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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穆莊嚴的靈堂。

懿德流芳  慈暉永昭
全真道院陳茫前人功圓果滿  

全真道院的大家長－我們最敬愛的

陳茫前人，慟於九月八日凌晨三點驟然

仙逝，享年九十有四，令家人、親朋好

友以及所有的後學哀慟不已。

猶記得九月三日星期五，前人和

陳德陽前人照常循慣例回全真道院處理

一些道務，當天陳前人精神很好，滿心

歡喜的對林修煥點傳師說：「我們一起

到美國、巴西、新加坡去辦道、講述經

典，成全道親。」陳前人的道心老而彌

◎ 全真道院提供

堅，始終如一，令人敬佩。言猶在耳，

如今景物依舊，卻驚聞前人成道回天，

大家都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難掩心中

的不捨和思念。

陳前人於民國六年(1917)出生於偏

遠的南港山區，為陳水火先生之長女，世

代以經營茶園為業，由於家庭成員眾多，

家境清寒，所以剛滿三個月即由潘樹、廖

足夫婦抱養，移居汐止鎮大同街。養父母

只生兒子，對這位唯一的女兒，視之如己

出，寵愛有加。但是因為日據時代民生困

苦，家中食指浩繁，無法讓前人接受正規

的學校教育，不過前人非常喜歡讀書，絕

不錯過任何學習機會，每當私墊的先生在

授課的時候，她常常站在一邊旁聽，由於

她聰明伶俐，領悟力強，往往學得比正式

學生更快更好。

陳前人善根深厚，十八歲時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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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修行以便全心向佛，但養父母不同

意，孝順的陳前人只好奉父母之命與養

兄啟仲君成親。婚後育有一對孿生兄

弟，前人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一家和

樂融融。惜因當時醫藥不發達，孿生

兄弟在幼年時即因病去世，為了保存潘

家的血脈，前人遂和先生領養一女。不

幸、造化弄人，在前人二十八歲時，先

生一病不起，家中頓失經濟支柱又負

債累累，前人嘗盡人間辛酸，但是她非

常堅強，含辛茹苦，一心一意守節撫

孤，為了償還債務，每天清晨風雨無阻

背著重重布匹到市場叫賣，日落黃昏的

時候，年邁的公婆是倚門盼歸，望眼欲

穿，等到陳前人回到家，兩老才放心。

前人對公婆照顧得無微不至，晨昏定

省，甘脂無缺。當公婆仙逝時，前人哀

慟逾恆，哭得昏死過去，其孝心孝行，

街坊鄰里之間，聞之令人動容。

民國三十八年(1949），由從事布

行生意的周女士引進，在二月初九日求

道，由於宿昔因緣，累劫栽植善根，在

求道當天開沙時，就被濟公老師點名嘉

勉一番；汝堪為載道之器，千百人中難

得一、二。又敍述其生平種種，陳前人

倍受感動，一個月後即清口茹素，然後

在五月初一日立清口愿，清修愿，並開

始積極渡人。

陳前人有感於在這個蒼茫無垠的宇

宙中，眾生好比浮萍般，在苦海中載浮

載沉，又好比溪底的石頭，不計其數，

因此前人發愿行道，終其一生要秉持師

尊師母的慈心悲愿和老前人犧牲奉獻的

精神去渡化眾生。

民國三十九年（1950）春天，前

人到九份開荒，為了渡人，不惜租店面

做生意，和道親比鄰而居，以便就近成

全。道親生病了，前人就關起店面不眠

不休日以繼夜的照顧，等到道親康復

了，前人的店也因久未營業而倒閉了。

同年又到了青硐坑，當地道親以礦

工為業，前人體諒礦坑工作的辛苦，白

天他們上工以後，就幫忙煮飯、洗衣、

帶小孩。下班回來，吃完晚飯，大家才

坐下來講道理，由於這種慈悲精神的感

召，成全的道親不計其數。

民國四十年（1951），在張老前

人的慈悲下領受天命，領命之前，前人

自己認為才疏學淺，又不懂佛規禮節，

所以推辭再三、不肯接受。最後被林嬌

點傳師善意的「騙」去領天命，回家大

哭三天三夜，誠惶誠恐，不敢承擔如此

▲ 林修煥點傳師(左六)代表家屬做生平介紹暨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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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責任。因為辦道禮節怎麼學都學不

會，而禮本的內容老是記不得，林嬌點

傳師又一再督促背誦，仍不得見效。

有一天晚上半夜三點多，活佛老師就

親自到夢中來教導；請壇經一行一行的帶

她念，又指點辦道禮節的手勢和腳步，還

教她讀四書，結果聲入心通，一學就會，

真是不可思議，而且印象鮮明，永銘不

忘。一大早醒來，趕緊告訴林嬌點傳師：

「老師來教我，我全部都會了，你們不用

再教我了。」林嬌點傳師和前人是相交很

深的多年知己，乍聽之下，半信半疑，請

前人從頭演練一次，果然妙不可言，是道

地的正宗版本，人人稱奇。

前人感念上天慈悲，活佛老師法

力無邊，辦道更加精進不懈，隔一年夏

天，不幸積勞成疾，又吃錯藥，病情惡

化，腹漲如鼓，眼看命在旦夕，前人也

交待完後事。是夜三更，似夢似醒，

濟公老師又翩然而至，高大的身材，

穿著一襲灰色長衫，手中捧著一個長

方型盒子（約一尺長，五寸寬，八寸

高），內裝有八分滿的深赭色丸子，濟

公老師取出二粒，在腋下搓一搓命她服

下，前人不敢吃，老師說：「快吃下，

這是仙丹吃了就沒病了。」又說：「這

一盒都送給你，留著以後救人。」前人

雙手接下，忽然醒來，告訴隨侍病榻的

親友說：「老師給我仙丹吃，我已經好

了。」眾雖存疑，但大病卻霍然而癒。

奉周前人之命與陳德陽前人一起辦

道，初辦道時，交通不便利，當時經濟不

寬裕，為節省開支，成全道親都是徒步往

返，一步一腳印，走得腳底生老繭。兩位

前人合作無間，道務發展迅速。

王盡老點傳師在中部地區親朋好

友很多，前人繼續往沙鹿、台中、彰化

等地發展。有一次去彰化和美開完班，

要回沙鹿追分時，走在僻靜的小路上已

經是凌晨一點多，因天色很暗，路途又

遙遠，隨行的王盡老點傳師眼見前人體

力透支，疲憊不堪，忍不住祈求老師慈

悲，現在若有一部三輪車該多好呀！話

聲甫畢，遠處一團黑影漸行漸近，定睛

一看，果然有位老先生踩著三輪車來，

令人喜出望外，三人就很興奮地搭乘，

到達追分時，大家下車正準備付錢，

已不見三輪車蹤影，連跟車伕道聲謝謝

都來不及。開荒辦道的辛酸血淚，點滴

在心頭不足為外人道也，但誠心可表上

天，師徒之情一念可相契，感動諸天仙

佛奧妙顯化。

▲ 護棺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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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是人情濃郁的文化古都，前人

前往開荒，一家渡過一家，成全了二十

多家西藥房老板，都是夫婦同修、青年

才俊，非常不容易，當年人才濟濟，道

務盛極一時。

陳前人旋即北上宜蘭開荒，傳統的

農村社會民風純樸，陳前人上台侃侃而

談，講道義，論真理。流露真誠的修行

風範，令幾位漢學根基深厚的鄉間長者

肯定，於是鼎力相助，在羅東、宜蘭一

帶道務開出一片天。

二位前人共成就天龍、天隆、天

選、光輝、天如、天儲、德容、至善、

天健、天參等十個支脈，範圍遍及台灣

各個縣市，堪稱寶島每個角落都有 堂

和道親的存在。

張老前人曾經在點傳師班有感而

發：「別組線的道場紛紛到國外開荒，

也希望我們基礎組道務往國外發展，

以達成　師尊師母道傳萬國九州的宏

愿。」陳前人聽了謹記在心，國內的道

務發展到一個階段，就到國外十多個國

家開荒，矢志達成弘道國際的目標。

陳前人生性勤勞，衣服破了縫縫補

補再穿，一張紙、一個塑膠袋都是重複

使用，早期辦道，都捨不得坐車，名副

其實的「足跡遍佈」，一塊錢一塊錢的

節省，積少成多。後來到國外十多個國

家開荒，有道親要資助旅費、機票，前

人皆推卻不受。出國前曾向家人交代：

不要期盼歸期，就當這人已不在了，一

定要等道務在國外有所發展，才會回

來。就因為這種破釜沈舟的決心，使得

道的種子能在許多國家開花結果。

民國六十（1971）年首先東渡日

本，開荒東京、大阪、九州等地區；

民國六十九年至美國舊金山辦道，在

聖馬刁市成立慈祥道院；民國七十年

（1981）由張老前人帶領，同行有袁前

人等，千里迢迢到巴西聖保羅闡道，成

立了當地的全真道院，又到泰國、新加

坡、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等

地傳道及開設講堂，僕僕風塵三十多年

的歲月，所到之處都受到國外道親熱烈

的歡迎和由衷地愛戴。

為了讓捨身辦道的清修道親能有一

個安頓身心的道場，以及讓道親們能有

整合研習的地方，前人於民國六十二年

▲ 點傳師們依依不捨恭送陳前人。 ▲ 全真國樂團前導隊伍恭送陳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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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在桃園龜山鄉籌建全真道院。從

奠基到上樑，整個建設過程中，前人對每

一個環節都費心的規劃和監督，務求盡善

盡美，道院在民國六十八年（1979）十一

月二十五日落成。平時由清修道親維持其

正常運作，假日許多道親聚集研習真理，

儼然成為一個法喜充滿的莊嚴道場。每年

的大年除夕夜，前人除了在家中和家人吃

團圓飯，一定會到道院與清修道親一起享

用年夜飯，這是前人以道院為家的例證，

當然每位在道院的道親，也將前人當做道

院的大家長。

前人聰明睿智，慈心悲愿，記性又

強，能記住每一位道親和每個家庭的情

形，非常用心的關愛、引導。又任勞任

怨，耐勞耐煩，不推不辭，全年無休。

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修辦道，在

我們的心目中，前人是大家的慈母，是

人間的活菩薩。

前人和陳德陽前人領導的全真道

院體系，人才濟濟，她常說「知性可以

同居」不管別人對我好或不好，都是學

習成長的資糧。所以周旋在眾多道親之

間，從來不曾談是非，論長短，人前人

後總是隱惡揚善。在一生修辦的漫長歲

月中，時時刻刻起心動念、言語笑談都

是感恩，前人說要感恩的人太多了，尤

其是張老前人、袁前人、周前人這三位

讓她改變命運的大德者，終其一生，無

以回報。還要感謝女兒的支持，孫子們

的孝順，讓她沒有後顧之憂，可以一心

許天，把全部的時間和精神都奉獻給道

場和眾生。

全真道院領航的舵手－陳茫前人功

圓果滿，蒙　老 寵召，了脫塵緣，成

道回天，回歸佛的本位。

十月二日是前人的告別式，當天場

面盛大，哀榮倍極。參與追思拜奠的後

學逾二千人。人人難掩心中的哀傷，但

感恩的心緒由衷湧起。

身為後學的我們不可懷憂喪志，要

將悲痛化為力量，堅強的走下去。前人

所留下的完美典範，將成為一盞指引的

明燈，帶領著我們大家往宏展道務的路

上，生生不息的邁進，矢志完成白陽的

聖德大業。

▲ 後學們以哀傷、感恩的心，參與追思
  拜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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