保持原始純淨赤子模樣，和天地聖賢仙佛感

應相通並發光，心靈的滿足喜悅滋潤生命更芬芳，譜出動人樂章。145 

《一貫道疑問解答》亦云： 

吾人降生之初，天所賦予之性靈，本極光明。嗣後為物慾所蔽，失去本來

靈明，故欲恢復本來靈明，必須為善去惡，清心寡欲，使靈明復明。146 

此「性靈」來自於天，是上天所降畀的天賦之命，純粹無雜，乃是至善寶地，稱

之為「本然之性」。《理數合解．大學解》王十五代祖說：「命、性有天賦之命、本

然之性、氣數之命、氣質之性之別。心有道心、人心、血肉之心之異。」147又說：

「人自有生而後，天理之性，拘於氣稟；氣質之性，牽於物累，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148足見，自性佛本自光明，我們本著一顆清淨之心而來，但因為後天的氣

稟、物慾之遮蔽、沾染，因此，「尊敬仙佛」的意義也在於恢復本性之自然，啟發

良知良能之至善。 

「尊敬仙佛」既在於效聖法賢，恢復本性之自然；也在於啟發良知良能之至

善，緊追師尊、師母的一條金線，共同成就白陽末後之聖業。此外，尊敬仙佛尚

有多層意，其中也包括二六守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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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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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中庸》（臺南：發一同義毓佛宮，2013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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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無極老母和明明上帝是一個神嗎為何有兩種稱呼》，卷上，頁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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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大學解》，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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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大學解》，頁 20。 



54 
 

持守真人也是尊敬自性佛的落實，以這顆道心，返觀自己、覺察自我真性，

這正是《心經》的「觀自在菩薩」，《大學》的「顧諟天之明命」，也是三寶心法中

的「意守玄關」。然而，何謂「觀」？王十五代祖的著作揭示：「觀也者，乃目隨

神住，觀而不觀。」149可見，「觀」就是守玄，持守真人，乃《中庸》「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不離性理本體，使此心如如自在，不被外境所牽引。濟公

和尚慈示： 

醒來吧在佛眼前，顯良知本性純然；醒來吧佛立心地，現良能恢復天然。

醒來吧佛住當下，觀自在道法自然；醒來吧佛就是我，見如來身心超

然……。真知灼見存心中，和而不流志節守；中立不倚握方針，和光同塵

明本面。允執厥中守玄真，為人本有真主宰。150 

濟公活佛又云： 

今望徒兒識根本，本立道生鬼神欽；前念後念分清楚，來者可追聖域奔。

三生有幸聞上乘，抱道奉行秉誠懇；終食之間不離道，明德新民至善臻。

返樸歸真認真主，十字架中會真人。151 

由上足知，人本來就具有真人主宰，要能允執其中守住它，進而顯現出本性純然，

恢復天然，以達道法自然之境界，如此就要守著「常清常靜」之心，常清常靜之

心首要能清理內心之貪嗔癡三毒，不忮不求，克念作聖，才能返璞歸見到本有的

真主人。一貫道聖訓中靈妙天尊慈示：「要常常觀自在，你的『自在』在那裏？

『自在』就是明師一指的地方，也叫『菩提性』。為什麼要『觀自在』？就是迴光

返照的意思。」152白水聖帝說：「於明師一指處，迴光返照，時時戰兢惕勵，掌握

己心念。」153足知，「尊敬仙佛」實踐要義之二六時中持守真人之意，也是一貫道

三寶心法的「迴光返照」之工夫。 

對於「迴光返照」的工夫，《一貫道疑問解答》也有相關記載：「放作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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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新註》（新北市：正一善書出版社，2017 年），頁 1。 
15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越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70813030405。 
15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二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70415030201。 
15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心手圖〉（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二天率性），

編號：fycd20021221031001。 
15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慎獨篇〉（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二天率性進

修班），編號： fycd20171014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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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聖，故勸人學道，則曰回心。回心即回思，回思即回光返照也。一時有閑，若

肯放心於這裏，人我兩忘，一念常存，便是離苦得樂的法則。佛經上云：『二六時

中，念念莫離這個』。」154迴光返照、收攝自己的人心，才能使心清靜，自性真人

作主，如此才能持守真人，恭敬自性佛。不過，持守真人不是沉空守寂，而是要

讓自性擴充，發揮自性之常德，自性常德要如何擴充呢？首先要體認無生的心，

無生的心即是「無生滅的心」，亦即《六祖壇經》當中的「體取無生」。此無生滅

之心，正是我們的「本心」，而此本心既然是不生不滅，可見它是「永生」，唯有

永生才能夠超越生滅，超越生滅才能夠「不生不滅」。所以，如果能夠體取「不生

不滅的本心」來發揮擴充就能「生生不息」，依此生生不息的自性常德來落實發

揮，則可以正己成人，這就是聖賢的聖業。所以持守真人、恭敬自性佛，這都是

正己；擴充自性之常德就是成人，而能正己成人，這就是知行合一，真正利益天

下蒼生，就能夠使聖業「創生不已」。155所以，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云： 

尊敬仙佛無難度，二六時中守真人。156 

又《南屏家風》聖訓專書，靈妙天尊〈尊敬仙佛〉慈示： 

緡蠻黃鳥丘隅止，人莫不如禽獸焉；靈山塔下觀自在，二六時中守真顏。

菩提自性本清淨，但用此心不一般；當知人性皆良善，惟心即佛莫求遠。

迴光返照朝與暮，反身而誠律己嚴；……當知尊敬二字義，十目十手戰兢

前。……知行合一當實踐，尊敬仙佛自心間。157 

人人本來之面目是至善本性，乃清淨無染，止於至善。這一份純然之至善，乃無

時間性，這一點真性是圓滿具足，因此，二六時中由自心作主，由自性起用，反

身律己，於迴光返照中反覆省察、覺察自我，審慎嚴格守持此真人，這也是尊敬

仙佛的要義。足見「即心即佛、心即是佛」，此真心天性，是上天賦予之佛性，由

虔誠之心而自我持守，內無自欺，不離自性，內外合一，這是尊敬自性佛。「自性

佛光不僅照開自己光明的路途，善養這點自性之光，更可以照遍十方眾生，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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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何謂回光返照》，卷下，頁 6 下。 
155

 校長陸隆吉點傳師慈悲，自性常德要以「無生滅心」創造出「永生」、才能「生生不息」，以無念為宗，

以真如起念之無窮無盡的心來發揮，將「永生」的心朗現出來則是「創生不已」，取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一貫道崇德學院晨讀。 
15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臺中道場學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707080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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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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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救眾生的橋梁。」158所以白陽弟子要知道，人人心中住著一尊真佛，此為自性

佛，故要善加擴充光大自性佛，奉行其本具之性德，使其能達圓陀陀光爍爍。三

天主考慈示云： 

一尊菩薩住心中，二六膜拜懷虔誠；人人心中有座廟，廟裡供佛點心燈。

時刻當知心香獻，子亥懷抱唸真經；真經非在紙上念，青山惟在白雲中。

靈光只在祇園樹，安在巍巍不動中；克己復禮存戒慎，了然真意貴乎行。

159 

《回天的導航．尊敬仙佛》中，濟公活佛及漢鍾離大仙也說： 

所做的一切，內不離自性，外不悖佛行，一切合乎天理，一切不違背良心，

那才是真正的尊敬仙佛。160 

可見，己心即佛，修士要時時觀照自性佛，端正自己的身心言行，使之不違自性

佛。因此，尊敬仙佛乃外禮敬諸佛，內恭敬自性佛。此實踐之工夫，就白陽弟子

的修持法門而言，乃內外一以貫之，俾使奉持的工夫，達成內聖外王，內外兼備。

因此，尊敬仙佛更進一步的體現即為「一體同觀」、「普行恭敬」，這和《論語》所

云之：「汎愛眾」，博愛大眾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南屏濟公慈示： 

自身所願自性自度，於二六時中，心悟一切善行。智如日，慧如月，日月

常明。聞真正法，自除迷妄，不起嫉妒，誑妄輕人，慢他等眾生心，普行

恭敬，見性通達，內外明徹乾坤朗朗，即見「清淨法身佛」。161 

時時以智慧觀照己心，體現出如日月般的清淨光明，更以平等心善待一切眾生，

內無執著，外無待人的輕慢心，內外透徹光明，念念圓明如乾坤天地般，則為見

清淨法身佛。 

所以「尊敬仙佛」的意義，在於透過禮敬仙佛、效法仙佛、追隨師尊、師母

之聖業，以及禮敬一切人事物，並且在不離真人以恭敬自性的實踐中，藉此回轉

俗化生命而回歸聖化。讓真性作主，與道合而為一，由凡入聖；依此天心而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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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神仙籍．茶花圖〉（發一崇德：韓國道場複習班），編號：

fycd201107032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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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慎獨〉（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二天率性進修

班），編號：fycd201603120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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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2。 
16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一體三身自性佛〉（發一崇德：柬埔寨道務中心茶膠及

貢布區壇主班暨進修班畢班），編號：fycd201910283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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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覺他，修辦等持，以達內聖外王，凡此種種都為「尊敬仙佛」的意義所在。 

（三）恆誠無息，天人一貫，內外合一 

就白陽弟子率性而為的修持進路而言，一方面除了對「仙佛」的恭敬與效法

學習；對師尊、師母之聖業的緊追隨，也在於守護自性佛、發揮自性的光輝，也

是普行對大眾的恭敬，實含攝了內外兼修之意義，而這份恭敬與效法的可貴在於

此心的恆誠無息，時時戒慎恐懼，正心修身，效法仙佛德性，學習仙佛愿心，專

注而投入，以真心抱道奉行，體現天性的恆誠無息。濟公活佛慈示，唯有恆誠一

貫，才能感動上天、感動人： 

考察諸佛與聖賢，君子修道貴修心；芝蘭玉樹為賢契，循序漸進圓滿臻。

天無絕人之道路，至誠無息感佛心。162 

又云： 

不思善惡守中道，一心不二許仙佛；克己復禮良心握，一片丹心表母顏；

誠者自誠無不化，至誠無息天助肩。163 

值白陽應運時期，修辦模式屬入世之法門，入世法門重於體行身教，尊敬仙佛則

要秉著「主敬」之功夫，以身示道，一片至誠恭敬之心，而非隨便馬虎之態度。

此外，恭敬仙佛也是在禮敬自身的自性佛，進而把眾生當成未來佛，當此心能容

納百川，就能以恭敬之心，發廣大之慈悲心，欲渡盡天下眾生，這也是尊敬仙佛

的另一層意涵。不休息菩薩云： 

於本身行之誠敬，於本心學聖之道；於佛事恭敬完成，於同修互體信任。

於道中工作盡責，於班程不有缺席；於眾生渡人成全，於前輩助道不慢。

於天存誠，於地存敬，誠敬於天人；守之本分，行古仁義；代天宣化，廣

渡善男信女上岸。164 

南屏道濟亦云： 

抱道奉行無為作，道法自然日常行；毋意毋必毋固我，寂然不動感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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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二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70415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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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越語二天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705280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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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二）》，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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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誠抱定真宗旨，格物致知至善征；雖降紅塵來修道，勿迷聲色昧良能。

無論受盡多誘惑，我志不更惟道從；得點之性知所以，克己復禮道揚弘。

以身示道為標準，行不悖道為精英；選賢與能於此際，佛道堪成守初衷。

一點真性永不改，返樸歸真樂無窮。165 

尊敬仙佛之落實在於「恭敬之道」，此恭敬亦是不改其志向，抱道奉行於日常生

活，以恭敬之心實踐於每一件事情、每個心念，在聖事當要全力以赴，縱然是助

道也不輕慢。換言之，誠心抱守，不改初衷的落實在修辦當中，對天、對人；對

外，對內，都是恆誠抱定宗旨回歸真性本體，一以貫之而無不誠敬的。以「仁心」

轉動法輪，誠實無欺，永遠不變此真誠恆常之心，發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藉由

「恆誠」的實踐，彰顯出尊敬仙佛的要義，俾使內外合一以達天人之一貫。對此

濟公活佛云： 

善用生命之有限，創造無限亦無邊；善用生命之能量，盡心竭力道揚宣。

以身示道挽天下，以身作則赴道前；無為而為能感化，天人合一助末盤。

聖人後身身先矣，不為自己安逸貪；一言一行皆合善，皆為眾生考量全。

166 

由此足之，濟公活佛企盼白陽修士能效法有道的聖人，遇事謙退無爭，將自己置

於度外，展現出無私無為之道風，一言一行皆能誠於中，形於外，以誠實之心；

踏實之態度，竭盡心力實踐，俾使在學修講辦上合乎至善之道，以達內外合一之

圓滿，與天地合而為一。誠如三天主考所慈示之聖訓： 

修士踏實來學道，學而時習日日新；修士老實來修道，修者改也三毒焚。

修士篤實來講道，言行相顧自性尊；修士務實來辦道，見道成道依於仁。

修士忠實敬天地，一念是善天地跟；修士著實神明禮，尊敬仙佛懷誠懇。

修士厚實尊師也，體師之愿明師心；修士信實而重道，篤行立志聖程奔，

修士誠實佛規守，嚴以律己寬待人；修士當明此實意，實心實念無二分，

大道為體德為用，體用合一至善臻；天人合一末後辦，神人合一貫乾坤。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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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尊敬仙佛」的實踐，在於透過外在打理整潔佛堂環境，讓佛堂保持清

潔乾淨，使道親心生歡喜。遵守道場佛規禮節，早晚獻香叩首、淨手，參辭駕禮

節等，讓自身進入神聖場域之前可以先淨手靜心，再以恭敬的心向仙佛尊敬頂禮

參駕。於外，禮敬仙佛，進而效法學習，更要禮敬一切人事物；於內，讓內在真

性作主，與道合而為一，正己成人。具體而言則是，每日反省自己，是否日新又

新，去習氣、毛病，建功立德當凡事都合乎天理良心。蓋歷代的聖佛菩薩皆以其

內聖外王之圓滿生命，自覺覺他之究竟解脫，示現了生命的圓滿與價值，裨益天

下蒼生；而老祖師、師尊、師母的鴻慈大愿，欲普渡三曹、欲化世界為蓮花邦，

其無我無私的精神，堪為人類永恆之木鐸，作為白陽文運的萬世金鐘，因此值得

我們恭敬，效法學習，矢志追隨。誠如〈道之宗旨〉的開宗明義所記載：「敬天

地、禮神明。」體現的是眾修士對於聖佛菩薩的恭敬尊重，對於聖佛之慈悲與智

慧的繼承與發揚，且對聖學真傳的傳承永續。同時亦是不離恭敬自佛，抱守初衷，

普行恭敬一切眾生，讓自性真佛顯現，凡此皆是「尊敬仙佛」的實踐所在。 

第二節、「遵前提後」、「齊莊中正」之探析 

依著十五佛規順序，本節探討第二條「遵前提後」與第三條「齊莊中正」。此

兩條佛規承上而來，重點在於人人尊敬仙佛，效法仙佛，進而普行恭敬一切人事

物後，又當如何在道場中及生活裡落實佛規「遵前提後」、「齊莊中正」？濟公活

佛云：「後生可畏，心常不輕，尊賢容眾常行普敬十方。」168此心普施平等，恆常

不輕，上下承接，攜手共同助化白陽聖業，於此，一貫弟子則必要遵守佛規「遵

前提後」，將聖哲道理落實己身，以體現君子威儀，修己嚴律展現真儒氣象，這得

遵守佛規「齊莊中正」，以達內外身心一如之境界。  

一、第二條：遵前提後 

今天時天運轉入白陽時期，聖凡兼修，真儒復興的時代中，以道心作主為根

本，誠敬之心為基礎，效聖法賢，追隨老祖師、師尊、師母腳步，發揚殊勝的白

陽聖業，可以說是天人共辦，也就是天事賴人辦。然而，天人共辦要完成三曹普

渡169的情況下，道場倫理不可或缺，而佛規「遵前提後」的落實正是展現了人我、

 
編號：fycd20170422030408。 
168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3。 
169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何謂三曹齊渡》，卷上，頁 8 上，云：「一貫道普渡靈性之範圍極廣，

上可以渡天上河漢星斗，中可以渡人間芸芸眾生，下可以渡地府幽冥鬼魂，此之謂三曹齊渡。」一貫道

則統稱「三曹普渡」即天曹、地曹、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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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倫之間的良好關係，藉之促進道場的和諧及道務的宏展。然而，「遵前提後」之

佛規體現了什麼意義？其具體作法又為何？以下將加以研究探討。 

（一）承上啟下，敬上愛下；絜矩之道，落實道場倫理 

在綱常敗壞，人倫喪失，一切似乎都失常的時代中，「遵前提後」的佛規，蘊

含著重建人倫綱常之道的意義。在白陽大道場中，為了讓修辦道能和諧有序、一

道同風，除了個人的克己修養之外，亦注重前賢、後學間的承上啟下。然而，道

場中來自各方之道親，不同的個性，不同的家庭成長，在道場中如何和合共事，

展現道場倫理，正是此「遵前提後」佛規之作用所在。 

「遵前提後」中「前」、「後」的意義在《回天的導航．遵前提後》「仙佛白話

訓」裡，仙佛對此有明確的詮釋： 

前，指前賢；後，指後學。……德行夠的、智慧高的，言行一致足以服眾，

足以作為眾人標竿，足以引導眾人的，才有資格叫作前賢。……所有還在

學道、修道、辦道，還沒有跳出輪迴，解脫生死的眾生，他們全都是後學，

全都還必須藉著仙佛菩薩真理的指引才能由迷轉悟的眾生。170 

師尊《暫訂佛規》的「稱呼類別」界定了「前賢」、「後學」的基本定義，171此處

仙佛又擴大其意義，賦予「前」、「後」在修辦實踐上的深層意涵。誠如聖訓中布

袋童子亦說：「有人才給你，你也得要有愛心，真正的給他培育成聖賢仙佛，那才

叫真正的前賢。你們能夠把跟著你們的人培育成聖賢仙佛，才叫做真正的前賢。」

172足見，「前賢」提攜後進，在於幫助每一位修道者，超凡入聖，跳出輪迴，所以

身為「前賢」，要先正己以立身行道；至於身為「後學」者，都是尚未解脫生死的

芸芸眾生，更當依循聖佛的真理來修辦，俾使之轉迷入悟，因此要低心下氣向前

賢請益。這份前賢與後學的關係，體現了真修實辦的意義，也彰顯了修辦道場承

上啟下的和諧倫理。在《佛規十愿．遵前提後》訓中訓仙佛有提示： 

天開文運，真儒復興；道降火宅，聖凡兼修。正法薪傳，一指啟開來時路；

恪思源，尊師重道，承先啟後。173 

 
170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26-27。 
171

 前賢：敬辭也；後學，謙辭也。張天然師尊：《暫訂佛規．稱呼類別》，頁 2 上云：「前人或前賢：凡比

我求道早者，皆謂之前人，亦有時稱前賢。……後學：對於點傳師、引保師以及前人之通稱也。」 
172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四）》（彰化：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2019 年），頁 389。 
17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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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於此白陽應運，道降火宅的天時應運裡，明師一指打開我們靈性之門，

在行道立德、尊師重道中彰顯出道之尊貴，同時發揚祖師們的芬芳德性。這份前

賢提攜後進登上彼岸，也是承上啟下、承先啟後的意涵，亦即繼聖述事，效聖法

賢，可見「遵前提後」的意義首在於繼往聖以開來學，紹述聖賢之宗風聖教，讓

聖人的正法得以源遠流傳，代代相承。 

此外，「遵前提後」的實踐，也是道場中「承上啟下」的落實。蓋一個道場倘

若佛規禮節、尊師重道、承上啟下做得不好，道務不容易推動，道場很難和諧；

反之承上啟下若能做得合乎中道，道場一定祥和而興展，不僅事事有人做，人人

有事做，且在辦聖事的過程中能夠上下合和共識。不休息菩薩慈示： 

承上啟下達標準，尊師重道乃精英；飲水思源天恩報，繼往開來天命承。

吾望崇德眾修士，認理實修意從容；歸依真理言行表，誠中形外道念增。

不離不棄經和訓，不離道場前賢從；敬上愛下展道氣，遵前提後為賢英。

一木難能支大廈，團結合作創前程。174 

訓文指出獨木難撐大廈，必要透過眾人團結合作。然而，如何合作呢？除了「不

離經訓、不離道場，不離前賢」等三不離原則外，在道務的運作中，前賢、後學

的道常倫理裡，乃至於道親間的相處，更要實踐「敬上愛下」，才能展現出道氣，

才能將聖事辦理圓滿，也才能繼往聖、開來學，承擔上天的重要使命。而此「敬

上愛下」正是「承上啟下」的落實原則之一，也是「遵前提後」之實踐要義的一

環。《不休息菩薩結緣訓》中也慈示：一個大道場邁向成功的關鍵，正在於「敬上

愛下，遵前提後。」175足知，唯有基於敬上愛下的承上啟下，道場才能邁向一道

同風，遵前提後才能發揮其實質的作用。 

至於「承上啟下」作為「遵前提後」的實踐要義，尚且不同層面的意義，南

屏濟公也慈示云： 

遵守佛規為重點，尊師重道各提點；承上啟下禮不紊，遵前提後佛規嚴。

176 

 
17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傑出修士篇〉（發一崇德：台北道場中壢區壇主班），編

號：fycd20180317030001。 
175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三）》（南投：發一崇德聖訓中心，2020 年），頁 365：「懂得這是一

個大道場，一個邁向成功道場的關鍵嗎？八個字跟著唸：『敬上愛下，遵前提後。』」做得到嗎？ 
17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彰化道場社會界國語人才精進班），編號：

fycd201710290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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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古佛亦說： 

遵守佛規達標準，尊師重道不偏倚；遵前提後德有鄰，承上啟下不逾矩，

一股清流立紅塵。177 

足知「遵前提後」所體現的承上啟下之道，也是「不逾矩」的精神。足見身為白

陽修士，在此末後大道普傳，於道場建功立德、代天宣化之前提上，首重遵守佛

規，上下之間因遵循禮節而彼此尊重，相互禮敬，人人素位而行，如此則倫常不

紊亂；進而立志立品做標杆，把道範德風展現出來。《佛規十愿．遵前提後》訓中

訓也慈示了「遵前提後」的「絜矩」精神，聖訓云：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

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斯之

謂絜矩之道。178 

聖訓當中所提及此修辦道間的上下關係，正是《大學》經文所提到的「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即為「恕道」，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自己不希望發生在自己身

上的事情就不要帶給別人困擾；別人對自己做了會讓自己發怒的行為，也不要再

將此行為強加於別人身上。「絜矩之道」所論述的道理，正是人人將心比心，此說

在《四書補註備旨新編》一書中也提到：「彼人一身所處，有上下、前後、左右之

不同，而其心則同也。」179理學家朱熹（1130～1200）又云：「人心之所同，而不

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

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180足見，人心之感通有其相同的地方，遵

前提後所體現的絜矩之道，正是人人推己及人的恕道精神。無論在上位或在下位，

是前賢或後學，乃至於人與人之間，人人敬上愛下，人人不逾越佛規禮節，上下

同心同德，那麼道場將因之而更和諧圓滿，進而成為推動道務的基石。因此，身

為前輩者要以身示道，立榜樣足資學習效法；身為後學者不要愩高我慢，要體恤

體貼前賢，如此前賢、後學間建立起修辦之真誠感情，人人素位而行，則可維繫

上下之間的和諧秩序，共辦三曹大事以繼往開來。在《佛規諭錄．遵前提後》道

濟天尊也慈示： 

 
17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編號：fycd20170826030001。 
178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2。 
179

 （明）鄧林著、（清）杜定基增訂、（清）郝文友重校、光慧文化新編：《四書補註備旨新編．大學》（臺

中：光慧文化事業，2014 年），頁 119。 
18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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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上位為人師，惜護後學勿欺凌；居於下位乃人徒，勿援攀上貪虛榮。

前賢後學人各有，前後相連一心印；後者敬前理何異，前人提後彼岸登。

正己而後求諸人，自無怨天尤人生；後學低心與下氣，勿可愩高氣不平。

181 

濟公活佛《南屏家風．遵前提後》又慈示： 

道場遵前與提後，恣意妄行乃愚庸；前賢後學人各有，敬前攜後得安寧。

身為他人之前輩，以身作則德尚絅；上情下達勿偏頗，承天景命有謀勇。

在上不驕下不亂，堯舜仁政天下平；身為後學莫自傲，體恤前輩之苦衷。

前賢若有犯錯處，應當語諫氣輕聲；勿讓前賢擔憂甚，素位而行方賢英。

反求諸己為首要，前賢後學建感情；移樽就教溫語氣，尊卑和睦樂融融。

冰生於水寒於水，後起之秀勿敵輕；遵守規矩禮不紊，規矩準繩定心中。

前賢後學能素位，天下豈有存戰爭；循循善誘後輩教，耐心關懷勿迷

矇。……導正後輩先正己，立德立言勤立功；果真語之而不惰，方稱為師

好徒童。182 

在道場中，每個人皆可成為前賢、後學的角色，所以仙佛慈示遵守規矩禮節不紊

亂之重要，強調「遵前提後」之佛規就是一個準繩，重視人人素位而行，以德來

渡化感化眾生，正己成人。此外，前賢、後學之間要有全然的信任、信賴、體諒，

這是來自於平日的互動相處，也是對於遵前提後及其承上啟下的重要實踐。由此

當中建立起互相信任，有此信任和信賴彼此間就不會懷疑、動搖，不會因為小事

情而產生嫌隙、疏離。人與人之間多一分信任和信賴，這樣就會創造和諧圓滿的

道場。此外，「遵前提後」尚存有道場倫理的精神意涵，一貫道道場除了有前賢、

後學之稱呼以外，舉凡求過道的人皆稱「道親」。因為「道」而彼此能有所認識、

接觸、親近故稱之為道親。在道場之中，無論前賢、後學，凡事若都能反求諸己，

可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即可守護此同修共辦的道場倫理。不休息菩薩臨壇批訓

亦揭示： 

道場倫理當落實，前賢後學禮不移；喬木高似父之道，梓木似如子卑兮。

修道誠本倫理抱，失去倫理行道離；尊師重道當謹守，天恩不報何修齊？

師德巍巍大似天，言行合一德學習；承上啟下懷本做，真實修辦大道趨。

 
181

 道濟天尊慈示：《佛規諭錄句解．遵前提後》，頁 8。 
182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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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規禮節當嚴守，失去佛規何學習？安身立命憑如此，效聖法賢時中襲。

183 

顯然，一貫道道親在道場中，有著前賢、後學間深厚的修辦道倫理關係，這一層

關係，在在提醒身為白陽修士要落實道場倫理，「遵前提後」正是最佳的佛規所

在。因此，身為前賢者要能以身作則，才足以引導後進；而後進者，也當敬長尊

前，才能上下有序而一道同風。換言之，修辦道要以誠敬為本，承上啟下為要，

不離敬上愛下，依綱常倫理為矩度，言行合一學習天德，真修實煉依理而行，如

此才是實踐「遵前提後」之佛規。 

（二）體現忠義精神，同修共辦，齊心開創道場 

「遵前提後」的實踐之道，除了體現前文所論述的繼往開來、敬上愛下、承

上啟下、正己成人、絜矩之道等要義之外，尚具有誠敬無欺的忠義精神。以下再

加以論述之。 

誠者不自欺，辦事能夠盡忠不欺騙人、不欺天、不欺己，培養德性、智慧以

引導後學，而後學者要持有知恩、感恩、報恩之心，如此才能和衷共濟辦聖事。

在《孟子．離婁下》云：「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

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184君子之

所以異於他人者，在於這份義理之性，道德本心。因為有仁、有禮，才能懂得包

容，懂得愛人，尊重他人，這也是在莊嚴自己，涵養自己。因此，「『遵前提後』

有著普遍性的實踐意義，不僅適用於白陽普渡收圓之道場，此修行實踐也適用於

家庭關係、工作職場等，具有普遍性原則。」185《佛規十愿．遵前提後》聖訓亦

云： 

居上不驕，為下不悖；敬老尊賢，上下無怨。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

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故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上下相惜，尊卑和睦，人倫之道始盡，如此方能天道圓滿。186 

由上可知，居上位的人亦即身為長輩、上司、前賢者，要能夠不驕不傲、不仗勢

 
183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四）．開荒九則》（南投：發一崇德聖訓中心，2020 年），頁 16。 
18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頁 417。 
185

 洪淑芬：〈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初探〉講義，「109-2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

程，（2021 年 6 月 23 日），頁 10。 
186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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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人，要能夠溫恭待人，見到比自己優秀的後學要能推薦、舉出賢才，善加任用，

使其發揮才能；下位者也就是晚輩、公司下屬、身為後學者，能忠誠不二，不做

悖亂或怠忽職守之事；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上下一貫圓融。因此，遵前提後在

綱常倫理上的落實，便是尊卑和睦，上下相知相惜，如此上下無怨，人道圓滿和

諧，進而可達天道。 

就此上下人倫、君臣尊卑的關係而言，在《論語．八佾篇》中曾記載：「定公

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187

孔子的回答界定了上下之間的關係若要各正其位，國君任用臣要周全的依「禮」

而行，也就是行為態度要能夠尊讓、恭敬；臣事奉國君則是要「忠」，要盡忠職

守，盡所該盡的本分，要心口合一。這個君和臣上下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各正其

位，很容易就斷了上下間的情感關係。因此這當中有著「君臣之義」，以義而結

合，以德行為本的遵前提後之關係，換言之就是要上下皆能反求諸己，從自身要

求做起。一貫道聖訓亦有云： 

律身以禮，志雲霄貫，惡惡毋趨污下，義以至剛。……佛規守，於前提後，

以德佐，皇天無親，佑真賢郎。188 

以德服人，是治本之道、有德君子。覺者，覺行圓滿。德者，其身教必多

於言教。于孝，在家事親，出任事君，必盡忠；悌，在家恭友，出外事長，

必盡之能。……君子義以為質，禮之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189 

又不休息菩薩〈君臣有義〉慈訓： 

君親天地師恩廣，湧泉以報銘心房；臣為輔弼助前輩，任勞任怨不辭忙。

有志事成非虛講，忠義精神始終長；義以為尚德憲憲，忠恕為懷當自強。

190 

君之視臣手足似，則臣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

為人臣應止於敬，為人君當止於仁；北辰之所眾星拱，有道人君受敬欽。

博施濟眾化天下，民胞物與懷公心。己立立人達標準，己所不欲勿施人；

 
18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89。 
188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2。 
189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彰化：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2019 年），頁 227。 
19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君臣有義〉（發一崇德：香港道務中心社會界華語壇主

班），編號：fycd20140525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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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君使臣禮為本，臣子視君忠為根。君懷明德低心氣，不大聲色教乾坤。

191 

從上文足見，以德性為本的君臣之義才可以長長久久。上對下要施以仁慈之心，

依禮而行，就從嚴格要求自己開始，以身示道才可以教化他人，進而下位者也會

效法學習。為人臣則當止於敬，對國家對君上皆忠誠不二。換言之，上下之間的

關係，依德而立，依禮而行，凡事能以德服人，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這也是一

份的忠義精神。 

足見此條「遵前提後」佛規也蘊含著一份忠義精神。「遵前」代表著「忠」，

這不僅是後學對前賢之效忠師法，更是每位白陽弟子對於老祖師、師尊、師母的

聖業是否效法繼承？是否忠心耿耿、公心一片？「提後」就是「義」，這也是上對

下的提攜照顧，也是秉著仙佛的慈悲來照顧每一位道親。而聖訓中濟公活佛老師

亦云：「修道首先要誠心。」白陽修士在修辦道程上，心「誠」其意為首要。所謂

誠意者，毋自欺。一個人對於天、對於人、對於己皆能誠，也就是毋自欺，亦即

回到佛規第一條「尊敬仙佛」所說的，不欺騙自己的自性佛，也就是不欺自己的

本心。而「誠」就是「忠」就是「義」。有忠所行出來才有義，所思所行不會偏差，

才能至「中」一處。一個人若不能至中一處，不能忠，必為患，內心若沒有忠，

所行出來的便是自己的私心，私心就是「患」了，無論對於個體或群體，少了忠

義精神便有憂患，甚至帶來禍害。所以白陽修士要時時刻刻守著忠義精神來修道

行道。192不休息菩薩也慈示：忠義精神就是要從第一開始，也就是十條大愿之第

一誠心抱守以及十五佛規尊敬仙佛開始。這樣才有其規矩，不離中道才是正道，

才有純正不雜的體系，也不亂順序，如此道場才能上下一體，事情一體周知，一

以貫之，呈現一片和合之道場。193 

 
19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君臣有義〉（發一崇德：香港道務中心社會界華語壇主

班），編號：fycd20140525150001。 
19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新莊區壇主班），編號： fycd 

20210307030001。仙佛慈示：「修道首先誠心外，還要如何？講一講（……）除了『誠』就是『忠』就是

『義』，一個人失去忠，行出來的何能有『義』。因此忠心，忠，中只有一個心，寫在黑板上。忠如果是

『兩個中，稱為患』。患難的『患』，這就是一個人『若不能忠，必為患』，故修道之人，你的道心一定是

忠，行出來的也是忠，明白了『忠』的意義，所思所行才不偏，如果你的內心沒有一個忠，你所行出來

便是自己的私心，私心便是成『患』，『禍於國，殃於民』，故修道之人，時時刻刻一定要守著『忠義』去

修道行道，懂嗎（懂）。」 
19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香港道務中心社會界國粵語壇主班），編號：

fycd20180408150001。仙佛慈示：「忠於上天乃重點，十五佛規第一條是什麼（尊敬仙佛）這清楚嗎？十條

大愿第一條是什麼（誠心抱守）這皆明白嗎？第一第一要記清楚，忠義精神從這裡開始，接著下去有其

規有其矩，不離中道方為正道，方有正統不亂順序，則道場上下一體，一體周知，一以貫之，呈和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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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息菩薩又云： 

真誠學道貴以專，不恥下問懷卑謙；至誠修道修心性，覺悟明根返本源。

篤誠講道入性理，化愚為賢彼岸還；精誠辦道守正見，天理良心時刻懸。

赤誠行道守真性，返樸歸真樂陶然；忠誠尊師敬天命，鞠躬盡瘁助道盤。

竭誠重道勤修煉，立志立品立功端；明誠承上與啟下，遵前提後作標杆。

虔誠報恩歡喜作，無為而為渡坤乾；熱誠了愿甘願受，無私無我辦道堅。

坦誠待人新民作，博施濟眾慈心田；實誠辦道有條理，活潑玲瓏變通權。

194 

由此可見佛規「遵前提後」彰顯了不休息菩薩睿智所提倡的「集體領導、整體帶

動」的「忠義精神」，在在提醒白陽修士要能夠實踐此「真誠、至誠、篤誠、精

誠、赤誠、忠誠、竭誠、明誠、虔誠、熱誠、坦誠、實誠」的忠義精神。一貫道

聖訓又云： 

遵前提後治私心，上下和睦治分歧；修身煉性治無明，戒慎恐懼治偏執。

195 

遵前提後無私念，行修無悔在言談；同修互信互諒敬，感謝天恩師德寬。

196 

「遵前提後」的修持實踐，也在於修治個人的偏執私心，人人各自端身心言行，

使上下和睦，同心開創道務；左右同德，珍惜修辦因緣，這也是前文所說的敬上

愛下不逾越的展現。足見，在絜矩之道的推己及人的精神中，「遵前提後」彰顯著

承上啟下、敬上愛下；尊師重道、繼往開來之意義。修辦道的團隊裡，有前賢也

有後學，老中青少、人才俱全，道務才會發展，凡事存著一份感恩、恭敬的心來

對待每一個人，互相幫忙、彼此提攜。修道是不能營私結黨的，倘若分黨派，你

我對待，如何成就一個道場。所以白陽弟子人人要同心協力，以公心、無私念，

才能開創一個宏觀的大道場。而此大道場的開創不是一個人開創出來，是有著眾

 
場。」 
19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主敬存誠〉（發一崇德：苗栗道場社會界國語人才精進

班），編號：fycd20171015050001。 
19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修道治要〉（發一崇德：雅加達道場壇主班），編號：

fycd20190517140204。 
19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結緣訓〉（發一崇德：高雄道場暨全體點傳師、道親及家屬與故張淰

點傳師結緣訓），編號：fycd200312070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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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前賢、後學，心手相連的白陽修士，以前仆後繼的決心，赴湯蹈火的毅力，才

可以開創出來197，可見一個道場的開創在於團結力，維繫上下和諧之關係才能開

創。南屏濟顛〈護持〉慈示： 

護持道場團結度，和衷共濟駕慈艇；佛規禮節標準化，遵前提後向心同。

198 

道濟和尚又云： 

發揮才能覺後者，遵前提後心手連；眾志成城化困厄，突破難關易掌翻。

逆來順受知真意，火中栽蓮芳馨傳；筍因落籜方成竹，金經百煉實非凡。

199 

不休息菩薩慈示： 

開創精神以身顯，更要體制達完全；成熟道場再精進，微理細節標準兼。

佛規禮節更看重，承上啟下德不偏；尊師重道不能忘，遵前提後固根源。

200 

可見「遵前提後」的落實，正是凝聚前賢、後學間同心同德、攜手團結的力量所

在。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突破修辦道可能發生的障礙。不休息菩薩也說：「同心才

可以辦好事情，同德才可以渡化眾生。」201道場體制的健全，仰賴人的運作，倫

常秩序就顯得格外重要，所以佛規禮節不可輕忽，不能忘記要尊師重道。處處秉

著大公無私之心，提攜後進，同步走齊步行，可以讓道場生生不息，傳承下去。 

綜上所述，在此白陽應運、大開普渡的時代，「遵前提後」不僅展現於日常生

活上之絜矩之道，更彰顯其作為道場倫理的樞要，體現其作為敬上愛下、承上啟

下的和諧關係；凝聚著前賢、後學間，同心同德、心手相連的修辦原動力；同時

也蘊含著對上天、對道場、對前賢的忠義精神；也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再就實

 
197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三）》，頁 424：「道場不是一個人開創出來，是有著你們前仆後繼的

決心、赴湯蹈火的毅力，才可以開創。對嗎？（對），然而，日後你們要心手相連，心與我一起，懂嗎？」 
19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護持〉（發一崇德：亞羅士打道場人才精進班），編號：

fycd20180928110101。 
19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代天〉（發一崇德：苗栗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

班），編號：fycd20050924050001。 
20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吉隆坡道場社會界華語壇主講師班），編號：

fycd20180520100199。 
201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三）》，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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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層面而言，身為後學者，低心下氣學習道場一切事；身為前賢者當要耐心、循

序漸進引導後學。可見「遵前提後」在白陽修辦道場中，是緊繫道場和諧、開展

及倫理價值的重要規章，唯有如此，才能確保上下的團結共生，繼往開來，202推

擴為大同世界。誠如不休息菩薩也說：「『同體共生，和諧共事，合作共進，和平

共榮』，全力傳揚道之宗旨，以落實世界大同。」203 

二、第三條：齊莊中正 

由前述第二條佛規「遵前提後」足以看出在白陽修辦道場中，對於上天、道

場，前賢，後學之間實踐絜矩之道、守忠盡義精神、同心同德以達齊心開創道場

的內涵。承接第二條佛規而來，更進一步探究，要達「齊心開創」道場的首要條

件，則是人人要能遵守佛規第三條「齊莊中正」，佛規「齊莊中正」有著白陽修道

弟子要謹慎，心存正理，心正身修而達正確行持才能己立立人、立身行道之意涵。

因此，本節將探索「齊莊中正」四個字的定義，闡述其實踐要義，並揭示「齊莊

中正」所蘊含的「三清四正」之規戒意涵。 

（一）內外清淨，慎獨無欺，誠中形外 

齊莊中正之「齊」字讀音「齋」，古文中「齋」有二義：一是「戒」，就《說

文解字．示部》的詮釋：「齋，戒，潔也。」204齋是為「戒」，用以潔明身心，以

示誠敬。意思就是在奉祀之前，透過「戒」，使身心明潔而端正，祭祀時才有誠敬

可言。所以在《論語．鄉黨》云：「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205孔子齋莊沐浴，一定要用布做的浴衣。齋戒時，一定要改變日常之飲食，改變

坐處，以示恭敬。可以看出孔子在祭祀之前，這份誠心由內展現在外，乃至於對

食、衣、坐、臥，都敬謹面對，以示最大之恭敬。朱熹也云：「齊，之為言齊也，

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

於此。」206可見，「齋」的另一層意義為「齊」，使不整齊變得整齊，讓思亂不齊

的念律、思維俾使整齊，透過「齊」的功夫讓我們心靈紛亂不齊達存一無雜念，

心才能端正誠敬。濟公活佛降壇亦云：「『齊』字是整齊劃一、齋莊中正、齊心勠

 
202

 洪淑芬：〈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初探〉講義，頁 10。 
203

 不休息菩薩：《不休息菩薩慈示訓（一）．道務中心》（南投：發一崇德聖訓中心，2020 年），頁 44。 
20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年），頁 3。 
20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62。 
20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29：「子之所慎：齊，戰，疾」。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

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

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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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是要同修共同攜手，同修共辦，一起邁向世界大同。」207對於齊莊中正四字

的定義《南屏家風聖訓簡註》一書云： 

齋者，心純一無雜念也；莊者，莊而端肅，心無跛倚；中者，中而不偏，

心無私欲之意；正者，正而不邪，心無邪念之意也。208 

《佛規諭錄．齊莊中正》南屏道濟也慈示： 

齊者齋也戒自己，嚴省其行謂之莊；中者唯之而不阿，不直不屈正義揚。

209 

《南屏家風．齊莊中正》南屏濟公降壇垂訓又云： 

齋者戒律掃貪妄，潔身自好弗張狂；莊敬自立弗放蕩，守正不阿作棟樑。

中庸之道今崇尚，執其兩端去左旁；正知正見行恰當，迴光返照識真常。

210 

足見齊莊中正是要從內心「戒」，要掃除貪念、妄想，清淨無染著，行為莊嚴、莊

重、莊敬，守正道，本乎中道而不失禮，持正心正念、正知正見，反省自己，以

道心、真主人自性佛做主，真知真行展現出修道者的浩然正氣。不是只有外在行

為舉止端莊之功夫而已，同時內在心性也要光明潔淨、清靜無雜也才是真正的齊

莊中正。在《回天的導航．齊莊中正》仙佛白話訓更進一步明示： 

光修外表，不修內德，讓眼、耳、鼻、舌、身、意，沾滿了灰塵，這時你

著再乾淨，外表再端莊，都不能算是真正的「齊莊中正」。所以，「齊莊中

正」不止是頭髮整齊，衣服端莊，外表莊嚴；而是要你內心莊重，眼、耳、

鼻、舌、身、意，也全要莊重。換句話說，你能做到內心全無雜思雜念，

莊重自持，那才是真正的「齊莊中正。」211 

 
20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如一〉（發一崇德：菲律賓道務中心社會界菲語壇主班），

編號：fycd20140622189903。濟公活佛慈示：「徒兒心中深植感謝，遇到不如意，除了抱怨，有何意處？何

不想想『感謝一切好安排，讓自己看清缺點、改過失，更上層樓，更加進步！』如此，心境自然離聖賢

不遠。問問在場眾徒兒，皆屬何壇？ 否知自己之根本？如是齊德之壇主，是否想過齊德二字是上天賜予

徒兒什麼啟示？整齊劃一、齋莊中正、齊心勠力。這個「齊」字是要同修共攜手，同修共辦，一起邁向

世界大同。」 
208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聖訓簡註》（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頁 43。 
209 

南屏道濟慈示：《佛規諭錄句解．齊莊中正》，頁 10。 
210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30-31。 
211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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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齊莊中正是要內外清淨，省察內外，於內則須持守光明之本性，本乎

天心、道心，真性做主，才能將端莊的行為體現於外，是內外等持不可以偏頗。

就內心的潔淨、清淨而言，猶如古代祭祀鬼神那般「心不苟慮，手足不苟動」的

誠敬之心與恭恭敬敬之態度，正是《禮記．大學》一書所記載：「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212誠者無

欺，不自欺自己本心之明，保守最初一念的光明。《四書補註備旨新編》一書記

載：「獨處時、接人時、初發念時、正應事時，俱有獨知。」213這個「獨」就是真

心也是良知、天性，也是我們的自性佛，這亦即是第一條佛規所論內容之真諦。

伏魔大帝慈示： 

關聖帝君伏魔真經，一炷心香上告天庭；齋莊中正純然清淨，無私雜念意

誠顯靈。二目守玄真人佛性，敬天禮神善心服膺；手提合仝子亥懷抱，精

忠貫日一片丹心。214 

可見由內心的無私雜念、純然清淨中存養靈明的心性，才是真正的展現出忠誠之

心，忠誠至極才可以應天應人應萬物。聖訓《佛規十愿．齊莊中正》本訓云：「儒

爵證，凡人修，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215一貫道白陽弟子又該如何實

踐慎獨？以達具體實現齊莊中正。一貫道聖訓〈慎獨篇〉關於君子慎獨工夫云： 

修道愈修工夫深，必由慎獨入手；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宗聖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故君子，念茲在茲，慎心物於隱

微，遏意惡於動機，於二六時中，克念作聖，牢拴意馬念無生。216 

慎獨者，於內則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於外則不使不仁者

加乎其身，時刻潔身自好，齋莊中正。如此者，必能誠於中形於外，念念

毋欺，以誠其意，故君子必慎其獨也。217 

「慎獨」之工夫，無外乎於外、於內時刻都要念念標準，而沒有自欺良知，使內

 
21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 10。 
213

 （明）鄧林著、（清）杜定基增訂、（清）郝文友重校、光慧文化新編：《四書補註備旨新編．大學》，

頁 71。 
21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壇主班），編號：

fycd20210314040205。 
215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5。 
21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慎獨篇〉（發一崇德：臺中學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班），

編號：fycd20171014040205。 
21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慎獨篇〉，編號：fycd20171014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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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無雜念之至誠自然展現於外，具體的把本性之常德擴充出來。簡單說就是要時

時抱守於自己的心田、念頭之間存有虔誠之意念，也就是意念要誠實，掌握自己

的心念，於起心動念中，都要不思善、不思惡的展現在外則達佛規齊莊中正。 

活佛師尊亦臨壇慈示〈慎獨功夫〉一訓云：「獨，養德而不孤，因自律自修自

省，自知自效生自信，自強自覺自如臻，此亦是君子慎獨之功夫。誠意正心，識

得本來面目，頓教不二法門，內外合一之道，順合自然見性明心。佛經云：『佛在

靈山莫遠求 靈山只在汝心頭。』心頭者，即心動之先。活活潑潑，清清靜靜；無

罣無礙，無恐無怖之時，求之歸真。是故慎獨在正己，己正而後發；修己而後安

人，己立而後立人，己達而後達人，君子任，自重自尊，安能不慎。」218可見，

身為白陽弟子要誠意正心，落實「慎獨功夫」才可以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

所以濟公活佛云： 

明道明理明德也，新民親親品格端；誠意正心修其身，齋莊中正立人前。

聖哲典範精神法，惕勵自己更滿圓；體得上天慈意甚，方能四海渡有緣。

人生短短數十載，曇花一現現人間；活出生命之豪氣，無名亦是立地天。

萬事能順於天命，定然處處天君安；隨緣隨份於當下，無憂無愁樂無邊。

219 

仙佛聖訓《佛規十愿．齊莊中正》訓中訓又云： 

天地有常，不知常妄作凶，是以君子修己以敬，立人之模範，世之儀表。

齊明盛服，端肅真儒氣象；莊重自持，涵養平和氣韻；中耿清流，立不敗

之地；正大光明，與天地合其道德。220 

由此觀之，白陽修士唯有自身要能承其聖賢之志，克己復禮，行仁取義，自己齊

莊中正方能立足人前，而足以帶動教化蒼生百姓或整個白陽道場。又不休息菩薩

云：「『莊嚴』是從內心而外的，從自己進而推至全世界，乃至全人類……是由一

點一滴的戒、定、慧，一點一滴的佛規禮節落實，累積久了才成為『莊嚴』二字。」

221因此，齊莊中正的行持在於以恭敬之心，莊嚴之態度，恭敬自己、端正自己，

 
21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慎獨功夫〉（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性

進修班），編號：fycd20080426030405。 
21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彰化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70715020501。 
22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4。 
221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二〇年發一崇德臺灣壇主班聖訓彙編》（南投：發一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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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由內而外，誠於中、形於外，故莊齊中正乃有內外圓滿之意。身為一貫道弟

子，要端正自己，遵循正理，禮教要嚴謹不可捨棄，外在之儀容與內在心性並持

齊明，理禮合一，內外一致，方是齊莊中正的具體展現。 

（二）不偏不倚達四正，身心言行一如 

由前述所論可知齊莊中正的意涵包括內外兩個層面，身心言行都不能離開佛

規「齊莊中正」，也就是要身心言行都要達一如，那又要如何讓內在達光明本性

進而展現於外在使之莊嚴威儀？《大學》所謂的修身在正其心者，意思就是正心

為修身養性的首要功夫。一貫道祖師王十五代祖在《談真錄》對「正心」所論述

之為「『道心』常得作主，『人心』不能用事；將心與道合，道與心契；心之所在，

皆道之所在；道之所在，皆心之所通。道能豎通三界，凡三界之事，心即無不明

焉！此即所謂『正心』；此即所謂「存心」，而後「明心」也。222顯然凡事要以道

心、天心為主導，自然能達其四正，也正是白陽修士所必須遵守佛規範疇當中的

三清四正之戒律，身正、心正、言正、行正統稱「四正」。「齊莊中正」聖訓中也

提及，要秉持公除滅妄想、執著，要躬行實踐三清四正223，不僅如此還要實心懺

悔持守戒律224。順應白陽大開文運，道降庶民之天時道運時期，白陽修士要能時

時不忘正心修身，將其四正落實而彰顯道模樣。 

就齊莊中正之「中正」來看，不偏不倚之謂「中」，就此論點於前面佛規第二

條所論述「誠」就是「忠」就是「義」。有忠所行出來才有義，所思所行不會偏

差，才能至「中」一處是同樣意思。在仙佛聖訓太子爺云：「致知格心物，閑邪存

其誠；中道不偏倚，參贊化育生；和而清流勁，滌慮日日新。」225可以看出「中」

存其誠，進而是《大學》格致誠正與修齊治平以及《中庸》致中和之功夫，「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226中即是大根大本，也是我們人

人本自具足，所以要能守中抱一，才能讓自己的言行舉止合乎禮以達齊莊中正。

仙佛聖訓云： 

 
德聖訓中心，2021 年），頁 298：「『莊嚴』，我今天跟你們講講『莊嚴』。『莊嚴』是從內心而外的，從自己

進而推至全世界，乃至全人類。『莊嚴』，大家都知道菩薩法像莊嚴，為什麼可以莊嚴？就是一點一滴的

戒、定、慧，一點一滴的佛規禮節落實，久了，累積才成為『莊嚴』二字。」 
222

 （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註釋：《談真錄新註》，頁 18。 
22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5：「著力點，有為作，持公妄想滅，三清四正公身持。」 
224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31。 
225

 聖賢仙佛齊著：《十六字心法妙訓》（臺北：德慧雜誌社，2002 年），頁 88。 
22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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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而窮理，盡心盡性更上層；時時迴光而自省，齋莊中正作賢童。

行有不得求於己，推己及人含巽容；修道之輩立模範，不偏不倚合中庸。

227 

末後考核實嚴峻，稍有放鬆墜深淵；己立立人臻至善，正己成人博愛兼。

師望徒兒自信有，冰肌玉骨慧性圓；修至八風吹不動，亦能穩坐紫金蓮。

從善如流明本面，齋莊中正無倚偏；洗心滌慮於時刻，反身而成樂無邊。

師囑徒兒各向善，聖域賢關齊步攀；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志在成聖賢。

228 

足見，不偏不倚達四正是要從由自身格物致知，迴光返照來做起，而且自己心性

修養的功夫要做到《大學》所提及知止、定、靜、安、慮、得的五步功夫。亦是

《六祖壇經》經文所云：「一相三昧、一行三昧」229外不被境界所牽引，內不為心

意識所干擾，如此方能達內外動靜一如，己立立人、正己成人。蓋齊莊中正離不

開前面所述佛規第一條與第二條，因此濟公活佛又云： 

壇主講師為模範，齋莊中正無倚偏；尊師重道為首要，飲水當知思其源。

主敬存誠天事辦，一點真心許上天；遵規蹈矩禮節有，不輕自己之前賢。

敬前提後大肚量，妄自尊大墜深淵；充實道學學不厭，好古敏求智慧添。

230 

白陽修士為修道之君子，必然要有其君子之德，以真心、真知、真修、真行，「居

以致其敬，學以致其德，修以致其道，講以致其理，辦以致其誠，行以致其和，

愛樂隨喜，不陵下；不援上，就有道而行之焉。」231遵守道場佛規，敏而好學，

展現仁德君子之風範，將齊莊中正力行在學、修、講，辦、行上並充實內德，對

道場有所助益，以身作則如此也展現齊莊中正的具體內涵。 

舉凡修行者要能達賢關聖域一切的心與行，都是離不開「齊莊中正」，身心

 
22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學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41218030104。 
22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敦品崇禮〉 （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

性進修班），編號：fycd20160528030405。 
229

 （唐）六祖惠能：《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南投：財團法人光慧文教基金會，2002 年），頁 101。 
23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揚帆啟航〉（發一崇德：高雄道場社會界壇主講師班），

編號：fycd20130303060001。 
23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國語壇主班），編號：

fycd202007180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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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中而不偏；言行必正而不邪。仙佛聖訓《五福書籤》一篇聖訓〈中正〉之訓中

訓云：「無邪念，無分彼。起動大愛，志強健，可除魔斬棘。圓明者，將愿許，當

內外，雙修習。滿足喜願，回饋，大地有愛，光熙。」232修行者是要思無邪，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更不分彼論此，發揮菩薩之慈悲心，行事圓融無

礙。仙佛聖訓也勉勵白陽修士要能身心言行一如行齊莊中正： 

修行之路心坦蕩，掃除虛妄順自然；齋莊中正身端正，以身示道代傳宣。

講德論性不離理，依循真理言行連；以身作則己反省，問心無愧意恭謙。

人一己百不厭倦，學習成長趁佳年；言正行正明真諦，莫要迷糊轉輪圈。

道德仁義實體會，二六時中不離焉；拳拳服膺道可貴，恥言過行定改焉。

233 

五倫植根憑本，君子培育，故園重整綻新芽，足啟後智悲愿發。勸勿鬆懈

半途廢，人生里程握住，睿眼如鷹鉅細察，落幕知歸識先機，成竹在胸謙

沖牧，般若常照滌幻妄，宜解吉兇非外致，齋莊中正言行奉，久必晶瑩。

234 

足之，齊莊中正亦代天宣化的一種體現，具體展現要根於心，心要純然道心，天

心，這是根源也是所謂的心正；身則是從己身作起，人道盡才能合乎天道；說出

來的話就是要正向，只論真理，只談善言美語，要戒除惡口、妄言、綺語、兩舌；

行為上端正、端莊，若能遵守俾使自身光明之本性靈明透徹而達晶瑩剔透。 

在《論語．顏淵》篇中，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235孔子這種溫而立，威而不猛的待人處

世之道，也是一份的齊莊中正。於一貫道道場中，最具有「齊莊中正」的現代典

範則為發一崇德領導前人不休息菩薩。陸校長慈悲：「不休息菩薩，一輩子清清

淨淨。」又說：「祂老不露凡夫相。」「沒事時，內心清清淨淨；有事時，一心構

思如何鴻宏展道務。」祂老敬天愛人，曾自我表示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放

鬆過我自己。」這是聖潔與嚴謹的融合，乃「齊莊中正」最佳的寫照。236由此可

 
232

 聖賢仙佛齊著：《五福書籤．中正》（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頁 78。 
23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桃園道場行德班人才精進班），編號：

fycd20190921380301。 
23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發一崇德：苗栗道場全省學界三

天法會），編號：fycd19940403050001。 
23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83。 
236

 參洪淑芬：〈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初探〉講義，「108-1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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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佛規齊莊中正是可以從自己心性下功夫，自然而然會由內而外顯，展現出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氣息。 

三天主考云：「心之慎獨止於仁，勤觀自在日日新；身之慎獨止於義，守戒定

慧念恪遵；言之慎獨止於禮，言思忠也色思溫；行之慎獨止於智，明辨篤行善惡

分。」237足知透過慎獨功夫後，以戒慎嚴持態度進而發揮四端之心以達事物臻圓

滿。身為一貫道弟子內外都要齊莊中正，言行舉止都要合乎中道，將道化身於人

間，所以仙佛聖訓勉勵白陽修道者需「內心齊而戒之，不亂不患，外形莊嚴而中

正，誠於中形於外，認清真理，堅心定志，實地去做，不可受世俗之迷惑，迷真

逐妄，輕易的動搖心志。人無齊而不清，人無莊而身不為，人無中而行偏倚，人

無正而做事顛倒，故齊莊中正，亦可為世人修身之本。」238白陽修士具體作為就

是要表裡如一，一舉一動要能與道同行、以身教感化眾人才是發揮佛規齊莊中正

的實踐要義。 

第三節、「循規蹈矩」、「責任負起」之探析 

就前述探討可知第一條「尊敬仙佛」、第二條「遵前提後」、第三條「齊莊中

正」等三條佛規所體現之真義與該當如何來奉持與實踐之道。至於第四條「循規

蹈矩」、第五條「責任負起」，這兩條佛規也皆含有體用合一、內外一如之圓滿內

涵，以下繼續逐一探討第四條「循規蹈矩」、第五條「責任負起」佛規之實質內涵

是為如何？ 

一、第四條：循規蹈矩 

就上述第三條佛規之探析，得知白陽弟子要確實做到慎獨毋欺、不偏不倚、

內外敬淨靜，才是真正體現了「齊莊中正」的真實義。慎獨之意，乃在於任何處

所、一切時間，即使是暗處之際，依然以自性真主人當家，依然效法聖賢腳步而

不隨著世俗同流合污。在此基礎下自然能謹慎自己而做好自己該做的本分，而佛

規「循規蹈矩」正是體現著白陽修道弟子在做事情時候，要不偏倚，行為上要自

我檢點不犯規矩並且能依循真理而前進。那麼，「循規蹈矩」的基本意義為何？

其實踐要義又當如何？更進一步要實踐的重點是如何呢？又要如何實踐呢？以

 
課程，（2019 年 1 月 9 日），頁 16。 
23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慎獨〉，編號：fycd20160312030300。 
238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臺北：明德出版社，2014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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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逐一進行探討。 

（一）循守佛規，素位而行，邁向聖路 

關於何謂「循規」以及何謂「蹈矩」之基本意涵，在《回天的導航．循規蹈

矩》聖訓中有著明確的指示云：「所謂循規，就是循著應守的佛規去做；所謂蹈

矩，就是每個人能夠素位而行，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踏踏實實去走。」239  足見

「循規」的意義也是依理而行，故「規矩」除了是具體的「佛規」之外，也是內

在「理」、「中」、「道心」、「正道」的擴充與遵守。而「蹈矩」，在於素位而行，俾

使品行端正，不偏不倚，並且在恆誠無間的修辦實踐中，對準正確的達本還源之

目標而前進，所以「循規」也是確立由凡入聖之方針，邁向成聖成佛之路徑。因

此，白陽修士在大道場中學習修道、辦道，首要基本規矩就是遵守佛規，因為這

是成佛之道、回天之準則。那又要如何具體實踐遵守此佛規呢？《回天的導航》

聖訓有云：「每個人素位而行，就是『循規蹈矩』的基本條件。」240一貫道道場中

每位白陽修士皆有自己的天職241與使命，不論自己的天職為何？都是替上天辦事

的辦事人員，故要把自己的定位認識清楚，完成自己的職責，這既是在莊嚴自己

的天職，亦是關係著千萬眾生的慧命，更是關係到每位白陽修士是否能幫助老祖

師、師尊、師母完成白陽末後這一場普渡收圓之大事，換言之，能素位而行，則

可正己成人。濟公活佛慈示：「『素位而行盡其職』，不為了什麼，只為道場能夠蓬

勃發展，只為天恩能夠永流傳，只為天下眾生能夠一同登彼岸，脫離六道返故鄉。」

242 

對於素位而行，在《論語．泰伯》篇中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243

孔子勸戒世人不要僭越其位，換言之就是，不擔當這個職務就不要去侵犯這職務

的事情，只要專心致力於自己應當做的本分，盡其職責，不干預他人之職責。「循

規蹈矩」是素位而行、恪盡本分之意。此外，「循規蹈矩」，也是遵守修辦道的規

矩、禮節，以成就規圓矩方之目的。《佛規十愿．循規蹈矩》聖訓訓中訓云： 

 
239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52。 
240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頁 52：「那你不照規矩來做，會可能成仙、成佛、乘聖

嗎？而平日你不肯素位而行，那你有可能會成仙、成佛、成聖嗎？所以每個人素位而行，是『循規蹈矩』

的最基本條件。」 
241

 天職：上天所交付的職責。一貫道場有點傳師、講師、講員、壇主、副壇主等等都是替上天辦事情的，

故乃有天職之稱。 
242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七、二〇一八年德字班人才精進班聖訓彙編（一）》

（南投：發一崇德聖訓中心，2021 年），頁 116 
24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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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人無規矩則自取其辱，事無規矩則治

絲而棼。欲匡危世教，達撥亂反正之功效，惟務先修德養氣，德教於民，

使眾生有所依循，氣養浩然，仁義充塞，使心志有所定向。244 

規矩就像在指引我們邁向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規矩方圓如此，人倫綱常也是如

此；依理而進，依道而行，才會至中至正，正直不偏。《中庸》云：「君子素其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陵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245《白陽四書．論語聖訓》又云：「素其本位，合其本分。」

246足見，居其位而道行於其中，是素位而行。蓋人所處之位不同，莫不各有當盡

之道，本分之內，其道不可不盡，也唯有恪盡本分之道，人道才能圓滿。在上不

驕傲，在下不悖，依循仁義道德處世，俾使萬事萬物有所定向不紊亂，成就世間

的道德秩序。以下之聖訓，仙佛也勸勉白陽修士，「循規蹈矩」的實踐在於遵守綱

紀，不可以有偏差，而入佛門則是要莊重自持，不可顛倒錯亂。聖訓的內容為： 

循規蹈矩莫紊亂，至誠外表感佛仙；精神各振真誠現，切莫萎靡振作焉。

247 

人人佛前皆平等，各修各得天恩沾；循規蹈矩勿紊亂，若畏四鄰冬涉川。

戰兢惕勵言行舉，報事靈童清楚觀；末後考核實嚴峻，稍有放鬆墜深淵。

248 

謹守佛規勿紊亂，勿使時間虛過遷；循規蹈矩為圭臬，聆聽慈音勿敷衍。

249 

因此，循規蹈矩也可以說是白陽修士在修辦道程上的一個準繩，乃要必恭必敬謹

慎的遵守，要好好切實遵循才不致於犯下罪、過、錯。南屏濟顛在《南屏家風》

中〈循規蹈矩〉之訓文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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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6。 
24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31。 
246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二）》，頁 157。 
24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社會界國語三天法會），編號：fycd 

19711228010103。 
24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60528030405。 
24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RUN〉（發一崇德：高雄道場社會界三天率性進修班），

編號：fycd198407150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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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規蹈矩行依理……。循規比之方針握，言行舉止服膺拳；蹈矩則云行素

位，慎始敬終隱微間。求木之長根本固，欲流遠則深其源；根不固莫求木

長，源不深勿望流遠。夫循規者行不紊，知蹈矩者品性端；凡為白陽之修

士，依此修行皆非凡。天無規律四時亂，冬炎夏寒顛倒顛；日月星辰若離

軌，災及其世禍難免。地無規則理何在，無理何以載山川；行海航空有路

線，不循正道怎平安？……循規蹈矩可達源。250 

由此可知，上天造化萬事萬物皆有一定的法則，而人承天而降生，若沒有依循此

法則與軌道，必定會顛倒錯亂，毫無章法。而國家也有其政令與制度，用以維繫

社會的安定，同樣的一貫道道場也有其制度、規矩所在。如果道場沒有訂定佛規，

又有何秩序和條理可言呢？所以佛規「循規蹈矩」的實踐之道，首在於掌握具體

的方針，確立根本。有了正確的方向之後，依循此正道、正法，按部就班而實踐，

終得以成就真正的白陽賢士。例如：下大雨了，然而輪到自身該前往佛堂獻香，

就應當依循排班時間表實踐，不能因為下大雨而以活潑應事為由，就沒有前往獻

香。所以，立定腳步，質直而好義，不懈怠、不怠慢，自始至終，依道而行，不

半途而廢，終究能超凡入聖，成就內聖外王，邁向聖路進而達本還源。 

（二）不違天性，唯道是從，依理而行 

在上述得知，循規蹈矩的基本條件是素位而行，此部分所論述偏就外在的行

為規範而言，至於本小節，則針對素位而行與內在心性之實踐作進一步的探討。

對於前述《中庸》的「素位而行」，朱熹注云：「君子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

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251 依自己所處的地位而行事，盡自己的本分，細心

體悟，照著自己本心，堅守良知良能而行。足知，佛規不只是外在佛規禮儀的遵

循，內在良心亦是自性佛規，白陽真修士要懷抱本來的真性，不離根本，內外都

要合一，才有真正的腳踏實地，修出高貴美德，進而得受天人之肯定。濟公活佛

降壇垂訓也云： 

抱道宗旨佛光揚，濟人歸覺奔仙鄉；參透世事非凡樣，知其先後不著慌。

本末終始不紊亂，循規蹈矩覺真常。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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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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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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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社會界台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70812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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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屏道濟又云： 

人之根本不敢忘，循規蹈矩悟真常；修道修心勿困綁，名利貪圖失針方。

唯有修改己毛病，脾氣全無真棟樑；借事煉心知本末，勿要捨本逐末張。

253 

在這道降庶民的白陽時代，對於自己的職責使命，當持之以恆，抱道奉行，於報

恩了愿中，要能掌握其本末、終始，才不散亂無進道之秩序，所以素位而行更是

不違逆自我的真常覺性，藉由人、事、物的磨煉回歸原本純真的天性，善良天真

才能顯現真常。足知，循規蹈矩也是要遵照內在良心來辦事，遵守佛規不是只有

所見的外在之規範，還有不違反自心的天理良知；內在的佛規才是真正的佛規所

在，所以仙佛也期許白陽修士還要問問自己：是否也遵照「『心中佛堂』的佛規來

做事，而此心中的佛堂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自具有的良心』，良心就是

佛規。」254在《回天的導航．循規蹈矩》「仙佛白話訓」中，仙佛對內在佛規有著

明確的慈示，內容如下： 

修道修行非看外表，要看內在，外在的佛規固然要遵守，但心中的佛規更

要去留意，時常擦拭心中的佛燈，不讓自己違背天良，才是真正的「循規

蹈矩」。255 

顯然不違背天性、率性而為，也是真正的遵守循規蹈矩之佛規。所以，內在的佛

規、外在的佛規都不能偏廢，兩者兼具，這是內聖外王並進之修持功夫，濟公活

佛也有慈示云： 

內修培德外功顯，點點滴滴天恩垂；循規蹈矩方寸握，達本善實大道推。

從之人道盡而用，完全圓滿更相為；處事之間道之重，秤錘之間功過別。

256 

由此可知，秉著良知良能，正心不二，善用它讓自身的性命大道彰顯在日用尋常

 
25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國台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71021040204。 
25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53：「『循規蹈矩』並不是指遵守外在的

佛規就好，你們還得問問自己，有沒有時時刻刻也遵照著『心中佛堂』的佛規來做事？什麼是心中佛堂

的佛規呢？那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自具有的良心』。你得問問自己：做人做事有憑良心嗎？有

照著良心佛規去做嗎？待人真誠嗎？慈悲嗎？你的良心就是佛規！」 
255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53。 
25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臺南道場國語越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30323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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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可見，一貫道弟子彰顯外功更要涵養內德，不失本位，各歸其位，拳拳服

膺在此「位」，對準內在的「性理」、「中」、「道」，處事之間用道心，才可稱達止

於「至善」成就圓滿德性。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佛規「循規蹈矩」除了不違背天性以外，也是不出其位。

關於君子的「思不出其位」之意涵，《周易．艮卦》記載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257君子若能知道抑止邪欲之道理，實踐閑邪存誠之工夫，那麼所思所慮都不敢逾

越天性之本位，凡事知止，知止於正道，止於人倫天性之本分，止於大中至正之

道心。「思不出其位」比起「素位而行」更是進一層的自我警惕，克己、律己的深

切功夫，換言之，連起心動念也都要守本、守份，不離天性本位。那要如何讓思

想、念頭都能如此守中，守正呢？就是要從《論語》當中孔子回答弟子顏回的「四

勿」，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來做起。外在的六根在接觸六

塵後，俾使之不產生六識，讓念頭、思想都能歸於「正」，除前述第三條佛規中所

論之不偏不倚以達「四正」的部分外，更要以正心、正念除掉旁騖才可以。對此，

一貫道聖訓中，有濟公活佛的慈示如下： 

正心念去左旁循規蹈矩，守天德奉師命辦道助幫；體察著下情等好自策方，

悟本體而推用學而致廣；化三千有感應由己一念，安守著己本份莫再思量。

258 

足見由良知良能發用，正心念以去左旁，守天德而修辦道，悟本體以擴充之，都

是循規蹈矩之工夫。換言之，佛規禮節要確實做好，念頭不可以有偏執，要有正

思惟，凡事要上情下達，安分守己本位，不存私心，好好幫助老祖師、師尊、師

母幫辦這末後一場，以道為依歸，唯道是從，若能持用正心、正念，則是對準循

規蹈矩最好的實踐路徑。 

至於在《論語．里仁》篇當中，孔子亦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259聖人也教導世人，面對任何事情的時候，不能夠有「適、莫」

的態度。反之，面對天下事要以「心無私而當於理」的態度來面對處理。《佛規十

愿．循規蹈矩》聖訓亦記載：「恪醒天良，知禮而和，端容溫穆，三清履四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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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頁 553。 
25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桃園區壇主班），編號： fycd 

20130324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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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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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明方向，效儒聖堯典之，進正直不陷我執。」260在在說明白陽修士要謹守天理

良心，通曉禮儀，遵守佛規，行為達三清才可能以身示道的殊勝；行為達四正才

可彰顯道的尊貴。循規蹈矩，端正自己，效法聖賢的典範，才能使其心志、言行

舉止合乎中庸之道而不恣意妄行。「活佛師尊說：『不明理，焉修道？』要修道，

必先知道；知道必先究理，理路清楚，有路可循，自然順理成道。」261可見循規

蹈矩要依理而行。對於如何奉持循規蹈矩，一貫道聖訓又云： 

言行相顧勿錯偏，循規蹈矩依理進。262 

南屏道濟又云： 

修心培德功夫下，自然一切不慌張；循規蹈矩按理進，奉道真行行綱常。

修道修心三心去，掃其四相去左旁；真人做主懷仁尚，上善若水扶世匡。

道大理微按步做，一切法度行日常；同心同德抱道進，知行合一大道昌；

至誠無為天必助，慈悲喜捨化迷茫。真假從中智慧判，真道考驗分明詳。

263 

足知循規蹈矩是依理而行，凡事按部就班，重在從心性上真下功夫，不被氣稟所

拘，物欲所蔽。以道心、仁心作主，切確行綱常倫理，言行要一致並合乎天理，

這才是真正修聖賢之道。自古聖賢仙佛的真理是恆常不變的，皆是人心的懈怠而

影響己身之修行。因此，修辦道者更應孜孜不倦，心至誠、意要專，戰戰兢兢，

實地而行，不離道德仁義、五常性德，才是真正依循佛規行道，依理而行。 

由以上之所述，循規蹈矩是要以「道」為圭臬，依循天理良心而行道。上天

降道要挽化人心，使芸芸眾生得以返本復始，脫離六道之輪迴。至於道場則是道

親修行，道務運作的地方，道場如果沒有制定規矩，日久天長不自覺中，態度行

為就怠懈，精神萎靡就散亂，道中倫理就紊亂，道場綱紀就崩壞。因此，不休息

菩薩慈示白陽修士： 

真心善性表敬意，誓愿達成志不移，以能心口如一；言出必行中規矩，樂

道好禮才德聚，以能言行如一。承上啟下橋樑繫，循規蹈矩仁義居，以能

 
26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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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俊源：《十五佛規的落實》（新北市：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2021 年），頁 72。 
26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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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臺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41009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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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如一；誠中形外無憂懼，自省內修聖賢希，以能內外如一。264 

可以看出循規蹈矩在於修德養氣，以性德感化世人，充塞「仁」、「義」，養浩然正

氣，和前賢、後學之間的關係，不離道場倫理，做好溝通，各有自己所該做的職

責，一切皆都要合乎規矩，使內外如一，因為「人間何處不是佛堂，身為白陽修

道士，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天道」265擔當起白陽時期的任務與使命，無論外在環境

如何的千變萬化，都要不喪失其根本，換言之就是要安守天性之本分，恪守性理

之本位，依天心而施行，循道心而發用，定好方向，內外都要存養省察，才能成

為良好之修士表率，循規蹈矩守佛規，才能在先得後修266的脈絡中，內外圓滿以

臻至善之美。 

二、第五條：責任負起 

一貫道弟子在道場中，一方面循守佛規竭盡自己本分，不違背內在的天性，

思不出其位以達素位而行，唯道是從，依理而行當中，如若每一位修士能體認正

己成人之必要，推己及人之重要，具備此真知灼見，各盡其責任，把大道傳播到

世界每個角落，真正把道實踐出來，家庭就會幸福美滿，社會就會和諧安詳。然

而，對白陽修士而言「責任負起」究竟具體做法是如何？而此「責任」所指又為

何？而「責任負起」又要如何落實在這大開普渡的白陽時期？以下乃就「先天使

命」、「後天任務」二大面向來探討責任負起的意涵。 

（一）先天使命：助化白陽，仁為己任；普渡收圓，達本還源 

活佛師尊曾慈示： 

你們都認識自己的身分嗎？了解自己的責任嗎？論先天、論聖事，你們的

責任是渡盡眾生達本還源；論後天、論人事，你們的責任是要完成世界大

同。267 

足知，白陽弟子所應負起的責任包括：「先天使命」與「後天任務」。先天使命是

要渡盡眾生達本還源，後天責任是要化世界為大同，而此兩者都是白陽文運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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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菲律賓道務中心華語壇主班），編號：fycd 

2014062218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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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俊源：《十五條佛規的落實》，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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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得後修：指一貫道弟子透過「求道」儀式，得受天命明師之指點，指開玄關妙竅，求得無極真性，

此稱之為「先得」。得道啟發良知能之本體自性之後，仍需加以切磋琢磨、正己成人的修辦道工夫，此稱

之為「後修」。 
26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編號：fycd19760613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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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所在，亦即彌勒佛、濟公活佛、月慧菩薩領受上帝之明命降世人間的宏愿所在。

所以，本小節先就「先天使命」而論述。 

所謂「先天使命」又是什麼？在《回天的導航．責任負起》仙佛白話訓中有

著明確的指示：「就是把九六原胎佛子渡盡，讓九六原胎佛子都能達本還源，回

歸無極理天。」268適逢白陽時期，大道正值普傳，白陽弟子的使命在於世間未覺

醒的九六眾生，全部渡盡回歸無極理天。因為，天不言地不語，上天開恩降道的

慈悲，就需要仰賴白陽弟子把普渡使命之責任負起，承擔責任，助化白陽，替老

祖師、師尊、師母分憂代勞。所以「責任負起」所揭示的「先天使命」，即緊隨正

命正脈之一條金線，共同渡化九六原佛子達本還源。《佛規十愿．責任負起》聖訓

之訓中訓，仙佛提示： 

一條金線律連天，修道弟子道統傳；道推法弘賴人佈，明白使命無敷衍。

護持家風樸實美，傳承庭訓德範宣；惜福感恩職責負，戰兢自律謹慎嚴。

269 

在此三期末法時期，邪說異端橫行的時代，世人貪戀紅塵的一切，而導致煩惱深

重，上天不忍心眾生造業遭劫，因此降下大道，讓眾生能於此白陽應運階段，求

得先天大道後，真修實辦，更企盼所有一貫道弟子能於此白陽普渡時期，用感恩

之心扛起使命；以一視同仁態度渡盡九六原胎佛子，「責任負起」將大道傳遞出

去，俾使大道推擴至萬國九州，傳承中華道統文化，護持一貫道之白陽聖業，讓

芸芸眾生得以登法舟，遠離輪迴之苦。 

然而，白陽修士又當如何助化白陽？就是要緊隨一條金線，以天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志，以仁為己任，更要謹記身為白陽修士「修道是本分，修道是責任，

修道是讓自己回歸到正確的軌道上。」270將慈悲心、道心體現出來，使自己的言

行舉止得以不離「道」、不離「仁」，抱道奉行，持守中道，以公心一片渡化眾生。

對此南屏道濟慈示： 

使命重任肩上荷，趕上佳期勤努力；不論任何考題至，互相打氣出樊籬。

亂中有序佛規禮，循規蹈矩不離一；責任負起前進路，腳踏實地知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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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64。 
269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8。 
270

 聖賢仙佛齊著：《悅．讀聖訓．孟子金句－－君子的自反與存心（上）》（新北市：明德出版社，2019 年），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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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紫衣真人在《佛規諭錄．責任負起》中，更明確讓眾修士知道該負起什麼責任： 

所謂責任當知曉，仁為己責須詳聞；行道若無責與任，怎駕法航濟善信？

難報祖德與母恩，日後先天無蓮品；責任為重思明曉，領袖點傳負肩身。

壇主人才亦一體，各有天責於身存。272 

足知，一貫道弟子在這白陽的佳期良機，要明白上天所賦予之職責，順應時機，

盡至誠之心，盡己之力，扛起此重責大任；無論天職身分為點傳師、講師、壇主

者，遇上逆境的時候，不畏懼艱苦困難，仍然秉持良知良能、本心本性、堅守道

心，遵守佛規禮節，進而擔起白陽普渡收圓之責任；使渡眾生返回理天的心志堅

定不移，勇往向前邁進這條渡化眾生的生命旅程。白水聖帝慈示又云： 

弟妹思及師德也，責任負起勿迷魂；身為白陽之修士，恩師之徒更用心。

尊師重道表恭敬，承上啟下禮標準；效師之行繼師志，師心己心愿力伸。

天恩師德湧泉報，助道當效流水奔；願吾弟妹各牢記，抱道奉行不違仁。

273 

身為白陽修士於修辦道程上，既然肩任上天普渡三曹之重任，當弘毅堅定，不能

存有退念；反之要能信念不動搖，堅定道心，二六時中，戰戰兢兢，除了應有的

尊師重道、承上啟下以外，更要承擔接續著老祖師、師尊、師母的志向，身體力

行，推己以及人。《佛規十愿．責任負起》本訓云：「人渡人，推愿立，各盡天職，

仁為己任，繼往開貽。」274南屏道濟降壇也提及修辦者要負起責任，白陽修士的

責任也在於承上啟下，真誠當一個潤滑劑，欲把角色扮演好或是輕忽應盡之角色，

皆在於自身的選擇。然而這當中就是智、愚的高低之判，就是誠與偽的差別。所

以無論在哪一個道場、哪一個區、哪一個佛堂，都要記住自己的責任，要努力、

珍惜，把握機會，認真投入每一刻275，共同參辦，一起肩負起渡化眾生之使命，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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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1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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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責任，你連鎖的有上有下，你是否真誠當一個潤滑劑？你可以扮演好角色，亦可以放棄角色，在於你

自己。這當中就是智愚的高低，就是『誠』與『偽』的分別。因此，徒兒！修辦修辦，無論你在哪一個

道場、哪一個區、哪一個佛堂，都要記得你的責任是什麼，都要努力，都要珍惜，把握機會，認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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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此「責任負起」更是來自個人本身的發心，不是他人所勉強而來；這一份渡

化蒼生的責任，是一份來自天性原心的表白與實踐。 

《論語．泰伯》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276  可以看出一位行道者要有一份弘大的胸襟，

要有一種強毅的態度，唯有兼俱這兩種修養，才能夠擔當重任，進而行走長遠的

路，一往無悔。朱熹的注又進一步指出：「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

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277可見，「仁」作為心

之全德，表示此心已經無人欲之夾雜，純然天理，此時以弘揚仁德作為己任，己

立立人、己達達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的話，此任道之志向永不改變，這一份任

道的勇氣與意志，正是白陽修士傳道於天下的精神，一起肩負普渡收圓的使命。

月慧菩薩降壇垂示云： 

願吾賢徒標杆立，一股清流立塵紅；責任負起乾坤濟，格物致知自身行。

誠意正心達完善，修身齊家國太平；由爾一人先做起，道範德風展無窮。

人人恢復古禮做，先覺覺後啟叟童；自覺覺他功夫下，一體返本脫牢籠。

希聖希賢明本面，真知真行返故宗。278 

顯然，願意承擔齊渡九六乾坤之使命，可以帶來重整綱紀，提振頹風，力挽狂瀾，

振興道德仁義，進而化娑婆世界為蓮花邦。這一份義不容的當下承擔，可以說是

真修實煉，自覺覺他之功夫。修辦道的目的就是恢復本來的面目，因此仙佛勉勵

吾人，一定要體現《大學》經文所提：「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條目，亦即先

覺覺後覺，讓人人都得以達到內聖外王的圓滿。因此，在修辦道程上真知真行、

真修實善，真修真辦，如此才能無有執著，無有對待，猶如赤子之心，恢復本來

純真的容顏，真正把道範德風具體實踐出來，也才是具體實踐責任負起。白水聖

帝對〈責任負起〉有著深切慈示如下： 

責無旁貸作棟樑，三曹普渡使命扛；任重道遠末盤助，信心不移道氣昂。

負荊請罪恥近勇，虛懷若谷心胸廣；起程邁向聖賢路，道成果就證品香。

 
每一刻。懂嗎？」 
27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40。 
27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4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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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由此可見，身為一貫道弟子，其先天使命與責任，要立身於世，扛起三曹普渡之

重責，將白陽的聖火傳遞下去；將上帝所賦予的使命，能屈能伸的擔當起來，使

之傳承永續，永不止息。因為大道之流衍，緊繫著千千萬萬芸芸眾生之慧命。每

位白陽修士都要對準方針、精準方向，緊隨來自上天的一脈金線，一步一步確實

地走。處事當中要能有自知自明，自我反省，自我成長，因為普渡眾生的大事、

責任在於每一個人的肩上，有良好的標竿模範，以身示道，以身作則，才能接引

眾生。教化菩薩亦慈悲云：「三曹大事每一個人都有責任，這份的責任要每一個

人攜手來完成，一件事能夠成功，是要靠大家努力、團結合作，如果只靠幾個人

的力量，是很難成功的。」280可見人人要常渡人、成全人，並致力於代天宣化，

讓芸芸蒼生都有機會得受明師一指，超脫生死輪迴，並盡心去成全道親進班程學

習，使其感受道之可貴，建立正知正見，再轉而影響、渡化其他眾生登法船；也

要開創道務，團結共生讓道務更宏展，以接引更多有緣入佛門，如此才是實踐「責

任負起」，渡盡眾生達本還源。 

一貫道弟子在求道之後，秉持著原心愿立，緊隨天命明師之金線，並藉由實

際的修辦，真心投入，無我無私，和合共識，只要團結一致，再大的困難都可以

克服，因為道不遠人，只是人自遠離，只要願意以真心守此善心，將此道情溫暖

的推送出去，使命必可達。南屏道濟在聖訓中也揭示： 

責任負起使命荷，三曹普渡勿放鬆；人人將愛來傳送，真知真行無不通。

以真喚真愛喚愛，此理明曉奉行從。281 

望徒化身菩薩面，師志己志辦末盤；神聖使命休輕視，各個皆是好徒男。

師之輔弼齊心力，願渡眾生登法船；責任負起志向立，始終如一達本源。

半途而廢無結果，修行道路認理前；無論狂風或暴雨，師永陪伴徒身邊。

直至徒兒成佛道，道成果就證品蓮；玄祖沾恩脫苦海，浩浩蕩蕩返理園。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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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屏道濟期許白陽弟子以佛心、菩薩心去渡化大眾，更能竭盡全力完成普渡收圓

的責任，所以不可以輕視自己的使命，對自身言行要求嚴格，待人則以寬恕之心，

修辦當中要掌握根本，進而立定修辦志向把責任負起，難行能行，難捨能捨，千

迴百轉不屈不撓，只要認理前進，必定可以立愿了愿，接引三曹眾生脫離苦海，

浩浩蕩蕩達本還源，回歸無極理天面覆明明上帝。 

（二）後天任務：天職負起，淨化人心；促進大同，彌勒蓮邦 

除了上述的「先天使命」，白陽修士「責任負起」的另一要點則在「後天任

務」，亦即襄助彌勒祖師、濟公活佛、月慧菩薩，共化世界為蓮花邦的大同理想。

而此後天任務，也是白陽普渡收圓的使命之一，也是代代聖人承天景命的理想，

最終由彌勒老祖師來完成，並由白陽弟子共同來襄助。藉此，一方面圓滿白陽期

運之天命，同時白陽弟子也得以圓滿內聖外王。以下將就此「後天任務」加以探

析。 

無論從先天使命或後天任務的實踐，一貫道弟子在道場中的角色都是責無旁

貸、人人有責任。這個責任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責任大小，大家齊心勠力助

化白陽，讓人心回歸樸實善良，個人品行端正，家庭都圓滿，使社會和諧，促進

世界大同，以完成彌勒蓮花邦的理想。283然而，欲責任負起，實踐大同之理想，

首先得找回自己原本的初發心，此初發心既是我們的原心、本心，也是對上天表

白的一個愿。濟公活佛慈示云： 

愿者，原心也，以愿表白於上天曰「愿」。愿為修道之指南，依據辦道之方

向及原動力也。有云：「修道入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愿當先。心發

則眾生可渡，愿立則佛道堪成。」古之修士，皆因發廣大心，立堅固愿而

成就，位列仙籍，名標天榜。白陽修士憑愿求得大道，立愿荷擔天職。……

學修講辦，積極參與。以愿力督促自己，以愿力鞭策自己；以愿力精進自

己，以愿力造就自己。284 

可見，一貫道弟子身負責任，要代天宣化，救渡眾生。看似是自己對上天的承諾，

立下的一個愿立，事實上也是發自本心對自己的愿力，以承擔起彌勒之聖業。因

此，白陽弟子在立愿了愿，負起修辦之責任時，亦時刻省思自己：是否負起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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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板橋區壇主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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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職責？是否嚴謹要求自己？是否傾聽自身良心的推動，借事來督促、鞭策、

精進乃至補己不足。是理則進，非道則退，每一步都是戰戰兢兢，不可疏忽，對

己、對眾生負起責任。而在傳道渡化當中，遇到冷淡、委屈、不諒解時，依然要

能夠秉持初衷，繼續代天宣化。一貫道弟子欲化世界為蓮花邦，首先要擔起天職，

擔起這份成聖成賢的責任，因此，無論遇到什麼環境，也是要再接再厲，勤轉法

輪，代天宣化，善盡己責，扮演好應有之角色，才能一步步茁壯自己，替天辦事，

為世間帶來清平。 

師尊有著三大宏愿，同時也是白陽弟子的理想宗旨： 

一、在先天，渡化眾生，達本還源；二、在後天，復興中華道統文化；三、

移風易俗，化世界為大同。285 

身為白陽弟子師尊的此三大宏願，就是以師志為己志，天心為己心，師志我志。

換言之，師尊之志之責任，也是白陽修士共同應當負起之愿力與責任。蓋復興道

統文化的目的是傳承聖人之薪火命脈，進而促進世界為大同。因為道統文化素養

能使世人心靈富裕，提升道德生命，所以復興道統文化的同時也可以改善社會風

氣。所以欲化世界為蓮花邦，除了愿力使命的承擔，也藉由一貫道道場中的天職，

立愿了愿、行功立德、推己及人。在道場中有「點傳師、壇主、副壇主、講師、

講員、辦事人員」之天職，此正是行功之門。天職者，受職於天，共辦天事，是

屬於力行仁義忠信之天爵，有別於一般世俗追求功名利祿之人爵。天職之殊勝，

讓白陽弟子有行功立德之立場，人人得以盡心了愿。但是天職的高低，不決定修

辦之高下、行道火候之深淺、將來按功定果之高低，看重的是真誠地真修實辦，

而非外在名相之大小，看重的是每位白陽修士的責任與使命。所以身為一貫道弟

子在此職位，反而更要自我反省，當名實相符盡其在我，此乃是「在其職負其責」

的體認，以及如何盡此天職責任，才能在天職的實踐上，共辦天事，一起化世間

為清平。以下仙佛降壇的慈示訓亦云： 

天職責任人人有，盡心對天無欺騙，定位自己之天職，清楚自己之職責。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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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天職是什麼，清清楚楚自己的職責，職責抱定不放手。287 

無論你身擔何種天職，只在盡心，只在無我，亦是無愧於上天。288 

仙佛對於天職的意義有很明確的指示，既有天職就要擔起責任，唯有擔起責任才

可以真正盡到「後天任務」之責任，在此職位上，一方面共同參辦白陽聖業，同

時要求自己，以身示道，內外圓滿。白陽修士雖然先得後修，率性而為，但千萬

勿因善小而不為，一切皆要從心出發，修正自己，樹立標杆，端正一己之言行。

因此，欲成為道場模範，就應當修心煉性，從自己本身要求做起，清淨自己的身

心言行，才有力量影響他人，進而使人人止於至善，淨化人心，明明德於天下，

世間才有真正的快樂天堂。因此白陽修士切要懷以仁心行道，嚴以律己，遵守佛

規，真心、誠心不變的負起後天任務之職責，共化世間為大同。一貫道聖訓也明

確揭示淨化人心之具體作為： 

惟天鑰可啟開宇宙之門，惟道場可陶冶人心向善；惟德學可美育品行高雅，

惟修辦可增益功果福慧。惟慈愛能化怨仇為親信，惟仁義能轉奸慝為忠良；

惟聖諦能導貪懦為廉勇，惟誠信能勵愚庸為將才。289 

「道」可以陶冶人心向善，白陽修士要用愛來淨化、關照每位眾生的心房，以德

性感化眾人，參與修辦之運作俾使福慧圓滿。彼此之間無有仇恨，猶如一家人，

共辦白陽聖事，要持守仁義、誠信，懷抱純真、純淨之心，有始有終把本分責任

做好，唯如此才能轉奸慝為忠良，導貪懦為廉勇，勵愚庸為將才，以達到淨化人

心。 

白陽文運，真儒復興，終極目標在於促進大同世界，這是一貫道弟子修辦道

的終極目標。而促使世界清平的進路除了在道場之中擔起天職，共同參辦聖事以

完成彌勒之理想；同時也當由個人的改變開始，修身齊家，責任負起，方能影響

家人以達修己安人，俾使家庭圓滿，進而治國平天下。然而家庭又要如何圓滿？

則是仰賴每位一貫道弟子在平日行為就要戰兢自律，遵守倫常規矩，家人之間也

要和睦相處，換言之，就是把道在自己身上展現出來，不任意發脾氣，改過革除

習氣毛病，把道理運用於日用尋常之間，如理實行，才能有堯天舜日之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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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來。如同濟公老師所： 

身為白陽之修士，也是人間小濟公；責任負起代天化，引迷入悟奔光明。

化惡為善正途引，化愚為賢體真情；敬忠以勸婆心費，正己成人助末程。

各有使命雙肩荷，各司其職助完成。290 

身為人間小濟公就是要負起先、後天任務，快馬加鞭自我催促，傾聽自己的使命

與任務，喚醒自己的良知良心，持守善念積極向前，由內而外展現德性，愛人恭

敬人，落實在家庭使之圓滿，並導入社會的每個角落俾使社會安定，期使人人皆

回復赤子之心，這是白陽修士的本分事，所以要將之承擔起來，這才叫做「責任

負起」。所以濟公活佛又慈示： 

責任負起道開創，任重道遠度原皇；各個皆是人才輩，有始有終有義方。

勵志竭精宏揚道，以身示道作棟樑；以身作則聖賢仿，正己成人樂無疆。

身體力行言行正，身心靈正持安康。291 

白陽文運，道降火宅，白陽修士的修持路徑是入世法門，因此首重綱常倫理道德

的實踐與重建，期冀家家有道，社會安定，世界太平。因此，白陽修士欲負起責

任，當發揮正己成人的精神，學習聖賢行誼，以身示道，始終如一，才能成為道

場棟樑，負起責任而共渡原人。而責任負起，展現白陽修士的精神，推己及人，

讓人人都能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敦親睦鄰，自然帶來社會的和諧、世界的安定。 

身為一貫道弟子，其責任是「濟世救人」，化世界為大同，這是「後天使命」；

修道辦道的宗旨是「救渡眾生」292，使九六原佛子得以達本還源，這是「先天使

命」。「人生在世有一份使命，有一份責任，除了人道之外，更是要幫助三佛收圓，

要以天心才可以負起責任使命。」293白水聖帝亦云：「人人有責小同建，凝聚力量

建大同，一人影響千千萬，九玄七祖沾光同。」294由此可知，白陽修士當以身教

帶動眾生，無愧於一己之天職。普渡收圓大事，人人有責任，擔當白陽之聖業，

 
29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彰化道場社會界國台語進修班），編號：fycd 

20171125020501。 
29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柬埔寨翻譯人才研習班），編號：

fycd20170808040302。 
292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卷七，頁 173：「常感嘆這世間都是黑暗，天災人禍遍地都可看，身為天

道弟子的責任是什麼？（濟世救人）天道弟子修道辦道的宗旨是什麼？（救渡眾生）試問都有做到嗎？」 
293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二〇年發一崇德台灣壇主班聖訓彙編》，頁 50。 
29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白陽先鋒〉（發一崇德：台北道場中壢區學界國語兩天

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201704290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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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懂得報恩了愿延續慧命，傳遞聖賢仙佛的精神，博施濟眾之心永遠不消退，責

任負起的實踐作法，則是駕起法船，代天宣化，真正把道行出，引迷入悟，齊力

將娑婆世界化為大同世界，共同創造彌勒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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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理事圓融：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實踐要義（中） 

南極老仙翁云：「修辦道要照規矩來，在修身養性中培養自己，就能夠自啟

自發，一步一步突破萬難，沒有自養就培養不出自覺。」295佛規不僅是對自己的

要求，也是拯救眾人的心靈，讓眾人心靈覺得平和，所以在自我實踐的時候也要

小心，不要讓世人感覺很嚴厲，有壓迫感。296因此，奉行「十五佛規」是無所不

在的，由小處要求自己，由大處來成就大眾，方能展現修辦道者的大格局，也才

足以彰顯一貫道道場的莊嚴以及效聖法賢之內涵。  

至於本章，接續探討白陽修士奉持十五條佛規之義理要義與具體落實之道。

繼續依著仙佛聖訓與十五條佛規之順序，此章則進行佛規「重聖輕凡」、「謙恭和

藹」、「勿棄聖訓」、「莫著形相」、「手續必清」之討論，同樣區分三節逐一進行相

關論述。聖凡之事如何分辨？真正的謙恭和藹又當如何展現？聖訓對白陽修士之

重要性，攸關修辦道程。大道本質為實相，要識透真假。最後，手續必清除了錢

財以外，又有著什麼樣的深意？舉凡種種，都是本章探討之重點所在。 

第一節、「重聖輕凡」之探析 

由佛規「責任負起」論述了解白陽修士的責任在於人人要以仁為己任，團結

在彌勒祖師的宏慈大愿下，期同渡盡九六乾坤同返理天，在助化白陽聖事的同時，

也要盡其白陽修士之職責，讓人心回歸樸實善良，一道同風，以達世界大同為目

標。蓋在此末法時期，白陽大開普渡，道降火宅，是入世修行法，男女老少皆可

修行，在這負起白陽普渡收圓的責任之際，一貫道弟子如何幫助老祖師、師尊、

師母重整歷代聖佛之聖業，又如何讓一己由平凡地入聖賢地，讓自己得以在聖凡

之際折衷而行，則當要明白佛規第六條「重聖輕凡」之真實義。 

一、第六條：重聖輕凡 

「重聖輕凡」既歸屬於十五條佛規，也是一貫道弟子初入道場參與率性進修

 
295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卷七，頁 129，「仙翁云：『什麼是真正的佛規？在非常時期，就用非常時

期的事情來做，但是修辦道還是要照規矩來。在修身養性中培養自己，就能夠自啟自發，一步一步突破

萬難，沒有自養就培養不出你們的自覺來。如同喝茶，有的人早上是喝熱茶，但不見得別人也是喝熱的，

所以在招待前賢的時候，要想一想，要更虛心的去請教，這才是在招待，當中的拿捏，才能夠恰到好處。』」 
296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三峽：天道之光出版社，2010 年），卷八，頁 148，「濟公活佛云：『佛規

是對自己的要求，在傳達時要很小心，不要讓他們只感受到嚴肅。佛規是來拯救人們的心靈，要讓他們

的心靈覺得平和，既然是平和，就不能讓他們感受到有壓迫感，不能讓他們感受到前賢、點傳師就是有

那一股……，不要顯出那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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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愿立之一，足見其重要性。然而，何謂「重聖輕凡」？又何謂「聖」、「凡」？

在這「聖」和「凡」之間，當要如何具體實踐而達中道呢？以下將逐一展開論述。 

（一）聖凡之辨 

《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天地萬物皆有

其根本有枝末，其本末先後的相應順序，白陽弟子在道場修行，也要能徹悟明白

本末、終始之序，方能掌握根本，辨別真假，正本清源，深入修己渡人之功夫，

之於「重聖輕凡」佛規的「輕、重」之辨，亦復如此。在《佛規十愿．重聖輕凡》

訓中訓中，仙佛即明確揭示： 

重為輕之根，本末輕重分；看重性命事，重點修持心。父母恩重酬，重孝

行五倫；任重道遠路，重聖修得真。……輕凡之名利，不與人爭權利；所

爭千古名，所計天下利益。輕凡之欲念，莫為眼前好逸；可欲之謂善，服

務眾生第一。輕凡之好高，不切實際拒離；切問近思慮，思不出其位立。

輕凡之俗目，以慧眼識真諦。297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輕重緩急，本末之分要能掌握，一切莫過於眾生的性命大

事為首、為重，進而明白修持重點在於允執道心、發揮道心，這是「重聖」。白陽

弟子既是入世修持法，要知道不可以偏廢人倫綱常，要行出五倫之道，這樣才能

本立道生，任重道遠，既圓滿倫常，使道化家庭，同時以身示道，得以幫助完成

這一場白陽聖業。所以做善行與修道當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首在於孝順父母為

先，如果失去了孝道，其他的善行都是空開花不會結果，因為要圓滿天道必要先

從人道做起。298而白陽修士在求道之後，明白人生的真正意義價值，對於名利、

慾望以及一切不實際的事情，都必須要看輕、看淡，不與人爭，不與人計較，能

夠抵禦、看輕、超越這些凡情世俗之事則是「輕凡」。又《南屏家風．重聖輕凡》

道濟天尊也說： 

重乃重視勿敷衍，二六時中守真常；聖業開創無止境，任重道遠助白陽。

輕者少數而為也，審時度勢擇善往；凡夫迷子入聲色，好高騖遠豈久長？

所謂重聖輕凡者，皆以眾生為著想；忘身於外助末後，焚膏繼晷把道揚。

 
297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0。 
298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中庸》，頁 214：「孝道，是我們所有善行裡面最重要、最基本的。百善孝

為先，我們做善事、修道，要以孝順父母為最基本、最先的考量，失去了孝道，那其他的都是空花不會

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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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辦若能此意抱，指日可待證品香。299 

用一片天心、二六時中，開創聖業；奉持這顆道心，發揮這份道行，這就是「重

聖」。如果迷戀娑婆世間的一切事、一切物，凡事皆以考量自己所利而為者則為

「輕聖」。所以，「重聖輕凡」是要以眾生為著想、以大體為設想，公而無私，就

像老祖師、師尊、師母的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無私無我之行

為，這是「重聖」的最佳榜樣。《回天的導航．重聖輕凡》「仙佛白話訓」裡，仙

佛對此亦有進一步明確的詮釋： 

凡是辦事，不論是辦佛事、聖事，或是辦一切事，若能以大體為主，眾生

為重就是「重聖」；相反的，如果你以個人的事情為主，小我為重，這就是

重凡。……真正「重聖輕凡」的人，他不會只顧到自己，只顧到別人對自

己的尊敬、喜愛，甚至供養。他的存心一定以利益重生為主；他的行事一

定以考量大體為重。300 

可知利益眾生、幫助眾生，扛起聖佛之志，成就慧命，幫助眾生走上心性解脫和

超凡入聖，這是「重聖」；而修養自己，去人心現道心以朗現佛性本體，進而率性

而為，這也是「重聖」。足見以眾生為重、以道為先、擴充天心、顯現真性、發揮

天性，這些都是「重聖」的具體實踐。 

（二）聖化／重聖輕凡的實踐意義：由凡入聖，體現白陽修士的修辦次第 

由上述可了解「重聖」既是克除一己之私慾以朗現道心、體現道行，使天心

覺而不昧，讓道心用而不息；也是一切以眾生性命大事為首為要，看重渡化眾生

齊返回無極理天之「聖事」。這是從自覺覺他中，指引自己及眾生開示悟入佛之

知見之歸途，是幫助自己及大眾能從熙熙攘攘、來來去去的娑婆世界中，藉由所

修辦的聖業當中，找回自己，進而幫助更多的人也能夠得道、修辦道，解脫生死。

因此，此條佛規在於提醒白陽弟子勿失去了那顆道心，必要允執厥中，肩擔起重

責大任邁向前進的腳步，扛起使命，素位而行。在此白陽文運入世的修辦因緣中，

學習以凡養聖，奉持重聖輕凡，共辦白陽普渡收圓之聖業，成己又成人。 

白陽修士之重聖輕凡，當知為了幫助大眾，首要以身示道，才能成為良好榜

樣，因而，捨掉自己的私念，以愛心、慈悲心為起點，不受外在誘惑影響而能始

 
299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42-43。 
300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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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一貫地往前進道。所以《回天的導航．重聖輕凡》仙佛白話訓裡仙佛明示： 

修養自己，成就自己，把人心去除，天良顯現，也才是真正的「重聖輕凡」。

否則人心不去，慾念浮動，天良迷昧，無明起時，又怎能說是重聖輕凡呢？

301 

濟公活佛又云： 

重聖輕凡除私我，大公無私量寬宏；天心佛志時銘記，抱道宗旨展才能。

現出天真本率性，活潑可愛真性情；接引有緣互感動，明道致用啟迷曚。

接起聖任速前辦，九轉功成天助行；水滴穿石踏步進，穩定腳跟奠聖程。

發菩提心真智慧，樂善好施不止停；有心齊將世界拯，任重道遠勿視輕。

302 

一貫道王十五代祖云：「理入於氣，則拘於氣稟；氣入於象，則蔽於物慾；情牽慾

染，迷真逐妄，機巧變詐，冤緣相報，而輪迴無停矣。」303眾生原本光明之靈性

墮落的過程就是如此般，由先天本然之性落入後天而蔽於物慾，受一切人事物的

牽引而迷失了天心佛性，忘記抱道宗旨，忘記生命的本真，產生了私心，分別對

待，甚至對立隔離。透過遵守佛規重聖輕凡的實踐，一者內修己之毛病脾氣，轉

凡心為道心；同時體取天心，藉著道場的修辦，承擔起聖業，樂道不疲，與人為

善。就在觀照自己以去掉執著之心，慢慢發出菩提心生智慧，漸漸看重聖事，持

著誠恆之心，踏穩腳跟則能奠定道程，俾使一己能漸次由凡入聖，足見本條佛規

也體現白陽修士的修辦次第，由小以向大、由凡入聖的學修辦歷程。 

一貫道道場中強調福慧雙修，聖凡兼顧，「福」由人修得而非求得，「慧」則

需憑藉真修的過程以朗現光明智慧，所以腳跟要穩固以外，更要有一顆如仙佛般

的堅定志向，對於「重聖輕凡」的實踐，更需要有這一顆堅定的行道意志與信念，

懷著沖天大志，效法前賢的精神，絲毫不猶豫地扛起聖志佛愿來共辦這一場聖業。

仙佛聖訓揭示： 

尊德樂義養浩然，衣錦尙絅行恭謙；師嚴道尊四教闡，博文約禮法聖賢。

 
301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77。 
30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國台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70624040101。 
303

 （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註釋：《三教圓通新註．三會圓通》（新北市：正一善書出版社，2017 年），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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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聖輕凡志勿減，三施並進建功端；道不遠人人自遠，反璞歸真達本源。

304 

《佛規十愿．重聖輕凡》本訓亦云： 

任憑人生坎坷運，不可奪志誓愿立。匡濟世挽，勞而不怨孜孜進；玄牝之

門妙法全，能應萬變。怨息寧靜改過勤，心危深省謹言行，循律謹嚴。305 

南海觀音又云： 

濟世使命心中放，重聖輕凡聖志扛；立定腳跟不搖動，風雨考驗志堅強。

人落後天世事擾，熟人明辨脫汪洋；降考降難細思考，考驗真心敬意詳。

邁開人生輝煌路，充實內外聖道彰；做個模範人稱讚，內心敬服德芬芳。

道在己身休外找，智慧心燈九洲揚。306 

足見，在由凡入聖的「聖化」過程，一者自覺自度，二者共辦上天之聖事，無論

協助渡化蒼生之性命，或是廣施德惠，救助眾人，任何的奉獻付出，乃至於遇上

磨難考驗，都是一份德業的成就與成長的歷練。因此，白陽修士在重聖輕凡的落

實中，更應當體天之意，天考人驗都是上天所賜之機會，藉之以磨煉道心、成就

道行，當要無尤無怨，勤勉不懈依然重視聖事而不退縮，當要明白財施、法施、

無畏施三施並進，讓內外圓滿才是人間菩薩。因此，聖凡之間的輕重緩急之方針

要衡量，各素其位盡其職責以利益眾生。這顆重聖之道心、慈悲心不只潔淨透亮，

吉祥圓滿，落實過程還要有毅力不動搖，才能真正自覺覺他，提著明燈幫助世人

從黑暗邁向光明。 

天然古佛在《佛規諭錄．重聖輕凡》慈示：「重聖未能絕凡業，先後並行守真

常。」307就道降火宅的修行型態而言，聖凡兼顧誠屬必然，因為「重聖」非是全

然斷絕凡業，而是提醒一貫道弟子能持守真常之志，並於聖業與凡業並行當中能

分清楚本末之關係，若能依循著「重聖」之志向，循序而漸進，用恭敬虔誠付出

真心，認理實修，行深日久，漸漸也能超凡入聖。一貫道聖訓云： 

 
30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50418040602。 
305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0。 
30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國台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40614040501。 
307

 天然古佛慈示：《佛規諭錄句解．重聖輕凡》，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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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之意奉道往，真心之念將道傳；慈心一片眾生為，四海駕舟載坤乾。

修道非為困難事，有心之者力奔前；以凡養聖智勇備，重聖輕凡循序前。

徒兒有心向道往，積極奮勉法聖賢；有所體悟力實踐，坐而空談非良賢。

308 

可見重聖輕凡的意義，無論是由凡入聖之聖化過程所體現修辦的次第，或是自我

滌蕩人心以啟發天心，或是參辦白陽之聖業，及至於落實於日用生活之中，在在

皆不是空談而是要能力行實踐，才能由「重聖輕凡」邁入「由凡入聖」，甚至「純

聖無凡」。歷代聖賢仙佛皆是在凡塵中修成的，古云：「仙佛本是凡人做，只怕凡

人心不堅。」為與不為端在於自身，只要有心向道、勇往向前邁進，上天必定給

予助力，如此白陽修士人人皆可達超凡入聖之境界。然而，白陽修士在世俗生活

中忙忙碌碌，周遭的事情接踵而來之際，要如何由凡業轉入聖業過程中，使自己

重視聖業，使修辦道的這顆心又不動搖呢？以下將依聖訓進一步探討如何在聖凡

中取中道而行之。 

（三）中道／重聖輕凡的實踐原則：取捨合乎中道，十分有六為道忙 

白陽時期大開普渡，道降火宅，一貫道弟子於入世修行中往往都是聖凡兼修，

在如此情況之下，如何於凡業中又能兼顧好白陽聖業，仙佛則提出了「重聖輕凡」

的取捨原則： 

聖凡之間取中道，十分有六為道忙；四分辦其後天業，無凡不能聖業闖。

309 

天然古佛在《佛規諭錄．重聖輕凡》亦云： 

十分之中取其六，曉行夜宿化愚郎；四分辦其後天業，否則難了爾愿章。

310 

在聖業與凡業之間取六分來參辦道場聖事，仍有四分不捨棄自己後天之事業。白

陽修士藉著在道場的學習後，將所學聖賢之道實踐在聖業與凡業，甚至也可以將

道場的十組運作之精神、模式，應用於生活和職場，在這落實的過程，無論對人、

 
30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台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081206031102。 
309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43。 
310

 天然古佛慈示：《佛規諭錄句解．重聖輕凡》，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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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對天皆是依理而行、依道而行，既盡心於道場，同時圓滿家庭，也不廢一

己之工作、事業，這也是重聖輕凡的體現，濟公活佛降壇垂訓云： 

明悟關鍵勿顛倒，重聖輕凡任責擔；家庭安和人人善，身修心正皆喜歡。

為人父母慈愛顯，真體人倫展親憐；為人子女孝親進，和顏悅色不敷衍。

各有本份皆當盡，各有使命當滿圓；老安少懷眾誠愿，願顯人間世泰安。

311 

抱持純正之信念，行功立德造聖譽；明白修道之真義，重聖輕凡腳步趨。

明明德後親民也，修身養性煉菩提；人道盡而達天道，道化家庭得敬語。

循循善誘親友化，首當修好你自己；脾氣毛病三心去，真誠待人無有欺。

312 

可見，身為白陽修士欲立標竿模範則要認理實修，抱持正信、正念，行功立德當

仁不讓，明道致用，五倫綱常要確切落實，在聖業、凡業的操辦中，不忘涵養自

己，凡事以大局為重，多點包容、多點尊重，去除自己的貪嗔癡以及脾氣毛病，

在自己的岡位上、自己的本分上，把事情做好，漸漸引導親友，齊家和樂，才是

真正達世界安康之道。換言之，把家庭、事業照顧好，也能以身示道，將大道推

展至社會國家，實踐佛規重聖輕凡，共同完成這一場末後普渡收圓以化娑婆世為

蓮花邦的大事。八仙呂洞賓也企盼白陽修士要明白大道的寶貴，以「道」為重而

學以致用才是重聖輕凡，因此也垂訓云： 

重聖輕凡天降寶，世人不知拋身遠；入世修真白陽運，七情六慾煉熬煎。

心志煉就悟本性，天理自悟不迷瞞；借人借事明道理，道不遠人細細參。

貴為人首角色扮，家中之主禮義傳；家中和諧處有道，為人根本忠恕圓。

職場角色君與臣，上下和睦大體牽；以和為貴重信任，互相體諒道德宣。

經訓啟迪用日常，不離本心五常全；規行矩步知進退，學以致用盡滿圓。

313 

足見，萬事萬物都有道，而天理、天道是藉著一切人、事、物體現出來，因此無

 
31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雲林道場台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71014010105。 
31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雲林道場國台語壇主講師班），編號：fycd 

20130309000101。 
31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fycd 

2010061203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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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家庭、道場、職場皆要彼此信任，以和為貴，互相體諒把道彰顯出來，而舉

凡任何事情是秉著道心，發揮五常之德，遵循規矩盡心盡力達圓滿就是合乎中道，

而此道化生活的落實，也是重聖輕凡的體現。 

蓋幫助老祖師、師尊、師母辦理白陽這場聖業，渡有緣者登上岸返理天，一

貫道弟子當要明白其殊勝性，有捨才有得，在聖業中多用一分心在其中，則將有

多一分的體認，則能十分有六分躬身實踐為聖道而忙的重聖輕凡。身為白陽修士

要明白上天賦予重任，由天事人辦之過程中更提昇自己，立德積福，以一顆感恩

之心，由小而大、由己而人，乃至開創道場，開荒下種，中道而行，以此將聖道

廣傳世界各地。對此，天然古佛亦有云： 

重聖輕凡明其意，付出真心得報酬；有捨有得天不負，立志而行建功果。

西方果位人間證，真功實善證大羅；對道有所體悟者，更加精進福慧修。

珍惜此刻之擁有，惜福二字存心頭；處於世者抱忠義，中道行之樂無憂。

314 

由此可見，重聖輕凡不是口號，是要虔誠真心落實於修辦中、實踐於生活中、踐

履於一己的言行舉止中。謹記天恩師德，知曉自己不足之處，愈是要充實自我，

用行舍藏始終無怨言，人不知己亦能歡樂而不慍，珍惜一切，惜福一切，處世抱

持忠義精神，如此便能以聖道為重以合乎中道。 

綜合上述，「聖」是道心、是聖業；「凡」是為私心慾念、是個人的事業。「重

聖輕凡」就是不離道心，體現真心，正己以成人，從個人的道心持守到道化家庭

的落實，都是「重聖」的體現。又能重視聖業、重視道場之運作，共同成就上天

普渡收圓之聖事，此亦是「重聖」的落實。然而，白陽弟子在家出家，參辦聖事

的過程仍得兼顧凡業的經營，因此仙佛慈示「六分聖事」、「四分凡事」的聖、凡

折衷原則，使「重聖輕凡」得以中道而行，俾使聖凡圓滿。在奉行重聖輕凡的佛

規中，也要遵守倫理之道，效法古聖先賢之行誼，時時刻刻警惕勉勵自己，示導

眾生，貫徹始終做好佛規「重聖輕凡」，仙佛也曾慈示：「無處不聖，何處不凡。」

所以在家能把家庭照顧好也是「重聖輕凡」。因此，若能持守道心，率性而行，那

麼「聖」將是無所不在的。315普賢菩薩也慈悲：「聖凡本是同根源，成敗之間唯一

 
31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韓國道場韓國複習班），編號： fycd 

20130110260101。 
315

 聖賢仙佛齊著：《光明的智慧（1）－仙佛慈語》（台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頁 43：

「回家把家照顧好也是『重聖輕凡』。所謂的『凡』，其實指的是自己的私心慾望。『聖』是無所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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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得失放下勤奉獻，苦樂不計功德建。」316 

第二節、「謙恭和藹」、「勿棄聖訓」之探析 

從上述第一節了解到每一條佛規皆具備內外一如之圓滿內涵，但唯有知行合

一，才是體現佛規之真義，才能把道風彰顯出來。所以，一貫道聖訓云：「知行合

一作全面：知而不行，只有五十分；知而奉行，才有滿分。」317可見在了解每條

佛規之真義外，實踐在日常修辦中才是最為重要，接著此節則將針對佛規第七條

「謙恭和藹」、第八條「勿棄聖訓」之內涵與實踐之道繼續再逐一探討。  

一、第七條：謙恭和藹 

白陽修士在奉持「重聖輕凡」佛規時，欲於聖凡之間折衷平衡以共辦普渡收

圓，要明白聖事、聖心的體現是無所不在，所以在盡心竭力示導眾生的時候，乃

要覺察自己的言行舉止，覺知自己的修辦態度，在共辦大道當中，與人相處之態

度極為重要，這也是能否接引眾生上法船的要素之一。因此，白陽修士當要深入

理解佛規「謙恭和藹」的內涵，以作為立身處世之要道。以下茲由內外兩個層面，

探討分析「謙恭和藹」，以及白陽修士應當如何確切落實於己身。 

（一）謙沖自牧，恭敬他人；文質彬彬，高尚人格 

《周易．謙卦》卦辭：「謙：亨。君子有終。」〈彖傳〉記載：「謙，亨。天道

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318天道的運行體

現由高而下以化萬物而大顯光明，地道的化成則由下而上，因卑微自居以承載萬

物，因而博厚無疆，天與地皆展現了謙虛及包容。而鬼神之道，危害盈滿，施福

謙虛；人道則憎惡盈滿，愛好謙虛。可見，謙虛之真義，蘊含天地之德；而為人

處世若能謙虛和藹，不僅涵養道德，亦能培養光明盛大之天德，因此，《周易》讚

美成德之君子，自始至終皆能保持謙德。《周易．謙卦．彖傳》又云：「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319過了中午，太陽就要西斜，而月亮到了最圓的時候，就會開始虧

 
『凡』卻是只存在你的私心。所以說萬法由心生，而不簡單之處是在於兩者之間的輕重要如何拿捏。不

要以為在道場才算是『聖』。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無處不聖，何處不凡』。」 
316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孟子卷三．離婁篇》（彰化：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2018 年），頁 256。 
317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八年發一崇德各國壇主班聖訓彙編》（南投：發一崇

德聖訓中心，2019 年），頁 101。 
318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頁 175。 
319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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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日月的運行也是至極而漸衰。足見，事物的處理或為人之道也是如此，當謙

沖以自牧。一貫道聖訓專書《佛規十愿．謙恭和藹》云：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聖人不敢當盛。

高能下，實能虛；富能儉，勇能怯；辯能訥，明能闇，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320 

足見，聖人不敢居盛而自滿，常懷謙沖以待人接物。因此，聖訓指出了天道與聖

人之德輝，高而能居下，內在具有實德卻能虛心受教；富有而能勤儉收歛，大勇

而若怯；具有口才但能審慎發言，智慧光明而能韜光養晦，面對一切事物的盛衰、

消長變化，仍常持謙虛為懷、不驕矜自負。活佛師尊臨壇慈示： 

謙恭和藹乃高尚，謙虛為懷志明章；己身有道勿外放，謹言慎行細思量。

尊賢納諫尊上道，君子上達奔康莊；參究本性日省悟，佛由人修當自強。

321 

可見，謙恭和藹體現的是尊貴的高尚人格，文質彬彬，明白道在自身，身外無道，

遇事磨練之際從未喪失這顆道心、道念，生活上淡泊明志無貪婪，更能尊賢訥諫，

反躬自省，舉手投足皆是三思而後行，展現白陽修士彬彬的君子之風。一貫道聖

訓中，仙佛對「謙恭和藹」佛規慈示了豐富的意義。 

《南屏家風》中南屏道濟批示的〈謙恭和藹〉之鎮壇訓云： 

謙沖自牧心氣低，文質彬彬聖賢習；恭敬於禮遠恥辱，潔身自好無明熄。

和顏悅色言善語，人人欽佩德風宜；藹然可親品端正，名留千古人學習。

322 

《老師的話》聖訓專書亦云： 

謙恭者謙遜自己，恭敬他人；和藹者和睦人群，藹親而不爭。謙遜可得人

之教，恭敬可得人之服，此立身處世之本也。323 

由此觀之，謙恭者，謙遜自己，恭敬他人，敬讓不自大；和藹者，和睦人群，親

 
32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2。 
32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61231040206。 
322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46。 
323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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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無爭。謙恭，可得人之樂於受教，恭敬可得人之心悅誠服，因此仙佛稱「謙恭

和藹」此佛規為立身處世之根本。可見，這一條佛規不僅內涵豐富，也是貫乎心

行內外的奉持之道。為人處事上謙遜自己，恭敬他人；和睦人群，不與人鬥爭，

謙和退讓，以禮相待，不和人同流合汙，學習聖賢之德範，端正品格。大笑佛童

與小笑佛童慈悲囑語亦云：「人品和德行要像深淵一般，不但很深廣，而且非常

澄靜；也要樣高山一樣，高聳卓立。」324修道之士法天則地，以身示道，如此展

現白陽修士之道範，做一個謙謙君子名留千古，俾使後人可以學習。濟公和尚云： 

謙和辭讓貌思恭，色思溫也言思忠；謙恭和藹秉誠敬，敬人之者人敬恆。

謙沖自牧應進退，防微杜漸存戰兢；謙尊而光卑不逾，近悅遠來受歡迎。

謙順態度盡美善，待人處事達圓融；謙謙君子禮運用，以和為貴祥瑞騰。

謙躬下士低心氣，虛懷若谷音能容。325 

足知，以「謙恭和藹」態度來處事，事情容易順暢，對人慈眉善目笑臉迎人；處

事應對進退戰戰兢兢，謙虛恭敬易受人歡迎，如此則祥瑞之事將常伴隨，事情則

比較容易圓滿。誠如古文《尚書．大禹謨》云：「滿招損，謙受益。」326自滿容易

招來失敗，謙虛必受好處。濟公禪師亦云：「謙卑方能得受益，謙卦六爻皆安吉。」
327在《周易》六十四卦裡面，有六十三卦的爻辭都是有吉有凶，不是凶中帶吉，

即是吉中帶凶，唯獨一卦，就是「謙」卦，有吉而無凶，有福而無禍。328一貫道

聖訓云：「人不懂得謙卑，不懂得謙恭，處處都會碰壁；如果一個『謙恭和藹』的

人，無論是工作的地方，家庭的方面，還是在道場，都會跟人家相處得很好，這

樣人緣才會愈來愈廣。」329南屏道濟在《南屏家風》中〈謙恭和藹〉之訓文慈示： 

各個當要為榜樣，謙恭和藹君子風；上和下睦情誼建，辦道之人懷真誠。

為上待下若謙遜，為下敬上和氣生；道場雖有天職論，可知機會皆平等。

修辦當中我執去，念茲在茲守中庸。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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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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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60509030803。 
326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5 年），頁 232。 
327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二〇年發一崇德臺灣壇主班聖訓彙編》，頁 75。 
328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76：「你們有研究《易經》的就知道，在

六十四卦裏，有六十三卦都是凶中帶有吉，吉中帶有凶。凶，就是不好的，那麼唯獨一卦，就是這個『謙』

卦，只有吉沒有凶，只有福沒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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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四）》，頁 411。 
330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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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亦記載： 

謙恭可得上之教誨，亦可得下之尊敬；和藹可以得上之看重，亦可得下之

敬仰。331 

身為修辦道的白陽修士，要懷以真誠、恭敬之心，無論對上或對下都應建立起和

睦之情誼，上下關係若能謙遜、和氣，相互敬愛，上對下自然會看重愛護，樂意

提攜教導；下對上則會尊重而敬仰，承上啟下，如此做為表率才可以接引更多的

有緣眾生明徹真義。若上下的相處是以嗔怒、暴躁而呈現，不僅擾亂道場，且將

使人產生疑慮而失去對道的信心甚至退道而去，因此仙佛聖訓又指示： 

為人當能學柔軟，退步非是弱者焉；修道愈久愈謙下，謙恭和藹待人全。

展現修者真風範，懿善培之得敬瞻；得饒人處且饒人，寬和常抱無怒顏。

332 

顯然，與人相處能學習柔軟自處，以寬容之心諒解他人之過，化干戈為玉帛，這

種退讓非是代表自己為弱者，反之是謙沖自牧，修道愈修愈謙下，愈修愈恭敬，

真誠無偽，這是深具智慧之真修道者的展現。《道德經》云：「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堅。」333以柔克剛是老子所提倡的真理，而白陽修士亦要溫良寬厚、謙

恭和藹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之根本，才能廣結善緣，也彰顯道之尊貴。 

《佛規諭錄．謙恭和藹》聖訓專書云：「修此天道重和氣，辦此天道和為重；

修道著怒嗔未改，恐有阻隔事難成。行道一旦人和失，一木大廈鞏難撐。」334「福

不可徼，養太和為召福之本」335凡事存公心，以「和」為貴，上和下睦；以喜氣、

和氣迎人，不遷怒他人；以正道來啟發一切人事物，便可一道同風，帶來道場的

和諧。南海古佛曾慈勉白陽修士：「修道學著淨化自己的心，平和自己的氣，如此

才能夠養天地之間的太和之氣，心如果能夠平和，才能夠很快樂。」336「謙虛和

藹」體現於臉色、態度，乃是一片太和之氣，不過於嚴肅、呆板，也不流蕩無規

矩；色溫辭婉，不急不躁，時時露出喜悅笑容，低心下氣，凡此都是「謙恭和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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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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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師南屏慈示：《佛規諭錄句解．謙恭和藹》，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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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規的展現。南屏濟顛慈示云： 

修辦並進勿忽略，和顏悅色展笑容；謙恭和藹低心氣，立作模範各不同。

今望徒兒學放下，放下才能身放鬆；身心靈也齊修煉，心廣體胖樂無窮。

337 

白陽修士在修辦進德修業中要和顏悅色展開笑容，謙恭和藹放低身段，上下之間

齊心勉勵，相互團結共識，不分你我，處事以道為主軸，去除傲慢之心，能屈能

伸又見賢思齊，如此修心煉性，性心身才能一貫，德行始能愈臻圓滿；也能創造

祥和之道風，帶來和諧之道場，進而接引更多有緣佛子。 

（二）佛性顯現，自性光輝；心性修養，成佛要道 

白陽修士無論在道場或日常生活，一步一腳印當精進不懈怠，惕厲自己勤勉

學習修辦，於外呈現真儒之風範，於內更要注重涵養心性，內外合一，方能讓自

己立身處世皆圓滿。而「謙恭和藹」所涵養的德行，無我而平等、真誠而無偽、

敬上而愛下等內外合一之內涵。因為謙卑自己，待人親切沒有你我之分；潔身自

好而無是非之念，於此當下即是真正自我之展現，此真我展現是源自於天心，即

是自性佛的顯現。《回天的導航．謙恭和藹》「仙佛白話訓」裡，仙佛對此有明確

的詮釋： 

謙和的風度是從心性修養來的，不是勉強做得出來的，也唯有君子才能夠

自始至終謙虛和藹而不傲慢別人。……懂得謙虛的人，他能流露出人格的

尊貴，並顯出自性的光輝，他看起來似乎居處卑位，但是那份人格的高尚，

卻是不可踰越的！而這也是一個有道的君子人，他內在涵養美好的最高表

現，因為他放下了一切的自我，而恭敬了所有的眾生。所以「謙恭和藹」

也是你自性佛顯現的時候，因為你謙卑自己，低心下氣；你沒有人我之分，

你沒有是非之念，而就在這個當下，那才是真正自我的顯現，也就是真正

佛性的顯現。338 

由此可知，謙恭和藹是由內而外自然散發出來的自性德輝，這份心性的修養來自

天心真我的流露，因此白陽修士於去妄歸真的內修之道上，重在存養省察，反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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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修班），編號：fycd201709160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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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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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縱然是居高位仍保持這一份內在涵養，謙虛和藹，

不驕不傲，放下一切之我執，朗現心性之自在清淨，光明至善，於語默動靜皆展

現自性的光輝。南海古佛垂降訓文又云： 

謙恭和藹人我敬，真人作主光明親；佛光普照佈天下，寰宇之中引根人。

根基深厚更加緊，戮力齊心道明伸；壯志未酬心遺憾，抱志大公感天恩。

339 

白陽修士推動大道，共辦此白陽一大聖事，接引天下眾生達本還源，足知這是一

個修辦的團隊，神聖的隊伍。因此，與眾人和睦相處之道，首要以一顆恭敬之心，

不輕視人、不侮辱人、不粗暴無禮，誠敬於天地神明，誠敬待人接物，誠敬所有

眾生。若能依本心本性而發用體現，必然謙恭和藹。唯有誠敬抱守初衷，低心下

氣，卑以自牧，認定修辦宗旨，承襲老祖師、師尊、師母聖德，以天心師志修辦，

同心戮力將大道推展出去，方是報上天降道之恩德。 

「謙恭和藹」既是自性之德的流露，也蘊含天地的和諧均衡之道。王十五代

祖在《理數合解．一貫探原》中說過：「一至三為春分，其氣溫和，發生萬物，陽

之用也。二至四為秋分，其氣清肅，收斂萬物，陰之用也。」340大地萬物的生長

環境，若每日皆是狂風暴雨，或時時皆為豔陽高照則難以生長，為人也是一樣，

要溫和、要和氣，為人不能太暴躁，亦不能太冷漠。341「謙恭和藹」的真正體現

是要由心出發，掃除煩惱，改掉習氣毛病，克己復禮，才能朗現自性，散發真我

之德輝，一言一行中，達致謙恭中和之境。而與人相處定要能懂得屈伸進退之道，

謙卑、辭讓、和藹、和善、平和、溫順等，也可視為「謙恭和藹」的展現。南屏

濟顛垂訓云： 

仁義禮智橫軸喻，性統四端萬善兼；悉發菩提存惻隱，義無反顧氣凜然。

謙恭和藹知辭讓，是非真偽辨明焉；五倫綱常縱軸喻，素位而行樹標杆。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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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辭讓之心，禮之端也。」修辦道程要相互鼓勵，態度正直誠懇，遇

事情不爭不執而處處謙讓，有禮才能一切應對進退得其宜。仁義禮智信根植於己

身，謙虛為懷，建功立德時不誇耀自己，如此無為不居功，才能感化眾人。《佛規

十愿．謙恭和藹》本訓云：「最高德行行乎日常，中和位育仁風普，誠者動。」343

修道修心不是口號，不僅道場倫理要遵守，五倫綱常也要落實，各個謙恭和藹做

道場標杆。不休息菩薩也云： 

為人處事大智慧，推功攬過行卑謙；持而盈之水滿溢，不如其己鋒芒減。

揣而銳之不常保，人道惡盈而好謙；謙恭和藹低姿態，水利萬物不爭權。

衿而不爭君子作，休休有容胸襟寬；人不知己而不慍，不衿不伐養內涵。

厚德載物那天地，寬大為懷納百川。344 

顯然，佛規謙恭和藹是懂得辭讓，不相互爭奪是深具大智慧之者，修道之士當要

明白凡事要回歸自身反觀自省，能夠謙卑、謙讓進而推功覽過。因此，縱然很有

才華、能力，但是他人卻不暸解一己時，也不要懊惱、傷心不平；反之，試著去

暸解他人並秉持著寬大氣量善待別人，而這顆道心以及對眾生的熱心仍堅定不

拔，如此就像水的德行般，善利萬物而不爭，有寬大之胸襟，有謙遜之內涵，這

是一種尊貴而清高之人格。猶如《道德經》第四章云：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

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

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345 

江海之所以能成為百川河流所匯往的地方，乃是由於它善於處在低下的地方；聖

人領導人民也是對人民謙下，看重人民的利益比自己的優先；居於上位，不讓人

民感到壓迫沉重，感到受害受苦。可見不爭就是能給與；不佔為己有，這正是無

我的智慧與美德。而身為白陽修士，與人相處能謙退無爭，和諧而沒有驕氣，謙

虛無有自負，才能處事無障礙，才能夠以身示道，替代上天宣化。 

綜上所述，謙恭和藹是自性德輝的展現，乃立身處世之根本。於身行上，文

質彬彬，謙虛有禮；於心行上，時時刻刻常保清淨光明；發而為待人接物、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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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則真誠和氣；於同修共辦上，互助幫助、相互體諒；上下之間和睦相處，

無爭無私，給予奉獻。足見奉持「謙恭和藹」之佛規，實是朗現自性真佛，藉此

行持，得以不昧此心，也可以創造道場的和諧和氣，而遵守佛規「謙恭和藹」，也

是體現佛規「遵前提後」之內涵346。在道場中，彼此之間的團結、和諧，是創造

一道同風之彌勒家園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而此團結與和諧則有賴於人人做到謙

恭和藹。 

「謙恭和藹」之佛規，引導白陽修士放下三心四相，回到清淨的本心，恭敬

所有的眾生，廣結善緣，學習常不輕菩薩的普行誠敬之愿行，處事上無有是非之

念，處處體現天道的謙遜精神。由真性流露之謙恭和藹，真誠無偽，和藹可親，

這是道德人格的榜樣，展現人道之風範，亦為道場帶來上下和睦的氣息。於此白

陽大開文運入世修行的時機裡，這一條佛規的奉持實踐，彰顯了文質彬彬的修士

人格，以此高尚品格來待人接物，足以修身培德，立身處世，佛性顯現，並促進

人我間的和諧及道場的一道同風，進而迎來世界大同之到來。 

二、第八條：勿棄聖訓 

《皇母訓子十誡》云：「今時下真機展普遍大地，諸天神眾仙佛共下東林；各

處裡施顯化驚惺迷子，或飛鸞或借竅親渡原真。」347上天降道為了喚醒愚迷的眾

生，期冀眾人可以改過遷善以達本還源。然而天不言，地不語，「道賴人而宏展人

賴天助」348。因此，一貫道道場當中就有著諸多仙佛菩薩降鸞垂訓對眾生慈悲的

慈示訓，這是一貫道天人共辦之一環，亦即「神道設教」之殊勝，藉此可喚醒轉

化眾人迷昧之心，消弭災劫，俾使乾坤彼岸同登。那麼，以下則針對仙佛聖訓中

所慈示的「勿棄聖訓」加以研究，探討其實質內涵，闡述其重要性以及具體的實

踐意義。 

（一）勿棄聖訓，乃看重聖訓，不離聖訓 

從字義本身而言，「勿」表示禁止；「棄」就是拋開、捨棄。靈隱禪師在《佛

規諭錄．勿棄聖訓》對此也定義云：「勿者勿可而為作，棄乃拋丟不瞧觀」349一貫

道聖訓專書《回天的導航．勿棄聖訓》仙佛白話訓中，也有精簡明白的界定： 

 
346

 請詳參本研究佛規第二條：遵前提後。 
347

 明明上帝：《皇母訓子十誡．再誡》（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頁 30。 
348

 明明上帝：《皇母訓子十誡．再誡》，頁 30。 
349

 靈隱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勿棄聖訓》，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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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勿棄」，就是不可以拋棄，不可以輕視，不可以不照著去做。因為

每一篇聖訓或經書，都是仙佛的心血、慈語，自然都有仙佛在護持它。350 

仙佛所慈示的「聖訓」或聖人所留傳的「經書」，都具顛撲不破之真理義諦，也是

仙佛至愛的一字字叮嚀、一句句囑咐，都有著仙佛在護持。因此，「勿棄」正是意

味著要看重，不可以輕視，更以依循實踐為要。 

至於「聖訓」的具體意涵又為何？《佛規諭錄．勿棄聖訓》云：「聖乃聖人或

仙佛，訓者諭語或訓篇。」351聖訓亦可言是「白陽聖訓」，乃是聖佛菩薩奉無生老

母之命，藉由木筆沙盤對眾生的慈示。簡而言之，就是仙佛聖人所垂示的書訓。

所以，聖訓內容所指示的皆是修辦方向，以及芸芸眾生應當奉持實踐的路徑。在

《回天的導航》白話訓中，仙佛對此又有更進一步的定義： 

聖訓者，聖人所垂示的書訓，也可以指一切記載聖理的文字。換句話說，

就是聖賢仙佛所說的話。聖賢仙佛到底說些什麼話？千言萬語，就是說真

理的話……引導眾生如何改邪歸正，由迷轉悟的話。352 

「聖訓」是聖賢仙佛的智慧之言，是我們回天的指導書，返鄉路程的指南。聖訓

所言字字珠璣，不僅讓眾生由迷轉悟，而在遇考闖關時，參研聖訓，往往可藉由

閱讀聖訓典謨，開啟智慧，有所幫助突破難關，俾使白陽修士由迷轉悟邁向聖賢

之路。濟顛和尚在《南屏家風》中〈勿棄聖訓〉之鎮壇訓云： 

勿隨波流志節強，守正不阿心明光；棄本逐末錯方向，認理實修正道往。

聖域賢關齊步入，跬步千里邁康莊；訓語寄上體妙意，時不可失握韶光。

353 

聖訓指出：身為白陽修士要有修道志節，心地要光明磊落，守正不阿，認理實修

邁往正道，勿迷真逐妄失去修辦方向。而辦理聖事得要明白事情的本末以及輕重

緩急，藉由仙佛慈悲訓語好好參研、體會仙佛妙意。如果沒有上帝之旨意，諸天

仙佛豈敢來到娑婆世間慈悲畫沙盤，足見「聖訓」對於白陽弟子而言具有其重要

性，是修辦道的重要導航，也提供了具體的實施項目，成為在修辦道業上極其重

要的箴規之一。正因為聖訓是修辦的指南，也是仙佛的慈悲渡化之言，所以這當

 
350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03。 
351

 靈隱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勿棄聖訓》，頁 24。 
352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02。 
353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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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多道理往往都是先說後應。因此應當要看重聖訓，不隨便放置、不可輕視以

及污損聖訓外，更應當拳拳服膺，敬而尊之，遵而行之，同時宣揚古道聖理。 

觀今世態炎涼，喪失道德仁義、綱常倫理，聖賢仙佛留下書訓作為引渡之橋

梁，勸化眾人能夠研讀學習，進而悟行實踐，成為一個有作為、有操守的白陽修

士。聖訓中的一字字、一句句，皆來自聖賢仙佛的自性，是真正佛性的流露，光

明的引導。因此聖訓即是「道」、「真理」，指導眾生如何修行，如何改邪歸正，如

何由迷入悟的真理，乃回歸無極理天的導航。天然古佛在《大學聖訓．序》云： 

訓文猶如暮鼓晨鐘，振聾啟聵，警醒迷津之法藥，以四無量心精神感召，

讓無數眾生發心修辦……。白陽儒運有跡可循，《四書》問世更彰顯道真、

理真、天命真之尊貴。……凡立志於進德修業者，倡導研經思想文化風氣，

善能理念深入人心，應不遺餘力，加以闡述，窮下功夫，不斷提升，洗心

滌慮，六根清淨，心性清明，明善復初，人人達乎此心，必能增長大智慧。

354 

足見聖訓具有警醒白陽修士的力量，振聾啟聵的作用，在道場修辦立志於進德修

業，就要提倡研讀聖訓，宣揚其內容引導眾人，俾使一貫道弟子在修辦之道程上

能夠明理，而將其「聖者真理」、「正確理念」深入人心，如此才能提升心性，心

性清明才能達明善復初之境界。「勿棄聖訓」的佛規，提醒我們要能明白經典聖

訓的真實義，更要腳踏實地的依經訓而行。濟公活佛曾慈示欲要成為上天的好人

才則要做到以下自勉履行： 

尊師重道，飲水思源，固守根本，謹守佛規，不離道場，不離經訓，不離

前賢，不忘感恩，不忘報恩。355 

不休息菩薩也曾慈示過，要成為傑出修士就要每日閱讀經典訓文，參悟、省察、

改過、實踐。訓文云： 

志為傑出修士，宜每日開卷閱讀經訓探究妙理，參悟聖賢仙佛之教誨，於

自心中，須慎思是否正知正見？須省察是否知過能改？須懺悔往昔所造惡

業，須格物六根不染六塵，常用智慧觀照，使其內外明澈。識自本心，見

 
35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大學》（埔里：天元佛院管理委員會，2016 年），頁 2-3。 
355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九、二〇二〇年德字班人才精進班聖訓彙編（二）》，

（南投：發一崇德聖訓中心，2022 年），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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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性，不生不滅，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為渡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

用一切法。356 

聖佛說一切法，都是為了渡化眾生的心，若能每日不離經典聖訓，開卷閱讀，探

究聖人垂留之心法義理，可以藉之建立正知正見，還可以省察是否有過錯；不離

聖賢仙佛之腳步，抱道奉行，使不致於盲修瞎煉。若細心參研聖訓，可以讓道念、

道心更堅定，若遇到困難，對道的信念就不易被左右改變，反之可以提升心境以

突破難關，進一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南海古佛也降壇垂訓云： 

定意明理不搖動，堅心定志行道遠；持志唯有知明悟，真知灼見參聖篇。

以經訓來正心念，言行舉止至善圓；歸根復命了己愿，智慧法語存心田。

357  

由上可見，心思紛亂不安定時，多讀聖訓也可以幫助一貫道弟子平靜心靈，透過

研讀經典聖訓，可讓自己定心、明理而端正心念，進而更堅定這一份聖志佛愿。

而透過聖訓，法雨滋潤自己心田，恢復本性之自然，止於至善而歸根復命。足知，

「聖訓的道理深奧，可以教眾人如何平心，裡面涵蓋定、靜、安、慮、得，如果

能達到這種心境，才能處變不驚，遇到再大的困難心都不亂，才有妙智處理道務、

事情。」358《中庸聖訓》中宗聖曾參夫子臨壇云：「『人和心麗書香愛語溢道氣』：

修道人要跟自然合而為一，就是要把我們的心修得非常地美好，沒有一點私心、

偏見。要如何做呢？就要從研究道理方面著手。」359可見參研聖訓，對自我修身

養性有很大幫助，修道要修真行正，要當個忠誠的修道人就是要不離聖訓，並依

之而實踐。活佛師尊一再地頻頻提醒一貫道弟子： 

攜手共辦這一段，各司其職互勉旃；皆是代天來宣化，皆是平心靜氣前。

借假修真實磨練，磨除稜角使求圓；當要時刻經訓勉，聖賢佛語指要端。

經典聖訓言行指，指標方向不迷瞞；修者豈可不觀看，讀經觀訓悟心間。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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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傑出修士篇〉，編號：fycd20180317030001。 
357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九年發一崇德各國壇主班聖訓彙編》（南投：發一崇

德聖訓中心，2020 年），頁 27。 
358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第 28 輯》（新北市：明德出版社，2022 年），頁 80。 
359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中庸》，頁 535， 
36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場甲區社會界國語壇主班），編號：

fycd202103130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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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訓為聖賢佛語，在在都指導我們修辦的方向，以致於不迷失；指點出修辦的重

要性之處，以致於不失焦。一貫道道場常說要借假修真磨煉心性，而聖訓正是上

天給白陽修士「借訓惕己」的一項修辦工具。李鐵拐大仙曾說：「賢士要聖書不離

手，好比不離自性一樣，不離每天的覺悟。」361所以白陽修士要讀經觀訓來清楚

明瞭自己的這一點無極真性。 

（二）勿棄聖訓，乃依訓而行，躬身實踐 

《論語．衛靈公》記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62天不言、地不語，

宇宙之真道仍要靠人宣傳、實行、行聖道盡己責，才能發揚聖賢的真理。反之，

上天也是透過聖訓，才能將仙佛的智慧與天意傳遞給我們，所以不遺棄聖訓以外，

更要用敬重謹慎之心來參研、落實，這樣才能夠擔當普渡闡道之重任。《佛規十

愿．勿棄聖訓》訓中訓云： 

思古典訓謨，汲聖賢智慧，奉為箴規研讀。……知體行聖道，克盡厥終職

負，效仁人九思，愿代天化導，蒼生岸上覺悟。行綱常倫理，明處世為人，

進退應對恩沐，承天使大任。……擔普渡闡道，仰賴佛諭語，躬親行訓神

助。363 

白陽時期，時值三曹普渡之際，是仰賴聖佛所遺留的經誥典謨以及所垂示的天啟

聖訓來指示修辦之方向，這是白陽弟子建立正知正見、正心正念，乃至正修正德

正命應萬事之寶典。因此，對於聖佛之聖訓，宜奉為箴規，認真研讀，用心體證

參悟，並躬身實踐；進而代天宣化，承擔使命，濟化天下眾有緣者。《佛規十愿．

勿棄聖訓》本訓也云：「頤和合思，古典賢賢易，道始徹終，癉惡而善彰；養心建

功，恪遵訓聖誥，寡慾培德，自立而自強。」364謹慎遵守、敬重取法聖人所留下

的經典，涵養自性沖和之氣以契合聖人之思，堅持自我操守不受外在影響，依道

而行自始至終，止惡而揚善。可見，一貫道弟子借著聖賢所垂留下的語錄內容作

為一種修辦道的學習路徑，以聖訓為良師益友伴其左右，足見佛規「勿棄聖訓」

之重要性。 

《理數合解．大學解》王十五代祖說：「蓋知而不行，則道非我有，行而不

 
361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卷八，頁 228。 
36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233。 
36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4-25。 
364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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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則助長揠苗，知行並到，體用兼該。」365所以知與行是「一」，非二，知行並

用才是體現真理。至聖先師也臨壇垂示，於白陽聖訓之《論語聖訓．序一》說過：

如果能將聖訓當中的一句、一言，乃至於一字作為立身處世或修行之要領，循序

漸進而行之，如此可達聖賢之境界。366可見「勿棄聖訓」不僅只是不可遺棄以外，

更應當要依訓而行，躬身實踐才是真修實善之白陽弟子。對此濟公活佛亦多次提

醒： 

明經者，必照經行，方謂之「通」。修行的路上，若沒有經典的洗心滌慮，

又如何能疑釋理明，彰顯德性呢？……望徒能明了於心，再力求悟通，心

通、行通，以己立立人，己達達人。367 

以上所述可見，無論經典聖訓，都不是只有尊敬如此而已，而是透過經典聖訓的

洗心滌慮「淨化己心」，體會聖訓中的真意，若能明瞭於心則容易反省自己，進而

去落實在修辦道程上，讓自己走得更踏實，愉悅法喜，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立

下標杆榜樣，這才是真正實踐佛規「勿棄聖訓」。而聖人的心法足跡更是記載於

聖訓中，白陽修士要能體會仙佛的慈悲，明白訓文的真義，依仁履義將聖人的精

神行出來，雖然要明白仙佛指示的本意非是一件容易之事，但仍要研究其要義而

一步一步「遵訓而行」。《一貫真傳之殊勝》中南屏道濟在〈研經究典的殊勝〉裡

慈示： 

行履古道，有方有則；有依有法，有道有規；步步依照新民、至善，顯其

本性，現至於日常之中；……研究儒家之心法，三教之理歸於一脈；明其

理，當內外合一，裡表合一；真知真行，真體大道之本來，應於圓方。切

莫以研經究典，為之分外之事；其曉行道之本，當以基礎深厚者，為之日

後成道、行道之要也。故，修士恪遵本心，古德、古禮，明前哲之用心......

當要奉道真行，無有藉口，無有推委；按步行道，研究經典；明悟佛心，

證悟本來；依此真行，內外真修，必成聖成賢有餘也。368 

仙佛慈示切莫以研究經典為分外之事，顯然在經典聖訓的重要性上，其提供了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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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大學解》，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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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頁 3：「《論語》共二十篇，今因順應時勢所趨，僅擇摘〈學

而〉篇中之精要為訓，以其眾能以其中一句、一言、一字，作為立身處世或修行之要，漸而行之，以達

聖賢之境，倘若如此，吾亦深感慰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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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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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聖訓中心編輯：《一貫真傳之殊勝．研經究典的殊勝》（南投：發一崇德道務

中心，2021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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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道根本與圭臬，載明三教歸一之真理，足以教化示導眾人走向光明正道，

讓修辦者的道路上有了真理的依據與導航，若能拳拳服膺明悟自性，真知真行369

內外真修實修，必定能成聖成賢。諸多仙佛聖訓中也有明確闡述，聖訓是用來遵

循效行才有更大的實質意義： 

讀了聖賢書以後，要更能夠照聖賢仙佛、古時候人那種純樸的心，去待人

處事，這才是最重要的。370 

訓文是用來研究，不是用來裝飾；研究訓文，是用來修正自己，不是用來

指正別人；修正自己，是為了得到良知的認可，不是為了得到世人的讚譽。

371 

足見閱讀聖訓是在「反觀自照」、「檢視修正自己」，反求諸己是否效法聖賢仙佛

有著無為之心、純樸之意，用之以待人處事接物。而借著「勿棄聖訓」更是要認

識真正光明的自己，不是為了得到世人的讚美。南海古佛亦有慈訓說：「言行相

顧揚聖道，經訓妙典悟本真。」372讓真理入於耳、藏於心，躬身實踐，如此無論

走到哪兒，都能夠普渡眾生，感化眾生。那要如何躬身實踐在生活上，將聖訓內

容活用在日常裡？八仙呂洞賓有云： 

經訓啟迪用日常，不離本心五常全；規行矩步知進退，學以致用盡滿圓。

於人道理漸成熟，心言行持君子賢；今逢聖道知修辦，圓滿生命不負天。

373 

聖訓記載「真理」，傳示「真諦」、「心法」，而此真理因應眾生疾苦而說法，也傳

達永恆之第一義諦。受訓啟發智慧後，是要將「道、真理、心法」應用在日常生

活中，亦即在家行和諧之道、職場行君臣之道、道場則行上下和睦之道，為人根

本行忠恕之道，守規矩、知進退，學以致用，適逢白陽應運入世修辦，要能真知

真修真辦，讓生命圓滿才不負上天降道之恩。 

綜上所述，白陽修士當知修持功夫要謹慎，二六時中不紊亂，精進自己讀誦

 
369

 參洪淑芬：〈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初探〉講義，「109-2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

課程，（2021 年 6 月 23 日），頁 20。 
370

 聖賢仙佛齊著：《光明的智慧（10）－仙佛慈語》（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頁 7。 
371

 聖賢仙佛齊著：《世界大同．序一》（臺南：發一同義宮，2003 年），頁 2。 
372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一八年發一崇德各國壇主班聖訓彙編》，頁 51。 
37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十條誓言〉（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客語二天率

性進修班），編號：fycd2010061203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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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聖訓，體證參悟讓自己明悟本來根源。聖賢仙佛奉旨臨壇聖訓不下千萬篇，

內容涵義雖然有深有淺，具備啟化、醒化、教化等作用。若能每日研讀幾篇聖訓，

轉化己念、淨化己心、則能渡化眾人、感化眾人，所以依訓踐行，知而能行才顯

道之尊貴。經典聖訓是修士修辦的指南，可化解修辦上所遇之荊棘，也可提昇世

人的德性涵養、變化氣質，幫助我們達聖域賢關，所以要好好宣揚聖言量、實踐

聖義諦而「勿棄聖訓」。 

第三節、「莫著形相」、「手續必清」之探析 

大道之蘊含動靜合一、體用一如，可以展現無窮無盡的妙理，在理氣象一貫

的宇宙實相中，這些真諦妙理則透過氣質、形相之方式呈現其奧妙，雖然如此，

吾人仍要明瞭其實相本質所在，始不為形相所迷惑，始對真理有正確理解，縱然

大道有千變萬化之相貌，萬物一體，無有分別。《皇母訓子十誡》也說：「悟真理

參天道真空不空，有即無無即有有無一本，色是空空是色非色非空。」374可見真

修者、真辦者，莫讓形相擾亂自己修行之路，別讓聲色惑亂一己之菩薩真心，如

此才能依循真理，超越自我，以自性佛當家作主；如此則能品性清清白白，品德

清正廉潔。因此，本節將繼續分別探討佛規第九條「莫著形相」、第十條「手續必

清」之內涵與實踐之道。  

一、第九條：莫著形相 

由上述佛規第八條「勿棄聖訓」的探討，得以明白仙佛臨壇所垂訓是為了喚

醒眾人由迷轉悟，提點修辦迷津，但是白陽修士若不懂得深入參悟、契入本心，

反而著於外在顯化、借竅，乃至只執著於仙佛所垂示妙訓，導致著於文字相，停

留在文字般若，無法契入實相般若層次，這既非聖賢仙佛垂訓之原本用意，也會

因法執而障蔽對真理之領悟與落實。濟公老師說過：「凡夫只知物不知理，賢人

只知理不達理，聖人知理達理，物則有形，理則無形。」375因此，白陽修士當要

好好深入理解遵守佛規「莫著形相」之重要，明白形相之短暫、實相之永恆，並

深加體認此條佛規的真實義，以及對於修辦道的重要性。 

（一）功夫：破相明理，體認大道之實相 

一貫道王十五代祖云：「無極之理，靜而為經；太極之氣，動而為緯。經則常

 
374

 明明上帝：《皇母訓子十誡．三誡》，頁 33。 
375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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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變，緯則變而有常。常而不變，不易之易也；變而有常，變易之易也；加以

三光大地，雌雄萬類，有質可見之物；天地交而生寒暑，日月交而生朔望，雌雄

交而生萬類，為交易之易也。」376可見理氣象三界中，象界所呈現的是物質形態，

世間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等等，王十五代稱之為「交易之

易」，這是眼根可見、耳根可聽、六根可感受者，無時不變化無常，有著「生滅」

之現象。《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

見如來。」377世間的一切形相、現象、氣象皆變易生滅，緣起緣滅，故為虛妄，

因而佛法提醒修道宜破除外相，不要執著，宜以自己的無極真性當家做主，才能

於存心養性中，漸次回歸本然以漸臻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境；也唯

有如此，真實智慧將會自然流露，真理才能在平常中、舉手投足中呈現。《南屏家

風》中白水聖帝慈示〈莫著形相〉聖訓云： 

大道本是無形象，形象皆以道為宗；生育天地運日月，長養萬物徹始終。

有形有象皆如幻，大道真理無影蹤。……海市蜃樓彈指變，真偽一念當認

清；凡聽能聞視能見，皆有形相勿迷矇。……神道設教應時段，借相明理

化眾生；勿觀仙佛飛鸞顯，當曉內蘊理無窮。378  

大道真理是無形無象，此乃形而上的「理」層次，是不生不滅；有形有象，乃屬

形而下的「氣、象」層次，是有生有滅，即使在彈指間已有所變化。「形」和「相」

都是氣與質的結構屬性，終究會幻滅，而大道的本質就是「性理」，唯有理的層次

始不受時空拘限，超越生滅變化，才是永恆，而視透此真假，常住此真常，才能

依之而起正信正修，這是奉行「莫著形相」佛規所當體認的「形相」與「實相」

之辨別。 

「莫著形相」佛規的實踐，尚在於對仙佛的飛鸞顯化宜有正確的態度。「神

道設教」模式是白陽時期的渡眾方式之一，藉由仙佛的臨壇批訓，散播上天的福

音以渡化眾生，雖然有著天人共辦之殊勝性，然而這是聖佛「借相明理」以啟發

眾生的天理良心，也是印證天道天命之殊勝，有仙佛設教的立意在。實際上，白

陽修士當要明白，求得大道就是尋回本來的至善之地，恢復赤子之心，能發用此

真心天性，足以成就無上大道；反之，若是求神問卜，執著仙佛顯化，都非究竟

之道，故本條佛規提醒吾人：勿執著仙佛的借竅顯化，真佛在心中，切莫遠求外

 
376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一貫探原》，頁 102。 
377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T08，no.0235，p.0749a23。 
378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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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宜迴光返照，才能照見真我，進而由真我發用。因此，《回天的導航．莫著形

相》中，濟公活佛及漢鍾離大仙又同樣叮嚀： 

莫著形相，就是不要執著外在的形相，而被它給蒙蔽住了。因為一切有形

有相的東西，它都不是究竟的真實，並且終歸幻滅無常。……不要執著仙

佛的借竅顯化，而當以體悟仙佛開示的真理、妙義為主。379 

一般人不知道「有相」的事物終歸會「幻滅」，所以執著在這外相。「莫著形相」

之佛規，揭示了宇宙的「無相」與「有相」之對顯；「真／恆」與「假／變」之對

揚。因此，當深切領悟聖道本質乃有無一體、色空不二，切不要被外相給蒙蔽住

了。俗說：法有破、術也有盡的時候，而上天所垂降的這些影像、顯化，一顯即

化，這僅是讓眾人有所感悟、有所信心、有所發心；甚至仙佛垂示的聖訓也只是

一個形相380，皆是上天立教之慈心，藉此啟發眾生。顯然，白陽修士應當以體悟

真理、妙義為主，體認「大道」、「聖道」的本質實相，才能有正知正見，依之而

真修真行。 

至於大道之實相，雖無形無象，然而具有無合一、虛靈不二之本然性，在《一

貫道疑問解答》亦有記載：「理就是真空，至虛至靈，極然不動，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氣是宇宙間的氣體，流行升降，默運四時，終始萬物；象就

是形形色色，有實質可見的一界，有形體的物。」381有形有象者，會有生滅；無

形無象者，則無生滅。而有象和無象之別，在於有形有象者，由大道所生成，乃

以道為宗主。足見，大道之真在色空一如，是周遍法界，要了解大道本體才能不

著形相，而守住真諦，行出真理。濟公活佛在《道之宗旨》白話訓慈示：「我們

為學道而來，要借相而明理。」382換言之，白陽修士是要藉形相文字來探討、暸

解人生的真諦，使自己邁向聖道383。所以南屏道濟慈示： 

明確人生價值現，精進不懈法聖賢；學問文章經典勸，唯有明經悟本源。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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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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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忘名相〉（發一崇德：臺南道場社會界國台語率性精進

班），編號：fycd19921031070001。仙佛慈示：「道就在平常生活之中，只要你們用平常心去體悟，道就在

你身邊，並無他意？假如說有什麼法術，那還是假的。法有破、術也有盡的時候，形相也是假的，譬如

顯化二字，一顯即化，那有什麼好執著的呢？在這人世間的功名利祿也是一樣。」 
381

 南屏道濟：《一貫道疑問解答．何謂理氣象三天》，卷下，頁 6 下。 
382

 聖賢仙佛齊著：《光明的智慧（10）－仙佛慈語》，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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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光明的智慧（10）－仙佛慈語》，頁 6：「你們來學道，來探討人生的真諦，來探討人

生的究竟，假如不藉形相文字來讓你們暸解，不容易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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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智勿留戀，破象明理樂無邊；借人借事來引導，引迷入悟出牢圈。384 

看穿識透有形有象皆是變易不定，借由此假象而「知理」、「明理」、「認理」；精進

不懈法效聖賢行誼之「真知」、「真修」、「真行」，唯有如此才能不被世間名利、名

相所轉，而明悟本來根源，而奉行大道真理。借人借事的引導，克服衝破人生種

種的無明關卡，如此的經一事、長一智，俾使自己由迷入悟以達破象明理，以「正

知正見」緊握修辦宗旨，以「正心正念」提醒自己合乎中道，以「恆誠毅力」之

心力求承擔使命，持續將此大道薪火相傳下去。世間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實，但是

真理、真心是看得見、體會得到、感受得到，真切地存在隱微當中，因此，呂祖

純陽於《佛規十愿．序》慈示： 

「莫著形相」，當知形象乃不得已之法門，借相明理，借假修真。迷時師渡，

悟時自渡，才是永久之計。385 

可見，仙佛留下許多文字經典，乃至於顯化案例皆是讓一貫道弟子了解自心，這

是應機而說法；仙佛垂示的經典、聖訓，字字句句皆來自仙佛的無邊智慧，也是

不離自性的慈悲流露，所以吾人不可執著於文字，當領悟其真諦，返本復始；心

若清明圓通，就能夠與天地相通，也能契合仙佛法音。顯然，真正「莫著形相」

的修持義在於破相（象）明理外，也要打破執著，去貪念、掃執念、除妄念，一

貫道訓文也說： 

行德君子篤實前，事必躬親盡心全；三省吾身以自警，法聖懷賢態恭謙。

有疑必問乃君子，有過必改古人言；日新其德求精進，深耕易耨功夫添。

博學審問明辨也，學思並重勿倒顛；破相明理執著去，不落比較是非談。

386 

先得後修機會握，莫再蹉跎時機延；智者當下勇步進，參研真理滌心田。

破相明理執著掃，回復本來赤子顏。387 

由此可見，白陽修士要趕緊把握佳辰良機，千萬不要於外相上追逐名相、執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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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911140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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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涵養內在之德性，認真精進地研經究典，依循聖人之「真理」以洗滌心田，

不斷自我觀照，要求自己改過求新，竭盡心力，篤實向前邁進。博學、審問、明

辨，學思並重，確切實踐，一切依「理」而進，修身、修心，培養自己德行；「遇

境不著」、「遇相不執」388。面對形形色色，能離境、離相，掃除對待及分別對立，

去貪妄執著，讓自己無煩惱無罣礙，遠離顛倒夢想，不再憂苦身心，才能進入大

道「實相」以回復本來面目，亦即以自己的無極真性當家作主，進而發用真性以

成人成物。在道中盡心盡力渡人是修士所該負起之責任，但是落入貪著功德的話，

縱然渡人多，也已著形著相，未能體認大道之實相，功德反而不圓滿。 

（二）應用：自性作主，清淨無為之顯現 

王十五代祖於《理數合解．一貫探原》中云：「人之恆性，皆自無極理天而

來。自理入氣，則拘於氣稟；自氣入象，則蔽於物慾。而來路迷矣！而自性昧矣！」

389 世人這點無極真性皆來自理天，但是此性受到氣稟所拘、心為物慾所蔽，讓本

自具足之天心、道心遮蔽，有而不知其有，執著於氣、象界中，乃至身為物役，

背覺合塵而迷昧自性，離道愈來愈遠。所以濟公活佛在《佛規十愿．莫著形相》

本訓深切地提示白陽修士： 

手簡告諭啟，知而行深惕勵，破相明理通覺徑。390 

活佛師尊又云： 

生死事大細探討，參悟本來一點玄；借相明理誰明懂？莫著形相轉輪圈。

識透真假心明朗，歡喜修真不懼難；世事難易己心念，難事易辦亦可參。

始終一貫不改志，天心聖志永隨前。391 

一切萬物本皆是從無中生來，有形有象也是從無形無象而來，所以說大道本是無

形象，然此無形象並非頑空，乃真空而妙有；至於「現象」之所以稱之為幻境、

幻象，是來自因緣的結合而有了種種現象。所以，如果有另外一個因緣又產生，

就會改變現有的現象，形成另外一種現象，因而稱為「虛妄」，乃生滅不已，變動

不居。因此，藉由這些變異的現象，讓人類能夠借象明理，體認形象之短暫、體

 
388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22：「聖賢倒裝迷於形著於相，同淪為凡；凡夫遇境不著，遇

相不執，而不被境所迷。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凶吉，則是聖賢。」 
389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一貫探原》，頁 93。 
39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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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50411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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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實相之永恆。所以要打破形象的認知模式，才能超越形名、超越自我而展現自

性之光輝，以領悟真恆之「一合理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離一切諸相，

則名諸佛。」392又云：「不取於相，如如不動。」393而「不執形相」落實在修辦上，

即是以真誠之心修辦道，沒有人我相、功德相的執著，無有人我的對立，沒有人

事的不平，一任天心，不動其心，卸下假面具，顯露真主人；一旦能超越形象之

罣礙，真修真辦，破繭而出，必能開創人生的新局。394《佛規十愿．莫著形相》

訓中訓中，仙佛也提示： 

通曉事理，歇即菩提；相感至誠，體用和中。玄牝常住，一點本蘊；足以

自得，妙趣橫生。不垢不淨，無住無相；形名超越，妙有真空。……凡有

形象，借假修成；一旦破執，解脫牢籠。磨而不磷，火中栽蓮；涅而不緇，

自在提升。寓形宇內，惟道獨尊；天地人貴，圓滿究竟。395 

自性本體動靜合一，真空可生妙有；又不垢不淨、惟精惟一。所以佛規「莫著形

相」提醒吾人：佛向性中作，莫向外在求，體認自己內心的「光明本質」與「清

靜本體」，常住此真心，使之天理流行。白陽修士當煉就遇事不受影響，超越事相

的罣礙；更應反求諸己，回歸真性，提升自我，才是根本之道。行道上則應發自

本心，任何事皆以靈明自性作主，超越形名，又不陷於沉空守寂的頑空，辦起事

情來則能「內無執心，外無所執」，在精進的修辦中，一切將可漸臻於究竟圓滿。

在《回天的導航．莫著形相》仙佛白話訓中，仙佛也有著進一步明示： 

能在任何情境中，都能不動其心，自性作主，顯現真我，這才是真正的「莫

著形相。」396 

所謂的「莫著形相」，正是體取無生，自性作主，回歸一心清淨無為，如此才能不

動其心，不為外物所沾染，也不執著於外在形象或內在心象。這全然都是自性佛

的顯現，所以能超越形象、名相；是真我的展現，故能不偏不倚，足見，「莫著形

相」正是「中道實相」的體現。那麼，如何落實中道，以自性作主，體現清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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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T08，no.0235，p.0750a27。 
393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T08，no.0235，p.0752b23。 
39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破繭而出〉（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

班），編號：fycd20121110030803。仙佛慈示：「破除我執，換個角度可以看得清楚；破解病毒，先將內在

恐怖一一降伏。打破成見，要將外在包袱割捨丟除；破象明理，真修實煉，卸下假面，顯露真主，從今

不再作繭自縛，開創新局破繭而出。」 
395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6-27。 
396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14-115。 



121 
 

為，濟公活佛於〈修行自覺自悟〉中真切勉勵云： 

修行，破相明理；覺悟，菩提自性，真實無欺。修行，認清真假；覺悟，

入世煉性，求其放心。……修行，真人作主；覺悟，返璞歸真，明善復初。

修行，清淨無為；覺悟，無住無念，無私無我。397 

足見，「莫著形相」是認清真假的修行智慧，也是達本還源的覺悟真性；是內聖的

心性工夫，也是體現湛然常寂的真如妙用。「莫著形相」的實踐，也使吾人在認清

事情之真偽中，於入世修煉中恆誠地鍛鍊自己，事來則應，事去則退；在困境當

中磨煉心性，俾使自性得以愈發圓滿的展現，透過覺察、覺知、覺照，覺悟等次

第的不斷實踐，讓自己返璞歸真，達到清淨無為之境界，以發揮菩提真心之無邊

大愛。又於《佛規十愿．莫著形相》本訓慈示云： 

飾偽懷省謙，難化事通權中，玄牝常住，一定應；互切磋經藏，察造理通

融和，性本俱足，皆同功；失馬塞翁含，微觀密遂妙用，指點心蘊，邁前

程。398 

世人因莫辨真假，往往得失難明瞭，於是在成敗中患得患失，殊不知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而白陽修士從求道那一刻起，因「先得」此天命明師之一指點，就要「始

善守念」，明白自身之真性，肩任修辦之職責所在，並且義無反顧地承擔起責任。

真道應運在當今，道降庶民，普化群生，白陽修士在實踐「莫著形相」之佛規中，

更當要發揮本自俱足之本然之性，洞察真微，藉著道理明白己心，藉著事情鍛鍊

己志，藉著參辦而發揮天性，這些都是在切磋琢磨，在此當中發揮道在自身之妙

用，進退之中則能圓融十方。所以濟公活佛垂降聖訓，囑咐一貫道弟子要日日反

省自己，破除形相之執著，真誠面對自己： 

日日三省己身進，弗忘內功充實圓；動中取靜功夫用，身為形役太可憐。

自性作主莫行偏，泰鏡高懸不倒顛；破除種種之執相，真誠面對己容顏。

399 

由此可見，在學修講辦行當中，勿忘初心，踏踏實實真修真辦，切切實實培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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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修行自覺自悟〉（發一崇德：彰化道場社會界國語壇主

班），編號：fycd202008300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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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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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50723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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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外功，俾使內外圓滿。持守真諦，動中取靜，千萬不可執相，也就是見物隨緣、

離境離心，當要如此心性才能夠真正昇華，清靜無為，使自性作主達「心性合一」，

而非「心相合一」；內外一致，捨棄形相之牽絆，才能於步步真修實辦中，最終達

至天人合一。以下之聖訓，仙佛也勸勉白陽修士，「莫著形相」的應用在於自性作

主，保持本來的良善，不惹塵埃；也在於善用自性，二六時中，以理行道，彰顯

本性的清靜無為，發揮天性以自覺覺他。聖訓的內容為： 

守住心猿意不動，清靜無為參性天；迴光返照明真面，得善拳拳服膺前。

凌雲浩志沖霄漢，慈悲為本化坤乾；自覺覺他原人挽，正己成人方良賢。

400 

仙佛垂示之訓文，殷殷期盼一貫道弟子在修辦上，必須栓意馬守心猿，「不著一

法，不執一念」，當知生命的真義在追求宇宙之真實相，發揮本然清淨之性，共辦

諸佛菩薩渡化眾生之大事。所以，勸勉白陽弟子有幸聞得大道，要慈悲為懷立志

效法聖賢，渡化有緣佛子，以清淨無為、無染之心辦聖事，當知曉心中無貪念，

無不良思維，不執著形形色色外相的擾亂，回歸真性這一點也才是「易簡之道」，

那麼所修所辦才有真實的意義。 

人間的一切有形有象，皆有其限制性與短暫性，然而大道無形而顯真，具無

限性及恆常性。所以王十五代祖亦勸勉一貫道子弟得「悟無形無象之真」401，因

此，修道要識透真假，要能「辨惑虛實」，真假當中要體認清楚；而學道勿學在外

表，而要學在心裡，學其精神，更要得其精隨。濟公老師云：「借假能修真我，借

相明理心性滌。」402借假能修真我，此真我是「真宗」、「實相」。可見「莫著形相」

之佛規，可以建立白陽修士的正確修辦價值觀，於清淨無為的身體力行當中，不

離天心真性，以達至真、至善、至美。 

二、第十條：手續必清 

大道應運三期，白陽修道子透過佛規「莫著形相」清楚借假修真之意涵，明

白大道是無形而顯真，更該把握佳期抱道奉行，繼往聖，開來學，將道脈廣佈代

代傳下去，永遠長存，才不忘辜負天恩師德。因此，當要清楚修道要真修，非是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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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人情道，天理、人情要清清楚楚，「天地之間道獨尊，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不

器志節守」403，道務的宏展，道氣的展揚，皆是有賴白陽修道士良好道德品格的

體現，舉凡道中一切事項都要安頓、交代清楚，不能含糊，才能樹立超然之形象。

那麼，佛規「手續必清」的精神內涵為何？具體實踐項目包括哪些呢？而「手續

必清」又蘊含著一貫道之規戒「三清四正」之「三清」的意涵，由此可見是極其

重要，期許以下之探討，能將「手續必清」的道德涵養彰顯出來。 

（一）白陽修辦道場與「手續必清」之謹慎落實 

「手續」指辦理事情的規則、程序、方法。「清」之字義上則有高潔、廉明、

清白等意思。那麼，何謂「手續必清」呢？《老師的話》具體明示：「指一個人對

於所經辦的公事，或是他人之事，或對自己所承擔要做之事，辦得清清白白，謂

之『手續必清』。」404呂祖純陽又說：「清者，何也？凡佛堂道親了愿之物，手續

必須清楚，一一給予明記。」405《回天的導航》也云：「佛家一文錢，大似須彌山；

欺心無實報，披毛戴角還。」佛家的一文錢，非關數字大小，都是每位眾生誠心

所佈施而來，這些錢也是眾生辛苦的血汗錢，不得有絲毫之不清楚。佛家的錢是

為了渡化、利益天下蒼生，如果手續不清，無一五一十的呈報、善用，則要受因

果報應，甚至來生做牛做馬償還。406當然，「手續必清」所應審慎之範圍，不僅是

金錢層面，尚有其他不同層面之項目。《南屏家風》中紫衣真人所慈示的〈手續必

清〉聖訓提及： 

道親若交功德費，絲毫無有貪念存；惠而不費無色慍，欲而不貪表率

真。……道親佈施之物品，手續明詳少紛云；若用公款當思忖，戒慎恐懼

所不聞。十目十手無愧怍，正知正見秉正心……辦道手續條理順，理天時

刻功過分。……手續不清惹魔考，還償果報算斤斤……為人清廉德育孕，

高風亮節為賢真。407 

可見，不僅是金錢上理當手續清楚，白陽弟子在修辦、辦道務必謹慎落實，對所

經辦的事物也是要有條有理、光明正大，或是他人之事，或對自己所承擔之事，

皆能辦得清清白白，這也謂之「手續必清」。縱使別人見不到之處，亦要猶如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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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26-127。 
407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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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監督般，謹慎戰兢，不有絲毫怠慢之心和態度，應當具備高尚之品格，堅定

之志節，不為道權、道名、道利所誘惑、迷轉，凡事皆要知行合一，這也是身為

白陽弟子應有的修持準則，也才是真正的白陽修道士。濟公活佛在〈修道之賢〉

慈示： 

來清去白佛規守，手續必清更明懂；非義之財莫貪取，心生貪婪惹無明。

不可為而為之者，後果由徒自擔承；非是上天不慈憫，非是上天無助行。

災殃福禍人自招，小心謹慎修辦行。408 

每位白陽修士在道場參辦，對於道中一切事務、財務的處理皆要做到不得馬虎，

清正公道，對於非義之財不動其心起貪念，修辦行為要能謹慎小心而為，千萬不

能悖道而行，明知故犯。修道之賢當知「慎心」、「持身自謹」，除去內在無明，由

仁義行，應從天性所出，不存貪妄，落實「慎獨」功夫「行持公道」，才能「復禮」

以達合乎天道，上天也才會給予助力。 

在道場修辦，佛前聖事任何手續必要清楚，造橋鋪路是為了眾生，為了道親，

建設每處的佛堂或大廟之際，都要「手續來清去明」，這也是展現修道人的志節，

來清去明，兩不相欠，如此也才可以成全眾生。409《佛規十愿．手續必清》本訓，

鍾離權大仙亦云：「認吾身無物，當來清去白，交際磊落，不賄賂掩。」410可見白

陽修士當要體認到聖凡的一切，都是「本無一物」的道理，在修辦之聖業的程序、

來去之間，公私要分明，乃至不踰矩才能以自身之道去勸化、教導他人，成為眾

人的榜樣，所以南屏濟公降壇垂訓叮嚀曰： 

為人前賢常謹慎，十目十手人看穿；手續清楚不紊亂，一絲一毫記簿單。

樹立德風與道範，感化坤乾修辦專。411 

西湖瘋僧又進一步說明當以率真之道來修辦，絕無一絲一毫的機心巧詐，欺人欺

己又欺天： 

 
40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修道之賢〉（發一崇德：中南部學界國語率性進修班），

編號：fycd20161217000101。 
40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慈悲喜捨無聲救苦〉（發一崇德：台北道場濟仁佛院安

座大典），編號：fycd20201104030411。仙佛慈示：「我們造橋鋪路，也就是為了眾生，為了後學而已。然

而，在你們每一處的佛堂或大佛堂或大廟建設之際『手續來清去明』道親也是眾生。我們與其工作與工

程，開展之時，也要顯出修道人的志節，來清去明，兩不相欠，才可以成全眾生，懂嗎？（懂）。」 
41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9。 
41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八化〉（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

編號：fycd20161210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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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堂一切事明曉，手續清楚記簿單；來清去白無嫌隙，不亂系統理知全。

天真率性來修辦，無有機巧上天瞞；眾有一分之誠意，上天九分加助滿。

412 

可見，佛堂一切事務當要審慎，錢財上逐條分明紀錄於帳簿，事務的承辦程序上

要詳盡光明，讓眾人知曉，一切當要全然明示，不可有顛倒、嫌隙、紊亂之行為。

又例如：辦道文書在掛號時候，掛號單必填寫完整、求道卡要寫正確、表文、求

道名冊等等皆不能有誤植、有錯誤，這也是落實手續必清。蓋修道首要保持誠心，

中規中矩，認理實修，不要人云亦云，依「道」而行，順「理」而從；以「天心」

為己心來修辦，以「師志」為己志崇尚正道，修辦道程上要非常謹慎，潔身自愛，

樹立德風與道範，才能感動化育眾人。爾師狂叟在《佛規諭錄》中〈手續必清〉

之訓文慈示： 

來清去白勿染污，自保身家永安祥；行道辦道整事物，千路行之亦一樣。

413 

道中一切行道、辦道之財、物皆要來清去明，不染著、不貪取，本乎一片公心，

以公正無私為首。一貫道聖訓云：「修道者，處事應至公無私，切莫貪取不義之

財，該得者可得，不該者莫染。如手續不清，皆是修道浩然正氣不足，故動之於

心，而不能為道。」414關聖帝君在《關聖帝君伏魔真經》也慈示：「窮不失義達不

離道，忠貞廉節立德立品。」415足見關聖帝君期許白陽修士要能「恪守廉德」，縱

然遭逢窮困仍不背離道義，忠誠堅定不移，守住這份廉節之心，勤修品德，修身

立德以達「明道力行」之功夫。 

（二）白陽修士與「手續必清」之廉潔人格 

《論語．顏淵》中，季康子請示孔子如何防止竊盜的方法？孔子對季康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416若上位者不貪求的話，縱然鼓勵百姓行竊，百

姓也不會行竊，這說明了以身示道之重要。而於《孟子．離婁下》又云：「可以

 
41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澳洲雪梨潘氏佛堂安座），編號：

fycd20130331250298。 
413

 爾師狂叟慈示：《佛規諭錄句解．手續必清》，頁 30。 
414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24。 
415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發行：《關聖帝君伏魔真經》，頁 14。 
41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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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可以無取，取傷廉。」417孟子此段也告誡人們要能廉潔自持，白陽弟子要注

重自身之清廉，公正廉潔才受瞻敬，這也是涵養操守，使之清廉有恥，使之高風

亮節，凡事見得思義，才能邁進成聖成佛之道。一貫道聖訓仙佛臨壇垂訓也勉勵

白陽弟子：「修道之士須先清廉自己的人格，方能邁進修道旅程。」418可見，只要

去貪心、斷貪念，則是守清廉，而「廉」的養成，在於分辨正、邪而不苟取。那

麼又要如何分辨？就是要能明白什麼是清與濁？南屏濟顛曾慈示： 

手續必清當謹記，逢有賄賂念弗生；清濁之源能分辨，惟理是遵德自明。

分得清者天加賞，分不清者天罰刑；廉字言簡意賅也，無偏無倚二六中。

419 

顯然，修辦道程上若能謹慎遵守佛規，能做到清濁之辨，捨濁取清，則是落實手

續必清。哪吒師兄說：「恪固勤修持戒，身面律三考，上清下濁末後關。」420清者，

乃公；濁者，乃私，要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陷入混濁之地，不存有貪

妄之心。賞善罰惡自有天律來定奪，當知橫財不貪也不取，守正不阿，心是光明

正大，二六時中無偏無倚，心達「廉潔」也才是養心寡慾；「廉正」則無私，制約

私欲則是「克己」，如此自明其德也才能「正己」，在在說明廉潔人格是白陽修道

士修道路必要守則。 

在白陽道場裡，佛規「手續必清」的奉守，攸關白陽弟子之規戒，此條佛規

蘊含著「三清」之意涵，也是一貫道之條規。王十五代祖於著作《歷年易理新註》

亦有記載上天要眾人「遵守清規不為銀錢。」421此清規亦非只是指錢財，而是落

實三清，嚴謹遵守清規讓自身有一個方向，心不顛倒，一心清淨。仙佛提點規戒

的用義，在於警覺聖凡之間的界定要清楚，公款及公物的使用要慎重，道中同修

之間乾、坤各要端正威儀、端莊賢淑，各歸其位不混雜。422足見，謹遵佛規「手

續必清」，凡事清淨純潔，品性沒有雜質，又慎用佛家財物，才能彰顯修辦道場之

紀律，長養超然之道風；更是提醒白陽修士，宜涵養清廉之品性及無有貪妄之心

念，這是知廉識恥的人格修養；進而「三清」奉持，才能圓滿修道品德。故《佛

 
41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頁 414。 
418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23。 
41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40301040501。 
42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8。 
421

 （清）北海老人著、林立仁整編：《歷年易理新註》，頁 19。 
422

 聖凡清請詳參本研究佛規第六條重聖輕凡；錢財清及男女清則請詳參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一貫道佛規

章程之歷史發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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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十愿．手續必清》訓中訓云： 

修行重在清廉身，鐵面無私包公心；三清四正戒律考，上清下濁良莠分。

把關身心聖潔葆，魚與熊掌難全成；動心忍性堅貞守，君子固窮操志伸。

知恥免辱自愛重，一貫作風持戰兢；亦莫一時貪念起，免成悔錯難翻身。

美玉不堪瑕疵點，完美賢人不堪損；行住坐臥隱微慎，收斂妄為回光省。

423 

顯而易見，修行首要在於清正廉潔。發揮忠義精神提升內在「廉」德，修心慎行，

忠與義乃是「廉」之基，廉者無價，廉知恥而不盜，廉知本而不失本；無廉者，

空口白話，貪圖己利，卻滿口道理，是在欺人、欺天、欺自己、甚至是欺自己九

玄七祖。修士當要問自己是否有三省吾身？唯有忠義廉節，才可以守住一點真心。

424修辦當要持公正心，心存「知恥」便能「戒慎」，時時刻刻戰戰兢兢，動心忍性

堅貞不移，窮困潦倒亦固守正道，伸張志向二六時中能「收攝六根，斷妄顯真」，

如此才能潔其自身純真之本性，不失本位，不忘本來之天真。 

「手續必清」在十五條佛規之中，所展現的是由凡入聖的超越性，也是體現

崇高君子的道德涵養。因此，白陽修士需要學習聖賢的慎心物於隱微，時常要能

夠反觀自省，所經手的每一件事物都是要能展現出大公無私，時刻不踰矩，真修

實辦，光明處事，才是白陽的賢者。南屏道濟又進一步明示： 

手續必清勿迷矇，佛規禮節當注重；立身行道遺美名，三清四正不可紊。

胡不慥慥言合行，佛堂主人爲表率；己立立人赴道程，壇主謙恭和藹表。

425 

白陽修士立身行道之際，手續不可朦朧不清，三清四正也不可紊亂，當要特別重

視佛規禮節，此是白陽弟子在道中的行為規範，一切言行舉止，篤行實踐皆要合

乎禮，有了禮才使修士行為更加地穩重，心性也因禮的節制才會更加地平靜。如

 
42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28。 
424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二二年發一崇德臺灣壇主班聖訓彙編》（南投：發一崇

德道務中心，2023 年），頁 229：「忠與義更要一字『廉』，廉者無價，廉知恥而不盜，廉知本而不失本；

無廉者，空口白話，滿口道理，乃是欺人、欺天、欺自己，又欺自己的九玄七祖，如此，道義何存？五

倫何正？豈枉修道耳？故，修士，一人修道一人成，一人成道才可蔭祖先。若人人失去根本，嗟乎！枉

為人也！知否？故，爾們有否三省吾身？有否？若沒有，你只不過跟著人湊熱鬧，懂嗎？唯忠義廉節，

才可以守住一點真心。」 
42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昇華〉（發一崇德：砂勞越道務中心社會界華語壇主班），

編號：fycd201804252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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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起事來就能有頭緒，掌握得住源頭、根由，則不會亂了程序與手續，造成

事倍功半。426所有言行合乎道，中道而行，才能成為眾人標杆。對於佛規「手續

必清」所蘊含之「三清」的「財」與「色」之清，一貫道聖訓揭示如下： 

手續清楚有交代，財明色遠當記全；負起責任道務創，協力同心真理傳。

427 

凡是但求無愧也，何管他人長短評；財明色遠手續清，真行真修立德功。

428 

不忘佛規與禮節，三清四正刻心田；手續清楚有交代，財明色遠為真賢。

429 

前述三條訓文，不約而同地指出「手續必清」佛規中，「財明色遠」的奉持要點。

訓中指出白陽弟子面對財貨要光明坦蕩，遇色要遠離、避開、清淨，如此才是不

馬虎，交代清楚，也才是手續必清。修辦道程中「財色」最容易誘發人們的「貪

妄」之心，莫因一時的貪慾妄念，玷汙自身清白，失卻尊嚴。以純樸至真之心遵

守佛規，三清四正刻於心田。當知三清要有「清規公私」之辨，一絲一毫皆要記

明白，凡事皆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道中一切的出出入入必要「知恥清白」，才

是真修真行的真修士。濟公活佛降壇批示〈忠義磅礴之闖五關正六根〉云： 

三清淨化無有過，不染世俗德可同；進退之間手續清，潔清節操為道從。

430 

可見，在白陽道場修辦要「正其六根有擔任，正聽正言正其行」431，心猶如明月

般潔淨透亮，正念正行，一切依循佛規修辦道，進退之間手續清楚，守住修辦的

志節，明理實修自然能公正廉潔，一律清廉不貪，三清淨化，非道不取，「清廉育

 
426

 仙佛聖訓：《慈濟訓集》（屏東：發一慈濟堂，2017 年），頁 90：人有了禮，看起來才會更加地穩重，

你的心才會更加地平靜。可是，當一個人不懂禮的時候，做起事來都抓不到頭緒，抓不到它的源頭、根

由，就常常會事倍功半。 
42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博德新城安座），編號：

fycd20110313030204。 
42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雅加達道務中心印尼語壇主班），編號：

fycd20140615140101。 
42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砂勞越道務中心社會界華語壇主精進班），編

號：fycd20190426270401。 
43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忠義磅礴之闖五關正六根〉（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忠義

字班研習），編號：fycd20190127030001。 
43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忠義磅礴之闖五關正六根〉，編號：fycd20190127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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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則是手續必清的重要法則。濟公活佛也說：「根源抱守行有敬，規矩不失中正

清；十五佛規時謹慎，三清四正清心成。」432佛規的落實不離根源，即這一份恭

敬之心，抱道奉行守規矩，不離中道，時時不忘謹慎遵守十五條佛規。 

綜合上述，本條佛規在於提醒白陽弟子：佛家公物、錢財，乃是眾生所行功

佈施而來，是上天與眾生之物，絕對不能私用、妄用，當要清剋潔愨，審慎善用，

如此才能幫助世人達到真正佈施、弘法，才是真正的轉動法輪。433除此之外，本

條佛規亦昭示著「修行首重清廉身」，《關聖帝君伏魔真經》亦云：「無欲而剛有道

而正，法效白水一生潔清。」434無論在任何環境中能克己私慾，無違背天理，始

終如一「堅守中道」，白水聖帝一生潔清之風範，惟精惟一，純然至善，為白陽弟

子樹立崇高之典範，關聖帝君慈勉眾弟子要效法此德範。手續若清，戒律分明，

當是本乎一片公心，自然能達「廉潔／廉節」以達守廉德。 

  

 
432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七、二〇一八年德字班人才精進班聖訓彙編（一）》，

頁 247。 
433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頁 440：「佛家公物不能私用，用當地人，管錢財的人佛家公

款一定要審慎，地方佈施的人多、錢財多，用來供養辦道的人或是濟貧，都可以去做，讓眾生的錢財能

夠達到真正佈施、弘法，那他的業才會轉，法輪才會轉，如果他所捐出的錢沒有好好運用，他業不能消，

你當點傳師或開道的人，沒有盡心把它用出去，只希望存著、放著等利息，你要擔過的，所以有很多出

家人他雖出家了，但他不一定成道喔！你去看看哪一些動物是吃素的，老天是很明察的，所以要善用佛

家錢財。」 
434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發行：《關聖帝君伏魔真經》，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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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理事圓融：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實踐要義（下） 

在一貫道諸多聖訓中可以發現，各班程當中仙佛臨壇垂訓時，皆要眾白陽修

士背誦「十五佛規」，也會問問大家對十五佛規是否有熟悉？是否有銘記於心？

435濟公活佛亦曾慈示： 

十五佛規乃根本，依此做去修身嚴；明白佛規依理進，道場倫理遵守全。

尊師重道要謹記，不可自尊又自滿；承上啟下禮節有，來往道親接待全。

436 

可見，「十五條佛規」是每位一貫道弟子修道之基礎與根本，欲弘揚大道濟世救

人，就是要行出良好的榜樣，足知佛規禮節絕不可敷衍。南屏道濟也說：「禮節禮

節，佛規佛規，這是兩件大事。修道人沒有依循佛規，就會亂了腳步，失去方向。」

437白陽修士要能二六時中奉守此十五條佛規，禮節不紊亂，要能遵守道場倫理，

如此德行與聖業才能真正圓滿。仙佛也慈示過，佛規禮節是否嚴格，是否標準落

實，可以從一個道場的道風、道氣看得出來。438所以白陽修士依循佛規「修己敬

人」，內外合一；嚴以律己，鞭策自己，俾使在道場、在一切處，個人的言行不顛

倒錯亂。 

最後，本章繼續將依著十五條佛規之順序繼續探討最後五條，包括：「出告

反面」、「不亂系統」、「愛惜公物」、「活潑應事」、「謹言慎行」之義理要義與具體

落實之道，同樣區分三節逐一進行相關論述。 

第一節、「出告反面」之探析 

一個道場的宏展，除了道場體制及組織運作以外，道場倫理亦是不可或缺之

要因。「出告反面」這一條佛規具有侍奉父母應有的基本孝親之道，更具有尊師

重道、承上啟下之道場倫理意涵，且有達本還源以歸根認母的終極意義。本節將

依之展開論述，探討佛規第十一條「出告反面」之豐富意涵。 

 
435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八年發一崇德各國壇主班聖訓彙編》，頁 118，月慧

菩薩慈示：「十五佛規不太熟，此為修道之根基；願吾徒兒常誦念，二六謹記於心底。」 
43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多倫多道場社會界壇主班），編號：fycd 

20140525310002。 
43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日本道場東北天慧宮複習班），編號：

fycd20110622089999。 
438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九年發一崇德各國壇主班聖訓彙編》，頁 322：「這日

後道風、道氣，就是要從佛規禮節嚴格標準上才會看出。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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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十一條：出告反面 

白陽修士肩任著幫助上天普渡眾生，濟世救人之責任，在此同修共辦普渡聖

業的大事因緣中，彼此之間要能互相包容，遇事情能承擔，而且對道中一切人、

事、物的處理都能來清去明，落實佛規「手續必清」，自然有著光明公正、坦然之

心。而辦理聖事之過程，不推拖，不自專，該請示的虛心請益，該稟報的逐一稟

報，凡此皆是佛規第十一條「出告反面」的內涵。那麼何謂「出告反面」？為什

麼要「出告反面」？以下將由不同層次探討佛規第十一條「出告反面」之內涵與

真實義。 

（一）出告反面，是為人的基本倫理綱常 

「出告反面」就字義上看，「出」是指出去、離開、出遠門；「告」是指告訴

稟報、交代清楚去向以及所將停留之時間長短；「反」是返回、回來；「面」則指

當面回覆，也就是將所經辦之事務，向上做報告。439《佛規諭錄．出告反面》中

湖隱禪師也說：「出乃遠行至異地，告乃通明欲出門；反者遠方而回歸，面乃當面

而回去。」440而在《禮記．曲禮上》云：「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441因

此，就「出告反面」的基本意涵而言，指我們身為子女者，外出、返家，都不讓

父母擔心，出入之際，宜當面報告，讓父母放心，這是為人子應盡之道。「父母若

在勿遠遊，遊必有方慰長心。」442不遠遊，是體貼雙親之心。蓋父母之年紀，日

日增加，應當多陪伴其旁以能盡孝及時奉養，讓父母安心；而若要外出或遠行，

則當讓父母知道我們的去處，以寬父母之心。一貫道仙佛聖訓云： 

天有天律，人有規矩，無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春去夏來，夏盡秋到，秋

過冬臨，冬至春回，一定規律，故人豈可一去不反面。故出門必告於長，

回必稟於上，才有圓滿之交代，乃是人生之規律，是禮之部份也。故出告

反面，乃人倫大道上不可缺乏之一部份。443 

天地的運行、四季的變換，皆有著一定的規律，人也是要有規矩，才能成方圓。

為人子女，出告於親，反面於親，不讓父母擔心罣礙，也是「孝親」、「尊親」的

 
439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36：《回天的導航．出告反面》仙佛白

話訓裡，仙佛說：「出，是出去、離開；告，是告訴、稟報；反，是返回、回來；面，是當面回覆。」 
440

 湖隱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出告反面》，頁 32。 
441

 王文錦：《禮記譯解上．禮運》（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6。 
442

 湖隱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出告反面》，頁 33。 
443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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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更是為人的基本綱常倫理之道，所以前述聖訓言「出面反告」既是人生之

倫理規律，更是禮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人倫大道。呂祖純陽也說過：「出告

反面，乃禮節之顯現，凡出必告，反必面。」444濟公活佛亦屢次勉勵白陽弟子要

能躬身實踐「出告反面」此基本之道： 

求學為了什麼事，為了自己當明全；孝順之道躬身踐，父母之年當知焉。

出告反面基本事，怡色柔聲待親顏；同氣連枝家聲振，取友必端知識添。

445 

孝順父母柔聲應，出告反面守禮行；孝順二字不可等，徒將師語記心中。

446 

出告反面笑顏展，怡色柔聲敬親顏；兄友弟恭綱常守，禮理兩字存心間。

與友交者有誠信，擇其善者從之焉；見賢思齊省己過，聞道則喜作良賢。

447 

由此可知，修天道要從人道立基開始，事奉雙親要怡色柔聲，臉上呈現笑容滿溢，

這是來自於內心由衷的敬愛和順，展現「孝敬」之道；兄弟姐妹之間要和翕、友

愛，展現手足間的「親愛」之道；朋友之間要能「誠信」，以友輔仁，見賢思齊，

見不賢則內自省。自古聖賢皆以提倡「孝悌」為仁道之根本所在。《孟子．告子

下》記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448《論語．學而》云：「孝弟也者，其為

仁之本與。」449《佛規十愿．出告反面》本訓也云：「先孝悌，次謹信，修睦融洽，

送往迎來，大學問存。」450可見為人之道要從「孝悌」做起，「本」立才能「道」

生，而佛規「出告反面」則是最基本的人倫之道。因此，仙佛視此為佛規之一，

乃白陽修士所應奉持遵行的倫常規矩。 

（二）出告反面，是白陽修士的道德修養 

 
444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9。 
44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學界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90221031102。 
44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學界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60812040204。 
44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高雄道場學界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60325060001。 
44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頁 474。 
44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62。 
450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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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陽修辦道場奉祀明明上帝，禮敬宇宙萬靈真宰，又以締造彌勒家園為終極

目標，因此，在此修辦道就像一個家，因此，一貫道弟子進出佛堂，皆有參、辭

駕禮節做為「出告反面」之道場禮儀。此精簡完整的禮佛儀式，為整個道場提供

一個出入佛堂的進退節度。透過此具體的儀式實踐，體現進退道場之間的綱紀結

構，從而形成一貫道獨特的禮儀化成之道德秩序。藉由來去的參辭駕禮節之中，

亦培養「上敬仙佛下敬人」的真誠態度，涵養誠敬心性，立身處世，待人接物，

無論對己、對人、對事皆能表裡合一，誠敬無二。此外，在《回天的導航》聖訓

一書，也揭示「出告反面」的另一層意義： 

前賢所交代的事情，不論是大、小、遠、近，都要謹記在心，認真去辦；

事情辦完，定要清楚稟報，不可含糊。451 

辦理白陽聖業，處事無有大小之分，皆不有隨便馬虎，要切實負責處理，乃至事

情辦完，要當面清楚匯報完整。足見，此條佛規的精神體現了「尊師重道」、「承

上啟下」之意義，乃是提醒白陽修士，對人要盡忠，對事當盡責，並且上下要尊

卑有序，出入有禮，事事出告反面，圓滿交代、稟報，如此，道場的上下倫理關

係方良好，而所辦理之聖業也才能圓滿。452在《南屏家風》中，中華聖母所垂示

的〈出告反面〉，亦闡明其深切意義： 

辦道賢徒責任負，尊師重道為基礎；奉師之命辦道務，態度絲毫不馬虎。

欲行稟報至何處，同行之者相扶持；亦有出門之天數，須讓前賢必清

楚。……有問必答休應付，虛懷樂取寬心屋；事情完畢須回復，莫讓前賢

擔憂汝。承上啟下方為要，謹言慎行勿躊躇；所辦之事詳細錄，呈報前賢

不含糊。453 

湖隱禪師在《佛規諭錄．出告反面》中也耳提面命，凡辦理聖事皆要承上啟下，

行動前請示，完事後當面回報： 

辦道奉師之承命，召而遠方盡其心；欲行之時報前賢，定於何時欲起身。

懇求前賢而指示，如何而作方能順；得受前賢指點後，時時刻骨而銘心。

行之毅力而幹辦，勿畏勞苦與艱辛；事畢速返勿怠慢，勿可貪戀誤良辰。

 
451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36。 
452

 參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36。 
453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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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當面報前賢，言語情形勿瞞隱。454 

尊師重道、承上啟下既是白陽弟子應奉行之修持，也是維持道場秩序的重要綱紀。

辦道為奉師之命，接受任務當不畏懼艱難並持恆毅力將事情辦妥，以「敬事不慢」

之態度完成前賢所指示之委託。蓋白陽道場猶如一個大家族，源自一母之子、一

師之徒，共同擔起責任助道宏展遍寰宇，相互扶持認真辦事不草率，盡己之心、

盡事之責，彼此尊重，互動良好，事情完成後，也要有良好溝通與呈報，這也是

「修己安人」的一種體現。辦道者當要遵守佛規，依循禮節，使行為不偏不倚，

實踐敬上愛下，莫忘了尊師重道，凡此都是修道辦道之要端。在道中對上對下都

要圓滿，「出告反面」乃為不可或缺之佛規，所以濟公活佛降壇垂訓云： 

今朝白陽之天使，救渡眾生彼岸返；天人共建心橋搭，心連手牽來滿圓。

天上人間在咫尺，同心共辦將道傳；上情下達體周知，下情上達一貫連。

455 

上傳下達能圓滿，下情上達能周全；一體周知團結力，為此道場和合顯。

同舟共濟於此際，同心同德駕法船；放下你我對待論，和合共事品正端。

456 

世道關心，下情上達，雨露均霑霈，循循善誘登。圓滿和合，上情下達，

普天下之安而遵聖遺訓。457 

大開普渡，天人共辦之際，白陽天使當要手牽手、心連心，同心共辦將大道傳遞，

於此當中，上情下達要一體周知，下情上達要做到完善，無有對待，循循善誘，

上下要凝聚才能「和合修辦」，這樣的團結力量才彰顯為和諧道場。湖隱禪師說

過「出告反面當應守，人人行之萬古存。」458所以，凡真修實辦之白陽修士，必

須遵守「出告反面」條規，前賢提攜愛護後進，後進尊重前賢，共同代師宏揚大

道，一起報恩了愿，如此才能幫助上天渡化有緣佛子返故里。 

一貫道弟子在道場要能端正行儀，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以友輔仁，相互切

磋勉勵，效法賢德之士。謹記上天開道之恩，盡忠盡孝，自我嚴謹要求以遵循佛

 
454

 湖隱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出告反面》，頁 32。 
45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臺南道場社會界國語複習班），編號：fycd 

20061001070001。 
45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新加坡道場東區壇主班），fycd20180615090001。 
457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1。 
458

 湖隱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出告反面》，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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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謙恭正己，不謗道背德，一切秉公處理，駕馭六根，養足浩然正氣，性心身

一貫，「入則篤行，出則效賢能」，方能展現白陽修士之道德修養。《佛規十愿．出

告反面》訓中訓說： 

修身潔行，竭情至實敬，不行非義，推己及人；暗室不虧，條理光明，含

德之厚，五蘊皆空。459 

「出告反面」也是強調不行非義，暗室不虧的光明磊落，無論在家或在外，是否

在道場或日常，皆應修其身正其心，乃至行從其言，使之內外如一，才是頂天立

地的白陽修士。 

（三）出告反面，是白陽修士的終極歸趣 

蓋九六原胎佛子，乘愿下凡，出時有告，返必面稟，自然應當不忘靈性之母

親，時時盡心修道辦道，將來返理天也就是我們靈性之故鄉，歸返真性以達本還

源，此更為「出告反面」之深義及究竟義。所以一貫道聖訓說： 

天造宇寰必有其意，天生人體必有所任，人生下世，佛子乘愿下凡，應做

佛事，渡盡九六，返回原鄉。此出有告，反必有面，方是佛子至大之出告

反面。460 

《南屏家風》中，中華聖母批示的〈出告反面〉也說明此白陽時期正是渡己救眾

的好時期： 

建功立德勿止步，信心守定天不辜；志道據德不偏倚，道成果就返瑤都。

衣錦歸鄉龍華赴，無極齊聚慰皇母；此時速向此身渡，認理實修好賢徒。

461 

足見，白陽修士下凡皆有愿力與使命，所以當堅定信心，幫助上天辦這一場普渡

收圓大計畫，任勞任怨救渡眾生，若能學而時習以體悟根本，志道據德以達致中

和，實心修煉，認理實修，為道全力以赴，必能一同衣錦歸鄉，回無極理天與皇

母齊聚一堂。《佛規十愿．出告反面》本訓，濟公活佛也慈示面稟覆命，也是「出

告反面」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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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啟航，及是時趕上，自不欺，必死決心救眾生。展手足情，送佛送上西

天，勿推諉，奉命責擔承。驥伏櫪，夙夜憂勤恐疏失，戰戰兢兢以凡養聖。

踏實行，無怠慢，無逗留，無遲延，完事面稟覆命。462 

聖訓中在在勉勵一貫道弟子，既然已經趕上這一艘回天的大法船，當要展現手足

之情，不欺天、不欺人、不欺己，責任負起，戒慎戰兢，踏實履行，無有鬆懈怠

慢，不有舉棋不定，抱著堅毅決心救渡眾生，一起返回原鄉向無生老母稟報，這

正是最重要的「出告反面」。 

白陽修士承繼著南屏一脈之正宗正脈聖業，辦理三曹普渡，弘揚大道，接續

前人輩胼手胝足所建立的神聖偉業，始有道務在世界各國蓬勃發展之盛況，當更

要知道承擔使命，無為奉獻，行功立德，內外修持要愈發嚴謹，辦道則當貫徹始

終，如此才是真正報答天恩師德，也是將來面稟無生老母的必要工夫。南屏濟公

勉勵必要還愿返故鄉： 

白陽修士壯志伸，志為標準修道人；乘愿而來紅塵至，必當還愿返故村。

幸得一指當明瞭，道之尊貴切行深；體天應人降大道，為挽九六脫苦淪。

今聞上乘心速惺，認母歸根返樸真；以身示道標杆立，永言配命金線循。

463 

上天慈悲大開普渡，道降火宅，人人皆可先得後修，得受明師一指更當要明瞭大

道之尊貴，此「一」即是「道」，而道的尊貴是要切身行深才能彰顯。身為白陽修

士持凌雲壯志，體悟上天降道是為了挽救眾原胎佛子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於此白

陽佳期中，能一同返回理天。如今聞得上乘大法，理所當然要有所醒悟，謹記古

聖先賢及仙佛垂示之佳言惕勵自己，一心公心，「持躬自律」踏實修辦，立愿了愿

返回理天的故鄉。也唯有秉持著超越世俗的志向，自我勉勵，力求精進，勤勉不

懈，不與道相違，天人合一，共辦一場，內外圓滿，將來證成品蓮回理天家鄉面

見無生老母，才是回天覆命、才是「出告反面」的終極意義，所以南屏道濟云： 

有緣方能白陽遇，移風易俗信心增；達本還源各精進，認母歸根意從容。

得了明師之一指，勤而行之用心濃；為人抱定真宗旨，真知灼見理尊崇。

佛規禮節當實踐，承上啟下各不同；道氣盡顯爾身上，一道同風暖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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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由此可知，在道中遵循佛規禮節的實踐，承上啟下德不偏，理念正確，見解明確，

甚為重要。於內獨善其身涵養自己，精進不懈；於外兼善天下渡化有緣者，彰顯

道氣，一道同風，移風易俗創造大同世界，如此達本還源那一日方可從容朝見無

生老母聖顏，面母繳旨，真正達本還源。 

由以上論述可知，佛規「出告反面」在生活層面上，乃為人子女行孝道的日

常基本倫理，在道中則為白陽修士的道場倫理，於共辦聖事中，彼此尊重、相互

溝通，俾使道務的運作上下圓滿；此外，「出告反面」也是修士的終極歸宿，體現

為達本還源以回天面母之真義。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465於修

道層面而言，仙佛對此有如下詮釋： 

吾人既知有皇母則不可遠遊。遠遊是離道之義，因為道與母同在，不遠遊

則與道同在之義。如是遠遊，則必有方，此乃下凡之「遠遊」，「有方」是

廣度眾之方也。466 

可見眾原胎佛子從無極理天降凡塵之際，曾與無生老母相約定好，修道必成道方

能返回理天與老母相見。因此濟公活佛提醒一貫弟子要「守常不變己心愿與行，

專誠歸一」467，「歸一」回歸本源，歸根面母。修道修心、辦道盡心，不忘返回理

天繳旨覆命，方是實踐「出告反面」之究竟義。足知，此佛規除了有著始終有序

的禮義之道及盡忠盡孝之內涵外，亦有天人一貫的體現。家庭之人倫「孝道」，道

場之倫理「絜矩之道」，最後回返理天向母繳旨，「出告反面」之意涵可說十分豐

富。 

第二節、「不亂系統」、「愛惜公物」之探析 

佛規第十一條「出告反面」，第十二條「不亂系統」，第十三條「愛惜公物」

皆有著一貫道場所提倡的承上啟下、倫理綱紀之意涵。此當中蘊含著在道場中，

上下、同修之間，修道、辦道、行道之際，彼此互相敬重、互相愛護之道，所以

濟公活佛說過：「善駕法船有緣載，一視同仁平等觀，……不亂系統行弗偏，天恩

 
46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吉隆坡道場聞德佛院落成安座），編號：

fycd20180519100105。 
46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98。 
466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26。 
467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1。 



139 
 

師德心懷抱，戰兢行道志恆堅。尊師重道非口號，上行下效立標杆；飲水思源莫

忘了，敬重前賢態恭謙。」468接著本節將繼續逐一探討第十二條「不亂系統」，第

十三條「愛惜公物」。 

一、第十二條：不亂系統 

由上述佛規「出告反面」得知白陽修士修辦上要「重禮守矩」，進出應當相互

告知，修道必須尊師，尊師則必重道，尊師將能承擔使命並承繼聖賢之志，當能

落實以「禮」、以「仁」自我反省，自然遵守佛規「不亂系統」。佛規不是佛堂所

看到的才稱佛規，誠如濟公活佛所說：除了以「十五條佛規」為依據外，修辦道

的這一條金線，尊師重道不可忘記，要懂得尊師、尊天命，這就有畏天、順天、

承天之意。469以下將探討何謂「不亂系統」？又何謂「系統」？其重要性及意義

為何？ 

（一）古今一貫：在於堅認道統，不離正法正傳 

何謂「不亂系統」？又何謂「系統」？依據《佛規諭錄》靈妙天尊慈示〈不

亂系統〉云：「不者勿要亦勿可，亂乃混亂辨不清；系者金線乃系統，統乃萬物源

之真宗。」470又《回天的導航．不亂系統》聖訓一書，開宗明義即云： 

不亂，是不可以紊亂；系，是繩系，代表一條金線；統，是統領萬物的大

道真宗，也就是人人身上的自性。471 

足知「系統」就是一條金線，乃統領宇宙萬物的大道真宗，也是吾人自身的天命

之性。「金線」是上帝所垂降，所以又可云：「天命金線」；天命金線也在於統領萬

教歸於一本，乃代代相傳的聖佛命脈，自古及今延綿不絕；亦統領天地萬類回歸

真性，以不離大道真宗。 

南屏濟公在〈端正風氣〉聖訓中提醒白陽弟子在學修講辦行上，對於道統、

道脈、一條金線要認清，聖訓提到：「在學道中堅認道統，在修道中堅定道心；在

講道中堅守道義，在辦道中堅恆道念。在行道中堅貞道脈，順境如是，逆境亦如

 
46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多倫多興德佛堂社會界華語壇主講師班），編

號：fycd20180519310004。 
469

 聖賢仙佛齊著：《聖佛綸音》，卷八，頁 167：「佛規佛規，難道是佛前所看到的才叫做佛規嗎？佛規的

意義就如此的膚淺而已嗎？以這十五條佛規為依據之外，咱們修道的這一條金線，尊師重道可不能忘！

徒兒懂得尊師、尊天命，就有這畏天、順天、承天之意。」 
470

 靈妙天尊慈示：《佛規諭錄句解．不亂系統》，頁 35。 
471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46。 



140 
 

是。人人不失其本源，不亂其金線；不入於旁門，不行於左道。不為富貴而折己

之腰，不為名利而失己之格。」472可見白陽弟子對其道統、道脈要堅認堅定，更

要能明辨真偽，不失其根源，不亂金線，不落入旁門左道甚為重要。蓋道統，道

脈系指祖師傳於祖師，而每一代祖師皆有所屬一條金線追隨至無生老母。一貫道

白陽文運之正宗正脈、一條金線，由第十七代祖路祖中一（1849～1925）開啟普

渡收圓之大事因緣，再由第十八代祖師弓長祖天然師尊（1889～1947）及子系祖

慧明師母（1895～1975）紹述之，繼往開來，傳述一貫真傳。而白陽弟子遵守「不

亂金線」佛規，正是緊隨這一脈的正法正傳。呂祖純陽於《佛規十愿．序》也云：

「不亂系統，乃不亂一條金線，勿因左道旁門，奇異法術之崛起，而隨波逐流。」

473靈妙天尊在《佛規諭錄．不亂系統》則提示： 

斯時邪魔一一現，七二假祖借名稱；三六弓長將顯出，各顯神人展神通。

以假亂真誑騙人，其邪借竅亂其正；言得天花墜滿地，說得滿室放光明。

賢契須要防嚴備，勿得邪魔起侵攻。474 

《回天的導航．不亂系統》仙佛白話訓進一步明確說： 

在這最末後的時候，假弓長、假祖師紛紛出籠了。他們以各種神通、顯化

誘惑修道人，並且以假亂真，以邪亂正，甚至自稱有天命，魚目混珠，擾

亂道場。 

長生大帝在《南屏家風》聖訓〈不亂系統〉又加以詳細說明： 

道本無形亦無相，強名曰道化乾坤；好生之德天恩賜，一條金線垂凡塵。

不亂系統今提醒，各且仔細聆訓文；此規系統乃金線，統理萬教歸一本。

代代相傳之命脈，綿延不絕古至今；白陽三期收束際，弓長子系辦末辰。

天真收圓掛聖號，儒經聖典註印真。……今時已至燃眉際，勿使考魔身邊

臨；三六弓長不可認，七二假祖勿當真。怪力亂神孔不語，終食之間守潔

身；三期考道修羅至，偶一不慎墜淵深。靜敬淨守方針握，正知正見辨偽

真；和而不流賢英作，中規中矩康莊奔。……. 不亂系統金線認，深謀遠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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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璞真。475 

由上可見，上天垂降一條金線至紅塵，乃為了渡化九六原佛子齊歸根，在此大開

普渡的樞機裡，左道旁門亦趁機四起，仙佛因而屢屢提示，企盼白陽修士不離正

宗正脈，追本溯源，使之一貫道脈傳淵遠流長，天命永昌。而無生老母更是慈示

「不亂金線」，揭示緊隨正宗正脈之必要，芸芸眾生才能圓滿歸根認母。 

然而，要如何奉行「不亂金線」呢？必當不忘上天降道之恩，明師傳道之德，

所以，「三六假弓長」不可妄認，「七二假祖師」也切勿當真，宜認準金線，辨別

真偽，不誤入左道旁門，不盲修瞎煉；要有正知正見，正心正念，正信正修，依

循真理而真修實辦。唯有真理是永恆不變，唯有依循性理才能盡人合天，也唯有

奉持天理才能達本還源。《老師的話．不亂系統》也說：「真理獨一無二，莫好高

騖遠，貪心著相，以致入旁門，混亂了系統，斷了師尊、師母所傳之金線大道。」

476修道、行道勿貪心著相，不切實際，追逐道權、道名，遂紊亂大道正統體系，

也喪失一己之慧命。反之，當要秉持「天心」、「公心」以順天應人；秉持「真心」、

「誠意」，慈心渡化眾生，認準一條金線，「毋狐疑，正信後，扶正命統」477，承

襲正宗正脈，正本清源。亦當以「靜、敬、淨」守住自己的身心言行，正知正見

辨別偽真，中規中矩追隨聖佛命脈，勤走於「正道」不退轉，「金線」才能代代延

續，綿延不絕。所以，南屏道濟也說：「唯有鑽石才可以切割鑽石，唯有在正法正

行，正宗正脈的道場，汝們才可以真功實善而成就。」478 

白陽修士在道場建功了愿要「真修實辦」，奉行修道要真修，辦道要真辦，行

道要真行，成道要真成之「四真」，深信道真、理真、天命真，把握此白陽佳期，

所以，諸多一貫道聖訓仙佛降壇垂示提醒白陽弟子不亂系統之重要，當要緊握一

條金線，不亂系統： 

一條金線知緊握，不亂系統有規矩；理路清楚明確辦，非道莫進正義舉。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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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亂系統實重要，一條金線握手中；無有比較與攀比，保持初發之心衷。

480 

肯定大道之寶貴，真誠無畏修辦專；一條金線能緊握，認理實修莫倒顛。

481 

足知，肯定大道寶貴後要能誠心抱守，永保初發心，真誠無畏專心修辦。聖訓《佛

規十愿．不亂系統》本訓也說：「三期白陽，正法復興，開來繼往，握金線登天

梯。省察知命立命，對道持恭篤信，隨緣不變宗旨。」482修道辦道就是要認理實

修，對道持恭敬心、堅定信心，理路更要清楚辨析，在道中的運作上，不可以有

不合理的道務結合，遵守規矩不亂系統，不同單位也不可以任意做結合，諸此類

行為皆是紊亂道場、紊亂道風，使金線顛倒錯亂。小則斷送個人之修辦前程，貽

誤九玄七祖之超昇；大則危害道場之傳承，耽誤眾生之性命前途。因此，「一條金

線」如果錯亂了，則無法仰賴正道、正法而修辦。可見，修辦要有「源頭」，不是

一個竄一個，一壇竄一壇，一個道場竄過一個道場，這樣就叫做好作亂。好作亂

者沒有盡忠盡義，又如何挽化眾生？所以，白陽修士要謹慎自己之言行舉止，莫

亂系統、莫亂道場、莫亂佛規、莫亂綱紀。483南屏道濟降壇垂訓也說渡化眾生以

真修實辦，亦是緊隨一條金線： 

荷辦三曹事，使命任務扛起；承辦聖賢業，開創守成不移。修辦者立志，

團結同心齊力；勤辦開荒地，危邦不居以智。創辦道化衆，金線一條不離。

484 

愈是末後，上天所要考核的便是白陽修士對於「一條金線」是否有堅定不移的真

心，而達守忠盡義精神。素位而行，盡心盡力修辦道，無為而為，勤修勤辦，建

 
48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柬埔寨道務中心柬埔寨第二屆講師培訓班提

拔講師），編號：fycd20181029309999。 
48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德字班人才精進班，編號：

fycd20170910040501。 
482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3。 
483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傳承頌〉（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學界及台語壇主班），編

號：fycd20130316040204。濟公活佛：「這一條金線，你們如果亂了，這成何修辦呢？因此修辦修辦，講的

修是內，修內是要明明白白地修，要有源頭，可不是一個竄一個，一壇竄一壇，一個道場竄過一個道場，

這就叫做好作亂。一個修道人好作亂，可能為天盡忠嗎？又可能盡義嗎？老天降道要你們修煉成佛，不

是要你們明爭暗鬥。看吧！看吧！到時候這因緣果報斤斤，因此修道別以為你現在左手右手都擁著，你

可要知道這老天可是明鑑，懂嗎？（懂）莫亂系統、莫亂道場、莫亂佛規、莫亂綱紀，好自為之，謹慎

你們的言行舉止。」 
48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白陽弟子必修五科〉（發一崇德：日本道場騎西天修壇

複習班），編號：20100616-21，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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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立德。縱然異地開荒，臨危不亂而顯「智慧」；同修間彼此團結同心，負起責任

展「仁心」；承辦聖業，荷辦三曹，創辦道化人間，以成就佛國淨域。 

（二）天人一貫：在於緊隨金線，不離大道真宗 

《皇母訓子十誡》云：「天該老地該殘氣數已盡，為母我豈忍得傷損兒身；開

文運垂覺路撒下金線，闢天道稱一貫貫滿乾坤。」485《一條金線》也記載：「上天

廣施好生德，故垂金線道路通；親差為師眾生化，黑暗途中顯明燈。」486可見，

「金線」是一條「通天之路」，亦是上天慈憫指引迷失眾生的「回天覺路」。 

「金線」既是大道真宗，乃統領萬教以歸一本之天命金線。這一脈金線，仙

佛將之劃分為二：一則屬先天，一則屬後天。先天的金線則為「天命金線」；後天

的金線則為「人事金線」。先天的「天命金線」，指人人具足的天心自性，可以與

聖佛以心印心，與天相通的佛心。487此天心自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一切萬

法不離自性，萬法皆由自性而生。因而，白陽修士要長養自身的自性之光，讓它

純然無雜，無念、無住的發揮天性之德，自然能在混亂當中，依然能自我自省而

自做主宰，不失腳步與方寸，不離天命金線。所以，《佛規十愿．不亂系統》訓中

訓揭示： 

《詩》云：……「峻命不易。」欽勿忽！天命之謂性，顧諟明命感遂通，

誠正合中庸；真儒篤恭繼宗風，引保恩莫忘，緊隨金線盡孝忠。因緣休羨

人，瘠地勤耕果亦豐；末後假亂真，天命道統須認清。除好奇貪妄，免連

累滿門，護念揚弘。488 

「峻命」就是天之明命，此天命肇自於明明上帝，乃天命明師普渡三曹之權柄命

脈；也是上帝賦予我們的「天之明命」，就是我們的本心本性、良知良能。末後時

期，欲要認清一切真假，得要以「天之明命」做主。當我們不離正道，緊隨一條

金線；又自性當家作主，無私無我，天心一片，渾然大公的時候，自然與天一貫，

即達自心無極理天，這就是「不亂系統」，不離先天金線。《回天的導航．不亂系

統》「仙佛白話訓」進一步指出： 

當你們修得心性端正，邪魔不得入侵時，那才是真正的「不亂系統」啊！

 
485

 明明上帝：《皇母訓子十誡．再誡》，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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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一條金線》，頁 4。 
487

 參見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46。 
488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2。 



144 
 

否則心性不正，邪魔入侵，左道旁門任意信任它，前賢、引保不加尊重，

則金線一斷，性命亦難保全啊！。489 

對上，敬畏天命、敬奉正法、尊師重道；對己，則降伏妄念、心性光明、遵前導

後，則能緊握金線。因此，恢復自性的清淨、清明本體，內修心性，安立自身，

修得心性端正，俾使邪魔不得入侵，內外合一，展現白陽修士屹立不搖之精神。

遵循此佛規，不有僭越，這也彰顯了白陽修士「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緊隨天

命道統的承繼宗風，不忘前賢、後學的忠義精神，不離天命自性的至誠篤恭，也

唯有如此，才能讓大道永耀寰宇。 

白陽弟子能聞大道，受天命明師一指點能求道，找到心中這一點自性，心中

當要常存感恩，更加積極邁向道程，道場中一切事當要真心學習，承擔責任不生

埋怨心外，濟公活佛提醒更要依乎正道前進，才是緊握一條金線： 

明白大道真宗旨，修行目的為何行；若是心中理不正，盲修瞎煉令傷情。

一條金線緊緊握，認理實修免墜坑；依乎正道真理進，跟隨前賢奔道程。

490 

南屏濟顛也提醒勉勵白陽弟子在道中一切事，要能認準金線，才能歸根認母： 

歸根認母此時際，不亂系統存戰兢；正心修身於時刻，克念作聖悟正宗。

本無一物無埃染，本自俱足慧性明；為人得道續體悟，將道落實日常中。

491 

護持天命永續傳，金線認準合正宗；萬法歸一理洞徹，抱本返樸天真容。

492 

白陽修士當明白歸根認母的修行目的，心中存有正確理念，非道莫進，勿盲修瞎

煉，真性做主，克念作聖，方能體悟明白大道真宗，也才不斷離一條金線。對大

道要恭敬篤實，守持自己這點真佛性，抱天心、存師心，自身修身而「秉誠懇」；

修道認理「正理念」；修心克念而「不離根」，才能返樸歸真，始能達本還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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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印尼雅加達道場濟化佛堂人才精進班），編

號：fycd20090809140104。 
491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彰化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71230020202。 
492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護持〉，編號：fycd20180928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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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天命」即是正宗正脈、大根大本，正是「先天金線」的根源所在。 

至於「後天金線」，也就是「人事金線」。在此三期末劫，大開普渡，上天道

降庶民，乃有先得後修之殊勝。白陽修士與點傳師、引保師、前賢們在因緣聚會

下，締結此求修辦道之善因緣。所以，求道後要緊跟隨引保師，不離道場、不離

經訓、不離前賢，這即是奉守「不亂系統」。因此，「不亂系統」也屬於前賢、後

學間的絜矩之道，也是承上啟下的道場倫理。月慧菩薩有聖訓云： 

為人飲水思其源，時時感恩存心中；但盼徒兒皆能夠，不亂系統前賢崇。

天恩師德時謹記，金線緊握修辦行；尊師重道須提倡，師嚴道尊顯道風。

謹守佛規切明記，偭規踰矩乃愚童；護持道場之運作，難行能行建真功。

明白體制與架構，難辦能辦信心增；是道則進非道退，度德量力執德弘。

493 

而今道務的宏展，在於天恩師德之加被，師尊、師母承繼道統，前人輩們披荊斬

棘開道渡眾，所以身為白陽弟子當要尊師重道、承先啟後；飲水思源、固守根本；

謹守佛規，報恩了愿不踰矩；謹慎修辦，方顯師嚴道尊的道氣。而具體的實踐就

是要緊隨天命金線，護持道場運作，遵守道務體制與架構；至於道親互動上，對

前賢要敬重有禮，對後學要愛護提攜，一心無二，真誠修辦；緊握金線，一同開

創道程。此條佛規的要義，也喻示道中之修辦倫理，人人守忠盡義；更要尊師重

道，承上啟下，才能本立而道生。濟公活佛深切訓勉： 

不論何種天職荷，皆須謹守佛規嚴；飲水思源首為重，得魚豈可忘其筌。

尊師重道莫忘了，此為修道之要端；不知尊師不重道，如何代天道普傳。

承上啟下行有禮，禮節規則莫有偏；不亂系統行顛倒，本末終始知其源。

一條金線明其義，前賢後學本相連；所言君子知固本，本立道生本當然。

494 

修道不離道根本，不亂系統行中庸；居易俟命待時進，無有冰炭存心胸。

只要有心得天助，九轉必能見成功。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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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南非同德佛堂），編號：fycd201512242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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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30727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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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道場的修辦不管何種天職之承擔，當要以佛規為標準，「明師道，遵師

命，一點忠心」496不顛倒錯亂，無有偏差；「合中矩，守規戒，行佛規」，凡事反

求諸己，嚴謹修行不亂系統，才不離大道根本，進而代天宣化，普傳大道。可知，

「金線系統」，是修辦道者的大本大源，乃源自於明明上帝的一條金線，也是上

帝的天之明命，亦是人人降自於天的本然之性，也是前賢、後學間的道場倫理。

唯有敬畏上帝、恭持天命、不離金線，以「道心真性」修辦，奉持佛規不離天心

本性，實踐三不離497，行道有矩「不紊亂」，謹記在心，必能在白陽聖業中有所成

就。 

「不亂系統」之重要性，在於「依循天命金線的系統修道，才能正確回歸無

極理天。」498金線由天而降，是修辦道者的命脈，亦是天命明師奉天承運的傳道

憑證，更是芸芸眾生得以得真道、修真道的回天導航。白陽修士得明師一指點，

接上了上天垂降回天之金線命脈，天心自性，當要效法聖賢，以身示道渡化眾生，

真修實辦中，「正道統、延道脈」，發揚聖佛之德業。「學修講辦認準一條金線，實

心踏修，認理而精進，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進，定可人人佛堂歡喜修辦道，人

人了愿快樂行。」499濟公活佛也慈示：「為師盼徒兒們做天人的橋樑，攀抓住一條

金線，培養好根深蒂固的地基。」500回歸於「天性本體」，依照真理修辦，緊握金

線，不亂系統，開啟自己的慧命，也傳承一貫之宗風。 

二、第十三條：愛惜公物 

《道德經》第二十七章云：「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501天地萬物皆是大道所生化，而聖人具有光明智慧，於濟世救人的聖業上，

能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是以能仁民愛物。故聖人無棄人、無棄物的胸懷與

精神，此是白陽修士當要效法學習之處。502就字面上而言，佛規「愛惜公物」看

似僅對於有形有相之公家物品要加以愛惜，然此佛規意涵豐富，敬惜、愛護之對

象，實包含佛堂一切的人、物。以下將探討何謂「愛惜公物」？「公物」的內涵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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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何？「愛惜公物」之佛規的實踐範圍又為何？ 

（一）愛惜公物，是珍惜道場之物品，莊嚴法航 

何謂「公物」？「公物」是指公家的物品，其所有權歸於上天、佛堂、大眾。

因此，在一貫道道場的各個佛堂，只要是佛堂的東西，含一切物品、用品、贈閱

經書等等，就是屬公家的、道場的、上天的。凡此，皆必須要愛護它、善用它、

珍惜它。至於「愛」，是出自於內心，施展於萬物的天性流露；「惜」，對於一切可

用之物品，不分對象、大小、貴賤，皆以珍惜、愛惜之心重視而不胡亂拋棄、浪

費乃至於糟蹋。在《回天的導航．愛惜公物》「仙佛白話訓」裡，仙佛對此明確的

指出： 

公物是指公家的物品，好比佛堂的東西，它是屬於公家的、佛家的，你有

沒有好好的愛護它、珍惜它，並且善用它？你能好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價

值，這就叫作「愛惜公物」。503 

公有的東西，則代表大家所共有，而在道場之物品，屬於佛家、上天所有。所以

應當將其「公物」慎重愛護、保護珍惜，不任意丟棄，隨意亂放，進而發揮它的

作用、彰顯價值。然而，該用的時候也不要過度減省，宜善用之；不該用的時候

就要收藏好，不要破壞或遺失。在《南屏家風．愛惜公物》中，不休息菩薩具體

指出應有之作法云： 

愛惜公物意明詳，人人有責護法航；弟子規云切莫忘，物雖小矣勿私藏。

因重視而不糟蹋，惜物如寶勿渺茫；公家物品齊愛護，道親行功記簿章。

無論大小否昂貴，一針一線掛心腸；經書桌椅整齊列，窗明几淨氣芬芳。

大庭廣眾勿私用，灑掃刷洗不骯髒；愛惜之心不可忘，稍有大意喪天良。

天地視物同一體，聖人同我自性光；天同覆與地同載，一分一毫勿私藏。

若有不惜公物者，主考嚴律過承當；惜衣惜食惜福報，知足常樂身安康。

應當用時勿吝嗇，不應用時節省當。504 

濟顛聖僧在《佛規諭錄．愛惜公物》中也云： 

公物存之於公壇，任何人用須稟告；人贈經書或桌椅，均乃公物必明曉。

或是道親行功物，應列公品之規條；地方壇主代收藏，貴重之品往上交。
 

503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58。 

504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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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可視賤則無顧，亦勿專取一絲毫；萬物貴賤猶芻狗，地載天降雨露澆。

天地視物同一體，聖人同我一靈苗；公心公懷公為首，自能萬古得榮耀。

505 

公物雖小，但是這些公物皆是出自道親行功，不可以私自收藏佔為己有，故放於

公壇的物品，想使用時必須稟告後才可以取用。無論物品大小、價格多寡，都是

要視之如寶，以愛護之心待之。然而，既是公物，乃用之於大眾，以達濟世利人

之目的，所以該用的時候不吝嗇，不該用則一絲一毫都要愛惜，要有公德心，不

可任意損毀。此外，佛堂保持明亮潔淨，經書羅列有條理，桌椅排列整齊畫一，

也都是屬於「愛惜公物」的實踐。白陽修士藉由行道過程，親身經歷領悟真理後，

更要了解佛規之細節與定義，負責每一個責任的時候，都要用心，佛家公物一定

要愛惜，這樣才是真切地在保護公物、支持佛堂，乃至於莊嚴普渡眾生之法航。

呂祖純陽於《佛規十愿．序》慈示： 

「愛惜公物」，佛家一切物，重如須彌山，眾生所捨出，物盡其用，好好珍

惜之可用之物，不可隨便拋棄。506 

前述佛規第十條「手續必清」507提出佛家一文錢，大似須彌山，要清楚分辨不混

淆，此是「廉德」。佛家的一切物，重如須彌山，當要妥當保管，適當使用。而珍

惜可用之物，乃至物盡其用，這是節用愛物以涵養「儉德」。再就佛規之遵守而

言，濟公活佛說過，公物沒有盡心保養是要記過的： 

當在辦聖事時，不懂得開源節流，過也，浪費也，記下來；公物沒有盡心

保養，過也，記下來。這諸如一切的一切，你是功還是過？老天從來不虧

人。所以，徒兒們！修道要真修，雖然辦道因各人因緣宏展與否？但是修

道成在己，敗亦在己。508 

《佛規十愿．愛惜公物》本訓也云：「恆念無艱，物力天地賦，一絲一縷，珍貴莫

奢侈。」509身為修道人應當對道場的公物有愛惜之心，對於生活周遭中的一切物

品，也當如此敬惜之。反之，若自私自利，缺乏公德心，佔為己有，等同喪失原

 
505

 濟顛聖僧慈示：《佛規諭錄句解．愛惜公物》，頁 38。 
506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9。 
507

 請詳參本研究佛規第十條：手續必清。 
50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士林區壇主班），編號：fycd2020 

0719030001。 
509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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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性之美德。再進一步而言，舉凡宇宙萬物，其根源皆來自大道，所以一切歸

屬於上天，也當以一份公心善待之、感恩之心善用之，才是修道者應有之行為，

也是佛規「愛惜公物」之落實。 

（二）愛惜公物，是尊敬上天之人才，尊賢容眾，共駕法航 

「愛惜公物」的「物」，除了指道場中的有形物品，也指每位辦天事的白陽修

士。佛堂的每一位修士，皆是上天人才，也都是「公物」、「公器」。因為白陽弟子

共辦天事，大家都是上天的「公物」。因此，對待道場中的點傳師、講師及辦事人

員乃至於新舊道親，對他們有禮貌，愛護他們、尊敬他們，也是「愛惜公物」的

體現。可見，眾人都是公物，而白陽弟子辦理天事，事天不可以不尊敬、不可以

不虔誠、不可以不友善、不可不和睦，合群容眾方能合天之心，也才能共駕法舟。

濟公活佛及漢鍾離大仙在《回天的導航》聖訓一書，也揭示此「愛惜公物」的另

一層意義： 

「愛惜公物」不單單是要愛惜佛堂裏的東西，還要愛惜佛堂裡的人，要好

好的對待每一個人，並且相親相愛，互助互勉，才是真正的「愛惜公物」。

510  

不休息菩薩在《南屏家風》的〈愛惜公物〉又云： 

在者皆是公家物，上天人才齊聚堂；點傳講師應尊敬，視人如佛同敬仰。

如此為之無此彼，同助三曹孝母娘；道務若是欲發展，人和氣和天助幫。

相親相愛互體諒，有幸同舟辦白陽；各自時刻身體顧，修辦路途方久長。

不愛惜己壞公物，自甘墮落墜泉黃；愛才若渴視為寶，循循善誘導正方。

引領眾生法船上，培育人才積極當。511 

可見「公物」所指也是每位代天宣化的上天人才，那麼「愛惜公物」的意義，也

在於大家在道場中，相互尊重，彼此敬仰，相互體諒，相親相愛，上下和氣一團，

發展道務，共駕法航。而愛護眾生，就像仙佛愛惜我們一樣；前賢、後進猶如手

足，如此般的和合共事，互相配合，上天自然會撥轉善因緣和善知識來搭幫助道，

一起共辦白陽這場大事因緣。此外，積極培育人才，引領眾生上法船，凡此都是

愛惜公物之作為。所以，要好好珍惜身邊同修共辦的人，敬惜為上天操辦聖事的

 
510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59。 
511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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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白陽修士。《回天的導航．愛惜公物》「仙佛白話訓」指出： 

要他們該吃就吃，該休息就休息，該保養就保養，須知有肉體才可以行功，

無肉體則又如何來行功了愿呢？所以身為前賢要愛護後學，你不可以隨便

的責罰他，因為他是佛家的公物，不僅是你的道中姐妹兄弟。所以不愛惜

身邊的人，也就是不「愛惜公物。」512 

尊敬前賢、愛護後學，彼此體諒、互相包容，無有任意的抱怨或責備，讓前賢與

後學間，都能感受到溫暖和支持，如此上行下效，彼此照料，大家皆能「愛惜公

物」，精誠團結，共駕法航，也才能永續傳承道脈與聖業。 

在道場中，與同修間這份因緣是宿世所結，有緣在一起同修共辦，就要和諧

和氣、包容異己，才能和合整個大體。《佛規十愿》訓中訓對〈愛惜公物〉進一步

界定，即是尊賢容眾、包容異己之意涵： 

德智體群，一視同仁義，包容異己，覺世濟群黎，矜恤憫孤，悲愿天必錫。

愛道場，愛眾生，愛國忠事，敦厚廣居，承上啟下，敬老尊賢……存平等

心，擴寬涵量志。天下為公愷悌和，貴尊賢容眾。513 

「愛惜公物」彰顯出要愛道場、愛眾生、愛自己，更有愛國忠事的覺世牖民之胸

懷，尊賢容眾之海涵氣量，尚有包容異己、矜恤憫孤的一視同仁。換言之，要有

著堅毅容忍之心，卓越堅韌之力，質樸篤實，效法聖賢，容一切善惡，相輔相成

以護持法航。凡此種種都是愛惜公物的實踐內涵。可見「愛惜公物」佛規的實踐

也是無所不在的。 

（三）愛惜公物，是愛惜自己的身心，愛己愛人，護持法航 

《孝經．開宗明義》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514

謹慎愛護父母所給予的身體，便是孝順的開始。在白陽道場中，照顧好自己的身

體，也是愛惜公物之一環。若沒把自己照顧好，如何照顧好他人？唯有健康的身

體，修辦道路才可長可久。足見，「愛惜公物」是愛惜佛堂中的物品，愛惜道場中

的同修，也是愛惜自己的身體，愛惜身邊的人；其意義皆在於愛惜上天的東西，

 
512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59。 
513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4。 
514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孝經．開宗明義》，2022 年 11 月 30 日，取自：https://ctext.org/xiao-jing/scope-and-

meaning-of-the-treatise/zh。 

https://ctext.org/xiao-jing/scope-and-meaning-of-the-treatise/zh
https://ctext.org/xiao-jing/scope-and-meaning-of-the-treatis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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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法航，同助上天普渡三曹之大事。所以，仙佛臨壇亦曾叮囑過白陽修士要懂

得照顧自己： 

懂得照顧自己，才有能力幫助人，愛人如己同理心，本來天真率性赤子之

心，當時常保持。515 

人在世間，保重肉體，方能辦大事，養心養身，愛惜自己。516 

愛自己也愛天下眾生，道由自己來做起，好好照顧色身，借假修真，發揮生命價

值，綻放德行光輝。白陽修士保重自己身體，才更能立身行道，建功立德，所以

要好好珍重此有用之體，善待自己。此外，在心性上也要涵養提升，俾使天性保

持純然無雜，展現慈愛天心，才能有同理心去愛別人。而懂得照顧自己，也才有

能力幫助人，乃至照顧他人。濟公活佛降壇垂訓云： 

誠敬禮佛，明明白白此生來世之意義，不再混日曠時，不再萎靡不振。當

急起直追，聖賢仙佛行誼路，效法著菩薩佛祖，慈悲無為喜捨之精神，廣

愛世間之人，更愛自己，時時反省諸己，邪淫不亂其心。517 

人來到這個世上當要明白人生的真諦為何？凡事忍讓為貴，愛人如己，存忠恕心

施展仁愛，以大體為重，用「愛」傳遞希望，學習太陽無私無我，可以照耀萬事

萬物，可以給人希望與光明。效法諸佛菩薩行誼，慈悲喜捨之精神，處處體認聖

賢菩薩之行，盡己之性為「愛己」、「忠」以達天道；推己及人為「愛人」、「恕」

以達人道，真心敬意，小心謹慎，待人處事循循善誘，持守仁德、落實無為精神，

以合乎大道原則。 

綜合上述，「愛惜公物」的對象，包括有形的道中物品，也包括道中每位參辦

聖事之人才，甚至亦包括愛惜一己在內。在道場中，使用公物時，要懂得愛惜、

善用，對於這些公物也絕不可以任意浪費，這是一種「儉德」；對道中人才的態度

則要恭敬、敬惜，情同手足般愛護，有著心公天下，寬宏大量容涵萬物與一切善

惡之襟懷，這是一種「仁德」。宇宙的萬物本非人類所有，所有一切來自上天，因

而白陽修士當要澹泊明志，遇任何境遇，皆持有公平、公正、愛惜之心，依天心

 
51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板橋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11224030403。 
516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恕〉（發一崇德：中南部學界法會國語率性進修班），編

號：fycd20130518000001。 
517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清濁善惡〉（發一崇德：雲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

班），編號：fycd20120407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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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道，愛人、惜物、敬己，才是「愛惜公物」的實踐意義。 

第三節、「活潑應事」、「謹言慎行」之探析 

今逢白陽大開普渡，道降庶民，眾人皆可求道、修道，乃至於只要真修真辦，

人人也可步入聖域賢關。在道場中，同修之間，同心同德，共辦大道。然而，也

當各守本分、各盡其職，以共同圓滿聖業。因此，辦聖事要能善用智慧，「活潑應

事」；欲宣揚聖道，則得要求自己，「謹言慎行」，一切順合天心，方能幫助老祖

師、師尊、師母完成普渡收圓之大事。以下將繼續分別探討佛規第十四條「活潑

應事」、第十五條「謹言慎行」之重要性與實踐之道。  

一、第十四條：活潑應事 

「道」是天地萬物之主宰，也體現為四季循環。隨著春、夏、秋、冬季節，

氣候之變化各有所相應，而孕育出當季該有的植物、果實。至於諸佛菩薩慈悲為

懷，以八萬四千種法門渡化眾生，這是因為眾生有八萬四千之煩惱或習氣。同樣，

白陽弟子在修辦道程上，就是在學習諸佛菩薩慈悲喜捨之精神，廣大寬闊之胸懷，

而於此當中可以妙用智慧，活潑玲瓏應事，因材而教化眾生，如此才可以把事情

處理得圓滿無礙。那麼在道場中，如何落實佛規「活潑應事」？又何謂「活潑應

事」？而此條佛規的應用是否又有其依據原則呢？以下將逐一探討。 

（一）辦天事的準則：依道為佛規，活潑玲瓏，勿意必固我 

白陽弟子在修辦道歷程中，先由認識環境，藉由環境而修煉自己的功夫境界。

當事情來的時候要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在生活的繁雜中修煉一顆

「事來則應，事去則靜」的心。所以在辦事的過程中，佛規「活潑應事」是相當

重要，若能懂得通權達變，方能圓滿完成白陽聖業的渡化任務。道濟禪師在《佛

規諭錄．活潑應事》揭示此條佛規之字義： 

活乃敏捷巧設就，潑者圓潤無角方；應乃應接各種事，事本事務定真常。

518 

就聖訓而觀察，「活潑應變」的精神，乃基於圓融心性以應事辦事，處理道務不固

執自是，而能活潑敏捷；不畫地自限，而能善巧方便面對；也能由活潑應事之中，

申明義理、體現道義。換言之，「活潑應事」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仍是不離

 
518

 道濟禪師慈示：《佛規諭錄句解．活潑應事》，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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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玲瓏之道心、生生不息之天心的應用，不有人心、識心之執著與僵固，此是

「活潑應事」的基本意涵。《回天的導航．活潑應事》「仙佛白話訓」中，仙佛也

云： 

真正的佛規就是「道」。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它本來就是隨著外在因緣的

變化而永守中道、生生不息的。所以修道人也要有活潑玲瓏的心，不要墨

守成規，一成不變。519 

可見，「活潑應事」之佛規，其應用實踐，正是體現「道」的精神：發用生生不息

的道心，雖應萬變之人事物，仍不離中道。而此「道」就是自己的本心，本心清

淨無住，應用無礙，所生的是妙用之心，才能活潑玲瓏以應事。因此，白陽修士

在辦道、行道中，要發揮智慧，活潑應事；活潑之中尚要不失規矩，有規矩還要

不落死板，萬變不離其宗，所以南屏道濟曾說：「對於事情咱們是要活潑玲瓏，而

不是一成不變，只要『宗』不改變，『宗』立定的，怎麼樣去行，都會回來原點。」

520可見，活潑應事當中，貴在不改變大道宗旨、貴在不偏離中道，反之將能執兩

用中、應用無窮，才能發揮道心之奧妙，生生不息地應用於聖事的辦理。《南屏家

風．活潑應事》聖訓中，濟公活佛也慈示云： 

學修講辦活潑貴，行道亦也守真宗；辦道若是活潑忘，開創容易難守成。

行道若無活潑念，敷衍了事事不成；辦事之中智慧用，慎言敏事活潑

行。……今時現況加檢討，審時度勢善徑征；為道而赴無私顯，念茲在茲

為衆生。……各自修辦認理步，活潑應事徹始終。521 

仙佛指示：「活潑應事」與否，足以影響聖業的守成；而「活潑應事」的精神，仍

在不離大道真宗。因此，學修講辦貴在活潑，為道而行不自私，念念皆為眾生，

勿將道的主軸、道的精神忘掉，謹記「行道守中、辦道持正」。那要如何守中持

正？就是要於辦事當中，善用妙智慧，行道上「敏於事慎於言」，曉得深厲淺揭，

審時度勢處理事情，明白其中真理。只要大公無私，縱然不被諒解，甚至被責備，

皆是可以去做適當的處理，俾使聖事圓滿。《佛規十愿．活潑應事》訓中訓，仙佛

也明確揭示： 

內外兼修，真功實善求穩健，倘若道沒有落實在生命中，心易浮沉，易生

 
519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70。 
520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中庸》，頁 100。 
521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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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懟，事來則亂，事去則傷。故修士當審視自己的心念，時時調整，以玲

瓏心來助白陽，通權達變，急重輕緩知進退。臨危授命，不驚不怒，高瞻

遠矚，洞察機鋒，順天承命，做個燃犀慧炬的領航人。522 

「玲瓏心」即道心的應現，依此心而應事，可通權達變；輕重緩急、本末先後，

井然有序；且事來則應、事去則靜。因此，仙佛慈示：白陽修士宜時刻檢視自己

之心念，自己的良心是否對得起上天？是否真正在服務眾生？是否真功實善？修

士乃是辦理上天渡化之聖事的使者，協助天命明師辦理眾生超生了死大事，不是

人間小事，不是個人私事，因此面對事情時，只要道心真切，一片天心、公心，

辦天事能認理而進，能對天不對人，能以公而忘私，不故步自封，高瞻遠矚，洞

察機鋒，明察事物，才能真正利樂眾生，才是活潑應事。 

「活潑應事」之精神，也與《論語．子罕》篇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523有異曲同工之處。孔子不憑自己的臆測做主觀片面之判斷，凡事

沒有絕對性，世間萬物皆具有兩面性，當以全面整體之眼光體察，才不致於偏頗。

況且一切人、事都在發展變化中，若能改過遷善，昨非今是，切勿以為自己才是

對的。待人如此，辦聖事亦復如是。在《南屏家風》中，濟公活佛所垂示的〈活

潑應事〉，亦闡明若故步自封事情難以完成，揭示勿意必固我之重要： 

雲詭波譎無窮盡，今非昔比多變更；處在二一之時代，故步自封事難成。

毋意毋必毋固我，通權達變心從容；活潑玲瓏無憂懼，胸懷坦蕩表真誠。

應事尚且知進退，認理而進是非明；若持己見固執意，墨守成規路難通。

524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佛規「活潑應事」之內在應用原則，修道、辦道一定

要合群，隨著外在因緣的變化，要能夠集思廣益，不可以固執己見，要活潑玲瓏，

事事不可能如自己所願，達自己滿意，要能夠知進退，才會減少事端。明白是非，

審時度勢，不墨守成規，才能夠應對變化多端的時代還有眾多紛紜的事情。所以

處事當中學著依道心而通權達變，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呂祖純陽於《佛規十愿．

序》說：「修辦當中，隨機應變，但隨緣非是隨便，因時制宜，通權達變。」可見，

活潑應事是要認理而進、依理而行，而非不拘小節任意而為。濟公活佛亦提醒一

 
522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6-37。 
52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48。 
524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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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弟子在活潑應事中要懂遵守規矩方圓： 

徒兒有志將道展，突破種種之困難；徒兒有心學修辦，更新修辦觀念焉。

能與道場同步進，與時俱進方英賢；劃地自限太愚昧，固執之者難通權。

活潑應事悟其意，不失規矩與方圓；恆順眾生善巧用，隨喜隨份更隨緣。

525 

在道場同修共辦，主敬存誠辦天事，要以道為佛規，與時俱進，更新修辦觀念，

並與道場共同進步，一起護持天命，才能將大道宏揚。同修之間，彼此合作團結，

放下個人執著以合天心，互相提攜，彌補不足之處。於玲瓏活潑辦事中，不失佛

規之規矩方圓，這樣的善巧方便也才能恆順眾生，隨緣隨份俾使眾生攝受大道之

寶貴。例如：獻香叩拜禮節，道親因受傷而無法進行跪拜叩首禮，當以鞠躬替代

之。 

（二）處世事的方針：以道為準則，無住生心，應用無染 

王十五代祖在《理數合解．三易探原》中云：「氣質之性，發為人心；本然之

性，發為道心。人心居臟腑之裏，道心現乾元之表。在裏則昏濁蒙昧，為七情六

慾之領袖；在表則虛明光耀，作三華五氣之總持。」526氣質之性來自太極氣天，

乃受後天物欲所牽累，易使人迷真逐妄，所生發之心為變易不定之「人心」；本然

之性來自理天，是上天所賦予，至精至粹，是純然無雜的「道心」。修行的目的就

是在恢復本來天真的面目，正己以成人、修己以安人。濟公活佛在《佛規十愿》

之本訓也說：「便僻、善柔、便佞，氣質之性也，修道首當克斷之。」527偏離正道、

諂媚逢迎、花言巧語，凡此種種都是後天所染的習性，修道首要克己斷除這些質

性。而修辦道者在辦事之中，更應去除這些氣質之性的阻擾，當要以「道」為準

則，體天心，一切合乎正道，互相配合，信守承諾，扛起使命以成全大局為重。

濟公活佛云： 

聞義能徙君子作，見賢思齊登極峰；見德思義明規矩，以道存心乃賢稱。

方而不割中道處，活潑應事能變通；廉而不劌君子也，戒慎言行合中庸。

光而不耀養晦進，用行舍藏更圓融；正道行之直道取，莫亂本心奔前程。

 
525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金門綜合區壇主班），編號：

fycd20190407039901。 
526
（清）北海老人著：《理數合解．三易探原》，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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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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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修辦道程上，要從心上下功夫，時時存著道心，此道心同諸佛菩薩的心一樣，是

無所住，力求踏實，合乎道義的事情才進行，不合理的則不同流合污。縱然自有

原則也不傷及他人，做到「內方外圓」，內要求己身、外圓滿他人，盡好自身份內

之事，不論他人長短，乃至不矜不伐，謙虛為懷，推功攬過，戒慎恐懼，一切謹

言慎行，合乎中庸之行。如此活潑應事的實踐功夫，才能守住自己本心本性。無

住生心之心，是為玲瓏心，依此心而待人、接物、處事，就不會執於人我相，乃

至陷入法執，而能真正「活潑應事」，如此才可以讓事情圓滿。所以濟公老師云： 

修道辦道有成長，原地踏步難達源；拘泥固執實非賢，活潑應事作滿圓。

同修之間能共辦，無有對待分別全；齊心戮力將道傳，四海五湖化有緣。

堅定自己之志向，人云亦云太愚瞞；何者是道何者非，本心體現看完全。

529 

可見，在修辦道程上，不因為外力之影響而動搖道心，當要肯定堅定自己修辦志

向；但是行事上，則勿拘泥頑固，要有融通之智慧。待人要慈悲為懷，尊賢容眾，

同修之間共辦白陽聖業，不有對待分別。反之，更要齊心戮力，相互禮敬，公正

無私化育天下，要有這一份公心許天的胸懷，體現本心，心行平直，才可達天聽。

佛規「活潑應事」，強調的是道心之發用、玲瓏心之運用，也是天理之流行，所以

不會固守己見，讓事情停滯障礙。再依此心而面對人事物，乃至於面臨困境之際，

亦長養不驚不恐，無有二心，圓滿有序，應機而變之態度。如此「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展現自性真我，才是真正的活潑應事。所以南屏道濟曾降壇垂訓說： 

明察世間世事變，通權達變皆知詳；固本守德心一樣，活潑應事樂無疆。

530 

白陽修士當要明白體察，無論在世俗、在道場；在面對世事，甚至處理聖事，總

難免應接不暇而變化多端。但是再多的變化，也要能隨順因緣，盡心盡力完成使

命。萬法由心造，靜時常思己過，時常反省自己的行為，不自欺、不欺天。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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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學界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31019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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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苗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070331050001。 
530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一七、二〇一八年德字班人才精進班聖訓彙編（一）》，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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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良心乃是天心，明理就懂「固本」，覺悟就知道要「守德」，懂得束身律己、

修養自己。常言：「修道修心。」這顆心要修到無住生心，應用無染，徹底清淨。

因為此心是要辦天事、辦佛事，成就聖賢之事。足見，活潑應事的根本、本源就

是要能合乎中道的應用。也唯有如此，才能常應常靜。濟公活佛慈示云： 

濟公心為徒賢，行走天涯無怨言；公心用無為抱，正知正見儒風遷。活潑

智通權用，應用無染不倒顛；佛心體法賢聖，大步向前邁賢關。531 

又云： 

修道辦道精益精，要求自己更上層；渡人成全用智慧，一意強求非賢稱。

道本自然又活潑，應用無染知變通；快快樂樂而修道，方是真正修辦童。

532 

在修辦道上要對自己有所期許，立下目標，努力不懈，不改修辦的初衷，道法自

然，修道是件很快樂的事情，只要效法師尊抱持無為公心，無怨無悔，活潑使用

妙智慧，不顛倒錯亂。唯有這樣的修辦實踐才能歡樂行道，應化無礙，持守真宗，

發揮應用無染的真清淨，以達真正天心的發用。至於眾生的心本是變化無常，如

何持守自身之清淨心而應對人事物呢？濟顛和尚臨壇慈示說明，唯有回歸這點無

極真性，才能隨緣而應用無染： 

身為白陽之天使，無憂無懼信心添；圓滿人生內至外，誠中形外皆超凡。

無論天職是什麼，無論道齡深或淺；皆當守道初衷握，一點真性明根源。

借假修真近達遠，借相明理執著刪；洞見本來真面目，應用無染德無邊。

533 

白陽修士之修行，不論天職、道齡之深淺，貴在於這一份真誠的心、這一點真性

的發用。不忘自己的愿立，守住初發之真心，唯有如此才可行之久遠，終至徹底

明悟根源。修道、辦道雖非輕易之事，但亦非困難之事，只要堅定道心，處事合

於規矩不離於道，順應本來這點佛性，安住當下，識透真假，明道致用，便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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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越語壇主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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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潑，更懂權衡得失輕重而應用無染。不休息菩薩也云： 

功乃自性建萬法，萬法不離自性根；德乃心體離諸念，應無所住生其心。

如魚游水不滯水，身寄紅塵不染塵；照見五蘊皆空者，離苦得樂返樸真。

唯心所現識所變，真修實煉勿迷魂；不離自性是功也，應用無染德蓁蓁。

須臾不可悖離道，終食之間不違仁；二六時中觀自在，三省吾身日日新。

534 

自性乃萬法之根，所有的一切皆是由「心」所現，由「識」所變，因此修行要能

「離心意識」，讓這顆佛心在塵不染塵，執中貫一，持守這清淨本性，如此才可運

用妙智慧精益辦事，處事敏捷，沒有缺憾，辦事圓滿。尤其在此白陽時期，聖凡

雙修，事多繁雜，更當應事有方，時時刻刻觀自在，才可成為活潑應事之白陽修

士而達圓融事物。 

隨科技日新月異，人心之變化愈發無常多端，思想更快速變化的時代，白陽

修士要有寬廣之格局，開拓之視野，順應時代潮流演變的時候，要謹記是「方法

變，宗旨不變」，「修道古老化，辦道現代化」之原則。「活潑應事」之佛規，引導

修道士，在修道、辦道上，本諸道心，活潑應變，因時制宜。要能跟得上時代之

腳步，因應人心之所需，而非一味古板，墨守成規。當要有新的見解、新的概念、

新的作為，以接引更多有緣人得登道岸。但是非要標新立異，為所欲為，甚至盲

目追逐，導致喪失大道之尊貴。而是從此「新」當中，懂得活潑應變、通權達變。

唯有如此，辦道才有新方法，改進才有新力量。535佛規「活潑玲瓏」的應用，正

是依循真理，以道為依歸，玲瓏心發用，應用無礙，廣為接引有緣佛子，也達臻

處世事及辦聖事之圓滿。 

二、第十五條：謹言慎行 

白陽時代共辦聖事中，明瞭不過於執著，導致固執自是，應當因時制宜，承

擔天事當要懂得活潑應事，替上天分憂，幫助道場解除困難。但是，於此當中每

位白陽修士則更當要注意自己所「言」是否為是良言，是否謹慎？自身所「行」

是否為善行？是否圓滿？修士言行是否皆合乎中道？尤其在此白陽文運大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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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作為，不是要你標新立異，而是要你懂得活潑應變。辦道有新的方法、改進，才會有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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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皆可求道的時代，更要深思熟慮，明察秋毫，才不輕易造成過錯。佛規「謹言

慎行」的意涵則彰顯出「言顧行、行顧言」之重要性。以下將逐一探討如何「謹

言」、「慎行」，並闡述「謹言慎行」的重要性以及實踐之道。 

（一）「謹言」的實踐之道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536大道是無聲無臭，

天不言、地不語，白陽修士在代天宣化，普渡眾生之際，所有的一言一行代表著

道的顯現，因此必當小心謹慎自己的言語行為，才能以身示道。東漢揚雄《法言》

卷五〈問神〉篇又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537口中談吐的「言語」，流

露的是一個人的內在心聲；行為舉止，反應的是一個人的內在心影。可見吾人所

言、所行反應的是內在世界的一切，而這一言一行代表的都是真實的自己。 

《白陽四書．論語聖訓》云：「以身作則，執中貫一，言顧行，行顧言。言以

誠為中心，可貫通天人，反省其身之學。誠，則不自欺；為人謀以忠，則不欺人；

交友而信，則不欺友。」538「言語」是眾人在世間進行溝通的主要方式，而言語

是要從內心展現忠、誠；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則為「行為」，而行為則要能夠篤實恭

敬。《論語．衛靈公》孔子也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539足見

一個人說話要忠實誠信，行為要篤厚恭敬，說到要做到，展現修己安人之重要。

出口之前要先能細心思考，行動之前也要三思而後行。《南屏家風》不休息菩薩

所垂示的〈謹言慎行〉云： 

三緘其口免遭禍，三思而行少罪愆。認理實修明本面，中規中矩立標杆；

身為壇主講師者，代天宣化律己嚴。一言一語菩提示，至誠化眾格地天；

君子胡不慥慥爾，表裡如一作完全。言中倫也行中慮，言行合一表誠虔；

慎言敏事行一貫，審時度勢定靜安。若爾言行能依理，高風亮節品格端；

言定不跲事不困，行定不亂道窮難。巧言令色鮮仁矣，克己復禮歸仁焉；

各自心中一把尺，謹言慎行效聖賢。540 

由此觀之，「謹言」者，重在言行合一，慎言敏事。同時也是體現在必要時的「三

 
53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22。 
537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揚子法言．問神》，卷五，2022 年 1 月 8 日，取自 https://ctext.org/yangzi-fayan/juan-

wu/zh。 
538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頁 265。 
53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227。 
540

 聖賢仙佛齊著：《南屏家風》，頁 79。 

https://ctext.org/yangzi-fayan/juan-wu/zh
https://ctext.org/yangzi-fayan/juan-wu/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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緘其口」以及「三思而行」。簡言之，不造口業，勿兩舌、惡口、綺語、妄言，乃

至於巧言令色，都要斷除。白陽修士所辦之事是天事，一言一語當要審慎小心思

考，不可以隨便，《論語》孔子有云：「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可見一句話亦可

成就一個國家，成全一個人；亦可敗壞一個國家，傷害他人。白陽修士代天宣化

是透過舌根來行功立德、立言，時時心懷聖人之言，修養自身仁德，正己成人，

克己復禮為仁展現真儒風。當內在仁德牢固之時，自然能夠語出智慧之語，也才

能率引眾生。對於不造口業的具體實踐之道，韓湘子大仙曾慈示： 

做個慈愛的人，絕不惡口；做個誠實的人，絕不兩舌；做個正直的人，絕

不綺語；做個守信的人，絕不妄言。541 

慈愛之人絕不惡口，反之所言皆是有道氣、正向、鼓勵人的話，因為具備了仁德

之心，誠如孔子在《論語》說過：「仁者，其言也訒。」542仁者是謹言以存心，是

剛毅木訥，不輕易發言之人。誠實之人，說話則不會挑撥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更

不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一貫道聖訓仙佛臨壇具體指出如何是「謹言」的實踐

之道： 

修道皆知，禍從口出，言多必失，故宜口心清淨。無由之言絕勿輕易說出；

不吉利之言亦不輕易出口；惹厄災之害，亦勿輕易說出；妨害他人之言絕

勿說出；不實之言，粗語惡口，違法違紀，污言，非人之言，絕勿說出。

天機不談，國家機密不說，出口成章，言出是理，則是謹言也。543 

《回天的導航．謹言慎行》「仙佛白話訓」裡，仙佛亦進一步明確的詮釋： 

以言利人、以言興德，以言成事啊！尤其修道人更應當口出真理，只論聖

事，不說是非，不造口過，口無雜言，斷諸嬉笑，這才是真正的「謹言」。

544 

《周易．繫辭下》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545言少之人，句句於理而精

粹；言多之人總言不由衷且繁雜。語言是人與人互相溝通的用具，若能好好善用

之，是可以引導眾生，勸人為善；不善用之，則可使人身敗名裂，乃至招禍。所

 
541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五）》（彰化：發一宗教發展基金會，2019 年），頁 135。 
54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183。 
543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30。 
54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83。 
545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頁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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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為白陽修士，效法聖賢菩薩，以天下眾生為念，信為主宰，「信用信諾」代表

一個人，人言為信，言語是可啟化世人的良知良能，可教化習性成率性；可成全

眾生上岸來修辦，可勸勉人人改惡向善；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行之有德，

處處由點連線而成面，事事恰到好處，不致會顛倒錯亂，誤導世人。546 

（二）「慎行」的實踐之道 

白陽弟子不單只是說話要謹言，行為上更要謹慎，要「慎行」，道場中道親的

眼睛雪亮，彷彿攝影機般隨時記錄著，所以時刻都要審慎而行。濟公活佛說：「慎

乃履路必存畏，行者行持達彼岸。」547可見做事要小心敬畏，才可以達究竟圓滿。

一個人從開口講話、行為動作就像標籤貼在身上一樣，代表個人之人格，所以一

定要謹慎小心，要謹言慎行，要言出必行，言行合一，做一個白陽標準修道士。 

慎行者，在於凡事豫則立，事先規劃安排，以防患於未然；多方的審時度勢，

三思而後行。《禮記．中庸》也云：「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

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548「慎行」的應用，正是《中庸》此段經文的智慧。

又於《論語．里仁》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549言多必失，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行事要深思熟慮，辦事則要積極敏捷，果敢決斷。白陽修士做事要

謹慎思考，做到言而有信，能說必行，說到必做到。《回天的導航．謹言慎行》濟

公活佛及漢鍾離大仙說： 

「慎行」也是一樣，你不僅要言行合一，身立標竿，你更當以身行道，代

天宣化，處處以天心為心，事事以眾生為念，時時戰戰兢兢，謹慎自持，

心存嚴謹，自身少過。550 

身為白陽修士就是代表著上天，在修道、辦道中當要處處以天心為心，事事以眾

生為念，師志為己志，無論道務有多宏展，都要謹記所有的一切，乃操之於天，

在辦道，處事，乃至處理所有事務過程中都要以天心「盡其心、慎其行」輔助三

曹大事，如此才是實際落實，因此「慎行」亦可說是「實德」的展現。《老師的

 
546

 聖賢仙佛齊著、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輯：《二〇二〇年發一崇德台灣壇主班聖訓彙編》，頁 91-92：「以

天下眾生為念，信為主宰，人言為信，可見言語可啟化、可教化、可成全、可勸勉；言之有物，行之有

德，四海群生，聖緣相接，遠近相連，處處皆可由點連線而成面。」 
547

 濟公活佛慈示：《佛規諭錄句解．出告反面》，頁 43。 
54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38。 
54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頁 99。 
550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訓》，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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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亦具體明示何謂「慎行」： 

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品德，不做非理事，不起非理念，不去非理地，奉公

守法，則是慎行也。551 

可見，慎行就是要二六時中注意自己的品德，要以天為準繩，要合乎天理，順天

而行，時守本分，不卑不亢，才是真正「慎行」。藍采和大仙於《佛規十愿．謹言

慎行》也慈勉修士荷擔白陽聖業，宣化福音要先立楷模： 

精益求精，學習抑謙，法宣楷模立，畏威兢兢前。粗細無不進，寸心恭如

天道立，正氣凜戰魔圈。表裡一，敬事方圓守，徒代師樹建道場，挽狂瀾，

裡淨心慾，方得感應，愚頑渡化，時反觀己靈園。552 

白陽弟子代表上天扭轉化育世間，慎行的實踐就是，自身嚴謹端莊，嚴格律己，

做事要中規中矩行道，勿有異說邪端，霸道橫行之行為。以道為根，以理為準，

用自性作主返璞歸真，俾使自己反身恭敬，謙虛退讓，時刻反觀自己，謹言慎行

掌握心念，不隨外物漂流，待人接物上保有寬容敦厚之仁心，和顏悅色，表裡一

如，敬事守方圓，才可感化眾人。《論語．為政》孔子教導學生子張：「多見闕殆，

慎行其餘，則寡悔。」553做事不要貿然行動，若能審慎，則可以減少讓自己做了

之後遺憾的事情。學道之人，要常常戒慎恐懼，不放鬆自己，才是實踐「慎行」

之道。活佛師尊亦曾臨壇慈勉白陽修士知進退也是「慎行」的體現： 

仁德之心時懷抱，三達德備存心間；五常之德言行現，舉足為法不糊含。

謹言慎行知進退，進退中矩道化宣；精進不懈能明透，積極樂道無事煩。

念茲在茲眾生渡，菩薩志愿現於前；救世安人於此際，更當慎獨不敷衍。

554 

白陽弟子皆憑著根基緣份，而能遇上此白陽佳期共修共辦，當要珍惜因緣好好善

用，佛規禮節的行持上要懂得審慎遵守，因為一稍微不小心就會讓自己造下罪過，

要明白當下就是道場，實現三綱五常之德，將自己本分做好，諸善奉行，素位而

行，進退合宜，各守自己愿立，普渡慈航，共助末後白陽這一場，也是「慎行」

 
551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30。 
552

 聖賢仙佛齊著：《佛規十愿》，頁 38。 
55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76。 
55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愿心即原心〉（發一崇德：高雄道場幹部人才精進培訓

班），編號：fycd20210102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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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踐之方。 

（三）謹言慎行，在於言行合一，立身行道 

在百變的人世，應變迅速的時代當中，修士若可以對真理肯定，就不會被

是是非非影響而有所動搖。當要明白有眾生就有善惡、對錯、愛恨，一切的對

待如細雨紛紛，所以正定、正見、正思維相當重要。修道人一定要謹言慎行，

尤其在道場中身擔壇主、講師天職者，更當要有修道人的道風，千萬勿越修越

退步，讓人看不出修道人的道範，如此的話，要代天宣化，將道遠傳至萬國九

州就相當困難了。修道必定講究實際，知行合一，心裡想的和做的要一樣，那

叫「樸實」。555一貫道聖訓《老師的話》云： 

修道之事，言善利人，合於口德，言不善害人，則失於口德。行於道利

人合於德，行不善害人，則失身德。絕不可謗道，或口行不慎，毀及大

道名譽，故修道者非謹言慎行，切勿疏忽。556 

可見，修士要很注意自己的舌根，要舌燦蓮花才不失於口德，因為一句不恰當的

話，不僅會傷害人也會考倒在道場學習的道親。《詩經．大雅．抑篇》亦記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557白玉有瑕疵，還可以磨掉；

但是說話有瑕疵，是無法補救了。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白陽修士

要知道，在道場一句話是善的，可以帶給人力量充滿信心向前進，反之一句負能

量的話小則引紛爭，大則可能毀掉一個人之慧命。蓋心正、言正更要行正，謹言

是內在的修持；慎行則是外在的行持，行事中難免會有困難，但是要屹立不搖，

不為困難所阻礙，突破困境過程中亦不為己私而傷害他人，才是真正的「言行合

一。」南屏濟公也勉勵修士要認清試題，修辦功夫要克己並身修以示道： 

言善行善身示道，並非虛語而亂談；首要正己方成人，修己安人和樂團。

紅塵世俗修煉場，認得試題勿倒顛；答題之者認題目，謹言慎行休迷瞞。

 
555

 聖賢仙佛齊著：《白陽聖訓：論語（一）》，頁 237：在百變的人世當中，你對真理確定，就不會被是是

非非動搖；要不然在這人世間，有眾生就有善惡、有錯必有對、有愛必有恨、一切的對待如細雨紛紛，

所以正定、正見、正思維相當重要。修道人一定要謹言慎行，尤其你當講師、壇主，要有修道人的風格，

不要越修越退步，讓人看不出修道人的道範，那道要遠傳就很困難。修道講究實際，知行合一，心裡想

的和做的要一樣，那叫樸實。 
556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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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詩經．大雅．抑篇》，2022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yi/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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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足見，白陽修士在佛規「謹言慎行」的落實上要三省己身，正己成人，要為道場

表率就要從自身做起，不亂談虛言而失忠，在塵不染塵而達義，簡言之，謹言不

失「忠」，慎行不失「義」。洗心滌慮，心中無垢無染，效法天地，修身潔行，語

默動靜都有法度，行事穩如泰山不畏懼，辦事規行矩步，才是位真修者。《老師的

話》又說： 

謹言者，口語小心，言滿天下無口過；慎行者，品德注意，行滿天下無怨

惡也。修道之士，口不擇言，身無擇行，成何修道。559 

由此可知，白陽修士宜言行合一，謹慎自持，以身示道，才能彰顯道之尊貴，凡

此皆是謹言慎行具體實踐之方。身為白陽修士，欲立身行道，當得戰戰兢兢，唯

有言行相顧，內外合一，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言，才是一名真正代天

宣化的白陽修士，真正立身行道的人。 

《禮記．中庸》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560不僅要言行相顧，還要忠厚誠實而

達中庸之道甚為重要。濟公老師也曾慈示：「說話和行為都要取之中庸，一個儒

者所代表的就在於『言』跟『行』。要言之有理，行之有德，在言行當中能不失儒

者行徑，才是現代儒士所要修行的目標。」561佛規「謹言慎行」亦可以說對天是

一種愿力的實踐，對人是為人處世的根本，是一種信用，確切實踐群處守口，談

笑之間不輕言承諾；獨處守心，心中有規矩清淨己心，必然是一位不平凡的白陽

修道士。 

  

 
558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台北道場社會界國語率性進修班），編號：

fycd20120310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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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編輯室：《老師的話》（典藏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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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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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推道訓俗行儒風〉（發一崇德：臺南道場社會界率性進

修班），編號：fycd20010922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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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本論文以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作為研究的核心，探討一貫道「十五條佛規」

的形成與其在修辦實踐上所體現的精神要義。同時涉及近代史上一貫道的條規章

程之內容及其發展。蓋隨著一貫道組織架構的形成及天職的演變，從袁十二祖開

始有章程條規，用以規範道場的天職職守以及道務運作，爾後包括五行階段、王

十五代祖、十八代祖皆有具體條規的制定，藉之維繫道場的修辦道風。以下將逐

一羅列出本論文之研究結果以及研究省思與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果 

「佛」是覺醒圓滿者，「佛規」是成佛的規矩。佛規的實踐在於保護白陽修士

的道心、道行，期使人格、德性達到圓滿；也在於維繫道場的道風及道務運作之

規矩，俾使道場得以整齊有序，呈現一道同風，用以接引芸芸眾生，足見佛規的

實踐兼俱內外圓滿之意義。三天主考慈示：「修道不將佛規守，憑何修養登天梯？

佛規乃是天戒律，不遵焉能故家歸。」562佛規是給白陽修士有一個修辦的依循，

幫助白陽修士收束外放之身心言行，也讓道場有明確的運作體制，若可以真正了

解佛規的意義，則不會認為它是一種束縛，反而能體認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 

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的形成源自於天，非人事團體擬定，乃是無生老母的

頒定，故稱之「天戒律」。因此，仙佛提醒切莫私自訂立佛規，此十五條佛規，本

是「修道之準則、辦道之條理，成佛之禮節。」563只要依此而行，鞏固根本，內

外兼修，奉行至極致究竟，可究竟成聖成佛，因而稱此為上天指引一貫道弟子「回

天的導航」，也是返鄉覺路的「天梯」；更是三曹普渡收圓的方矩圓規。以下就本

論文的研究，分為兩節再各自羅列重點，加以說明研究成果： 

一、一貫道「條規」演變歷程與「十五條佛規」之實踐要義 

一貫道條規、章程的形成，就目前可見文獻，可知始自袁十二祖開荒下種階

段。蓋袁十二祖階段，已有了具體的道務運作，為使道務運作上能維持道場綱紀

和道場倫理而產生條規等規範。當時有〈修行二十條規〉、〈天恩條〉、〈靜室條律〉、

 
562

 濟公活佛、三天主考：《還鄉覺路十條大愿》（新北市：天道之光出版社，1995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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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賢仙佛齊著、劉明煖編輯：《回天的導航．仙佛白話慈訓．結語》，頁 193，「只是你們千萬記得，這

個佛規啊，是上天定的，你們切莫私自訂立佛規……。至於一些日常的生活儀節，佛堂內的出入細禮，

你們自己可以斟酌實情看著辦。但是這十五條佛規，本是成佛的禮節，你們只要細細體會，認真力行，

就會明白它就是修道的準則，辦道的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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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室條規〉、〈規戒詞〉等條規。袁十二祖回天後，五老奉天命秉筆侍書著〈四

十八條規〉作為代理天命階段之修辦條規。此後水老彭德源著有〈三元條規〉、

〈四大條規〉、〈眾生調規〉、〈天恩調規〉、〈證恩調規〉、〈佛堂執事條規〉、〈證恩

堂規〉、〈十六條規〉等等；金老林芳華則有〈吃緊規條〉，最後到了一貫道王十五

代祖階段，奉上天之命制定〈條規四十八章〉亦即今可見之《祖師四十八訓》。以

上條規、調規、堂規等內容和今「十五條佛規」雖不盡相同，但其精神及目的卻

是一致的，作為修行之規範，盼人人皆要依道而行，落實五倫八德；同時戰戰兢

兢，嚴謹實踐條規以維繫道中綱紀。可見，條條規章皆是勉勵修道者在外功上發

揮愛與慈悲精神，也要持守內在的心性涵養以提升智慧，達內外圓滿一致。 

一貫道於王十五代祖後，天時道運漸次進入白陽時期。到了十八代祖的階段，

乃因道務宏展，無生老母數次垂訓命師尊整理出道中的禮儀和規則，俾使修道者

有所遵循，可以依此以利道場制度、組織運作不紊亂，故師尊釐訂《暫訂佛規》。

但是，師尊戒慎恐懼，不敢冒昧僭越，特請關聖帝君到壇垂示，以符合天意，關

聖帝君肯定師尊之德性，僅垂示「人定制宜，自無不合」。師尊將其《暫訂佛規》

內容分為六大類別，此當中規程類別之「壇主規則」、「乾坤道親到佛堂規則」、

「聽講經訓規則」、「勸道行功要則」四項內容與現今「十五條佛規」皆有相應之

處。 

依據本研究發現，無生老母頒定的「十五條佛規」雖然確定時間點難以考證，

但在大道尚未傳入臺灣的大陸時期，已有「十五條佛規」，足以看出「十五條佛

規」頒布得甚早。蓋無生老母盼眾修士皆能遵守佛規不踰矩，日日省察，謹慎修

辦言行，抱道奉行而返理天。所以，大道傳入臺灣之後，無生老母慈悲命諸天仙

佛在一貫道的不同組線，發一組的不同單位批示每一條佛規之真義，乃至有《佛

規諭錄》、《回天的導航》之「十五條佛規白話訓」、《佛規十愿》、《南屏家風》之

「十五條佛規」聖訓專書以及「單篇十五條佛規」聖訓如下所列者： 

表 6-1、「十五條佛規」聖訓資料彙整表 

編號 批示日期 批示組別 批示地點/ 

出版單位 

聖訓名稱 內容大意 

1 1971 興毅組 興一法壇 《佛規諭錄》 慈示修辦道弟

子當要體會佛

規之重要性以

及真實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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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加以實踐

奉行。 

2 1988 發一組 慧音單位 十五條佛規 

單篇訓文 

整篇訓中勾勒

出 每 一 條 佛

規，又於訓中

訓明確指出：

「 嚴 格 定 佛

規、天命持勿

違」、「白陽開

泰選聖賢，玉

石 分 判 此 斯

年；遵守佛規

理呈現，彪炳

偉業返理天。」 

3 2002 發一組 天元單位 十五條佛規 

單篇訓文 

濟公活佛暨南

極老仙翁同領

母命臨壇，批

示了單篇十五

條佛規訓文，

訓中訓為「天

梯」，顯著揭示

只要依循「十

五條佛規」往

前邁上，則是

返回天無極理

天 之 歸 鄉 方

向。 

4 2007~2008 發一組 靈隱單位 《佛規十愿》 依十五條佛規

逐 一 批 示 成

篇，本訓及訓

中訓闡明條條

佛規的真諦與

實踐要義。 

5 2011 發一組 崇德單位 《回天的導航》 仙佛垂示｢十

五條佛規仙佛

白話聖訓」，光

慧出局結合了

《佛規諭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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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整 編 加

註，輯成《回天

的導航》一書。 

6 2015 發一組 崇德單位 《南屏家風》 以每一條佛規

作為冠頂訓詩

方式垂示，盼

眾白陽弟子能

謹 記 持 守 佛

規，更將之履

行於修辦實踐

中。 

由此可見，早在民國六十年，已有系統性之成書聖訓的批示，用以詮釋、闡

述、發揮「十五條佛規」的真義，期使白陽修士得以遵之而行。蓋正宗正脈之宏

觀道場當以佛規來匡正道統，「十五條佛規」並非只是典章制度，而是維繫標準

道場的重要基石，也是眾修士立身行道的基礎。「十五條佛規」的基本精神內涵

為「誠」、「敬」，修辦道也是離不開「誠」、「敬」二字。「誠敬」於上天、於每位

修士自己的良心、於自己的使命、於自己的天職。十五條佛規是白陽修士提升自

我精進的媒介。以下再根據研究與探析之結果，逐一羅列「十五條佛規」之實踐

重點： 

1. 「尊敬仙佛」是外禮敬諸佛，內恭敬「自性佛」。以「恆誠無息」之心，「恭

敬」之態度，念念不離玄關妙諦之真人，行止才能與天相應合，以達「一體同

觀」、「普行恭敬」眾生。「誠」乃入道第一要基；「敬」是入聖要道。修士心中

有佛，讓真性作主，以誠敬於天、誠敬於人、誠敬於事、誠敬於己，在任何事

情皆戰兢謹慎，承擔渡化眾生的使命。恭敬自性佛來正己，將自性常德擴充

發揮而成人，俾使生命由俗化回歸聖化，讓真性做主，與道合而為一，使白陽

聖業「創生不已」。 

2. 佛規「遵前提後」正是展現道場人倫之間的良好關係，此關係正是一個道場

成功之關鍵。白陽修士要普施平等，心常不輕，使修辦道場和諧，人人皆承上

啟下，素位而行，透過眾人團結合作，不離「敬上愛下」、展現「絜矩之道」，

落實「道場倫理」，強化「忠義精神」，以誠敬無欺之心維繫上下倫理，彼此同

心同德，繼往開來，聖賢的正法才得以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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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齊莊中正」是要從內心「戒」貪、嗔、癡，使心達無私雜念，僅持守正心正

念，以道心、天心為主導，真性作主讓內在心性光明潔淨；端正自己，遵循正

理，禮教嚴謹，端莊外在儀容以達「禮理合一」，體現出「誠中形外」。同時在

躬身實踐一貫道規戒三清四正之「四正」。「齊莊中正」也是一「慎獨功夫」，

由己心存「道心」，身由己作起以「示道」、言「善道」、行「正道」，身心言行

皆達「中而不偏，正而不邪」。正如《中庸》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

中道」，此為至極修身之本。 

4. 「循規蹈矩」的實踐可兼含內外兩個層面。於外，無論待人接物處世、參辦道

場聖事、職場工作等等，都應規規矩矩、踏踏實實，依循正道、正法、規矩，

按部就班，素位而行，盡己本分，則可以確立為人之根本；於內，對於一己心

性及身行，凡事能「知止」於天性，不違背「天性」，所思所慮不失本位，依

內在的「性理」、「中」、「道」率性而為，恪守「性理本位」，遵照心中佛堂而

安分守己行事，由良知良能發用，修辦道上持正念、守天德，內外佛規都要兼

具，才能成就內聖外王而達本還源。 

5. 「責任負起」即本分內事皆應該盡心去做。具體而言就是將修辦道視為本分、

責任，讓自身有良好標竿模範，讓自己回歸到正確的軌道上。至於所謂的「責

任」，則包括「先天使命」，即緊隨正命正脈之一條金線，以天心為己、以師志

為志，以仁為己任，把九六原胎佛子渡盡，讓九六原胎佛子都回歸無極理天。

「後天責任」則為不分男女老少與責任大小，幫助上天讓世人回歸這顆天心，

以化世界為大同。藉由道中天職，行功了愿以盡後天責任、任務。「責任負起」

是來自內在真性的流露與實踐，因為修道辦道的宗旨在於責任負起救渡眾生，

唯有以道心為用，才可以真正負起責任、圓滿使命。 

6. 佛規「重聖輕凡」的實踐，首要明了「輕、重」之辨。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用一片天心，奉持這顆道心，發揮道行，一切以眾生的性命大事為重，幫助其

走上心性解脫，公而無私，持守個人道心或推動道化家庭，這即是「重聖」。

反之，對於名利、慾望能夠看淡，不與人爭並超越諸多凡情世俗之事則是「輕

凡」。白陽修士以「六分聖事，四分凡事」之參辦原則，可使聖凡圓滿。聖凡

也是同根源，只在於修士一念之間，無論對人、對事、對天、對己，皆是依理

而行、唯道是從，盡心於道場，圓滿家庭進而漸次達「超凡入聖」，乃至「純

聖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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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謙恭和藹」的實踐，體現於外是謙虛為懷，恭敬他人，文質彬彬，謙虛有

禮；奉持於內則為時刻常保清淨光明，戰兢處事，謹慎應對；於同修共辦上，

則上下之間和睦相處，無爭無私。由內而外展現自性德輝，以自性真佛示導

眾生，謙沖自牧，使道場和諧和氣。聖心與聖事的體現乃無所不在，在共辦大

道當中，上下彼此無我之分，都能懷以真誠、謙遜和氣、尊賢訥諫，愈修愈謙

下，愈修愈恭敬，如此不僅培養修士道德涵養，立身處世皆可圓滿。 

8. 「勿棄聖訓」佛規之意涵，提點修士當要看重聖訓，不可輕忽藐視，應當恭敬

而遵行之，以此宣揚古聖道理。「聖訓」，乃是聖佛菩薩奉無生老母之命，藉由

木筆沙盤所垂訓的書訓，內容指示白陽弟子修辦方向，以及應當奉持實踐的

路徑。聖訓亦是讓修士由迷轉悟，具有警惕力量、振聾啟聵的作用。聖訓記載

「真理」，闡明「真諦」、傳示「心法」。修士在道場修辦立志於進德修業，就

要閱讀聖訓「借訓惕己」、「遵訓而行」，聖訓不離手猶如不離自己的這一點無

極真性。以聖訓為良師益友，句句入耳入心，最重要的是依訓躬身實踐。 

9. 「莫著形相」佛規之要義，乃是「中道實相」的體現。大道的本質是「性理」，

「形」和「相」終究會幻滅，唯有「理」是超越生滅，才是永恆。所以，修士

要視透真假，常住真常，莫讓外在聲色形相，惑亂修行之路。凡事以無極真性

作主，真佛在心中，依循真理、正信正修，才是真修者。道中「神道設教」僅

是上天藉由臨壇批訓，散播福音渡化眾生的方式之一，提醒修士，當要謹記

「借相明理」啟發天理良心，得「悟無形無象之真」，以清淨無為之心，不離

天心真性，「辨惑虛實」，真假當中要體認清楚，以回歸大道之本然。 

10. 「手續必清」則指修士對於所經辦的任何事情，乃至對自己所承擔要做之事，

皆清清白白、光明公正。修行首重清廉品德，對於佛堂一切錢財，在經手之

時，得逐條詳細記錄於帳簿，全然明示無有嫌隙、沒有紊亂之情況。「手續必

清」的實踐，維繫道風之清廉、培養人格之清貞，而修辦道程上，能涵養浩然

正氣，縱然遭窮困仍不背道而行，謹記「恪守廉德」，臨財利取之有道，清正

廉潔，守正不阿，行持戒慎。簡言之，做到「財明色遠」，「三清淨化」，凡此

皆是「手續必清」的落實，也唯有如此才是潔清吾人純真之本性，維持本來之

天真。 

11. 「出告反面」的落實，至少具有三個層次的內涵。一為家庭之人倫「孝道」，

指我們身為子女者，不讓父母擔心，出入之皆要當面稟報，此是為人子女應

盡之道，是基本的人倫之道。二為道場之倫理體現為「尊師重道」、「承上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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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落實，藉此凝聚上下之間的共識與信任，團結共事。最後為回返理天向

無生老母繳旨，蓋白陽修士皆乘愿下凡，助化此白陽普渡收圓大事，踏實修

辦，立愿了愿，將來必成道回天覆命，也是「出告反面」的究竟意義。 

12. 「不亂系統」之佛規，提示修辦道緊隨「一條金線」，是通天之路，亦是上天

垂降指引眾生的「回天覺路」。此中之「金線」，又為先天「天命金線」，後天

「人事金線」。前者的目的及真諦，在於統領萬教歸於一本，是大道真宗，代

代相傳的聖佛命脈。所以不可忘記要尊師、尊天命，堅認道脈，明辨真偽，

方不失「源頭」。不離「天命金線」的另一內涵，為不離人人俱足的天心自性，

所以，能公心一片，不離正道，自性當家作主，也是「不亂系統」。至於後天

「人事金線」，則是自身與點傳師、引保師的因緣，要緊跟隨點傳師、引保師，

守忠盡義，遵守修辦倫理，實踐「三不離」，始能本立道生，凡此皆是「不亂

系統」。 

13. 「愛惜公物」的「物」，除了道場中所見之有形物品，亦包含每位白陽修士，

因其在道場中共辦天事，皆是上天人才，亦是「公物」、「公器」，也是要看重、

珍惜。再就「物品公物」而言，道場中的物品公物，不論大小、價格多寡，應

當慎重愛護、珍惜，不隨意破壞、丟棄，全部要視之如寶，此乃節用愛物涵養

「儉德」，若無盡心保養要記過，可見此條佛規之重要性。再就眾人都是公物

而言，白陽修士首要善待愛護自己，照顧好身體，進而好好對待每個人，尊賢

容眾，包容異己，互助互勉，上下和氣一團，合群容眾方能合天之心，亦能共

駕法舟，共辦白陽末後一場。 

14. 佛規「活潑應事」則體現妙智慧的應用，此條佛規並非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乃是不離「玲瓏心」，此即道心的應現，依此心而應事，處事通權達變而不離

大道宗旨，「修道古老化，辦道現代化」，不偏離「中道」，執兩用中。簡言之，

圓融心性以應事辦事，而非固執自是，固守己見，「行道守中、辦道持正」。堅

定道心，處事有規矩，順應本心本性，明道致用，懂得權衡得失輕重，進而應

用無染方能實踐活潑應事。 

15. 佛規「謹言慎行」乃十五條佛規最後一條。「謹言」，在於斷除兩舌、惡口、綺

語、妄言，俾使舌根清淨、行為端正，以代天宣化，以取信於人，才能廣渡眾

生。白陽修士勤轉法輪，乃在於修養仁德，懷聖人之言，才能指引眾生，進而

立三不朽。修士於道中當要以身示道，口出真理，只論聖事；不造口業，不論

是非；才是真正的「謹言」。「慎行」之意義，在於凡事深思熟慮，規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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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時度勢，三思而後行，即「言行合一」。「慎行」的實踐，更要注意品德，時

刻以天為準繩，辦事合乎天理，不違天心，才是真正「慎行」。「謹言慎行」，

仍在於以自性作主，群處守口，謹言不失「忠」；獨處守心，慎行不失「義」，

才是真正的「謹言慎行」。 

十五條佛規，條條分明，前後依序而成，始由「尊敬仙佛」主敬存誠，尊敬

形相上之仙佛，也尊敬自身之自性佛，以此道心發用至普行恭敬所有人。敬於人

而「遵前提後」，守忠盡義，實踐道場倫理。然後，齊心戮力，一同開創聖業，於

此當中身心言行達至中至正，清明在躬，「齊莊中正」。如此就不會任意放縱、恣

欲，方能素位而行，體現「循規蹈矩」，不偏不倚行中道，乃至思不出其位，依理

而進，奉行綱常倫理，內外存養省察。適逢白陽佳期，大道要傳播世界的每一個

角落之際，當以仁為己任，將普渡使命之「責任負起」，竭盡全力，共同辦好這場

聖業。如此，在白陽時代，聖凡兼修之下，對聖和凡的分辨清楚後，任事以大體，

利益眾生為主，以實踐「重聖輕凡」。然而以聖為重，辦聖事當中自己的修辦態度

就很重要，因為「謙恭和藹」為立身處世之本。 

時值白陽期，其修辦特色在於天人共辦，因此上天藉由飛鸞、顯化，乃至垂

下諸多聖訓，俾利修士由迷轉悟，因而提示「勿棄聖訓」。聖訓字字珠璣，皆是仙

佛的智慧以及光明的引導，乃修士返鄉之指南，所以要猶如不離自性般，天天讀

訓省己以躬身實踐。但是，上天明瞭修士於世間接觸六塵後易使六根染著，而囿

於執相，所以要修士「莫著形相」，真偽於一念，當要體認大道實相，仍要以自性

做主，佛在心中莫遠求，方可顯現真我。在明白唯有大道是真宗，天地間唯道獨

尊，不著於形相後，將能無欲則剛，「手續必清」於道中所經辦一切事物（金錢、

程序等），持守清白、廉潔、清正、公道。無論對人、對事皆來去清明，自然行為

坦蕩不怕人說，再將辦妥之事情「出告反面」做圓滿交代，此當中也有盡孝、盡

忠之道，乃至最後回天面母之實踐。修士欲返回理天見母顏，在此末劫年，諸多

奇門異術掘起，甚至冒出假祖師、假弓長，就得認準正法正傳的一脈金線，「不亂

系統」，勿誤入旁門左道，以天心自性作自己生命的主宰，不離天命金線；緊跟帶

領的點傳師、引保師、前賢，緊隨人事金線。愛惜之心施展於道中一切可用之物

以外，對於點傳師、講師，以及辦事人員也皆須出自於內心發揮愛護之心，實踐

「愛惜公物」，因為他們皆是屬上天的人才也是道場的「公器」。修士在能明瞭對

佛堂中「人」、「物」愛惜的情況下，對「事」就得要可以「活潑應事」，因為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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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會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需要以清淨無住心，玲瓏心產生智慧去應化，才能

使之圓滿。但是活潑玲瓏中又容易因為活潑而越過合道範圍，講話就易輕言，做

事易草率。所以上天慈悲盼修士「謹言慎行」，因為所有一言一行都代表著「道」，

修士需要謹慎自持也才能將道之尊貴體現出來。 

就上述之敘述，「十五條佛規」前後之間看似也有著脈絡或順序性，雖然並

非具有強烈的關聯順序性，仍然有其實踐上的連續性，尤其其中幾條仍有著較為

緊密的前後關聯。例如：「尊敬仙佛」與「遵前提後」有著天與人之關係；「勿棄

聖訓」與「莫著形相」彰顯著借竅顯化後勿執著的先後順序性；「出告反面」與

「不亂系統」蘊含著義理的脈絡性等。此外，十五條佛規之內在關聯性皆是強調

自性作主、尊師重道、承先啟後等根本實踐之道。至於，「尊敬仙佛」與「謹言慎

行」分別置於首末，應當有上天的用意在，「尊敬仙佛」為首，代表著對天之誠

敬；「謹言慎行」為末，代表著對「人」、對「己」的誠敬；此意味著十五條佛規

也是天人共辦的一種殊勝性，並且藉由十五條佛規的實踐，以達天人合一，終究

成聖成佛。 

「佛規」是修辦道的準則、條理、規範，諸如「十五條佛規」、「三清四正」、

「十條大愿」、「愿立表文」，是每位白陽弟子皆須奉持的修道準則、辦道條理。其

中，「十五條佛規」是無生老母所頒定，具神聖性。這些佛規，皆具恆常性，不能

任意更動，也不可以私自訂立。此外，「佛規」的奉行沒有「儀式」，主要是修辦

行為及立身處世的準則與條理，沒有修辦禮事進行時所使用的儀式。所以，奉行

佛規，重在「知行合一」，依此準則而真修實辦、立身處世，以達「理事圓滿」。

564這是白陽修士修辦道的綱紀以及正己成人所應遵循之規章，依此奉行可以保全

修士德性的圓滿，進而深入內在的自覺反省，端正白陽修士的行為以合乎道德標

準，同時確保維護道場的綱紀。 

「佛規」的奉行沒有「儀式」，但「禮節」則有具體的「儀式」。「禮節」是一

貫道「辦道」及「敬天地、禮神明」等禮事進行時所使用的「儀式」，包括請壇、

點道、獻香、獻供、叩頭、作揖、跪等等皆是。今依不同之禮事，可區分為兩個

部分： 

 
564

 以上關於「佛規」之探討，摘自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的範圍及實踐要義〉講義，「111-2 一貫
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3 年 03 月 07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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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道禮節、超拔禮節：這是一貫道所獨有之禮事，藉此禮事之進行，點傳師代

表天命明師正式傳授明師一指點，指開求道人（或亡靈）的靈性正門，傳授自

性根源之三寶。 

2. 道中普通禮節：包括出入佛堂的參辭駕禮節、接送駕禮、早晚獻香禮節、初一

十五禮節、老母四季大典禮節、拜節禮節、辭歲禮節、拜年禮節、紀念禮、法

會禮節、設壇禮節、結緣禮節、獻供禮節、點送佛燈等等都是。這些「禮節」

都前有所承，尤其淵源於天然師尊的《暫訂佛規》，仍不可任意更動。「禮節」

中的「儀式」，雖是行禮時的動作威儀、進退升降，但形而下之儀式、禮容，

皆蘊含豐富的形而上禮義，表徵一貫道之本體觀、宇宙觀、修持觀等等，「禮

節」實具有「內外合一」之特質，重視內外交相養。565 

此外，「禮節」的實踐亦具有節、和、立等作用，是與人之間的一種應對進

對，透過外在儀式包括：作揖、跪、獻供、叩首等，提醒自身端莊、懺悔反省。

如以下圖 6-1 所示，「十五條佛規」雖無儀式，主要以「自性」為出發，以「道」

為體，向外推擴「仁、誠、敬、禮（天）」作為內在的實踐根源，並具有「誠敬、

謹慎、節制、約束、克制」之奉行作用。以上雖概分「佛規」和「禮節」而分述，

事實上統稱為「佛規禮節」。 

佛規禮節的實踐，讓修士身有所依循，心有所安頓；道心有方寸，道行有規

範；道場有章程，道風有齊致。566而其中「十五條佛規」的奉行，是達本還源的

「天律」，是返鄉覺路的「天梯」，修道的準則、辦道的條理，作為修士成佛的禮

節，可謂成佛之道。 

 
565

 以上關於「禮節」之探討，摘自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的範圍及實踐要義〉講義，「111-2 一貫
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3 年 03 月 07 日），頁 6-7。 
566

 洪淑芬：〈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初探〉講義，「108-1 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
程，（2019 年 9 月 12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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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十五條佛規」成佛之道（筆者自行構圖） 

二、「十五條佛規」的精神內涵 

(一)「十五條佛規」具有規戒義，以戒為師 

「規」是法度、條文、規勸等意涵；「戒」具有「止、作」之作用。所以「規

戒」乃戒律之義，基本作用乃在於「防非止惡」，即佛法中的諸惡莫作，不做不合

乎道德規範的事情，違背良心的事情。師尊曾慈示：「修行法門，有很多種，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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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者是守戒，不管哪宗哪派，『戒』絕對是共同法門。」567佛陀為了調伏僧團良莠

不齊的現象，以及抑制出家眾的煩惱惡行而達解脫，乃至使僧團身心純淨才能濟

世救人，因而制定了戒律。在家的信眾須遵守五戒、十善為基本戒條；出家的僧

眾遵守此外的更多戒條（比丘戒 250 條；比丘尼戒 348 條）568。對於佛教的出家

眾而言，如果沒有遵守戒條，將受應有之懲罰。然而，一貫道「十五條佛規」無

此層面之約束，縱然沒有遵守佛規亦無從做出具體的懲罰。雖然如此，「十五條

佛規」依然有其行為上的規範義，而懲戒是內在自我良知的省察、懺悔，也是眾

目睽睽的公論，更是上天的明鑑考察，足見「十五條佛規」的規範義，體現為「天

人共鑑」。白陽修士佛規禮節要謹慎遵守，身心言行不要有妄動與妄念，一切上

天將明察秋毫，天律評鑑定奪。不休息菩薩曾說過：「修士的覺醒二六間，理天考

試院審核部皆在鑒察。」569修辦若觸犯佛規，天律乃絲毫不寬容，理天是有考試

院和審核部在定評。教化菩薩亦慈示提醒： 

行道之者守善道，問心無愧慎獨兮；君子行道忠恕矣，二六戰兢無偏倚。

嚴以律己寬待彼，行不中輟守規矩；稍有狂簡則擔過，不遵佛規墜阿鼻。

570 

每一人修道，身邊都有報事靈童，把你的功過一一記得很清楚，不要說沒

人看到的地方，你就膽大妄為，那就錯了。571  

可見，白陽修士身邊皆有報事靈童隨時記錄著一切的功與過，所以修士要慎心物

及行為於一切處，也要真知真行，行道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知錯要能改過，

趕緊建功立德不怠惰，二六時中戰兢、慎獨不離道，反省自身言行舉止有否中規

中矩？是否謹遵佛規？若不遵守佛規，身心顛倒，作惡造業，甚至反道敗德，將

來恐怕是要判入阿鼻地獄的。 

「十五佛規」是白陽修士「成佛」的戒律，亦是成佛的階梯，而此戒律依然

具有外在層次的約束克制作用。戒律是在幫助修士成就道業，而非束縛，是在警

 
567

 謝文治：《白陽弟子的修持戒律》（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4。 
568

 「 維 基 百 科 ． 具 足 戒 」， 2023 年 2 月 12 日 ， 取 自 ： https://zh.wikipedia.org/zh-

hant/%E5%85%B7%E8%B6%B3%E6%88%92 
569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發一崇德：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發一崇德全省清淨班），編

號：fycd20140216000101。 
570

 一貫道崇德學院數位典藏系統：〈仙佛聖訓－－學修講辦行〉（發一崇德：台南道場社會界國語兩天率

性進修班），編號：fycd20131026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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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鞭策修行的助力。猶如火車軌道、汽車行道、飛機航道，只要一出了軌道、行

道、航道就危險叢生了。可見，「十五條佛規」的外在規範作用，在於引領白陽修

士循序漸進邁向正道之路。道濟瘋僧曾慈示：「國有國法勿拂逆，家有家規遵行

依；佛規天定有天律，規誡眾生心濾洗。」572足見上天制定的「十五條佛規」，欲

讓修士得以遵循，為幫助眾生洗心滌濾，恢復本來之面目的「規戒」。關聖帝君

云： 

宏觀道場具備其佛規如似鋼骨，禮節進退縝密，戒律嚴謹不阿。573 

佛規被視為道場的鋼骨，白陽修士在道場運作要戒律嚴持不阿，明理遵道而行，

時時刻刻自我反省，人人由己身做起，擴充發用至道場，如此道場才能堅固挺立。 

(二)「十五條佛規」重在自性之自律義，以覺為師 

白陽時代大開普渡，修士是「先得後修」求道以後，開啟佛性本體，凡是皆

要依此「天心」、「道心」發用，落實「十五條佛規」，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心

之所發皆能合乎中道。而佛規本身以「自性義」而言，即以自性作主，體現光明

清淨之本體主宰性，透過內在「良知良能」的自我約束，具有積極正面的提醒、

防止作用，非是禁止之消極義。所體現的與《中庸》「君子慎獨」；《論語》「克己

復禮」是相應，是一種自覺、自察之功夫。白陽修士遵守「十五條佛規」，確切落

實「慎獨功夫」，嚴謹修辦方針，行持正道，才能「復禮」以達合乎天道，自然上

天會給予修辦上之助力。南屏道濟慈示： 

禮節禮節，佛規佛規，這是兩件大事，修道人没有依循佛規，你就會亂了

腳歩，失去方寸。……佛規禮節你都能明白，你就一定會對道場修辦的旨

宗更為嚴肅，你才不會放任心性，你才能知道，佛規不只講這獻香、獻供，

更有深入的涵義，佛規在提醒你，心性的精進。574   

活佛師尊《神課》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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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佛規為戒律，自修自覺奠根基；誠心抱守養正氣，菩提般若渡愚痴。

自修自悟，自覺自察；以戒為師，心行平直；以覺為師，君子慎獨；工夫

戰兢，臨深履薄。575 

佛規的實踐是在提醒修士，心性的精進，自修自律、自覺自悟，時時戒慎恐懼、

戰兢自持；以覺為師，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依此而行才是正道，此是「十五條

佛規」的自性戒義。 

上天訂「十五條佛規」是因為白陽修士而訂立的，當一個人心性清明，能依

道而行，是不需要用戒律來要求；是因為世人有一顆散亂的心、沉浮不定的心，

所以才需要藉由佛規來約束。蓋自性只在當下的自修自悟，自覺自察是否擴及發

用。佛規就個人而言，幫助白陽修士心性層面的提升，是個人修行上的動力與助

力；對眾人而言，教導了白陽修士應對進退與待人接物層面，是白陽修士在道場

操辦的圭臬，亦是邁向成佛之路的一盞明燈。 

(三)「十五條佛規」為道降火宅、先得後修的依循準繩 

白陽法門是「先得後修」，以道為體，以德為用。白陽修士在求道之後，透過

「十五條佛規」的具體實踐，於道場俾使道場不紊亂；於人身上展現莊嚴道氣，

白陽修士返本復始，下學上達，正己成人。 

「十五條佛規」以尊敬仙佛為首，亦即凡事「誠中形外」。一個道場要蓬勃發

展，眾修士對佛規是否有遵守具有重要的關鍵，每位修士以誠心修辦，以誠和每

個人相處，確切落實佛規便可合於道。佛規可以維繫道德人心與道場秩序，「十

五條佛規」中之數條，皆具有承上啟下、尊師重道之內涵。在此當中遵守「道場

倫理」，進而擴充發揮「忠義精神」，遵守佛規不偏差、不離中道，俾使道場上下

一體、一以貫之、道場和諧，唯如此才可和合共辦，永續傳承。濟公活佛說過修

辦上：「尊師重道為宗旨，謹守佛規固根本。」576嚴謹守佛規依之而行，使自己本

心清淨無住，本立而道生，在內克己涵養心性達道德覺醒；外在遵行禮式莊嚴修

身，達內外合一呈現真儒之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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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規矩就是「十五條佛規」，可以維繫道場秩序的穩定；而人才操辦的程

序有莊嚴的佛規，只要依佛規而行奠定基礎，那麼所行所言也必定得以莊嚴有道。

不休息菩薩曾慈示欲〈鞏固道場〉當要遵循三方針當中，首要為： 

佛規禮節為基石，人人遵規蹈矩，尊師重道；遵前提後，齋莊中正，飲水

思源，精神永傳承。577 

濟公活佛亦云： 

一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也就是「本性」。從本性發出來，來做

你人生的每一件事，按五常修道，在「修道有佛規」，在「道場有制度」；

人人按著佛規禮節 GPS，也就是你修辦的導航。578 

白陽修士在「先得／求道」之後，進入學道、修道、講道、辦道、行道之歷程，

「十五條佛規」也是「後修／辦」的導航，人人依之而遵循，依此而行，才能將

修辦精神傳承下去，也才能圓滿一己之德業。佛規導航，定位好修辦理念後，貴

在二六守中不偏不倚，處處皆展現自性佛規，時時圓滿人我關係也圓滿聖業，將

可以使道場可大可久。 

綜合上述，一貫道之「十五條佛規」屬於道降庶民火宅、先得後修的規範，

為入世修持之法門。因此，「十五條佛規」的內容充滿符合時代意義的實踐方針，

不僅是白陽修士在道場立身處世的基礎，也是道場一道同風之化成的磐石；既是

待人接物處世的準則，更是精進心性、精勤聖業以回歸理天的天梯。 

第二節、研究省思與未來展望 

一貫道「十五條佛規」是無生老母頒定，乃一貫道眾弟子歸家之天梯，是一

貫道各組線、各發一單位、各道場共同的條規。白陽修士當要把握此佳機，「十五

條佛規」為修道之根基，要謹記於心，把規矩守好，不再迷真逐妄，每一條都可

以深入學習，惕勵自己，依理而行，中規中矩以佛規應事方能登聖域入賢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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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十條大愿」、「三清四

正」、「愿立」、「愿行」亦皆屬於一貫道佛規之範圍，諸多聖訓中仙佛在在強調其

重要性。甚至包括現在的「崇德律法」，皆為規戒的範圍，在此研究中尚無法全面

觸及，仍有不足之處。希冀在此研究的基礎上，盼望有志之士，可以對一貫道規

戒做深入探討，系統性地建構起一貫道規戒的義理內涵及其實踐之道，俾使人人

得以深入掌握，依之而行，精勤實踐，以圓滿德業，也光大道場，俾之可大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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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佛規十愿》聖訓之十五條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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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木龍：《一貫道禮節之時代意義及其實踐》。高雄市：一貫道天皇學院一

貫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郭妍伶指導，2022 年八月。 

5. 張肇偉：《一貫道《孟子聖訓》要義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

道研究所碩士論文，唐經欽指導，2021 年八月。 

6. 黃學日：《一貫道「十六字心法」義諦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

貫道研究所碩士論文，洪淑芬指導，2021 年元月。 

7. 趙正：《一貫道後東方第十二代袁志謙祖師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

院一貫道研究所碩士論文，廖玉琬指導，2021 年元月。 

8. 顏金漢：《一貫道普渡收圓之研究》。南投：一貫道崇德學院一貫道研究所

碩士論文，洪淑芬指導，2021 年八月。 

六、 上課講義 

1. 洪淑芬：〈第二單元：疏通傳統禮樂發展的源流衍變〉講義，「109-2 一貫

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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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淑芬：〈第三單元：一貫道佛規禮節之探本溯源〉講義，「109-2 一貫道

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1 年 3 月 31 日。 

3. 洪淑芬：〈第八單元：一貫道「十五條佛規」之初探〉講義，「109-2 一貫

道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1 年 6 月 23 日。 

4. 洪淑芬：〈王十五代祖覺一夫子：《談真錄》〉講義，「110-2 一貫道崇德學

院，宗教學專題」課程，2021 年 10 月 20 日。 

5. 洪淑芬：〈一貫道「佛規禮節」的範圍及實踐要義〉講義，「111-2 一貫道

崇德學院，一貫道佛規禮節之研究」課程，2023 年 03 月 07 日。 

七、 訪談資料 

1. 韓萬年口述，陸隆吉、廖玉琬、洪淑芬等採訪，馮榆茲撰述。彰化：福山

榮園，2020 年 3 月 27 日。 

八、 網路資源 

1.（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T08，no.0235。 

2.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孝經．開宗明義》，2022 年 11 月 30 日，取自

https://ctext.org/xiao-jing/scope-and-meaning-of-the-treatise/zh。 

3.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揚子法言．問神》卷五，2022 年 1 月 8 日，取自

https://ctext.org/yangzi-fayan/juan-wu/zh。 

4. 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詩經．大雅．抑篇》，2022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s://ctext.org/book-of-poetry/yi/zh。 

5. 「維基百科．具足戒」，2023 年 2 月 12 日，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zh-

hant/%E5%85%B7%E8%B6%B3%E6%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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