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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各式表文之研究

   撰文／賴美君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 碩士

摘要

在一貫道的信仰與禮儀中，「三表五愿」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其信

仰的核心主軸與修持特色：天命（天恩）與愿立（願行）。本文即著

重在解釋闡發「三表」（求道表文、超拔表文及結緣表文）的內容及

其所代表的意義，並說明「三表」填寫時所應注意的微禮細節。

「三表」中的「求道表文」與「超拔表文」，代表著透過上帝皇

的浩蕩天恩無量慈愍所賦予的「天命」，令在世眾生、氣天神祇、

及冥界眾生等「三曹」皆得「普度」；透過求道、超拔儀式的舉行，

「求道表文」、「超拔表文」的焚燒敬呈，有幸能「求道」與獲得

「超拔」的眾生，皆能「超生了死」、超氣入理，不再墮入六道輪迴

之中。而結緣儀式的舉行，「結緣表文」的焚燒敬呈，則是三曹眾生

直達理天、「超生了死」的徵驗明證。

因此，「三表」的根由及其所呈顯的意義，即是一貫道信仰中

最獨具意義的「『天命』的傳承與殊勝」。而所謂的「天命」，既指

生命本體上「天命之謂性」、本自俱足而清淨光明真常自如的本覺妙

心，亦指現象上來自「育化聖 」維皇上帝老 的「天」「命」：於

此白陽時期，「道降火宅」，令歷經累世輪迴、罪業重障的末法眾生

仍能在祖上有德累世有修的根基上，透過「求道」、「超拔」而達本

還源、超生了死，重新回歸「天命」之本然與自然！

本文在「三表」內容的探討研究上，採行針對「三表」的文字

內容及文意脈絡上逐詞逐句爬梳譯解的方式（故「三表」皆有【註

解】和【譯文】二部份），力求詳實具體呈現「三表」內容之意涵，

並藉此梳理「三表」文句文意上的模糊歧義及特殊語境背景（主要透

過【註解】來討論和呈現），及探討由此衍生的相關問題（如「求道

表文」的沿革變化），最後再統整內容而提取其背後所代表的殊勝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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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三表」內容精義的探究外，由於「三表」更是「求

道」、「超拔」、「結緣」禮節的核心，因此「表文」在書寫上所須

注意的微禮細節，亦是本文整理的重點之一，並期透過此微禮細節的

呈現，來彰顯一貫道禮節與修持的精嚴細膩與深富意蘊。

關鍵字：表文、龍天表、求道、超拔、結緣、天命、一貫道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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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求道表文
參、超拔表文
肆、結緣表文
伍、結論

壹、前言

「表文」此一名稱起源於漢代，1為古代臣子向帝王有所建議、

請求、陳述的一種上奏文體。2在民間的佛道信仰中，也都有表文（或

稱為疏文）的使用，用以向仙、佛、神、或天庭、地府等提出彙報或

申請等。3而在一貫道中，「表文」則為明師或弟子向無生上帝老 4

申悃佈誠、伏願祈求而呈奏的表章。這種向無生老 上奏的章表，除

了本文所討論的「表文」之外，還有所謂「愿文」5，並稱為「三表五

愿」。

此「三表五愿」雖在形式上，與傳統民間佛道信仰的疏文表文類

近，但在其所代表的意義上，卻提綱挈領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一貫道信

仰的核心主軸與修持特色：天命（天恩）與愿立（願行）。

對一貫道弟子而言，由師尊張天然6主導推動的短短十多年的大陸

傳道時期，「道」已傳遍整個中國，甚而有整個鄉縣人口的80%都是道

1.劉勰《文心雕龍．章表》：「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漢代之前，此類上奏文體稱為「書」。如樂毅
〈報燕惠王書〉、李斯〈諫逐客書〉等。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五．頁九（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5年臺16版）。

2.劉勰《文心雕龍．章表》：「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
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同前註。

3.佛道有所謂「疏文」，法會法事時使用，為人祈求於神佛的文函，是溝通仙凡的橋樑。統籠而言，疏文亦稱為表文，例如
〈放生表文〉、〈消災還債表文〉等；嚴格區分的話，表文為疏文中的一個細類，有固定的格式及使用時機。

4.「無生老 」在一貫道裡就是生天生地生宇宙萬物的造物主，一般在佛堂裡會以「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
真宰」的佛字畫來代表。在民國七十七年歲次戊辰七月初五日「 字垂五教」聖訓裡表示五教同源，造物主在五教裡為：西
方聖母（佛）、玄天老母（道）、維皇上帝（儒）、天主上帝（耶）、真主真帝（回），名稱雖不一樣，內涵是一樣的。

5.法會愿、懺悔愿、清口愿、壇主愿、講師愿。詳見：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表文格式﹝三表五愿﹞》（南投：光慧文教基金
會，2011年元旦），頁11-18。

6.張天然（1889年8月15日－1947年9月29日）名光璧，字奎生，道號天然，山東濟寧人。為一貫道第十八代祖師，又稱為弓
長祖；為一貫道祭祀儀軌及教義重要奠定者，擔荷白陽時期普渡三曹天命傳承的一大事因緣。道內相信其為濟公活佛轉世，
尊稱他為濟公老師。成道後上天老 敕封為天然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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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平均每五人就有四個人求道的盛況；7其後依師母孫慧明8指示、各

地老前人前人9來到台灣開荒闡道時期，約莫七十年的光景，「道」已

傳遍世界各地八十多個國家，這無非都是「天命」流傳、天恩浩蕩的

充分展現。10而「三表」，正是此殊勝天命的表徵符信。

所謂「三表」，指的是求道表文（生者或氣天神靈求道表文，係

陽表）、超拔表文（亡者求道表文，係陰表）、及結緣表文（亡者百

日後結緣用表）。以下將逐項分節介紹說明。

貳、求道表文

求道表文又稱「龍天表」，是在辦理「三曹普渡」11時，將新求道

人填寫入道，以表達給上天老 、聖神仙佛的奏章。在求道儀式中，

於「跪讀申請」之後，便是「表文呈奏」，由傳道師高聲恭誦其內

容，然後焚表於三官大帝案前，而完成了新求道人「天榜掛號，地府

抽丁」的大事。

一、求道表文的內容與格式

在說明求道表文的意義之前，茲先將表文內容格式呈現如下12： 

7.見林榮澤：《師尊張天然傳》（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2013年再版），頁11：山西省忻縣在1950年時全縣道親已有17萬
人，佔當時全縣人口的80%。

8.孫慧明（1895年10月16日－1975年4月4日）原名孫素貞，字明善，道號慧明，山東單縣人。為一貫道第十八代祖師，又稱
為子系祖；與師尊張天然於民國十九年同領上天皇 天命，擔荷白陽時期普渡三曹天命傳承的一大事因緣。道內相信她乃月
慧菩薩(即佛經中所說於末法世降世之月光菩薩)降世；尊稱她為月慧師母。成道後上天老 敕封為中華聖母。

9.道內尊稱由大陸來台開荒的前輩，稱老前人；及其隨行的後學，稱為前人。

10.依一貫道總會李玉柱理事長所述，目前已傳道於八十餘國（見〈立足臺灣道傳世界〉《一貫道總會會訊》279期，2014年11
月）。師尊張天然傳道廣遍中國，師母孫慧明傳道廣遍世界，為天命廣佈天恩浩蕩之說，可詳見林榮澤：《師尊張天然傳》
（同前註4）、林榮澤：《師母孫慧明傳》（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2013年再版）、北林（林萬傳）：《白陽道脈薪傳
錄》（臺北：明德出版社，2010年再版）等書之闡釋與舉證。

11.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2009年再版），頁39：「一貫道普渡性靈之範圍極
廣，上可以渡天上河漢星斗，氣天諸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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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是屬於
「三曹普渡」裡的「人曹」渡化。《一貫道疑問解答》除了正一善書出版社外，另有臺北三德書局版本，兩者皆強調是崇華
堂原刻。三德本保留完整五篇序文，正一版則刪省成二篇序。但三德本除標明崇華堂原刻為民國26年外，未標明該書重刷的
出版日期，因此本文採用正一版本。

12.此表文格式依照發一崇德道務中心印製的宣紙「龍天表」實務本，包括平抬、挪抬、換行等文字位置及格式。而括弧中的說
明，及以「○」表示人名，則依照發一崇德道務中心所刊印的《表文格式﹝三表五愿﹞》（頁3）的說明內容。在格式上，
現行實際使用的宣紙 「龍天表」實務本與〔三表五愿〕不太一致，〔三表五愿〕資料較舊，格式亦有誤，故發一崇德道務中
心以實務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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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文      呈      奏      
            據 

           （民國）    年歲次      月      日         時前後在

           （地址）                                        （壇名）

            佛堂之中今有
                 欽 頂恩 ○○○ 率 引 ○○○                          虔心跪在

明明上帝蓮下曰竊自開天以來已經

　　　三佛之運生民而後未得天道普傳理義不明道統已墜

　　　　至今三千餘年矣今蒙

皇天開恩正宗鍾毓於東土

　　祖師鴻慈正派再振於 郡今時眾生塗炭未得救拯水火

　　　　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會廣救無數眾生整起此

　　　　著普收有緣種子不啻

　　湯武鴻恩

　　堯舜大德壇前

上帝哂納案下　神祇俱庇今有（  三人以上 眾生等  ）

　　　　突破塵緣醒悟迷津懇祈

上帝大賜明路兒等別無可陳惟獻清供素蔬以達

上聞

                        　　　  ( 此空白處書寫求道人姓名與功德費 )

                                      愚兒 ○○○       率眾等俯伏百叩

【註解】

1.呈奏：下民呈奏給上天的疏文。

2.蓮下：蓮臺、蓮座之下。蓮花聖潔，故取蓮形做為上帝、諸佛的床

座。

3.欽加：欽，古代對皇帝尊稱的用語，如欽命、欽此、欽敕（御

旨），在此用「欽」表示對上天老 的至高尊崇之意。加，被也。

欽加即是上天所欽敕加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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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頂恩：師尊張天然領命辦道時表文上謂「欽加保恩」及禮囑所說

「保你無恙萬八年」，表示師尊張天然是眾生入道的大引保，且保

證道真、理真、天命真，得道可超生了死，享受萬八理天逍遙。而

師母孫慧明領命辦道時稱頂恩，則有頂災、頂劫之意，即是頂住眾

生的罪業，而領受上天的恩典也。13（可參詳下文「二、求道表文的

沿革」）

5. 竊：私自、私下，為謙敬之詞。

6. 三佛之運：指「七佛治世，三佛收圓」之三佛時期。《應劫經》

云：「混沌初開，定就十佛掌教。」前者已經過去七佛，（汾陽孝

義縣大相寺內，馬莊營村，有七佛寺可證），下餘三佛乃燃燈、釋

迦、彌勒執掌。14燃燈佛，八佛應運，是為青陽時期，初會收圓，

大開蓮池會，掌天盤一千五百年。釋迦佛，九佛應運，是為紅陽時

期，二會收圓，大開靈山會，掌天盤三千年。彌勒佛，十佛應運，

是為白陽時期，三會收圓，大開龍華會，掌天盤一萬零八百年。15所

以現在已歷經「三佛」之運，正值白陽時期，為龍華三會而準備，

廣渡眾生共登覺路。

7. 道統已墜：道統，指祖師與祖師之間的傳承統緒，道統的接續有

隱、有顯，有直接、有遙接的各種形式，但無論何種形式總是綿

延不絕。墜，喪失。《書經．君奭》：「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16道統已墜，指普遍的道德淪喪，以致道統隱傳，性理不明。

8.正宗：嫡傳之法統，即諸佛菩薩之心法。

9.鍾毓：毓，同「育」，孕育、產生。如：「鍾靈毓秀」。鍾毓，即

上天凝聚孕育靈秀之氣，指上天垂降的一條金線。

10.東土：相對於西方而言，指人間苦海。（詳見下文頁9）

11.祖師鴻慈：祖師指彌勒祖師，即彌勒佛。彌勒佛以慈為姓，自發心

修行以來，即修慈心三昧，用慈愛歡喜心來接引眾生，為末世眾生

的大皈依處。

12. 郡：「 」字未見於一般的字書中。依道中傳承唸作「ㄅㄚ

ˊ」。關於此地目前有二說法：（1）據聞山東青州境內有 郡之

13.北林（林萬傳）：《白陽道脈薪傳錄》，頁85-86。

14.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8。《一貫道疑問解答》一書（及後來的刪改本《性理題釋》），乃將一貫
道中各類疑問，分別出題，一部份由郭廷棟等解答，復經活佛師尊降鸞修正，一部份由活佛師尊自答。（見該書〈濟公活佛
自序〉〈郭序〉，頁1-3）。

15.天然古佛等：《天佛院遊記》（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2006年；原書完成於1983年），頁56-57。

16.（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尚書》卷一（臺北：藝文出版社，1989年），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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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貫道總會會訊227期》2010年8月，頁5，李玉柱理事長〈永懷聖德〉：「張天然師尊孫慧明師母在辦道時呈奏的《龍
天表》慈示，『皇天開恩，正宗鍾毓於東土；祖師鴻慈，正派再振於 郡。』〈 郡，有者說是大陸某地的古地名，惟經長
久查詢尚未明確是指何地，且該「 」字在一般字典亦查不出，連康熙字典也未收錄。近經寶光建德道場溫前賢的查證，在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路版查土部四劃，可以找到「 」字是圮字的異體字，並得知該字源自干祿字書這部古書上，干祿字書
是唐朝顏元孫撰寫的一部標準字體表的書，書中有紀錄這個文字，這個「 」字，其實是圮字的異體寫法，其意義是圮的意
思，「 」字與圮字其實音義相同。表文上以東土與圮郡相對應，且又描述道在兵荒馬亂的圮郡中開出，亦符實情，可研議
得採此義。〉」筆者按，本文後面註腳30「東土」的解釋正可呼應。

18.同前註。李玉柱理事長：「路中一祖師、張天然師尊孫慧明師母在大陸時期的處境，以及孫慧明師母在台灣的處境又無一不
是如同置身在圮郡中，眾生的心靈乾涸荒蕪，惟待祖師鴻慈，再振正宗道風，開演性理真傳，直指良心善性」。

19.「末後一著」之詞，依筆者目前所見，最早見於《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卷一：「末後一著，萬法一門。⋯⋯古佛法門，
末後一著，千門萬戶，盡皈佛門。⋯⋯末後一著龍華會，諸佛萬祖總歸根」等（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2003年，頁7、
12），書中多處可見此詞。此書一般認為乃一貫道羅八祖所傳（林榮澤教授認為「《龍華寶經》的內容可能有一部份是扶乩
來的」（見林榮澤：《道統史紀—東方後十八代》（臺北：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2015年，頁265）。道場認為據《道脈
傳承錄》所述羅祖為唐代人，但學術界多認為其乃明末清初人。道教學術資訊網站則記錄此書為順治九年1952年成書。）

20.在十五祖王覺一之前，傳末後一著，只是「指出玄關」，到了十五祖時才改為「點開玄關」。（見《一貫道簡介》
〈9一貫道的源流〉。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線上書籍系統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tadbook2/view.php?book_
sn=1&bdsn=63）

21.可參見羅祖所著《五部六冊》中《破邪顯證鑰匙經》（上）〈破悟道末後一著品第三〉：「且道即今喚那箇，做末後一
著。⋯⋯末後一著元是我，我者本是大覺仙。見了青天天是我，本性元來是天闊。末後一著元是我，見了青天元是我。⋯⋯
末後一著萬法空，本無生死放光明。不生不滅無生死，本無前後包古今。離了四相元是我，照徹十方元是我。」（林立仁
整編：《五部六冊經卷》（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1994年），頁274-276。）而十五祖王覺一《祖師四十八訓》第三條：
「末後一著，乃千真之嫡派，萬聖之命脈也。得者成仙，見者成佛，修者成聖。」（王秀雄主編：《祖師四十八訓》白話注
釋（臺北：培真文化，2003年），頁11）、《三教圓通 》「末後一着者，末後方傳這一着也。⋯⋯發前聖未發之祕，啟千
古不明之理。⋯⋯或曰：先生所傳一着，神通廣大，證之：點開智慧通天眼，露出金剛不壞身。」（林立仁註解：《三教圓
通》新註（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2007年），頁77-79。）

地名，而十五代祖王覺一夫子及十六代祖劉祖清虛，皆為山東青州

人，故表文中說：正派再振於 郡，即說明先天大道、性理真傳再

次從山東青州 郡之處宏揚開來之意；（2）「 」為「圮」的異

體字，音義皆同。「圮郡」指「道」在兵荒馬亂、廢圮的大地上開

展出來；17在大道的傳佈初期，無論是在中國或是台灣，都是如同

置⯿在圮郡當中，到處一片荒圮，百廢待舉，眾生性靈荒蕪枯涸。 

13.眾生塗炭：眾生，音譯薩埵等，意譯作有情、含識等，具有多重意

義，如：（1）指一切有情識的動物，集五蘊眾緣假合而生，故名

眾生；（2）歷經眾多生死，亦名眾生；（3）法⯿為煩惱所纏、眾

念叢生、往來生死，亦名眾生。塗，泥沼；炭，炭火；塗炭，如陷

於水深火熱之中困苦受折磨。眾生塗炭，形容人民生活在極端困苦

與⯿心備受煎熬的境地。18

14.水火劫煞：水、火之災常見而無情，故藉以總稱為一切災難，包括

天災人禍，甚至因果業障等。

15.此會：指白陽普渡，龍華三會而言。

16.整起此著：此著，此末後一著19。整起此著，整備好「此末後一

著」（以便能夠「普收有緣種子」）。此「末後一著」指的就是在

天時「末後」，透過明師一指，點開玄關20，讓求道者能夠識自本

心，照見不生不滅的靈明自性。21

ceo
同上

ceo
「理事長」前加一字：前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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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啻：（1）不只，不中斷；（2）如同。全句詳見下文【註解

22】。

18.湯：即成湯，商朝開國之王，姓子，名履，一曰天乙。夏桀無道，

興兵伐之，放桀於南巢，遂有天下，國號商。承運接續道統，在位

三十年，凡十六世廿八主，至紂王無道，天命轉移由西岐周文王接

續。

19.武：即周武王也，姓姬，文王之子，名發。興兵伐紂，紂王自焚而

死。武王即位，國號周，在位七年，心法相授，付囑周公接續。

20.堯：姓伊祁，名堯，字放勳。史稱唐堯。初封陶（山東省定陶

縣），後又遷居於唐（河北省唐縣），故又稱陶唐氏。堯行德政，

觀天象授民時，便利農作。《史記．五帝本紀》稱「其仁如天，其

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說苑》記載：「有一人饑，

（堯）曰：我饑之也；有一人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

我陷之也。」帝堯在位，「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常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深受百姓愛載。在位九十八年，因子「丹朱」不肖，讓

位於舜，始傳心法。因其治理政事具有天德氣象，道教奉祀為「天

官大帝」，定天時，齊整七政。因堯愛民如子，至仁至德，故為

「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大帝」。22

21. 舜：姓姚，名重華，史稱虞舜。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舜母

早逝，父瞽叟愛後妻之子象，象個性倔強傲慢。三人常聯合陷害

舜。舜秉性醇厚至孝，對父母依然恭敬，對兄弟依然友愛，逆來順

受，曲盡孝道。二十歲就以孝聞名鄉里。舜為人勤懇謙和，他在壢

山耕種，壢山的人變得謙讓，不再互相計較耕種的地界；他在雷澤

上捕魚，大家都自然而然互相把河畔禮讓出來，讓彼此都可捕魚謀

生；他在河濱制作陶器，人們也跟著就認真制陶，精益求精，出產

了更加光潤細緻的陶作。無論舜到哪裡，大家都非常樂意追隨他，

所以他居住的地方，往往一年後就成了村落，二年後成為市鎮，三

年後成為都邑。帝堯聽聞他的至孝淳德，把女兒許配給他，並讓他

治理政事。舜攝政廿八年，適才任賢，天下大治。堯禪讓以帝位，

並傳授心法。舜在位三十九年，因子「商均」不肖，讓位於禹。舜

22.本則註解資料，參考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頁28-30；明德編輯部：《白陽聖佛
錄》（臺北：明德出版社，2008年），頁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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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墾地祐民，厚德載物，道教奉祀為「地官大帝」；仁慈寬厚，以

德化民，故為「中元二品地官赦罪清虛大帝」。23

22. 不啻湯武鴻恩：此處由「蒙皇天開恩……祖師鴻慈……」到「不

啻」「湯武鴻恩」，「堯舜大德」，一般解釋皆是「繼起道統天

命，使湯王、武王、堯帝、舜帝的心法不致中斷」。24但若論及道

統，一則在順序上，一般行文會以「堯舜」為先，提到「堯、舜、

禹、湯、文、武……」，而比較不會以「湯武」為優先；二則此處

行文上，似乎有特別標舉「湯武」之意；考查古人對「湯武」之典

的運用，多集中於以下二義：（1）儒家道統（2）湯武革命，再對

照表文前面的內容所述，如「東土」、「 郡」（圮郡）、「眾

生塗炭未得救拯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或許第（2）義「湯武革

命」，拯救黎民百姓於國君昏庸荒佚、暴虐無道的亂世流離之中，

更貼近了老祖師路中一25、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傳道時的歷史

現實、時代悲歌與代代祖師們的慈心悲願，從而體現了「皇天開

恩」「祖師鴻慈」的天命的殊勝可貴。

23. 堯舜大德：「堯舜」之典故富含下面幾層意涵：（1）承接道統

（2）傳十六字心法（3）禪讓政治（4）以道德治理天下。此處在

「湯武鴻恩」之後，再提「堯舜大德」，除了隱含「表文呈奏」

時，乃由三官大帝（堯舜禹）承接辦理「天榜掛號、地府抽丁」的

手續之外，更接續上文的「湯武鴻恩」，表示「皇天開恩」「祖師

鴻慈」之悲憫，不只是拯救萬民脫離亂世中⯿心上的苦痛受罪而

已，更能進一步傳授心法、拯救性靈、啟發智慧，在化人心為良善

後，讓世界重溫道德同風禮運大同的堯天舜日。

24. 哂納：哂，音ㄕㄣˇ，微笑貌。哂納，指笑納弟子一片愚誠。

25. 神祇：天神地祇，泛指一切神明。祇，音ㄑㄧˊ，地神。

26. 俱庇：全都庇佑，指搭幫助道而言。

27. 「不啻湯武鴻恩堯舜大德……神祇俱庇」斷句：此段文句的斷句有

23.同前註。《史記會注考證》，頁31-37；《白陽聖佛錄》，頁121-123。

24.明德編輯部：《龍天表之殊勝》（臺北：明德出版社，2002年8月初版，2006年9月四版），頁28。

25.路中一（1849年5月18日－1925年2月26日），山東濟寧人。是一貫道的第十七代祖師，也是白陽初祖(其後將天命道棒傳承
給師尊張天然，是為白陽二祖)。道內認為他是彌勒佛轉世，尊稱他為彌勒祖師。成道後上天老 敕封為金公祖師。

26.另有斷句如：「不啻湯武鴻恩、堯舜大德壇前，上帝哂納案下，神祇俱庇。」（如前註《龍天表之殊勝》，頁28）、「不啻
湯武鴻恩、堯舜大德，壇前上帝哂納案下，神祇俱庇。」（道場多位點傳師點道時採用此種斷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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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看法 ，依行文時的文意暢達（已如前述，並請參酌譯文）及

書寫格式（如其中凡換行（「湯武鴻恩」、「堯舜大德」、「上帝

哂納」）或空格（「神祇俱庇」），都是行文時為表尊敬所做的平

抬及挪抬寫法），本文採行的斷句為「不啻湯武鴻恩、堯舜大德。

壇前上帝哂納，案下  神祇俱庇。」27 

28. 突破塵緣：看破人世間六根六塵苦海無邊般的牽纏，修行以出離苦

海塵勞。

29. 醒悟迷津：津，渡口。使誤入歧途者由迷惑而覺悟。

30. 可陳：可以訴說、可以陳列供奉。

31. 清供素蔬：指清茶、供果、素料等。

32. 功德費：關於求道時的功德費，師尊張天然在《暫訂佛規》引言

中如此說明：「然自古道不輕傳，故恪遵 關聖帝君壇諭：求道手
續，稍取本人功德，以驗信道真偽，乃藉微資，刷書印訓，抑或接
待來往，周濟貧困。並無任何捐募規例。縱使有力善信，均係自動
助道，向無著人勸捐，或種種勒索行為，令人輸分毫之資。且道眾
多係貧素儉約之士，目的在效法孔孟，以法施人，非財施也。」28

由此引言可知：（1）功德費之訂定，係蒙 關聖帝君壇諭（2）因

大道寶貴，為表示個人求道誠心，「以驗信道真偽」，方訂此佛

規（3）功德費乃取「微資」；用途在刷書印訓或是周濟貧困；以

「稍取本人功德」，藉此行功德來向上天表示求道人的誠心（4）

在道中是不捐不募，縱有道親善信財施，也都是自動行功助道的

（5）道親多貧素儉約，重在效法孔孟，以法施人。

33. 俯伏：低頭俯伏於地，表禮拜敬畏之意。

27.發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行德班社會大專班教材》〈三表五愿〉（南投：光慧文教基金會，2010年8月），頁208。文中
針對此段文字的斷句特別書寫強調：「讀表斷句：堯舜大德、壇前上帝哂納、案下神祇俱庇、今有」。（本文後面頁18處亦
徵引此段。）

28.張天然：《暫訂佛規》（上海：崇華堂重印本，1944年荷月），頁5。在《一貫道疑問解答》中亦有類似說明，見該書頁
29，內容相近，故不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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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根據中華民國○○年歲次○○○月○日○時前後，在○○佛堂裡

面，現在有領受上天恩典加被、願頂受眾生罪業的兒等張光璧、孫慧

明，率領了引保二師，虔心至誠地跪在明明上帝蓮座之下，向老 申

請稟報：

弟子私下以為，自從子會開天、丑會闢地、寅會生人到現在，已

經到達了三佛（燃燈古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收圓的運數了。下

界東土的蒼生萬民，未能得遇天道普傳，致使性理道義不明，人心不

古，世衰道微，道統廢墜隱傳，輾轉至今已有三千多年了。

現今蒙沾上天老 慈悲，大開無量鴻恩，將正宗的道統—真理天

道、性理真傳，重新會聚孕育在東土中國（垂降此天命金線），並仰

賴祖師的鴻慈悲願，將諸佛諸祖的心法正宗，再度由山東青州 郡故

地開始，（從此兵荒馬亂、荒煙廢圮的大地開展出來），宏揚到天下

萬國九洲。

現在天災人禍不斷，世界上的眾生，生活極端困苦、⯿心備受煎

熬，卻無法得到解救，更何況還有更嚴重的水火災劫，已逼近到我們

眼前；因此，無生老 無量慈憫，立下此白陽普渡龍華三會，來廣

救無數無邊的眾生，重新整振佛綱，放下「一貫法航」，傳下這「末

後一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先天大道，來普收有緣的道種佛子。

（這種恩德）如同湯王、武王發動革命，救拯萬民於水火之中的鴻慈

大恩；也如同堯帝、舜帝以他們的德範垂治，讓萬民沐浴在道德馨香

淳美社會的大化鴻恩。29弟子現在俯伏壇前虔心跪稟，叩求上帝老 笑

納弟子等誠心上呈的「龍天表文」，並祈求案下四旁的天地神祇齊來

護法庇佑法壇，使辦道平安順利。

現在有新求道人○○○等，已經看清紅塵俗世因緣無常、醒悟

迷津不再流連了，所以才敢懇祈上帝大賜返回性靈故鄉的光明覺悟之

29.「不啻湯武鴻恩」等句，若做「接續道統」解，則譯為「繼起道統天命，使湯王、武王、堯帝、舜帝的心法不致中斷」。
（明德編輯部：《龍天表之殊勝》，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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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兒等別無他事呈奏，謹存赤誠，恭敬地獻上清茶水果、素齋供品

等，希望能向上奉達到皇 上帝蓮前，懇求皇 上帝明鑑。兒等張光

璧、孫慧明率眾等，俯伏於上帝蓮前虔敬百叩。

◎求道表文的內容要旨及其所呈顯之意義

由以上關於求道表文的註解與譯文的整理疏解，我們可看出求道

表文的內容要旨及其所呈顯的意義大約可分為以下幾點：

1.三千年來理義不明道統已墜（竊自開天以來⋯⋯至今三千餘年矣）

自新的一個元會開天闢地以來，已歷經七佛治世，到了三佛

收圓的末劫時期了。而人間近三千多年來，世衰道微、理義不明

的情形每況愈下，已漸漸到了人倫廢墜、道德喪盡的地步了。30 

2.道降東土（正宗鍾毓於東土、正派再振於 郡）

皇 不忍見玉石俱焚，於是降道於東土。31「東土」代表「地

下」、「為元、為春、為仁、能生萬物」32，所以開天闢地後老 

將原佛子皆驅下「東土」33。但「東土」也是充滿酒色財氣，讓

眾生貪戀沉迷的地方34；更是在末劫時期，三災八難刀兵水火一齊

降臨的地方35。關於「東土」的概念，相對於「西天」，詳見下面

註腳27引文。

30.在《皇 訓子十誡．第五誡》是這樣形容：「君不君臣不臣朝綱難整，父不父子不子世風下流。夫不義婦不規仁德敗壞，兄
不寬弟不忍結為冤仇。交朋友失信用言行不對，五倫墜八德廢再不追求。為士者只談理不按理作，為農者挪桑界真理未究。
為工者他不講精勤堅樸，為商者賣假貨誆哄愚流。僧家子難真修三皈五戒，道家子趨左旁正法難守，儒家子讀皮毛心難稱
聖。」 （丁睿豪：《老 本懷----皇 訓子十誡演繹》（臺北：三德書局，1996年），頁78。

31.同前註。見《皇 訓子十誡．第五誡》，頁79。

32.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58：「西天之義，係取西方屬白色，蓋白色乃色之原地也。人之天性，本無
所染，潔白無暇，所有一切情緣，皆為後天世俗習染而來。是以用此存心養性工夫，返本還原，初從那裡來的，還得上那裡
去，地下稱東土，東土為元，為春、為仁，能生萬物之義，世有東作西成之說，亦即此義。所謂從西天降生東土，復由東土
返回西天是也。」

33.見《皇 訓子十誡．第一誡》，頁30。

34.《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頁21：「來東土，貪戀著，酒色財氣。一箇箇，盡迷在，景界紅塵。」

35.同前註。見《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頁144：「古老佛，無生 ，傷情煩惱，滿靈山，諸佛祖，兩淚紛紛。說三災，合
八難，堪堪臨近，那位佛，臨東土，救度眾生。」此「東土」的解釋，正可呼應前文【註解】22對「 郡」、「湯武鴻恩」
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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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災人禍、命如草芥的歷史現實與時代悲歌（今時眾生塗炭⋯⋯已到眼

前）

老祖師路中一、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傳道的時代，正

是中國最苦難的時候。清廷腐敗，列強侵逼；革命建國，草創艱

困；南北分裂，軍閥混戰；對日抗戰，日軍迫害慘案連連、毒氣

試驗慘絕人寰，再緊接著國共內戰……近一百年的歷史裡，神州

中國都是峰火連天、民不聊生、亂世流離、命如草芥。而戰火之

間，更有不斷的旱澇瘟疫……處於這樣刀兵水火劫煞俱在眼前的

世道裡，眾生真是苦不堪言、渺小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何所依

恃！

4.時代亂離下出離生死的迫切、究竟、與必然，呈顯了「超生了死」的寶

貴與殊勝（今有○○○突破塵緣醒悟迷津）

因此，不僅現實生活裡的出離生死苦海成為了人們最迫切的

盼望，尋找生命永恒的究竟解脫、貼近生命實相的「超生了死」

更成了必然的嚮往歸宿。在這樣迫近「生死苦海」的特殊時空

裡，「超生了死」的寶貴與殊勝更是顯得具體深刻而別具意義！

這也是為何在短短十多年之間，大道能普傳全中國的關鍵原因之

一。

5.代代祖師痌瘝在抱的慈心悲願（祖師鴻慈⋯⋯廣救無數眾生；今有欽加

頂恩⋯⋯虔心跪在明明上帝蓮下）

正是這樣親⯿經歷、耳聞目睹人命微賤的生命悲苦，老祖師

路中一、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廣救無數眾生的慈心悲願更是

深切綿長，不僅在表文裡那樣的真誠惻怛深悲鴻慈，正具體展露

在不畏風雨走馬點玄的鞠Ⰰ盡瘁、無怨無悔、犧牲奉獻、頂劫受

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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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皇天開恩皇 慈憫的天恩浩蕩（今蒙皇天開恩、壇前上帝哂納、懇祈上

帝大賜明路）

這一切道降東土、祖師們的深悲宏願、超生了死的寶貴殊

勝……無不建基於上帝皇 悲憐慈憫的浩蕩「天恩」之上；沒

有了這份「天恩」，一切都無所依止！因此，感念「天恩」「師

德」，是一切修持的根本起點！

7.末後一著的天命的寶貴與殊勝（正宗、正派、整起此著普收有緣種子）

唯有如此浩蕩的「天恩」，能賦予如此寶貴殊勝的「天

命」，才能傳下這「天機玄語」36、「性理真傳」的「一著」；否

則，在這「人心邪惡孽招浩劫橫流」37的末後時期，九六原子是不

可能依憑己願己力自修自證，而能達到明心見性、達本還源、真

正「超生了死」的境地。

二、求道表文的沿革

求道表文又稱「龍天表」。此「龍天表」的名稱，在一貫道的

辦道禮節中，是由「上執禮」陳述詞中說明「這張表文叫做龍天表」
38，但「龍天表」三字的意涵或來由，目前仍未見有相關資料可清楚說

明。39

36.同前註。見《皇 訓子十誡．第九誡》，頁119。

37.同前註。見《皇 訓子十誡．第五誡》，頁77。

38.發一崇德道務中心：《暫訂佛規禮節簿》（南投：光慧文教基金會，2014年3月修訂版），頁19：「這張表文叫做龍天表，
表文昇天，天榜掛號，地府抽丁。從今以後，你們的名字已在三官大帝那裡註冊，脫離十殿閻君之掌管。以後要存好心，說
好說，做好事，以報答天恩師德。」

39.有一說法指出「龍天表文」乃關聖帝君降筆壇諭，但因未有確切資料可考，茲附註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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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表文的內容，則自師尊張天然傳道迄今，大體並無改易。40只

有在填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名諱聖號時，隨師尊張天然、師母孫

慧明在世與否而有所更動，茲說明如下：

（一） 欽保恩○○○

師尊張天然在世時，求道表文上寫的是「欽保恩○○○」。○○○

在表文上為空白，填寫時填入師尊張天然名號張光璧。

（二） 欽頂恩○○○

民國36年師尊張天然歸空後，由師母孫慧明續辦普渡收圓大事，此

時求道表文上改為「欽頂恩○○○」。○○○在表文上為空白，填寫時

填入師母孫慧明名號孫慧明。

（三） 欽頂恩○○○

民國64年師母孫慧明歸空後，繼續沿用其在世時的表文寫法，直到

民國77年一貫道總會成立之後，改為「欽加頂恩○○○」。○○○在表文上

為空白，填寫時填入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名號張光璧，即本文前面求道

表文表格中所列的格式。前面所列格式中，標示為○○○之處，在表文上

原為空白，之所以在表文的禮節簿《表文格式〔三表五愿〕》41中特別

標為○○○，正是為強調要同時書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名號為張光璧，

否則若僅列為空白，其實跟師母孫慧明在世時「欽頂恩」的格式看來是

一樣的。

40.在師尊之前的表文版本，目前未見有任何資料。只有據聞黃九祖德輝所傳的《禮本》，流傳到十一祖時的版本（見林榮澤：
《道統史紀—東方後十八代》（臺北：一貫道學研究院文獻館，2015年，頁298-304），其內容有一部份近似。《禮本》是
黃九祖時天恩級基層傳道師在佛堂為皈依人辦理皈依、傳法的經書。但其內容比師尊〈表文〉內容多很多，包涵了對求道人
開示講明入道因由、意義、誓願、規則等，所以又稱《開示經》。而此十一祖的版本中，「天花 送性，往囪門而進⋯⋯都
來二十句，端坐上青天」（見《道統史紀》頁302），正好與中國160歲長壽老人吳雲青所唱的百字碑幾乎完全一樣（只多幾
個字），由吳雲青與大眾公開演講的言論及其所唱的〈無極老 十捎書〉可知，其乃先天道時期的修道者。而這份影視記錄
中，吳老人家對求道、傳道的演講內容，正好可做為先天道時代傳道內容、方式的具像呈現記錄，從中也可具體而微地瞭解
到（部份）《禮本》的使用方式或狀況。此份影視資料，更為道真理真天命真人提供了真實客觀而具像的證驗——一心表天
的虔誠的修道人，不僅可長壽體健、死後身軟如棉，甚至更可肉身不腐，成為全身舍利。（可惜其弟子、時人皆不識，誤以
為其修道家金丹內功而成，枉費老人苦口婆心的一心勸化。）資料參見〈吳雲青活了160才道光生，長壽秘方〉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GWbuCrcZs9Y&t=860s；〈祖師吳雲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teG3qbfZ6w&t=2511s；
〈160多歲老道人真身不腐之謎 科學探秘竟無法做出解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SntoKwRDw&t=971s。

41.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表文格式﹝三表五愿﹞》，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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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上所述遞嬗三變的聖號書寫格式，其實也正寓含了一貫道在

傳道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重要變化與意義。

（四） 求道表文之遞嬗沿革反映傳道的歷程與開展

由於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傳道期間，適逢中國多年的戰亂；老

前人、前人輩來台之後，又歷經台灣多年的嚴重官考，期間一直陸續

傳出指責之說，認為師母孫慧明續辦時期，表文中「欽頂恩」聖號的改

動乃竄改師尊張天然表文，正為其（師母孫慧明）天命不真的憑據。
42當時由於文獻資料、紀錄保存都不足，各組線道親間亦少有往來，

此等對「天命」的質疑，確實對道場造成了不安與影響。其後因愈來

愈多道親或學者投入一貫道的相關研究，加上兩岸的開放互通愈來愈

多，資訊取得愈易，彙整愈豐，才漸漸對此疑義有了研究和澄清。43茲

簡要說明如下（以下內容主要依據學者林萬傳、李玉柱理事長的研究

與整理，請詳註44-49）： 

「保恩」、「頂恩」原為道階之名。路祖掌道時期，其職級分為

祖師、領長（即今之前人）、代表師（即今之點傳師）、壇主、辦事

員、道子諸級；並保留先天道留傳下來的道階——十地、頂航（「頂

航」後改稱「頂恩」44）、保恩、引恩、證恩、天恩、執事、眾生諸

級（天恩以上為點傳師）。（此等道階恩職迄師尊張天然時已不再使

用。）45

42.此等指責現象至今仍散見網路之中，亦曾於報章上呈現，其例可參考2011年林萬傳〈一貫道龍天表「欽加保恩」及「欽加頂
恩」兩大聖號探究〉一文所述。

43.相關的研究及資料有：1985年林萬傳《先天道研究》（臺南 巨書局）。1998年陸仲偉著《一貫道內幕》（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2年慕禹（林萬傳）《一貫道概要》（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印行） （以上見〈一貫道龍天表「欽加保恩」及「欽
加頂恩」兩大聖號探究〉所引）、2008年北林（林萬傳）《白陽道脈薪傳錄》（明德出版社）、2011年林萬傳〈一貫道龍
天表「欽加保恩」及「欽加頂恩」兩大聖號探究〉。

44.學者林萬傳認為此為十六祖劉清虛所改，見〈一貫道龍天表「欽加保恩」及「欽加頂恩」兩大聖號探究〉（馬來西亞：宗教
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論文，2011年）（《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十期（2012年12月），頁163。

45.見李玉柱：〈心靈的饗宴〉（《一貫道總會會訊》242期2011年11月，頁8）：「根據大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秦寶
琦、晏樂斌合著的專書第196頁所說：『在路中一時期，一貫道內分為老師─領長─代表師─三才；另外還有恩職即延續青
蓮教到先天道的頂恩─保恩─引恩─證恩─天恩─同恩等職。到張光璧時期已不再使用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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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表文上寫「欽○恩」是從路中一祖師開始。46路祖的聖號為「欽

引恩路中一」47。其掌道時共有十三位領長，其中有兩位具有頂恩級，

而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此時雖亦為領長，卻僅為保恩級。48而路祖

歸空後，其妹師姑路中節代掌道盤，隨著道務的開展，領長的級別亦

有所晉陞；故而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此時已陞至頂恩級。但師尊張

天然掌道盤後雖已晉陞為「頂恩」，卻仍使用路祖時期的「欽保恩」道

階，而師母孫慧明掌道盤之後，則使用「欽頂恩」道階，因此才產生前

述的第一種「欽保恩」和第二種「欽頂恩」的表文聖號的寫法。49而到民

國77年一貫道總會成立後，便採並尊「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道盤

天命的「欽頂恩張光璧」的第三種表文聖號寫法。

（五） 求道表文遞嬗沿革所代表的意義與啟悟

由上可知，表文上「引恩」、「保恩」、「頂恩」道階聖號更改

的現象，其實並非出自師母孫慧明的竄改專擅，更與天命真假無關。

否則由「引恩」路祖傳到「保恩」張祖，是否也代表張祖竄改專擅，

天命不真呢？

所以，這種求道表文的遞嬗沿革所代表的意涵，就如一貫道學者

林萬傳如下所述：

「保恩」是什麼呢？我們求道時都有引保師，這個引保師是後天

的，真正的引保師是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在表文中是欽加

頂恩或欽加保恩，率引保師，但真正保證我們的是師尊張天然與

師母孫慧明，他們是大引保，一般的引保師是小引保。這是保證

我們求的道是「道真、理真、天命真」，保證我們百年以後回到

理天。在師尊張天然時代頂劫的很少，所以叫「保恩」，但到師

母孫慧明頂恩時代就不一樣了。50

46.李玉柱：〈心靈的饗宴〉（《一貫道總會會訊》242期2011年11月），頁8。

47.林萬傳：〈一貫道龍天表「欽加保恩」及「欽加頂恩」兩大聖號探究〉，頁163。

48.陸仲偉：《一貫道內幕》（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8。

49.北林（林萬傳）：《白陽道脈薪傳錄》，頁84-85。

50.北林（林萬傳）：《白陽道脈薪傳錄》，頁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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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中秋節，師母孫慧明接掌道盤。彼時內戰方殷，道

場前賢頂災、頂劫之事不絕如縷，至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幟，情

況愈為嚴重。而師母孫慧明則不顧自身危難，在各地辦理懺悔

班，以化劫難。淪陷後依然奔走各地安定道場。來台後則一直以

自囚方式為眾頂受災劫，以消弭官考。因此，「欽加保恩」及

「欽加頂恩」實顯示了兩個不同時期的道場特色。51 

51.本段文字引自日新佛堂網站【一貫道的源流】介紹（http://www.gsgd.url.tw/b/page/b001.html），此段文字未詳出處為何，但
其意涵與學者林萬傳的《白陽道脈薪傳錄》頁85-86內容近似，因其文字敘述殊為精要的當，故文本在此援引以資說明。

52.李玉柱：〈心靈的饗宴〉，《一貫道總會會訊》242期，頁9。

故而一貫道總會李玉柱理事長才會對此聖號遞變現象做如下的結論： 

我們發現道階一代比一代高，也均有其道階根據，且表示一貫道

闡道的範圍越來越擴大。而就義理來說，引恩、保恩及頂恩，

可說是代表著一貫道在白陽時期開展歷程的核心精神，首先是

「引」導入道廣結善緣，進而「保」證道真理真天命真，最後即

使「頂」災「頂」劫也誠敬奉獻以期薪傳永續。52

綜上所引，求道表文遞嬗沿革所代表的意義有二：

1.道階一代比一代高，均有其道階根據，且表示一貫道闡道的範圍

越來越擴大。

2.求道表文中的「引恩、保恩、頂恩」的聖號更改沿革，其實正呈

顯了白陽時期傳道的歷程與薪傳，以及在傳道過程中所須具備的

核心精神：「引」導入道廣結善緣、「保」證道真理真天命真、

「頂」災「頂」劫也無怨無悔的誠敬奉獻精神。

由上述的意義當中，我們可更深切得到如下的啟悟：

1.引、保、頂的一步一腳印、信心與深悟、不爭不辯、犧牲奉獻與

無怨無悔。

由祖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傳道歷程中，那種「引」「保」「頂」所

反映出的一步一腳印、用心接引眾生的真誠踏實，那種「保證道真理真

ceo
「理事長」之前請加一字：前

ceo
此段為說明文字，突然變換字體，讀者會疑惑： 用意何在？因此，若要變換字體，應是上一段123標號標題的部份。整體格式如同p.93 ◎求道表文的內容要旨及其所呈顯之意義那一節一樣。
或是，標題和說明全都用一樣的內文文字，不要特別變換字體。如本頁p..99上面
求道表文遞嬗沿革所代表的意義。最好採此種，文字一致都用內文字體就好。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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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此部份主要使用的資料為發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行德班社會大專班教材》〈三表五愿〉，頁207-209，文字除增刪外大
抵依原書所述。另參酌補充的資料有：明德編輯部：《龍天表的殊勝》，頁43-46。明德編輯部：《佛規禮節實務二》（臺
北：明德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2008年3月三版），頁22-24。

天命真」的堅信與深悟，那種歷經千磨萬考、放下名相、不爭不辯的真

修實煉與無量慈悲，那種一村走過一村，一省越過一省的犧牲奉獻、無

怨無悔；老祖師路中一的敦簡慈樸、師尊張天然的「鞠躬盡瘁」、師母

孫慧明「頂劫」的「犧牲」與「隱」，⋯⋯總是光華溫潤地輝映在每個

徒兒的內心最深處。

2.無數前人輩頂劫了道的可歌可泣，鋪造了後世萬國九州處處笑容

的幸福大道。

在一貫大道的開道歷程中，因有無數前人輩們追隨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

明，勇敢無畏、前仆後繼地頂劫了道，不斷地以生命與精神滋養了無數

的後學們，方才舖造出現在萬國九洲欣欣向榮處處笑聲的幸福道場。

3.引、保、頂也代表了每一位真修實鍊者的學修講辦行的學習歷程

與感悟體踐。

在祖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前人輩們「大引保」的典範、精神的

澆灌指引下，我們每一位力求真修實煉的「小引保」們，都在學修講辦

行的學習歷程中，努力去學習與歷練、感悟與體踐那份「引、保、頂」

的真誠用心、堅信深悟、不爭不辯、犧牲奉獻與無怨無悔。

三、求道表文填寫之注意事項

求道表文代表著天命的殊勝，因此，求道表文的填寫必須謹慎、

正確無誤，才不至於耽誤了眾生的末後大事。茲將填寫求道表文時，

應注意的事項詳述如下：53

ceo
同上

ceo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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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求道的條件

如前所述，求道是皇 祖師明師引保的無量悲慈所成全，其關係

的是求道人百年後是否能回理天、超生了死，而不僅僅是勸人為善、

修⯿信教而已，因此在渡人求道時，須注意以下幾點：

1.祖上有德，前世有修；⯿家清白，品性端正。

2.引保師引渡、佛前當愿；為表示求道之誠心，隨喜功德費行善做

功德。

3.無信不渡，切莫勉強

而若是氣天仙要求道，其求道儀式雖與一般人求道的儀式一樣，

使用「陽表」也就是使用「求道表文」，但因已無肉體，必須由引保

師代表加上「頂籤」。54而氣天仙求道的條件更為繁複嚴格，活佛師尊

張天然曾如此解釋：

此時正應三期末劫，三佛治世，故有三曹普渡之事。蓋以過去修

行之客，煉氣之士，而未遇上天開恩，渡回超入理天者，以及忠

臣孝子，烈女節婦，死後豈能湮沒？雖可升為氣天之仙或為鬼中

之神，然如不得天道，仍是難脫輪迴之苦，不能達本還原。現逢

三期末劫，天道普渡，故氣天諸仙，常有隨神佛到壇，或到處顯

化，找尋前世有緣之人，擔任引保，代繳功德費，由師尊張天然

再請南極祖師檢定。並核准應繳功德費數目，始可借用人竅點

玄。以期求得天道，返回理天，永脫輪迴，故河漢星斗之渡法，

較人為繁難也。55

由此可知氣天仙求道的條件，有如下幾點：

1.找到前世有緣的人，願意擔任引保師，並代繳功德費。

2.由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老前人、前人或點傳師）同意，並

代為向仙佛（南極仙翁）請示同意方可。

54.明德編輯部：《佛規禮節實務二》（臺北：明德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2008年3月三版），頁167。

55.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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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德要俱足（氣天神仙從得到允許到真正求道，常須多年搭幫助

道，累積足夠功德，因緣才能俱足。56）

（二）求道表文的種類

1.求道表文。

2.更正求道人或引、保姓名表文。

3.撤銷求道人姓名表文。

4.接線表文。

（三） 表文填寫注意事項

1.求道表文

（1）書寫：

A.用毛筆正楷書寫，勿草寫或簡寫，力求清晰。

B.應備硯台以便調墨（或用自來毛筆），避免墨汁過多滲透、擴

散，沾污表文。

C.錯誤或破損之表文，將表文上已填寫之文字全部打圈塗掉，於

送佛駕前叩首焚化於鐵桶中。

（2）摺疊：力求整齊

A.字向內整張對折。

B.在表文邊側，往內摺寬約一公分之小折。

C.再對折。

D.再對折一次。

56.此部份例證在正式的書面記載上並不多，只有少數之例，如〈湄州四媽求道記 懿德仙姑結緣訓〉裡有相關記載（頁2-6），
其他多是從網站上流傳的故事參見。如〈司馬光求道記〉（善書圖書館網頁，其中包含白水聖帝老前人自述師尊辦道歷
史中渡司馬光大仙求道的過程，及司馬光大仙的結緣訓）、〈赤科山山神求道記〉（http://blog.xuite.net/richjaandrew/
twblog/126021438-赤科山神求道記）、〈氣天仙求道永護道盤〉（善書圖書館網頁）等等。另外尚有點傳師親述渡
化氣天仙的影視資料，如〈筧橋英烈求道之殊勝因緣（生命奇蹟的見證）_蔡長鈞點傳師〉（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uZvnN90Y274），其中亦有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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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展開後依需要依折線反折，此為八折折法，切記折線不可在字

體上。（佛堂預留幾張備用）

（3）時間地點

A.年：以當地之國曆為主，我們國內寫民國年，國外寫西元年，

泰國寫佛曆年，可按當地年度寫法。數字書寫以國字小寫為

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

千，如民國一○六年、西元二○一七年、佛曆二五六○年。

B.歲次：天干與地支組合，如：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以此

類推）。農曆正月初一為交換日。例如民國一○三年，歲次年

為甲午年。若在農曆年底，國曆已跨新年份時，則歲次寫舊年

份。如民國一○四年，歲次甲午。（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C.月：一律用農曆，書寫以國字小寫為主，一月農曆則寫正月，

如逢閏月則加「閏」字。如在國外用西元年，則兩個曆法都寫

（農曆、西曆/佛曆）。

D.日：書寫以國字小寫為主，若逢一至十日，前面應加「初」

字。20日寫二十或廿，30日寫三十或卅均可。

E.時：時辰可留至獻供時才填寫，以求確定。一日十二時辰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

個時辰兩個小時，十二時辰與時間對照如後:

子23:00-01:00丑01:00-03:00寅03:00-05:00卯05:00-07:00

辰07:00-09:00巳09:00-11:00午11:00-13:00未13:00-15:00

申15:00-17:00酉17:00-19:00戌19:00-21:00亥21:00-23:00

F.地址：依據標準書寫，注意院轄市、省、縣轄市格式，如臺北

市，而表文上印有臺灣省，則需將「省」字圈除。樓層以佛堂

實際樓層寫（如佛堂所在為五樓頂樓加蓋，則寫六樓）。數字

書寫則以國字小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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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佛堂：地址寫好空一格，再寫佛堂壇名，例「○○壇」；家庭

佛堂，只寫姓氏即可，如「○氏」，也可加註為「○德○氏

壇」。

H.臨時辦道：如到外地臨時辦道，地址以辦道地的地址，佛堂壇名

可就點傳師所屬佛堂，如「○德臨時佛堂」，或以「○德○氏

臨時佛堂」亦可。

I.國外辦道：國家名先寫，再按當地習慣寫地址。

（4）明師、引保師：

A.因為還是在第十八代祖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的天命之中，所

以，欽加頂恩之後，併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二位老大人

的名諱張光璧。

B.表文最後一行之「兒」字上，加寫「愚」字（因為是呈給上天老

）。再併寫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二位老大人的名諱張光璧。

C.同一人於同一時間，可引亦可保，在表文之引保下各寫一次即

可，惟同一求道人之引保師，性別須相同，不可乾坤混雜。引

保師最好是同一佛堂，求道人才有歸屬感。

D.若新求道人或引保人數多時，可向左右二邊拓寬書寫；若人數過

多，一張表文無法全部寫上去時，乾坤可分兩張表文書寫或另

用紙張書寫，黏貼其旁。

57.此項規定原為「直系血親、父母、妻兒不宜當引保；旁系血親、姻親，長者可以當晚輩引保，晚輩不可當長輩引保」（見發
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行德班社會大專班教材》〈三表五愿〉，頁208）。後依106年發一崇德道場負責群會議決議而修
改。見發一崇德道務中心：《2017歲次丁酉發一崇德道場壇主班手冊》〈宣佈與注意事項〉（未刊明出版地點，2017年2
月），頁26。

E.三等親，長輩可當晚輩引保師；反之，晚輩不宜當長輩引保師。57

（5）求道人：

A.每一位求道人姓名之右上角各冠以乾、坤、童、女之字，字級略

小於姓名。

B.求道人姓名（含右上角性別）從「上聞」行向左空一～二行起

寫，高度應低於最左邊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之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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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十六歲（含）以上稱乾、坤，十五歲以下稱童、女。（不強調

實歲虛歲）

D.新求道人的姓名，須以⯿分證/護照名字，不可用筆名或乳名。

E.國外辦道：求道人姓名以英文或其傳統書寫方式填寫。

F.求道人多時，一張表文無法全寫，可再用另一張表文填寫或在

求道人書寫區上貼一張紙，應可掀開，看見底下完整姓名；當

次辦道多張表文時惟求道人須與引保師同用一張表文。

G.「神祇俱庇今有」以下空白處，若三人（含）以上求道時，寫

「眾生等」。二人以下求道時，則寫求道人姓名。若臨時又增

加求道人時，可改「眾生等」，或將求道人姓名填寫上去。

（6）功德費：

A.求道人順序先依功德費多寡排列，多的先寫；功德費相同的寫

在同一段，相同的一段再依乾坤童女順序高低排列；表文寫好

後再來求道者，則寫在最左後邊，若後來者功德費最高，亦可

寫在最右邊之預留空白處。

B.同一性別內，功德費較多者先寫。功德費同多時，年長者先

寫。功德費相同者寫在一起，若二人以上相同，則寫「各願助

功德費○○○元整（正）」；一人則寫「願助功德費○○○元

整（正）」。58

C.功德費之數字以國字大寫書之。如：零、壹、貳、參、肆、

伍、陸、柒、捌、玖、拾、佰、仟、萬。

D.國外辦道：功德費則以該國的錢幣代號或國家幣（如印尼幣）

書寫。在臺灣原則上不寫簡體字，在國外則入境隨俗。

E.求道人姓名相同，功德費不同，可在姓名下加註年次。

58.此項寫法原還有「若三人以上相同，則寫『以上各願助功德費○○○元整（正）』」之規定，後來於103年經發一崇德道
務中心負責群會議決議而修改。見《發一崇德臺北道場文書研習資料》（臺北：崇慧佛院，2014年10月10日），（未編頁
次），及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行德班學界教材》〈佛規禮節三〉（南投：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8月修訂一
版），頁72。（或發一崇德進修班各界教材【佛規禮節三】[求道表文之填法]當中。）



106

59.可參照前文註21、22。

（7）呈閱：表文校對正確後，先呈點傳師過目，如有誤漏即時補

正。

（8）修改：表文書寫錯誤時，應以毛筆在錯字上（或錯字左上角四

分之一處）劃一小圈以示之，再將正確的字寫在旁邊。

（9）核對：點名時，寫表文的人須在一旁，以備若有寫錯可立即更

改。

（10）讀表：特殊情況，表文可由點傳師委任清口者代讀。

（11）讀表斷句：堯舜大德、壇前上帝哂納、案下神祇俱庇、今有59

（12）建檔：辦道時文書人員除表文書寫外，應建立各壇天榜錄以備

往後查詢。

（13）更正：表文已焚表，才發現求道人姓名寫錯，須擇期（有請壇

或辦道時）另更正表文呈奏。（見下文更正表文注意事

項）

（14）撤銷：表文已焚表，求道人臨時改變主意時，可請其到休息室

休息，擇期再更正撤銷表文，不要影響到辦道的進行。

（見下文撤銷表文注意事項）

2、更正求道人或引、保姓名表文注意事項：

（1）更正姓名表文使用時機，係姓名誤寫錯別字時使用。

（2）求道之後變更姓名（⯿分證已改為準），渡人求道擔任引保師

用新的名字，則應具表呈上天更正姓名，以更改一次為原則。

在佛堂辦道時，請點傳師或資深講師代表更正升表。

（3）引、保師，原則上不可換人。若須換人，得經由前人、點傳師

許可。

（4）若新道親不明佛規，把自己當父母親或長輩之引保師，宜用更

正引、保師姓名表文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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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時間、地點寫錯時，須寫更正表文，格式自行調整。

（6）三等親，長輩可當晚輩引保師；反之，晚輩不宜當長輩引保師。60

60.同前註53。

（7）讀表人：點傳師在佛堂以點傳師為讀表人，點傳師不在由資深

講師或資深壇主為讀表人。

（8）表文焚化於八卦爐中時需三柱香，十叩首。

3、撤銷表文注意事項：

（1）求道表文有書寫但沒有求道，最好當天送佛駕前辦撤銷表文，

功德費還給求道人。

（2）讀表人：點傳師在佛堂以點傳師為讀表人，點傳師不在由資深

講師或資深壇主為讀表人。

4、接線表文注意事項：

（1）已與其前人（點傳師、引保師）失去連絡。

（2）請示前人許可。

（3）若是只求過道，其他全未進行者，只要重求即可。

現在大道遍傳萬國九洲，各地習俗、文化不同，表文填寫注意

事項，或有疏漏，不周之處，宜因地制宜，以請示點傳師慈悲指示為

主，方能圓滿。

（四） 求道表文書寫儀節之意義

1.從「敬天地、禮神明」的表文內涵與書寫，來示導與涵養感恩謙

卑、真誠慈愛的踏實踐履

求道表文的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對上

帝老 、道統祖師的虔誠與禮敬；他們的那份義無反顧的使命擔

荷、謙卑感恩、真誠慈愛，在在感召化育著我們，要更加用心地

學習他們的道風德範，努力在自我的修持裡踏實踐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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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對各項微禮細節的恭謹敬慎，來涵養與體現「至誠無息」、

「語默動靜皆是道」的性理心傳

由本節詳列的「求道表文書寫的注意事項」中可瞭解，這

種對表文書寫（及其中所推括包含的修道處事、應對進退）的各

項微禮細節的「恭謹敬慎」的學習、涵養與修持，正是「至誠無

息」、「語默動靜皆是道」（「萬法不離自性」、「自性能生萬

法」）的「性理心傳」的最佳體現。

因此，求道表文的書寫儀節，已具體而微的呈顯出一貫大道對孔

孟心傳道統的繼承，對禮樂中和至誠無息精神的默化與發揚，以

及「語默動靜皆是道」體用一如的「性理心法」的修持內涵與特

色。

四、求道表文代表的意涵

由上文對「龍天表」內容、沿革、及其書寫儀節的介紹與討論，

可知「求道表文」整體相關的內涵，蘊含了以下幾層意涵：

（一）天命的傳承

求道表文所代表的是一種天命的傳承。這天命既是本（起點），

也是末（終點）。所謂「天命之謂性」，一切的生命本源，都是來自

上帝皇 的靈明本覺，本來就是無始無終不生不滅與上帝皇 同在

的，也因此一切最終也是要達本還源回歸「本來」的。所以，求道表

文所呈現的，（其始）既是真理道統的繫維、性理心法的傳承、眾生

性命的救拯，（其終）更是一種天命的流傳、真理的廣被、道德的重

揚、性靈的開展、智慧的發啟：一切光明的重現會通與交融！（只要

能「醒悟迷津」、並時時保持清明覺醒的話。）故而這種天命的傳

承、天理的流佈，是本末一貫、本然而自然而必然的！只是，在亂世

流離、人心迷茫的荒煙塵囂之中，這份光明與本然顯得更加至尊至貴

而撼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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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命的殊勝

求道表文代表的是一貫法航「天命」的殊勝，因為它是眾生「超

生了死」的憑據。所謂「超生了死」，既是回歸生命本體上的清淨光

明覺悟自如，亦是生命現象上的「天榜掛號地府抽丁」61，故能了脫因

果輪迴，不再生死流轉。而所謂的「憑據」，除了指求道表文代表三

官大帝掌理的天榜，從此脫離十殿閻君之掌管，62一子求道，玄祖沾光
63，並於歸空往生後，以「面帶笑容，顏色如生、不走四門，冬不挺

屍，夏不腐臭」64為印證之外，更表示在掛號註冊授記點玄之後，真常

自如的本覺妙心就此更能發用，漸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觀照覺察，

修⯿培德，進而知命了愿65，傳承慧命；漸入清淨光明之地，以達超生

了死之境，回歸「天命」之本然與自然！

因此「天命的殊勝」與「天命的傳承」又是二而一的，在傳承中

明白其殊勝，在殊勝中自然而然地傳承永續。所謂「天命」，既指本

體上的「天命之謂性」，亦指現象上來自「育化聖 」維皇上帝老

的「天」「命」（「天恩」）。故而「天命」的傳承流佈，正與「天

理」「性理」的流行心傳，是體用一如顯密同在的！

（三） 神道設教、天人共辦、佛聖仙真慈悲本願之具體示現

如上所述，天命的傳承與殊勝，其中所須憑藉的是天恩的浩蕩、

祖師的鴻慈、所有佛聖仙真的慈悲本願、明師的擔荷、引保的成全。

正因為這無量無邊的悲憫慈愛、良善至誠的鍾毓濡化，此「末後一

著」的「一大事因緣」、方能真正成就，而薪傳永續。

61.發一崇德道務中心：《暫訂佛規禮節簿》，頁19。

62.發一崇德道務中心：《暫訂佛規禮節簿》，頁19。63.濟公活佛、郭廷棟等：《性理題釋》（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1998
年3月再版），頁17：「一子入道，九祖光榮；一子成道，九祖超升。」此書為《一貫道疑問解答》（1937年）的刪訂修改
本，為1940年出版。兩書內容有重覆者，也有互相刪省修改者，也有內容各自完全不同的條目。本文徵引原則，重覆者以
《一貫道疑問解答》為準。其餘則視文章所需來各自加以引用。本註所引文字不在《一貫道疑問解答》之中，只見於刪改本
《性理題釋》之中，文中也只提到以上的敘述。道場中流傳的說法（子孫求道學道後，其地府的祖先亡靈可以領白蓮花別在
胸前，隨子孫到佛堂外聽課等），多出現在顯化故事中（如林蒼庫壇主〈林壇主理天靈遊補充〉（《仙佛慈悲顯化專輯真人
真事錄》（臺中正和佛堂廖瑞民莊雅婷整理）頁240-241、245）。

64.同前註，頁23。「身軟如棉」的印證可參見前文註35吳雲青老人的視頻。

65.在求道儀式中，點傳師在點道時的「禮囑」中有特別交代：「愿不能了，難把鄉還」。因此雖本有憑據，然一旦反道敗德，
即勾出天盤，（本體與現象）也就無法「超生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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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教薪傳、三教會通、殊途同歸的「性理真傳」

道之真義，「在天謂理，在人謂性」66，這是何以在求道禮節中，

求道人當愿時須表白：「今天願求發一大道、性理真傳」之故。所謂

「性理真傳」67，也就是大道真理；世界上五大正法正教的仙真佛聖

所闡揚的都是有關於生命的真理實相。因此在一貫道的〈道之宗旨〉

中，明白揭示修子，在把握「道之宗旨」時，必須「闡發五教聖人之

奧旨」，必須「不離經典」，由「經典」來覈證引導自己的修持。而

這樣一種融通五教真理（由於文化時空背景的不同，在中國仍以三

教為主）的傳道本色，也具體呈顯在求道表文之中，如學者楊弘任所

述：

「龍天表文」再次展現一貫道三教薪傳、三教齊修的會通格局，

文中彰顯「天道」、「理義」等意涵，希冀傳承儒家湯武堯舜

以來之道統，但又自自然然將「明明上帝」、「皇天」、「三

佛」、「神祇」等佛道意涵融為一體。68

（五）道統傳承、禮樂中和、體用一如的修持內涵與特色

如前文已詳述的，求道表文的書寫內涵與儀節具體呈現了一貫大

道對道統薪傳的擔荷，禮敬天地謙卑感恩的至誠默化，與動靜守一體

用一如的「性理心法」的修持內涵與特色。

參、超拔表文

「超拔」一詞，意為「拔擢」，也就是將祖先親眷等從業報痛苦

中拔擢出來。佛道中有所謂「超度法會」，也稱為「超拔法會」，意

即藉由在法會中敬獻花果供品等，並共修誦經拜懺，迴向功德來超度

拔薦祖先親眷。

66.濟公活佛、郭廷棟等：《性理題釋》，頁4。

67.發一崇德道務中心：《暫訂佛規禮節簿》，頁22。

68.楊弘任：〈一貫道儀軌：禮門義路、正心修身〉（福建．武夷山市：中國民間宗教的重新認識與傳承研討會（廈門大學國學
院 / 一貫道總會 聯合舉辦） 2010年10月23-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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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的「超拔」禮節，是憑藉著上天皇 無量慈愍的浩蕩天

恩、殊勝天命，讓學修誠篤的天道弟子，能透過莊嚴隆重的儀式禮

節，以至誠盡孝的「超拔表文」，將自⯿精誠修辦、行功了愿的功德

迴向，來超拔一層之父母，使尚在地府受苦之亡父母脫離閻君之轄

管，直超理天，永享萬八之樂。此也是一貫道特別強調天命、末後一

著的原因，並視之為「三曹普渡」、「受明師指點可超生了死」的又

一明證。

一、超拔表文的內容與格式

在說明超拔表文的意義之前，茲先將表文內容格式呈現如下：69

       表      文      呈      奏      
            據 

           （民國）    年歲次      月      日      時分前後在

           （地址）                                        （壇名）

            佛堂之中今有
                 欽 頂恩  ○○○   具表為 ○○○ 修道不負清真有恒知

　　祖師慈憫鴻恩赦乎幽冥

明帝　　赦條敕文被於　陰司翻天地而為一體統生死均會

　　　　法門今有 ○○○ 懇予慈心轉達

帝座師前以求慈命　使○○○之亡
( 父 ) ○○○ 

遵命隨旨

　　　　赴壇聽點兒等別無可陳願獻清供潔茗以達

上聞

                                     乾 ○○○ 願助功德費    元整

                                     愚兒 　　　  　　率眾等俯伏百叩

69.同前註9，宣紙「超拔表文」與〔三表五愿〕格式亦有不同，本文此超拔表文格式亦同前註9說明，採同樣處理方式及看法。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表文格式﹝三表五愿﹞》，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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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呈奏、蓮下、欽加、頂恩：已見前面求道表文註解）

2.具表為○○○：具，準備。此指敬陳表文，為○○○（在世之超

拔人），向皇 呈奏……。

3.不負清真有恒70：不負，不枉負。清真有恒，指心性清明真純，行

道了愿、恒誠不懈。（指前述○○○在世之超拔人，求道後真修

實辦、培德立功，不枉負清真有恒之名實。）

4.祖師慈憫：彌勒佛以慈為姓，自發心修行以來，即修慈心三昧，

用慈愛歡喜心來接引眾生，為末世眾生的大皈依處。憫：悲憫。

5.鴻恩：鴻，浩大。

6.赦乎幽冥：赦，赦罪包容。乎，於，對於。幽冥：地府；此指在

地府受苦的亡靈，尤指受超拔者。

7.明帝：明明上帝。 

8.赦條敕文：即赦敕條文。敕，天子的詔書。用「赦」、「敕」等

皇帝的用語來表示對上天的恭敬。恭請上帝老 頒敕赦免條文

（於陰司）。

9.被於陰司：被，廣被、遍佈。陰司：地府。

10.翻天地而為一體：翻轉、打破天地界限，融為一體。指普度三

曹，上度氣天諸仙、中度人間眾生、下度幽冥鬼魂，皆能超生了

死，打破天地間的界限。

11.統生死均會法門：統合三界眾生超生了死，均會集於此一法門

（先天大道）

12.懇予：懇，請求；予，給予

70.本句的斷句有另外的看法：「修道不負清真、有恒知」（理悟見：〈超拔表文之真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ofOZuNtNCk）。然據師尊所說：「為子孫者，若欲超拔九玄七祖、幽冥鬼魂，究竟怎樣渡法，始可達目的？必須修道有恒，
有功有德，對道有表白者，方能超拔。」（濟公活佛、郭廷棟等：《性理題釋》，頁16-17）此段話的內容，與超拔表文的
內容正好相符，堪為註解，故採「修道不負清真有恒」之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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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帝座師前：明明上帝蓮下、彌勒祖師座前。

14.聽點：聽隨點籤。

15.清供潔茗：指清茶、素蔬、供品等。茗，茶。

【譯文】

根據中華民國○○年歲次○○、○月○日○時前後，在○○佛堂

裡面，現在有領受上天加被恩典、願頂受眾生罪業的兒等張光璧、孫

慧明，在此虔心至誠地準備表文上奏，因為（申請超拔人）○○○誠

心修道，心性力求清明真純；行道了愿，恒誠不懈；聞知彌勒祖師慈

悲哀憫鴻恩廣施，寬宥赦罪於幽冥地府亡靈眾生，而明明上帝皇 更敕

令頒條佈文（在此末後一著，大開普渡，廣度三曹），恩澤廣被於陰

司冥界，打破天地人界限，渾融為一體，統合三界眾生超生了死，均

會集於此一（先天大道、性理真傳的）法門。

現在有（申請超拔人）○○○懇求（兒等）給予慈悲體諒，為

其轉達孝心於明明上帝蓮前、彌勒祖師座前，以求皇 祖師慈悲敕

命，使（申請超拔人）○○○已故的父親○○○母親○○○能夠遵領

命、跟隨懿旨，前赴佛壇來聽從點籤。兒等別無他事呈奏，謹存赤

誠，恭敬地獻上清茶水果、素齋供品等，希望能向上奉達到皇 上帝

蓮前，懇求皇 上帝明鑑。兒等張光璧、孫慧明率眾等，俯伏於上帝

蓮前百叩。

二、超拔表文代表的意涵

（一）三曹普渡，天命殊勝

如前文所述，「超拔表文」所代表的，是地府幽冥鬼魂的「超

生了死」。而「超生了死」（其具體意涵已於「求道表文」中詳述）

本即是「天命殊勝」最大的符徵，更何況「超拔」是由「地府」直超

「理天」，故而「超拔表文」中特別強調這乃是「翻天地而為一體，

統生死均會法門」的寶貴大道才能成就的。



114

（二） 修道乃行功立德，盡大大孝

「天地重孝孝當先」71，中國人文化中最重要也最殊勝的，就是重

視孝道。因為這是人倫天性，根於每個人的天理良知，也正是性理真

道的具體展現。一貫道在道義上會通五教，但強調以儒教收圓，因為

著重在實踐，認為再至高無上的義理，也必須要落實在生活上的⯿體

力行之中，並能在日用尋常之間，戒慎至誠地「立⯿行道」；而「行

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孝道做好。故道場的法會課程中，必有一節

是「孝道」；研究班課程中，必講授《孝經》；老前人前人點傳師們

耳提面命的叮嚀鼓勵，總是：覺得道很好，要把道行出來，感動家裡

的二位老菩薩，讓二位老人家能求道、超生了死，不再輪迴受苦。活

佛師尊張天然在《一貫道疑問解答》中這樣說：

夫孝有凡聖之分：世俗之孝，「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不過將為人子的心盡到，就算完了。然而不能消解父母

之罪愆，脫出輪迴。72得以不在張門為子，李門為婦，所以這種

孝是小孝。如有真心孝子，追想劬勞難報，欲超拔父母者，非修

道不可。73

每一位子女，在面對父母臨命終前，最深切的關心與企盼，都是

希望父母在臨終前能夠不要受太多的苦，在往生後能夠到達一個祥和

自在的生命狀態（只要是相信死後靈性不滅的話），所以，無論生前

死後，是否能夠「超生了死」、得到性靈的自在清淨，就成為子女盡

孝最重要的關切了。

因此，無論是生前渡父母求道修道，或是為父母未求道已往生者

辦理超拔，都是每一個修子對「道」有清楚認識、肯定天命殊勝後努

力的目標之一。「修道不負清真有恒」，才能有機會超拔父母。而且

如活佛師尊張天然所說：

71.白水老人：〈百孝篇〉，《福山榮園》，第十二卷（1992年7月），頁94。

72.筆者按：此處標點宜作「，」。

73.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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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經過超拔之後，即可天榜掛號，地府抽名。而歸於理天，天

佛院自修堂。復經百日修煉，以恢復純陽之體。然後再由  明明

上帝，派定三官大帝，按功定果。但其果位，須以其生前之修

養，及其子孫之功德為標準。故仙佛聖賢，雖人各有份，然亦須

按其修煉與功德成績，而定其品蓮。74

超拔後的亡靈還可在理天繼續修煉，並依其生前修養及子孫功德來定

其功果。因此誠心修道，精進不懈地行功了愿，除了可助父母超生了

死（無論生前死後）之外，還能助父母在理天有較好的功果，例如：

師尊張天然的父親位證玉璽大帥，母親位證清靜菩薩；師母孫慧明的

父親位證聖德大帝，母親位證慧光菩薩；75白水聖帝韓老前人的父親位

證福德大仙，母親位證懿德大仙，夫人位證賢慈菩薩；76不休息菩薩陳

前人的父親位證承恩大帝，母親位證玄翎菩薩。77此等殊勝印證，除了

天命尊貴、天恩浩蕩之外，這些都是因為一代明師、老前人、前人老

對眾生們的無量慈心悲願與無私無為的犧牲奉獻所致。

除此之外，求道後八年左右，已敲了十八萬戶的門、至誠渡人的

道親——日本天恩壇壇主末廣亮，也是「修道不負清真有恒」最佳實

例。由於他的虔敬至誠、精進不懈，上天老 特准他超拔一千三百年

前的唐代祖先阿倍仲麻呂（為唐代名臣，與李白等為親善好友，現西

安市公園有其紀念碑），位證浩德大帝：

老師臨壇時，告訴末廣壇主說：「你的功德可以超拔你的這個祖

先。」末廣一聽：這不得了啊！聽說超拔父母就要一級功果；超

拔祖父母還要加級⋯⋯超拔到一千三百年前，那我還要多少功德

啊？

74.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3-44。

75.光明國學圖書館編印：《福山榮園集刊》第八卷（師尊師母成道六十周年），頁11。

76.〈福德大仙懿德大仙結緣訓〉，《承先啟後一真儒--白水老人百年誕辰紀念刊》（南投：光明集刊雜誌社，2000年），頁
185-187。

77.〈承恩大帝玄翎菩薩結緣訓〉（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歲次乙丑四月二十四日陳鴻珍與亡父陳鳳鳴亡母顏子雯結緣）（筆者按：
結緣訓中未載明結緣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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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拍拍他的肩膀說：「傻徒兒啊！真功德是從自性流露出來

的，你這份赤誠的心思已經是無量功德，絕對夠！老師准許你超

拔！去跟老前人稟告去。」78

「真功德是從自性流露出來的」、「赤誠的心思已是無量功

德」，因此，能秉持著無私無我、犧牲奉獻的至誠之心來立⯿行道，

孝德自然能夠感動上天，讓祖先父母親人皆能在理天享受性靈的解脫

逍遙，確實是為人子女所能竭力盡心的「大大孝」了！

三、超拔表文填寫之相關注意事項

超拔之事，一定要功德俱足，經師尊張天然師母孫慧明老前人前

人等大德者同意，否則是無法輕易辦理的。凡是道親入道後，立志誠

篤，真修實辦，內德外功都能精進不懈，經大德者同意，才能准予超

拔祖先。

（一）超拔的條件

78.末廣亮：《敲了十八萬戶的門》（高雄：合信印經處，1987年），頁38。

79.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2-43。本段標點的使用，與現今用法略有不同。然三德版與正一版皆同，
故擬不更動。

超拔祖先的具體條件規定，迭經三變。活佛師尊張天然曾如此說明：

古者佛規，一子成道，九祖超升。當初開普渡時，  無極 定

例：渡生不渡死，後來蒙三官大帝、地藏古佛，懇乞鴻恩；纔准

陰陽齊渡。因而立下佛院，以候超拔，得道歸空者，候期定位。

功德兼修者，取入超等。功德不及者，轉生再修；或降福地，享

此洪福。⋯⋯再一貫道有加果位一事，六十四功加一果，拔一層

父母，共計九層，係拔上九代，至下拔子孫者為恩拔。非有大功

大德不可。甲子年時，規矩又改，凡齊家者。即可拔父母。若拔

祖父母，與伯父母者；仍依前例二層果位，方為合格。其餘類

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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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一開始普渡時，是只「渡生不渡死」，氣天神仙幽冥

鬼魂其實都無法求道，是經三官大帝及地藏古佛的懇乞鴻恩，才開始

所謂的「三曹」（天曹、地曹、人曹）普渡。

而在路祖時期，原本是要渡一百人才能超拔一層父母。到了師尊

張天然時才改為渡六十四個人就能超拔一層父母。80之後到了民國十三

年時（甲子年），再改為誠心修道者，只要齊家共修，就可超拔父

母。而超拔祖父母的規定仍須二層果位，一直沒有更改。

如今隨著大道普傳開展，各道場對超拔條件亦各有不同的的規

定，以發一崇德道場為例，其條件如下：81

1.渡20人以上。

2.齊家求道。

3.超拔人本⯿清口茹素。

4.功德費為一般的十倍至一百倍以上。

5.前人許可。

（二）超拔的類別

1.超拔長輩曰超拔（點傳師才可超拔祖父母）。

2.超拔晚輩曰恩拔（恩拔要比超拔更需有功德）。

3.超拔平輩曰義拔。

（三）超拔表文填寫注意事項

1.超拔表文應事前準備，並填寫可先填寫的部分。

80.師尊張天然求道後一心想盡孝超拔父親，但渡了六十四位以後，就一直無法再渡到人，因此十分憂煩。師尊張天然的點傳師
代他向老祖師路中一說明。老祖師路中一懇請老 ，佛規才改為「由此人開始六十四功加一果，從此誠心修道者，渡六十四
人就能超拔一層父母。（發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至善班學界教材》〈白陽三聖行誼〉（韓老前人述）（南投：光慧文教
基金會2010年8月），頁13。

81.有些道場或組線已不舉辦超拔。此處關於超拔的條件、種類及注意事項，資料完全取自發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行德班社
會大專班教材》〈三表五愿〉頁20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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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位超拔人填寫一張表文，一位超拔人如同時超拔二人以上仍

只填寫一張表文。

3.超拔人指自己，被超拔人亡靈指要被超拔的亡靈。

4.掛號、表文、籤條等均以超拔人分乾坤，亡靈則不分乾坤。

5.若父母雙亡，且均未求道，須一起超拔。掛號時若只填寫超拔

亡父（或亡母），必須問明母親（或父親）是否健在，或已求

道否，並在掛號單之備註欄註明另一位尚健在或已求道（歸

空）。養父母、繼父母、翁姑等亦相同。

6.如亡父母及亡兄弟姊妹尚未求道，應先超拔父母，爾後再義拔

亡兄弟姊妹；掛號時若是填寫義拔兄弟或姊妹，掛號人員應問

清楚父母是否已求道，並在備註欄註明父母已求道。

7.掛號時，被超拔亡靈是超拔人之亡父（母）、翁（姑）、兄

（弟）、姊（妹）……等關係，掛號人員須詳細問清楚，如對

稱謂有疑問，應立即請示助理點傳師。

8.籤條須事先製作：用空白毛邊紙摺長度10公分裁開，再以每張

籤條寬度2.5公分摺好，每張籤條間用美工刀裁開但不使裁斷。

填寫籤條時，上下留天地各2公分，亡靈姓名寫在中間，以方便

超拔頂籤時超拔人的手指有位置可押。

9.乾道超拔人與坤道超拔人的籤條須分開寫，若同時超拔亡靈二

人以上，籤條須寫在一起，並不使裁斷。

10.籤條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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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特殊事項或有疑問時，應立即請示，以免有誤。

12.點傳師才可以超拔祖父母，點傳師以下可超拔父母親或其他親

人，如養父母、兄弟姊妹、叔伯母、小叔。

13.表文稱謂明細參考：

祖父
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父親
母親

繼父
繼母

養父
養母

岳父 岳母
公公 婆婆

大媽
被超拔人與
超拔人之關係

亡祖父
亡祖母

亡外祖父
亡外祖母

亡父
亡母

亡繼父
亡繼母

亡養父
亡養母

亡岳父 亡岳母
亡翁 亡姑

亡大媽 表文稱謂

伯父
伯母

叔叔
嬸嬸

舅舅
姑媽

兒子
女兒

姪子
姪女

哥哥 姊姊
弟弟 妹妹

先生
妻子

被超拔人與
超拔人之關係

亡伯父
亡伯母

亡叔
亡嬸母

亡舅
亡姑母

亡子
亡女

亡姪子
亡姪女

亡兄 亡姊
亡弟 亡妹

亡夫
亡妻

表文稱謂

14.掛號時如果要超拔亡靈不知道姓名，應先請前人重新命名，再

掛號超拔。

15.掛號時亡靈姓名要問明寫清楚，如有特殊少見的姓或名應於掛

號單上注音以方便唱名。

16.掛號時超拔人姓名不冠夫姓，亡靈姓名亦不須冠夫姓，但無法

分辨是否為冠夫姓，則照⯿分證上姓名填寫。

肆、結緣表文

「結緣」二字，原為佛教用語，意指：「於佛法結緣。創未來得

度之緣也。」（止觀六上曰：「和光同塵，結緣之始。」）82但現已

為一般情境所習用，而指「彼此交結善緣」之意。例如人與人之間，

82.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臺北：華嚴蓮社建康書局影印，1956年），卷下，頁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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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歡喜，而相互招呼認識，稱為結緣；甚至互相贈予物品留念，也

稱結緣。在寺廟裡，刻印捐贈經書勸化善信，稱為結緣；共同聽聞佛

法，彼此以結法緣，亦稱結緣。83

在一貫道中，此「結緣表文」的「結緣」，特別指的是在世眾

生或子孫與神靈或亡靈間的相會，並透過文字甚至語言來交流溝通；

而過程中所紀錄下來的文字則稱為「結緣訓」。但其與民間信仰中的

「牽亡」、「觀落陰」不同的是，後者是透過乩生靈媒到地府帶領亡

靈到陽間與親人相會，或是帶陽間親人到地府與亡靈相會，而前者卻

是與已求道的氣天神靈、歸空的修道者或已超拔至理天的亡靈相會，

且亡靈要結緣，必須在理天天佛院自修堂經過百日修煉、恢復純陽之

體後才可進行。84

同時，進行這種「結緣」的禮節，還必須經由上帝老 的敕命恩

准，85再由仙佛菩薩帶領神靈或亡靈到佛堂中與道親或家人結緣。「結

緣」的方式則是透過天地人三才以「開沙」或「借竅」的方式進行。

通常以「開沙」的方式居多，「借竅」為少數。

所謂「開沙」，須天地人三才合靈來進行：「天才」扶乩--執

「木筆」於「沙盤」中閉目橫書（書寫出來的字的方向不是向「天

才」自己，而是給站在九十度的「人才」的方向看），快速批寫「行

草」；「人才」報字--負責清整沙盤，讓「天才」可繼續寫下一句，

並將「天才」所寫的字句大聲報出；「地才」抄字--負責將「人才」

報的字用毛筆紀錄下來，並不觀看沙盤。批訓速度非常快，四十分鐘

約可批出千餘字。86而「借竅」則是仙佛、神靈或亡靈直接借「三才」

的⯿體對道親弟子慈悲說話。

83.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卷下，頁5190。

84.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3：「亡靈經過超拔之後，即可天榜掛號，地府抽名。而歸於理天，天佛院
自修堂。復經百日修煉，以恢復純陽之體。」

85.如前文曾提到的日本末廣亮壇主，在超拔其一千三百年前的遠祖之後，第一次在日本要結緣並未順利，而原因即是老 有
命，結緣時機尚未成熟。後經仙佛指點，請末廣亮壇主渡齊兄弟姊妹後再一起來結緣。

86.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37：「何謂三才？扶鸞時用三才，即天才人才地才是也。扶乩者稱為天才，
抄字者稱為地才，報字者稱為人才。三才組成，始能飛鸞宣化，所謂『天不言來地不言，天道藉人把道宣；繼往開來古今
理，代代脈脈續心傳』。正此意也。」頁36：「遂借木筆沙盤，宣傳先天大道，一貫真傳。」頁38：「而充當三才之資格，
自應注意，必須根基深厚，品性端方，情欲淡薄，主敬存誠，愿力深宏，志力堅恒，始能充任三才。而三才合靈，尤為不可
缺少之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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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要說明的「結緣表文」，就是要請求上帝老 恩賜結緣，

所必須先呈奏的表文。

一、結緣表文的內容與格式

在說明結緣表文內容之前，茲先將表文內容格式呈現如下87：

　　　

　　

       表      文      呈      奏      

                        弟子        
                             ○○○誠 惶 誠 恐 虔 心 跪 在

明明上帝蓮下乞施慈愍事竊以弟子之亡（父）○○○

　　　　超拔 （歸空） 已久未得結緣   叩懇

　　恩師具表代呈

上帝敕令

　　東嶽大帝案下迅提該亡靈到壇結續佛緣不勝感激

　　　　待命之至謹具表章以達

上聞
　　　　　　　　　　　　　　　　　　　　　　　　　弟子○○○俯伏百叩

　　　　　　（中華民國）　年歲次　　月　　日立

87.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表文格式﹝三表五愿﹞》，頁10。此結緣表文在格式上依105年雲林道場文書研習手冊（頁24），在
括弧說明文字部份則依〔三表五愿〕所載。據筆者查證，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結緣表文並無事先印製好的宣紙實務本。而〔三
表五愿〕的結緣表文在「待命之至⋯⋯」等的空格書寫格式有錯誤，故格式上依文書研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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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呈奏、蓮下、竊、具表、叩「懇」、「敕」令：已見前面求

道、超拔表文註解）

2.乞施慈愍事：乞求，引申為盼望、希冀。施：施予。愍：憐

恤、哀憐。全句意為：乞求上帝老 施予慈悲憐憫的事情（指

結緣之事）。

3.敕令：命令。用「敕」表示恭敬。恭請上帝老 頒佈命令。

4.東嶽大帝：為東嶽泰山之神。泰山古稱岱山又稱東嶽。東嶽泰

山為五嶽之首，乃「群山之祖，五嶽之宗，天帝之子，神靈之

府也」。88《博物志》卷一:「《援神契》曰：泰山，天帝孫

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主人生命之長短。」89泰山

位於東方，依五行屬木，依時為春，又是太陽升起之處，是萬

物發祥的地方，故「泰山」之神被認為具有主生的職能。秦漢

以前，古人認為泰山是「峻極之地」，是人與天相通的神地，

對其極為崇拜畏敬。帝王登基，必先到泰山封禪告天。漢代以

後，盛傳人死後，神魂要回歸泰山，於是登天之途，又變為專

治冥鬼的地府。《後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90《搜神記》（《道藏》本）：

「至漢明帝封太山元帥，掌人世居民貴賤高下之分，祿科長短

之事，十八地獄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91故其職掌範

圍便包括人間居民貴賤生死、窮通禍福，及綜理冥界一切生死

修短、賞善罰惡之事。而此種對泰山之神的崇敬信仰在歷史中

不斷發展下來，其神格逐步高昇，最後成為「東嶽泰山天齊仁

聖大帝」，簡稱「東嶽大帝」或「仁聖大帝」。故此處恭請老 

敕令、提領已由地府超拔的亡靈時，要透過主掌幽冥地府一

切事務的東嶽大帝。

88.佚名：《搜神記》（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正統道藏》第六十冊〈續道藏〉高字號），卷一，頁220。

89.（晉）張華：《博物志》（臺北：中華書局，1978年，《四部備要子部》），頁四（此頁碼依原書格式）。

90.（劉宋）范曄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 （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中國學術類編》），（四），頁2980。

91.佚名：《搜神記》，《正統道藏》第六十冊〈續道藏〉高字號，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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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藏古佛：依《地藏十輪經》第一卷：「安忍不動，猶如大

地，靜慮深密，猶如密藏」，而名「地藏」。92而據《地藏菩

薩本願經》上卷所載，地藏菩薩在忉利天受釋迦如來咐囑，在

釋迦入滅以後，彌勒佛未生之前，每日教化六道眾生，眾生賴

以救苦。「久遠劫來屢發弘願」，誓必度盡六道眾生，始願

成佛；又誓「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故稱「大願」地藏王

菩薩。93又佛滅度一千五百年，降跡新羅（今韓國）為王子，

姓金，號喬覺。唐高宗永徽四年，年二十四歲，祝髮，攜白犬

善聽，航海來華至安徽省九華山，苦行虔修七十五載，至開元

十六年七月三十夜成道，年九十九歲，至今肉體不朽。今現⯿

於人天地獄之中，以救苦難，渡化鬼魂。

【譯文】

弟子（在世子女或後學請求結緣者）○○○內心惶恐不安、戒懼

存誠，虔敬地跪在明明上帝皇 蓮座之下，乞求皇 廣開鴻恩，施予

慈悲憐恤之事如下：弟子竊自以為弟子已故之父親○○○或已故之母

親○○○超拔歸空時日已久，尚未結緣，在此叩求懇請　恩師老人家

敬備表文代為上呈給上帝皇 ，祈求（上帝皇 ）頒敕詔命至東嶽大

帝、地藏古佛掌理案前，迅速提領該亡靈到壇結續佛緣。弟子萬分感

激，虔敬在此恭候皇 敕令到來，虔敬恭謹地備呈表章，希望能向上

奉達到上帝皇 蓮前，懇求上帝皇 明鑑。弟子○○○俯伏於上帝皇

蓮前百叩。

二、結緣表文代表的意涵

（一）天命的證驗

如前文所述，「求道表文」、「超拔表文」都是天命殊勝的表

92.大藏經刊行會：《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三冊大集
部》），卷一，頁722。

93.大藏經刊行會：《地藏菩薩本願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三冊大集部》），
卷上，頁779。

徵，而「結緣表文」則是「超拔表文」的證驗。活佛師尊張天然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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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靈超拔，經過百日以後，就能到壇結緣批訓。說明閻君輪迴之

苦難，如何超脫，如何飛昇極樂理天，享受清福。以及生前未經

辦理清楚之事，臨終未經囑咐明白之言，均能在鸞壇上詳細批

明。或借人敘述，可為超拔亡靈確切之證驗。94

也就是說，在亡靈超拔百日之後，可藉由與亡靈結緣，請亡靈在

鸞壇批訓說明（即「結緣訓」），來做為其確切超拔的證驗，並因而

讓在世的家屬確認父母祖先的歸處與安頓而感到放心。在許多亡靈的

結緣訓中，我們甚至可看到在訓文中，就明白書寫出在場家人親友的

姓名，或僅有當事人知道、不為外人所知的一些事情，甚至是當場與

會者內心想法或疑問的回應，請參看【附錄〈結緣訓〉示例】95。由此

更證明「超拔」、「結緣」的確實而奧妙寶貴，並進而明示了「道真

理真天命真」、三曹普渡的天命之殊勝。

（二）修辦典範的傳揚

透過「結緣表文」呈奏，進行「結緣禮節」之後，就是三才的

「開沙」結緣。而在「開沙」後的「結緣訓」中，通常就會說明亡靈

在理天的狀況，以及上帝老 按功定果所封敕賜予的果位。於是在

禮節最後「結緣訓」的說明講解中，就會將亡靈此生所修辦的歷程與

付出再詳實完整的說明一遍，讓在場的家屬道親清楚深刻地領受亡靈

「修辦典範」的感召與叮嚀勸勉，進而更加惕勵自己精進不懈，真修

實辦。96因此「結緣」整體所代表的，也是白陽修辦史上一個個「修辦

典範」的傳揚與銘記！

三、結緣表文填寫之相關注意事項

如前所述，「結緣」是非常殊勝、代表天命驗證的大事，因此各

道場在辦理時都是非常莊嚴慎重的，在辦理時的條件也各有規定，此

處以發一崇德道場為例來說明：

94.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3。

95.例如〈斗六七仙真結緣訓〉（雲林：斗六崇修堂，2011年3月16日）、本文附錄〈勇寬九州大將軍學仁大仙結緣訓〉（臺
北：崇德佛院，2010年3月21日）等。

96.例如〈慈恩大仙行誼〉（善書圖書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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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緣的條件

由於道親眾多，三才有限，因此通常是點傳師（含）以上才會辦

理結緣，但若是在道場上付出真功實善者，或是殉道者雖非點傳師亦

可申請。97程序是家屬或道親可透過點傳師向道務中心申請，道務中心

認可後向道場申請通過後即可辦理。

（二）結緣表文填寫的注意事項：

由於結緣表文的內容較為簡要單純，因此書寫上唯一必須特別注

意的重點如下；98

1.掛號填寫：

（1）道親：編號、姓名、壇別。

（2）親戚：編號、姓名、年齡、職業、關係（吃素一天，提早半小

時到，掛完號須安排場地集合，先請點傳師慈悲）。

（3）此名單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留個紀錄，一方面便於稟報

前人，另一方面則書寫在表文上，亦可提醒亡靈。

2.表文填寫：結緣表文前面可寫兩位代表，後面要把所有參與的

親屬與名字全部書寫上去。若位置不夠，可再浮貼一張來書

寫。

伍、結論

綜合上文對於「三表」內容及代表意義的探討，可知「求道表

文」、「超拔表文」乃人間眾生、氣天神祇、及冥界亡靈「求道」、

「超拔」的依據，亦即「天命」流傳、「超生了死」的具體呈現；而

「結緣表文」則是前述三者「超生了死」證驗的憑據。

97.例如〈馬鳳婷與亡姐馬鳳英結緣訓〉（善書圖書館網頁）。

98.此處結緣表文的掛號內容及注意事項，資料取自發一崇德教務更新小組：《行德班社會大專班教材》〈三表五愿〉頁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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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天命」，既是指「天命之謂性」99的眾生清淨自如的本

來面目（「性理真傳」），也是指來自上天皇 的鴻恩慈憫（「天

恩」）：在此「末後一著」，「三曹普渡」、「道降火宅」的白陽盛

會裡，讓宿世有修、祖上有德、佛緣深厚的原胎佛子，能夠透過引保

點傳三師的成全，得聞大道，「天榜掛號，地府抽丁」，再次回歸性

靈理天的原鄉聖域（「天命真傳」）。

就此立基於「天命」、「天恩」的修持本質而言，一切的修持實

踐又都只是「借假修真」100：「名為得道，實無所得」101、「復歸於嬰

兒」、「復歸於無極」102、「恢復本性之自然」103的「本來無一物」；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104——都是為了「回歸」、「恢復」本然自

然的「天命（之謂性）」；惟有（後人）的「回歸」「恢復」（「天

命」），才能真正傳承（前聖）所傳的「聖道」，故而須憑藉著聖聖

相傳的「愿立」與「願行」，「天命」才能傳承永續而自在流行。

（「道統真傳」105）

在「三表」中，此所謂「聖聖相傳」的「愿立」與「願行」，

除了體現在表文裡的彌勒祖師、天然師尊張天然月慧師母孫慧明三位

明師「引」、「保」、「頂」的宏深悲願之外，更具體而微地展現在

「敬天地、禮神明」的虔敬莊嚴、謙卑感恩、動靜守一的「三表」儀

節踐履之中。

故而活佛師尊張天然如是說：

一貫真傳，必須三教齊修，不偏不倚，行儒門之禮儀，用道教之

工夫，守佛家之規戒。106

99.〈中庸〉《十三經注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879。

100.濟公活佛、郭廷棟等：《性理題釋》〈道之宗旨〉，頁4。

101.太上老君著、院長大人註解：《清靜經》（臺北：明德出版社，1996年5月10日），頁3。

102.（清）宋龍淵註解：《道德經講義》（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初版八刷），頁30。

103.濟公活佛、郭廷棟等：《性理題釋》，〈道之宗旨〉，頁4 。

104.濟公活佛、郭廷棟等：《清靜經》（臺北：明德出版社，1996年5月10日），頁3。

105.天然古佛等：《天佛院遊記》，頁88。

106.濟公活佛、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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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假修真」的過程中，「禮門義路」、「綱常倫理」、「虔

敬虛靜」、「三皈五戒」的謹守與實踐，正是來自真心愿立、實心

願行的恒誠修煉，也是「性體既明」後，「不習自正」，「性天」中

的自然流露。107惟有清真有恒的篤志願行、老實修煉，才能真正「體

悟」「真道」，才能真正「傳承」「聖道」（「能悟之者，可傳聖

道」）；聖聖「相傳」的「天命」才能真正永續傳承自在流行！

故而「三表」所涵攝的一切的微禮細節的重視與呈現，並進而推

展落實在心性修持與日常行止中的「語默動靜皆是道」，正是一貫大

道「敬天地、禮神明」儀節中精嚴細膩、深富教化與修煉意涵的具體

展現。

要言之，「三表」表文的內涵，深刻地統攝了一貫真傳以「天

命」（天恩）與「明師」（願行）為傳道核心的寶貴真諦。

107.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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え ⻞  㖖 結 緣 ⥂ 㖗 ḻ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歲 次 庚 寅 三 月 廿 一 日 台 北 崇 德 佛 院

Ս 寬 九 州 大 將 軍 㜮 學 仁 大 仙 結 緣 訓

 

　 　 　 所 謂 十 年 ⾵ 一 Դ

　 　 　 今 請 ↶ 其 ⺾

　 　 　 修 道 之 始 終

　 　 　 如 ⾵ Դ 成 其 ⺾

　 　 　 如 磨 石 成 其 針

　 　 　 如 Ҽ 煉 成 其 ⻘

　 　 　 如 ԓ ↚ 成 其 ⃦

　 　 　 在 一 誠 　 在 一 ණ

　 　 　 在 一 Ս 　 在 一 智

　 　 　 因 其 人 有 信

　 　 　 而 功 成 名 就 ⯿ 退

　 　 　 故 得 證

　 　 　 ؟ 乃

　 　 白 水 聖 帝 　 奉

命 　

　 　 　 帶 將 軍 與 大 仙

　 　 　 降 崇 德 大 樓

　 　 　 入 門 先 參

皇 容 　

　 　 　 今 日 結 緣 非 同 小 可

　 　 　 各 且 依 己 之 體 力 與 誠 心

　 　 　 各 自 ᅋ 酌

　 　 　 再 問 問 大 家 都 好 ܜ

　 　 　 見 到 我 來 開 心 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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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是 失 望 ۆ

　 　 　 放 心

　 　 　 你 們 的 不 休 息 菩 薩

　 　 　 當 然 一 起 來 關 心 你 們

　 　 　 此 次 盛 舉 有 情 有 義

　 　 　 ॎ 亦 關 心 與 歡 喜

　 　 　 ؟ 且 不 多 言 示

　 　 　 參 叩

駕 　 各 且 立 站 主 敬 存 誠

　 　 　 ٻ ٻ

　 　 　 ச ௧ 之 路 程

　 　 　 可 以 營 造 寬 ᄡ 之 ನ 莊

　 　 　 ᇯ 㓺 之 時 際

　 　 　 可 以 ℱ 造 永 ණ 之 光 ⱇ

　 　 　 我

　 　 　 Ս 寬 九 州 大 將 軍 　 跪 領

旨 　 重 返 人 間 　 ඔ ඔ 參 叩

皇 座 　 再 向

　 　 　 白 水 聖 帝 　

　 　 　 不 休 息 菩 薩 　 參 駕 頂 禮

　 　 　 各 位 點 傳 師 一 一 叩 拜 頂 禮

　 　 　 各 位 道 親 感 恩 言 好

　 　 　 我 之 家 人 速 速 百 叩 天 恩 ⨀

　 　 　 我 方 敢 再 下 述

　 　 　 ٩ ٩

　 　 　 感 恩 道 場 與 前 賢

　 　 　 還 有 同 修 之 愛 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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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全 後 學 與 家 人

　 　 　 不 ⴈ 餘 力 實 感 念

　 　 　 人 生 短 暫 在 Ψ ൸

　 　 　 無 常 來 到 即 盡 緣

　 　 　 百 代 過 ઼ 今 何 在

　 　 　 生 死 早 定 非 虛 言

　 　 　 後 學 沾 恩 承 師 德

　 　 　 前 人 成 全 ᮙ ػ ᮛ

　 　 　 回 想 從 前 歷 在 目

　 　 　 不 堪 回 首 ᛀ 雙 眼

　 　 　 時 以 感 恩 之 心 志

　 　 　 感 ⨀ 大 家 至 結 緣

　 　 　 ٩ ٩

　 　 　 ᚷ ᬆ 近 日 可 好 ܜ

　 　 　 精 神 實 在 有 些 ద

　 　 　 生 老 ᯼ 死 若 苦 海

　 　 　 借 此 修 性 天 機 察

　 　 　 夫 妻 一 場 好 把 握

　 　 　 不 再  ݂ 昧 根 ␠

　 　 　 我 知 你 定  強 起

　 　 　 後 事 一 切 圓 滿 達

　 　 　 人 間 之 事 人 間 解

　 　 　 勿 要 ว 慮 心 ๘ 麻

　 　 　 雙 親 盡 孝 己 未 能

　 　 　 有 你 真 好 盡 孝 達

　 　 　 你 ؠ 更 要 心 寬 放

　 　 　 識 透 真 假 無 真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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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下 解 脫 能 自 在

　 　 　 逍 遙 萬 八 非 虛 ݕ

　 　 　 保 重 有 用 之 肉 體

　 　 　 借 假 修 真 轉 法 華

　 　 　 　 　 　 　 好 不 好

　 　 　 建 Ᏻ 建 興 與 ᚷ 真

　 　 　 感 ⨀ 今 日 結 緣 臨

　 　 　 同 修 共 辦 有 緣 份

　 　 　 此 等 根 基 實 弘 深

　 　 　 把 握 當 下 得 ᫂ 貴

　 　 　 ᫂ ฏ Ⴔ 有 日 新 民

　 　 　 　 　 　 　 好 不 好

　 　 　 ጅ 冠 一 雙 好 兒 女

　 　 　 ጅ ヘ 冠 ⱇ 相 知 ฏ

　 　 　 ঋ 弟 孝 順 明 真 諦

　 　 　 一 家 和 樂 成 歡 喜

　 　 　 你 們 知 書 又 達 禮

　 　 　 百 善 首 孝 建 立 及

　 　 　 有 志 一 同 發 心 愿

　 　 　 共 辦 大 道 ℗ 菩 提

　 　 　 　 　 　 　 好 不 好

　 　 　 亦 要 代 我 問 大 ঝ

　 　 　 還 有 二 位 好 阿 ঝ

　 　 　 皆 是 祝 福 來 行 道

　 　 　 此 道 通 天 登 科 ⯥

　 　 　 　 　 　 　 好 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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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點 傳 好 兄 弟

　 　 　 ⨀ ⨀ 成 全 緣 份 ฏ

　 　 　 請 起 勿 跪 擔 不 起

　 　 　 各 位 點 傳 問 安 體

　 　 　 龍 德 ⹐ 德 前 賢 們

　 　 　 同 修 共 辦 互 提 攜  

　 　 　 有 緣 方 能 聚 一 起

　 　 　 文 書 想 念 大 事 紀

　 　 　 ຣ 起 以 往 之 相 聚

　 　 　 文 書 處 理 攝 影 底

　 　 　 留 下 美 好 之 回 ຣ

　 　 　 皆 是 盡 心 當 下 එ

　 　 　 修 辦 渡 眾 超 名 利

　 　 　 ᤩ 然 一 新 非 往 ᆟ

　 　 　 同 修 之 間 ߨ 和 氣

　 　 　 一 道 同 風 振 ━ ㄆ

　 　 　 時 機 緣 份 之 牽 引

　 　 　 有 幸 得 以 付 出 ᵦ

　 　 　 甚 是 感 恩 再 感 念

　 　 　 前 賢 引 保 之 提 攜

　 　 　 若 能 始 終 初 發 應

　 　 　 成 佛 有 餘 試 根 基

　 　 　 　 　 　 　 好 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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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水 聖 帝 來 提 起

　 　 　 ؟ 將 輾 轉 交 乩 筆

　 　 　 回 首 再 看 我 家 人

　 　 　 ၽ 愛 保 重 心 開 喜

　 　 　 　 　 　 　 ٩ ٩ 止

　 　 　 不 二 隨 順 　 化 心 化 性 　 化 己 化 人

　 　 　 平 等 本 際 　 存 善 明 善 　 揚 善 助 善

　 　 　 ⯿ 心 ૐ 滅 　 知 止 行 止 　 修 止 休 止

　 　 　 圓 滿 十 方 　 ණ 順 逆 順 　 平 順 隨 順

　 　 　 我

　 　 學 仁 大 仙 　 李 健 仁 　 跪 領

旨 　 來 至 凡 間 　 ඔ ඔ 參 叩

皇 　় 再 向 老 前 人 㜮

　 　 　 大 姑 前 人 頂 禮 問 安

　 　 　 各 位 點 傳 師 天 命 一 一 頂 禮

　 　 　 我 之 同 修 麻  前 人 百 叩

　 　 　 天 恩 ⨀ 　 我 方 能 再 下 語

　 　 　 　 　 　 　 　 　 　 　 ٩ ٩

　 　 　 賴 ঋ 　 劉 ঋ 　 與 ᙈ 姑 不 用 了

　 　 　 請 起 ۆ 請 起 　

　 　 　 真 是 ᔗ ՛ 　ۙ

　 　 　 真 正 是 有 感 動

　 　 　 大 仙 那 ٞ 大 仙 　ٞ

　 　 　 ᏸ ᐓ ݐ ֦ ద 不 多

　 　 　 我 是 講 大 仙 那 ٞ 大 仙

　 　 　 就 是 大 仙 　 ᾰ ˑ 㓯



134

　 　 　 ඦ ძ 功 德 親 Э 天

　 　 　 我 這 個 小 仙 　 來 到 這 ۆ 　 實 在 無 ᾰ ۘ ̌ ۙ

　 　 　 感 ⨀ ඦ 大 家 　ٞ

　 　 　 有 情 甲 有 義 　 乎 ඦ 請 轉 來 　

　 　 　 看 著 佛 ግ 滿 滿 是 　 真 青 抄   真 好 吃 ٞ

　 　 　 ἥ ⛵ 是 賴 大 ঋ 誠 心 足 感 心 照 顧 我

　 　 　 給 我 吃 乎  　 打 ཾ 講 道 理 　 崇 德 學 院 ძ 好 ݠ

　 　 　 前 ᙰ 死 在 沙 ᢌ 上 　

　 　 　 後 ᙰ ᮙ 有 活 起 來  　 有 ݠ

　 　 　 大 家 ძ 是 好 人 才

　 　 　 只 要 有 心 上 天 加 靈

　 　 　 誠 心 誠 意 來 感 受 天 的 意

　 　 　 一 定 會 通

　 　 　 ඦ 講 對 不 對 　

　 　 　 劉 ঋ 真 正 真 感 心 ؠ

　 　 　 緊 起 來 　 ⬮ 緊 甲 你 扶 起 來 ۙ

　 　 　 在 生 大 家 做 ̌ 辦

　 　 　 做 ̌ 行 　 做 ̌ 走 　 真 正 ⬶ ػ

　 　 　 雲 林 道 場 請 二 位 甲 大 家 問 好

　 　 　 感 ⨀ 大 家 的 關 照 　 ⨀ ⨀ ඦ ۙ

　 　 　 腳 無 好 　 又 ვ 愛 站

　 　 　 請 ඦ ࠈ 下 來 ۙ    感 恩 ݦ

　 　 　 劉 ঋ ݄ 義 那 邊 青 科 阿 和 代 我 問 好

　 　 　 跟 他 們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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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師 重 道 　 承 上 啟 下

　 　 　 這 是 一 定 愛 做 的 　

　 　 　 ᮙ 哪 友 孝 父 母 同 ᓰ

　 　 　 愛 尊 重 按 人 道 做 乎 好

　 　 　 天 道 自 然 成

　 　 　 我 在 生 ݐ 有 ⌑ 氣 甲 毛 ᯼

　 　 　 跟 你 們 講 一 個 Ẩ 密

　 　 　 ⬮ 緊 修 乎 伊 好 　 才 是 明 智 之 者

　 　 　 這 些 麻  的

　 　 　 聽 進 去 不 要 聽 過 去

　 　 　 知 ݠ 知 　 ⨀ ⨀ ۙ

　 　 　 國 外 很 多 點 傳 師 　 道 親 今 來 到

　 　 　  隆 ࠋ 㓳 經 理 　 陳 健 發

　 　 　 古 金 運 　 古 金 祥

　 　 　 還 有 莫 經 理 　 若 要 一 一 來 稱 呼

　 　 　 ඇ 時 間 有 限

　 　 　 Apa khabar  諸 位 點 傳 師

　 　 　 還 有 එ 保 　 ఫ 生 　 馬 來 西 ˁ

　 　 　 諸 位 大 家 感 ⨀ 問 好

　 　 　 ᏸ ᐓ 現 在 著 時 了 ܜ

　 　 　 ؿ ᏸ ᐓ 我 是 崇 德 班

　 　 　 你 們 才 是 新 民 班 而 已 ۙ

　 　 　 實 在 感 ⨀ 大 家 以 往 之 照 顧

　 　 　 祝 你 們 道 務 宏 展

　 　 　 聖 凡 皆 如 意 　 ٩ 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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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尼 ◳ 點 傳 亦 是 APA KHABAR 

　 　 　 立 人 前 多 擔 當 　 ㇞ 水 思 其 源

　 　 　 ▼ 德 ఛ 沒 看 到

　 　 　 亦 是 祝 他 修 辦 誠 敬 如 初

　 　 　 問 好 印 尼 諸 道 親 　 ⨀ ⨀ 關 心 　 ٩ ٩

　 　 　 ⓪ 律 ⫖ 許 ጒ 　 也 有 許 太 太 林 ঋ 你 好

　 　 　 林 經 理 　 曾 經 理 　 許 經 理 　 張 經 理 大 家 好 早 起

　 　 　 來 到 台 灣 也 熱 　 但 是 也 好 　ٞ

　 　 　 看 著 ඦ 也 ⬶ ػ 　 祝 福 ඦ 平 安 快 樂 　 道 務 宏 展

　 　 　 ũ ų ū ŭ ű ŧ Ţ ş ť ş

　 　 　 大 家 好 　 我 也 好 　

　 　 　 心 情 輕 ㌂ 　 歡 喜 來 辦 道

　 　 　 好 ڨ 好 　 也 好 對 ݠ

　 　 　 　 　 　 　 　 　 ٩ ٩

　 　 　 ũ ų Ŭ ť Ŭ ŧ Ũ ŧ ŵ ş  

　 　 　 山 下 　 龍 口 　 三 位 點 傳 師

　 　 　 お 元 氣 で す か 　 一 也

　 　 　 ┱ 經 理 ⨀ ⨀ 你 幫 ൢ 翻 譯

　 　 　 回 想 起 ཚ 㓫 　 お い し ぃ 　

　 　 　 ⸆  大 好

　 　 　 這 些 都 是 與 你 們 共 同 的 回 ຣ

　 　 　 新 ౾ 線 我 比 你 們 行

　 　 　 道 理 講 通 一 理 通 萬 事 通

　 　 　 日 本 去 過 最 多 次

　 　 　 跟 你 們 很 有 緣

　 　 　 Ten ni si ku  㖌 點 傳 師 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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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 來 問 好

　 　 　 感 恩 你 們 有 情 有 情

　 　 　 好 好 修 辦 　 相 信 仙 佛

　 　 　 相 信 老 天 　 這 是 誠 懇 ⋄ ⌝ 之 言

　 　 　 有 誠 有 信 方 可 成 就

　 　 　 祝 福 你 們 法 喜 充 滿

　 　 　 加 緊 辦 　 好 不 好

　 　 　 阿 里 阿 多 　

　 　 　 　 　 ٩ ٩

　 　 　 Nemnpel　 ഘ 經 理

　 　 　 尼 ᘄ 爾 道 親 人 民 很 善 良

　 　 　 我 好 Э 看 起 來 Э 那 邊 的 人 　 㓺 㓺 ۙ

　 　 　 目 ᴘ 大 大 ㆗ 　 帶 一 頂 ⏀ 行  　

　 　 　 གྷ 一 條 尼 ᘄ 爾 的 圍 య 　 不 Э 也 Э ۙ

　 　 　 　 　 　 　 　 　 　 　 　 　 　 　 　 ٩ ٩

　 　 　

　 　 　 How Are You

　 　 　 美 國 點 傳 師 ⵗ 文 ␖ 　 初 ኟ

　 　 　 ᘾ ቢ Ḍ 　 舊 金 山 　

　 　 　 周 宏 Ⳙ 的 Һ ᚮ ᚲ

　 　 　 還 有 Ů ŧ Ÿ Ÿ ş

　 　 　 這 是 他 一 貫 的 招 待

　 　 　 溫 哥 華 張 經 理 　 西 ゜ ߧ 林 育 靜

　 　 　 還 有 ⦨ 　 ᜀ 講 師 　 你 與 我 同 ᓰ 　 㓺 㓺 　 目 ᴘ 大 大 ㆗

　 　 　 還 有 對 道 的 誠 心 甲 熱 心 ძ 同 ᓰ 　 辛 苦 總 是 會 過 去 　 要 有 信 心

　 　 　 上 天 一 定 會 Ⴄ 轉

　 　 　 多 倫 多 也 有 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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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 ძ 是 真 有 心

　 　 　 感 ⨀ 感 恩 　 照 顧 愛 護

　 　 　 祝 ඦ 大 家 　 歡 喜 修 辦 　 突 破 困 頓

　 　 　 　 　 　 　 　 　 　 　 　 　 　 好 不 好

　 　 　 小 鍾 上 班 的 老 〕 ়

　 　 　 㓳 經 理 ⯿ 體 好 ܜ

　 　 　 年 歲 越 大 頭 ᕄ 不 能 ᶶ 叩 叩

　 　 　 辦 道 要 知 人 的 心 　 順 心 用 人

　 　 　 道 務 自 然 宏 展 　

　 　 　 恭 喜 ඦ 　ۙ

　 　 　 早 ᇏ ᛸ ᠑ 各 位 點 傳 師 王 經 理

　 　 　 各 位 點 傳 師 ڨ 該 哂

　 　 　 來 到 崇 德 大 樓 結 緣

　 　 　 亦 是 祝 福 修 道 辦 道

　 　 　 無 怨 無 悔 　 尊 師 重 道 　 承 上 啟 下 　

　 　 　 由 此 帶 起 道 務 一 定 興 ᆈ 　 好 ڨ 好 　 ㇞ 茶 好 好 ㇔ ٞ

　 　 　 但 是 較 ᗴ 少 吃 也 好 　 　 　 ٩ ٩

　 　 　 大 家 站 得 有 些 久

　 　 　 休 息 休 息 好 ܜ ？

　 　 　 我 是 不 用 休 息 ۙ

　 　 　 可 是 你 們 人 生 大 事 要 解 ᗉ

　 　 　 休 息 一 下 　 好 ڨ 好

　 　 　 　 　 　 　 　 ٩ ٩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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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家 是 否 較 輕 ㌂ 　 解 脫 萬 事 通

　 　 　 可 以 繼 續 戰 落 去

　 　 　 實 在 實 在 講 實 話

　 　 　 這 ⯿ 體 之 ᯼ 痛 　 實 在 磨 煉 人 心 性

　 　 　 ᯼ 來 時 否 接 受 　 ᯼ 來 磨 否 看 透

　 　 　 不 要 小 看 這 幾 言

　 　 　 經 過 你 們 就 知 道

　 　 　 講 經 說 法 　 修 道 辦 道

　 　 　 好 似 一 切 看 得 通 透

　 　 　 真 在 其 中 時 才 是 試 煉 ᛑ 煉 ۆ

　 　 　 走 過 一 程 才 知 以 前

　 　 　 不 甚 ສ 人 心 　 不 甚 知 體 貼

　 　 　 有 ᯼ 方 知 無 ᯼ 之 樂

　 　 　 有 道 可 修 　 有 道 可 辦 　 有 道 可 講 　

　 　 　 實 是 人 間 一 大 樂 事 ۆ 　 我 樂 在 其 中

　 　 　 但 亦 有 些 沒 看 通 透 的 　

　 　 　 行 為 有 些 不 圓 滿 的 　

　 　 　 言 語 有 些 不  Ⱆ 的

　 　 　 還 請 大 家 見 諒 ۆ

　 　 　 　 　 　 　 　 ٩ ٩

　 　 　 新 加 ࠋ ݐ 有 來 　 各 位 大 家 來 祝 福

　 　 　 有 國 有 家 好 修 辦 　 善 用 此 生 做 完 全

　 　 　 　 　 　 　 　 　 　 　 　 　 　 　 好 不 好

　 　 　 還 有 韓 國 An Ijud Ha Saiyou 

　 　 　 ◳ 經 理 來 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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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哥 的 ⶸ ⷫ 㓫

　 　 　 還 有 KjngJing  海  ㇝

　 　 　 皆 是 人 間 美 ػ

　 　 　 Comsahamida 

　 　 　 亦 向 道 親 ⨀ ⨀ 問 好 　 　 　

　 　 　 　 　 　 　 　 好 不 好

　 　 　 高 ゛ 道 場 劉 經 理

　 　 　 還 有 群 賢 弘 德 李 經 理

　 　 　 愛 河 現 在 很 ឍ 亮

　 　 　 很 好 講 道 的 處 所

　 　 　 又 有 ٖ ۔ Һ ᚮ ᚲ

　 　 　 活 ោ 生 動 傳 其 道

　 　 　 ⨀ ⨀ 前 來 結 緣 進

　 　 　 祝 福 高 ゛ 道 辦 開 展

　 　 　 　 　 　 　 　 好 不 好

　 　 　 台 南 朱 點 傳 ⨀ ⨀ 來 結 緣

　 　 　 濟 德 佛 院 越 蓋 越 大 　 道 務 很 宏 展 چ 　

　 　 　 亦 祝 你 們 ⯿ 體 都 健 ನ 　 萬 事 很 如 意

　 　 　 　 　 　 　 　 　 　 　 　 　 　 　 好 不 好

　 　 　 好 Э 換 到 台 北  　 看 看 真 是 一 ᧅ Ⰷ

　 　 　 陸 　 感 ⨀ 你 　ۙ و 要 ვ 來 ⩪ ݝ 鼓

　 　 　 今 天 沒 有 時 間 ۙ

　 　 　 我 愛 講 道 理 　 你 那 無 ⱚ 呢

　 　 　 一 講 麻 事 幾 多 ཚ 點 鐘 　 實 在 真 奧 妙

　 　 　 講 也 時 ⡛ ძ 累 　 ᮙ ཚ ݐ ݝ 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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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你 一 講 五 點 鐘 　 無 ᾰ ۘ ۙ

　 　 　 你 真 會 學 老 前 人 講 話

　 　 　 大 姑 講 叫 你 學 一 段 ۙ

　 　 　 四 五 孝 親 活 動 　 百 孝 經 老 水 還 ៜ

　 　 　 老 前 人 說 　 你 們 都 看 得 到

　 　 　 做 好 準 備 　 重 新 出 發

　 　 　 準 備 不 夠 　 ඇ 讓 人 看 笑 話

　 　 　 他 老 鼓 勵 我 們

　 　 　 要 俱 足 方 能 無 畏 懼

　 　 　 存 慈 悲 方 能 展 格 ଞ 　 記 住 了 沒

　 　 　 ⨀ ጒ 近 來 好 不 好 　

　 　 　 責 任 ᓏ 力 一 體 兩 面

　 　 　 費 心 Ⴝ 勞 ᾋ 劃 你 最 會

　 　 　 頭 〉 清 楚 　 ⠐ ࣱ 要 降

　 　 　 ᴁ 乎 依  　 ؿ 乎 依 清

　 　 　 Ἂ 乎 依 燒 　 就 是 道 　 對 不 對

　 　 　 㓳 進 ㊘ 　ٞ 好 不 好

　 　 　 代 我 問 伊 事 業 好

　 　 　 感 ⨀ 照 顧 好 不 好

　 　 　 李 म ⪄ 動 也 動 　 想 起 以 前 法 會 時

　 　 　 你 講 道 講 到 老 師 的 時

　 　 　 明 善 寺 看 你 目 ନ 流 目 ନ ក

　 　 　 真 情 流 露

　 　 　 上 天 前 人 老 都 很 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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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人 的  望

　 　 　 我 知 道 你 一 定  記 在 心

　 　 　 大 樓 盡 心 來 護 持

　 　 　 還 有 水 興 ۆ 　 頭 光 光 　 頭 ᮙ 有 ᶶ ᶶ

　 　 　 你 真 好 命 　 ݐ 實 在 體 會 上 天 的 慈 心

　 　 　 感 受 師 尊 師 母 的 大 德

　 　 　 還 有 不 休 息 菩 薩 時 時 看 到 你

　 　 　 老 實 人 老 實 辦 　 一 定 成 功 ۙ

　 　 　 簡 長 政 　 李  成

　 　 　 很 多 李 經 理 一 齊 來 聽 ۆ

　 　 　 ⶎ 武 崇 生 意 ࣺ ݸ

　 　 　 ۆ 著 ֦ 打 ཾ 呢

　 　 　 道 務 不 能 ᛧ 　 道 心 更 無 退

　 　 　 是 你 要 傳 給 大 家 的 訊 息

　 　 　 石 清 ۆ 　 頭 ᕄ 越 來 越 光 生

　 　 　 ݐ 是 真 好 ۙ

　 　 　 ⵗ 進 　゙ 曾 文 ᤕ 　 楊 木 己 中 ⷪ 師 　ٞ

　 　 　 ⷪ 人 ⯿ 體 　 救 人 ⯿ 心

　 　 　 繼 續 慈 心 與 悲 愿 定 是 不 錯 的

　 　 　 ؖ 進 　゙ ⬰ 志 Ս 點 傳 師

　 　 　 直 呼 你 們 名 字 ֦ ᔗ ՛

　 　 　 想 著 台 中 㓳 ⱇ 龍 　 安 兄 玉 隆

　 　 　 ᙈ 姑 　 ⨀ 姑 　 陳 ঋ 　 ቧ ␐ 　 金 花 ۆ

　 　 　 玉 隆 大 家 都 好 ܜ 　 那 ゔ  利 也 問 好 　

　 　 　 ⨀ ⨀ 你 們 提 攜 照 顧 與 關 ໊

　 　 　 馬 大 走 去 那 裡 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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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他 ⯿ ቨ 愛 保 持 　 好 ڨ 好

　 　 　 台 北 十 二 區 　 學 界 四 區

　 　 　 想 到 ˑ 㓯 講 ˑ 㓯

　 　 　 許 明 月 經 理 　 周 靜 ⩟ 　 ಽ 華 ٬

　 　 　 林 素 ᫂ 　 程 Ⳛ 真 　 坤 道 點 傳 　

　 　 　 最 會 ᤰ ㇔ 的 賴 素 ᭥ 賴 經 理 　

　 　 　 新 莊 區 　 受 大 家 照 顧 

　 　 　 一 同 祝 福 與 祈 愿

　 　 　 台 北 大 道 場 　 好 大 一 個 家

　 　 　 這 首 歌 ᮙ 是 陳 集 ␐ 做 的 ۆ

　 　 　 真 好 聽 　 有 意 思

　 　 　 這 是 不 休 息 菩 薩 的 心 語

　 　 　 我 們 大 家 來 唱 唱 好 ܜ

　 　 　 前 人 先 要 聽 母 親 的 手

　 　 　 安 兄 你 要 清 唱 山 河 戀 好 ܜ

　 　 　 前 人 講 你 一 定 唱 幾 句 而 ᵦ

　 　 　 唱 唱 前 人 喜 歡 聽

　 　 　 前 人 講 ඦ 現 在 氣 有 較 足 چ

　 　 　 早 上 有 吃 ، 　 莫  有 力 氣 　 ٩ ٩

　 　 　 前 人 ṁ 老 說

　 　 　 母 親 的 手 一 詞 如 同 ṁ 老 的 之 心

　 　 　 這 個 家 ㄅ 大 家 一 詞

　 　 　 如 同 ṁ 老 的 願

　 　 　 我 們 作 後 學 的

　 　 　 當 體 前 人 ṁ 老 的 心

　 　 　 成 ṁ 老 的 願

　 　 　 大 家 重 發 心 愿 　 齊 力 再 出 發

　 　 　 　 　 　 　 　 　 　 　 　 好 不 好



144

　 　 　 想 起 從 前 的 我 恃 才 而 傲

　 　 　 雖 有 不 圓 滿

　 　 　 唯 已 懺 悔 改 過 　 才 能 成 就 圓 滿

　 　 　 生 ᯼ 之 時 　 照 顧 關 心 我 之 學 弟 妹

　 　 　 李 建 興 　 陳 冠 宏 　 ⨀ 孟 ˈ

　 　 　 還 有 很 多 關 心 照 顧 的 人

　 　 　 好 感 ⨀ ሹ 友 們

　 　 　 ⨀ ⨀ 你 們 　 你 們 皆 是 有 福 氣 之 人

　 　 　 可 以 照 顧 人 　 給 人 溫 ᇮ 和 信 心

　 　 　 行 功 立 德 　 發 揚 開 闡

　 　 　 及 時 把 握 　 不 枉 今 日 得 人 ⯿

　 　 　 不 枉 今 日 為 崇 德 之 人

　 　 　 逢 甲 學 長 學 弟 妹 　 亦 來 問 好 感 ⨀

　 　 　 各 個 ̌ ㇔ ߨ 很 幸 福

　 　 　 ṁ 老 德 澤 　 照 顧 關 心 不 曾 ᛧ

　 　 　 知 恩 　 感 恩 　 報 恩 行

　 　 　 　 　 　 　 　 　 好 不 好

　 　 　 老 前 人 說 大 家 ㇲ 了 　 累 了

　 　 　 中 午 了

　 　 　 前 人 已 經 求 情 過 了 　 延 了 下 一 場

　 　 　 ㏥  　 美 妙 　 實 在 沒 想 到

　 　 　 我 會 握 著 美 妙 的 手

　 　 　 用 乩 筆 　 借 著 ㏥  的 聲 來 傳 言

　 　 　 其 實 以 前 我 也 常 試 乩

　 　 　 對 仙 佛 有 不 敬 之 處

　 　 　 我 今 懺 悔 諸 以 往 　

　 　 　 莫 說 看 不 到 　 莫 說 ေ 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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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你 ⯿ 邊 如 影 隨 行

　 　 　 修 行 修 心 　 真 是 要 修 心

　 　 　 以 前 鍾 㓫 報 字

　 　 　 我 也 抄 過 字 　 我 也 報 過 字

　 　 　 當 下 確 實 可 以 體 會 仙 佛 之 奧 妙

　 　 　 ᯼ 痛 來 時 ˑ 㓯 都 ൡ 記

　 　 　 ˑ 㓯 也 計 較 　 計 較 只 會 痛 苦

　 　 　 感 恩 才 能 讓 自 己 解 脫

　 　 　 講 經 說 經 　 實 地 依 經 行 　

　 　 　 才 能 真 體 會 　 才 可 真 暢 通

　 　 　 老 前 人 А 又 А 　

　 　 　 只 好 與 Ս 寬 九 州 大 將 軍 整 理 整 理

　 　 　 想 要 走 又 想 說

　 　 　 　 　 　 　 ٩ ٩

　 　 　 家 人 同 修 前 來 百 叩

　 　 天 恩 ⨀

　 　 　 我 們 Ρ 會 用 力 的 祝 福 大 家

　 　 　 真 修 真 辦 百 叩 ⨀ 恩 隨

　 　 　 白 水 聖 帝 與 不 休 息 菩 薩

　 　 　 一 同 Ⲇ 叩

皇 駕 　 大 家 ᫂ 重 再 見

　 　 　 　 　 　 　 ٩ ٩ 退

108.〈勇寬九州大將軍學仁大仙結緣訓〉（臺北：崇德佛院，2010年3月21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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