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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年（2015）8月 15日（星

期六），基礎忠恕瑞周壇主法會第一

梯次在新北市土城區福山天惠堂盛大

展開，大約有 500位壇主齊聚一堂。

遇到了十幾年前的同修，倍感親切（天

惠單位在民國 82年已先做點傳師的整

合），都覺得只有在這樣的大場合才

能大夥相聚，真是感謝陳德陽前人的

慈悲。

參駕、就座後，在道歌的引導下，

讓大家心情沈澱。唱著唱著，想到前

人輩為了傳道拋家捨業、犧牲奉獻、

篳路藍縷的艱辛，不覺眼泛淚光。

接著由主班李邦雄點傳師開班賜

導，講述：「法會因由」，並要大家

萬緣放下，以清淨心參與法會。

前人行誼

法會第一堂課，由王正榮點傳師

講述「周前人行誼與瑞周緣起」。王

點傳師述說周新發前人的生平及修辦

道的心路歷程時，提到周前人為度人

成全而無暇照顧所經營的洗衣店，因

此原本生意興隆的洗衣店，生意一落

千丈，使得經濟狀況十分拮据；但周

前人一本「君子謀道不謀食」《論語．

衛靈公》的理念，仍以修辦道為重。有

一次，周前人從瑞芳到南港開班，身

上有錢買去程的車票，卻沒錢買回程

的車票，開完班一直在車站徘徊；幸

好當時郭承池前人有事經過車站，發

現周前人這麼晚了還沒乘車回家，莫

非身上沒錢？因此主動幫周前人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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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前人才得以回家。有時周前人到

較遠的地方度人，需借宿在外，甚至

委身牛舍，飽受蚊子摧殘，前人也不

以為苦。周前人的修辦精神真讓後學

讚嘆！心想如果換成是後學遇到這樣

的情形，可能早就打退堂鼓了。前人

的修辦精神，使得瑞周道務越來越宏

展，值得大家效法。

王點傳師繼續提到周前人求道

後，以「溫、良、恭、儉、讓」五德

為座右銘，將之落實在生活中。陳前

人曾打趣地說：「周前人求道前是住

山上，修道後住山下。」意思是求道

前是高高在上，修道後是謙卑有禮、

尊師重道，道氣自然流露。

周前人依照老前人的整合指示，

採循序漸進方式，先班務整合，再道

務整合；無奈周前人因年歲已高，體

力漸衰，因此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道

務整合。

瑞周緣起

周前人於民國 94年（2005）12

月 3日成道，享壽 98歲。因此「瑞周」

之名，乃周前人的後學為緬懷已故周

前人開創道場、度化成全的恩德，以

此二字冠於其所領導的各單位名稱之

前，因周前人居於瑞芳，故以「瑞周」

二字代表。冀望瑞周的道親能明本溯

源，精進修辦道，將前人留給我們的

道繼續流布將來，以報答前人的恩澤

於萬一。

因此，陳前人慈悲召集周前人領

導下八個單位的領導點傳師，成立瑞

周道務中心。期望以瑞周的道務整合

為基礎，進而能完成老前人及周前人

的心愿──基礎忠恕道場各單位的大

整合。

王點傳師又提到周前人很注重

「根本、倫理、秩序」，此為瑞周家

風。因此各單位的領導皆由最資深的

點傳師擔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正是前人所傳承的理念。

道務整合

接著恭請瑞周大家長陳前人慈悲

賜導。陳前人提到，過去因環境的關

係，必須分辦，但分久必合，現在大

整合的機緣已到來，希望所有的壇主

以老前人「一家人」的心情，大家同

心同德、相親相愛，來參與這次的壇

主法會。

周前人來不及完成的整合心愿，

希望大家共同來完成。陳前人希望瑞

周壇主法會是一個好的基礎，是一個

好的開始，有這個好的基礎、好的開

始，那麼完成老前人整合的心愿就指

日可待。當然也期望所有壇主能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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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精進，帶領道親們認真修辦道，讓

道務發展再創高峰。

隨後特別邀請黃錫堃領導點傳師

慈悲賜導。黃領導點傳師以老前人的

話勉勵所有的壇主：「修道以德，辦

道以才」、「修道要如插秧，退後一

步海闊天空；辦道要如割稻，前進一

步天下大同。」勉勵大家要當個才德

兼備的壇主，除了繼續度人成全之外，

更應精進內德的修持。如何精進內德

的修持？黃領導點傳師提出五點勉勵

大家：(1)切磋琢磨，自強不息。(2)

去偽存真，反躬自省。(3)尊師重道，

常懷感恩。(4)放下便是，功成不居。

(5)入世修行，濟世度人。感謝黃領導

點傳師對後學們殷殷勸勉。

壇主的時代使命

下午第一堂課，由黃成德點傳

師慈悲講述專題：「時代造就壇主，

壇主創造時代」。黃點傳師指出：現

在道降火宅，是以家庭為修道單位，

必須齊家修道。因此壇主對於道的寶

貴必須有非常真切的體認與信心，才

能不負壇主之責。更以不同角度──

「壇主如同寺廟的住持」，提出壇主

應具備的涵養做勉勵：(1)浮山法遠禪

師的住持三要──仁、明、勇。仁，

就是要有仁慈的心，身為壇主要時時

存有度人、成全人的心。明，要看得

清、看得明，因此就是要提高靈性的

高度（涵養內德）。勇，是要勇於承

擔、勇於面對困難、勇於突破因難。

(2)唐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曾說：「住

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

不可。」德是加深內德修養，惠是指

施予小惠。接著黃點傳師慈悲以《祖

師四十八訓》最後一條中：「賢守經，

聖達權，創變守常。」勉勵所有壇主，

面對瞬息萬變的時代，要創變也要守

常，希望能創建修道世家。最後以一

句台語俗諺：「蕃薯不怕落土爛，只

求枝葉代代湠。（註）」勉勵大家要讓

修道代代傳承，綿延不絕。

接著由蔡雲龍點傳師慈悲賜導專

題：「新世紀找回智慧的壇主」。蔡

點傳師以幽默的講課方式提醒壇主，

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修道要有智慧，

不可盲目信從、「拿香跟拜」、矇混

過日，須借「聞、思、修」開發智慧。

因此要成為一位稱職的壇主，首先要

因應時代、結合時代，要能善用外在

的條件與因緣修辦道。其次，要認清

時勢與因緣，《孟子‧公孫丑上》章

句：「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告訴我們時節因緣與努

力同樣重要，可見「方向比速度重要，

選擇比努力重要。」第三，要激發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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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我成就。第四，要內聖外王，

利己利人。第五，要善護壇下道親，

因材施教，以身作則。最後蔡點傳師

勉勵壇主：將有限生命，成就永恆。

最後一堂課由江永德點傳師慈悲

賜導專題：「壇主愿為道場先鋒」。

江點傳師指出壇主的神聖任務：(1)是

法船的舵手。(2)是菩薩的化身。(3)

是眾生落葉歸根的橋梁。(4)肩負道

務的重責。並提出現今道場的種種亂

象，乃智慧之考。勉勵壇主們要以三

教經典為依歸，以前人輩的德行風範

（猶如一本活經典）及絕對的信德來

撥亂反正。江點傳師也觀察到為何大

家的初發心變了樣？ (1)對壇主的認知

不真。(2)對老天的恩澤不想。(3)對

前賢的苦心不體。(4)對後輩的提攜不

做。(5)對聖業的責任不擔。(6)對凡

俗的雜務不放。提醒每一位壇主找回

初發心、找回當初對道的熱忱，立好

標杆，繼續帶領道親修辦道。

法會最後由主班李邦雄點傳師結

班賜導。李點傳師提醒所有的壇主，

法會結束才是大家行動的開始，希望

大家了解陳前人的苦心──要完成周

前人生前答應老前人的整合心愿。同

時希望大家在心性上多下功夫，心性

的提升要精進再精進，並克盡壇主的

職責，帶領所有的道親真修實辦，才

不辜負前人、領導點傳師及各位點傳

師的期勉。

感想

感謝陳前人慈悲舉辦這次的壇主

法會，讓後學對自己的職責溫故知新，

對自己不足的地方重新檢視，希望對

自己的內修能再下功夫，對道的殊勝

能更徹底地認識、更深入地體會，同

時後學也期待道務的大整合。老前人

說：「道本一體，理無二致」，過去

道務分辦有其不得不的時代因緣，如

今不僅一貫道總會已成立，道務更推

展到世界許許多多的國家，為了更有

效地推展道務，更有效地運用人力、

物力，必須道務大整合，這也是時勢

所趨，希望每一位壇主都能秉持「一

家人」的心態，同心同德，相親相愛，

配合推動道務整合，完成老前人及周

前人的遺愿。

註：台灣俗諺：「蕃薯不驚落土爛，只願

枝葉代代湠。」原義：不怕番薯落土

後會爛去，只求枝葉代代可以繁衍下

去。湠，就是生湠。婚禮中看到新娘

帶著火炭，就是代表生湠，繁衍子孫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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