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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歲月戰兢度

在大陸的時候我就入道門，那時

年紀尚小，只見過老師（師尊）一面；

17歲時來台以後，才見到師母。早期

大陸的修辦環境，因值世局動盪，可

以講是封閉式的道場，除了前人以上，

各壇道親不能串壇、串風。「不能來

往，互相保護」，這是老師的原則，

也是佛規。

師母初來台，閉關幽居，經過兩、

三年跟師母老人家溝通，才接見外人。

第一個見到師母的人是張培成老前

人。這段期間，因語言的隔閡、官考

等，師母受到很大的考驗，張老他們

老一輩們也有段非常辛苦的歲月。說

是受苦，但比起我們老師被關上一百

天，甚至更慘的南京五老爐被關了十

個月，就算不上什麼了！

受考期間，如果張老說：「馬上

通知停辦兩個月！」我們就停兩個月

不辦道；等通知說：「可以啦！」我

們再辦，當時就是這樣忽辦忽輟、戰

戰兢兢！那時候警察也會經常在半夜

11點多造門，美其名查戶口、核對每

個人的身分證，實際就查你是不是一

貫道！以我們家來講，一個月大概查

個兩次跑不掉。

至誠無為 法天行健
◎ 發一崇德道場  韓萬年老點傳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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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誠親和秉公心

民國 38、39年（1949、1950）那

個時候，過年我們會到張老那裡去拜

年，張老也會到我們這邊來，每逢節

日時都會連絡。之後，與張老比較熟

悉，是因為當時張老跟樂汝成先生做

可樂娜糕餅、糖果生意，我們是米、

油、麵的中盤商，他們用油都是跟我

們買，我們祁玉鏞祁老都叫我送油去

可樂娜，每個月大概兩次，因此我便

有機會見到張老。他老人家非常慈悲，

見面總先問：「老人家好嗎，家裡都

好吧？」不問別的，只問平安與否，

每一次都如此，可見他老人家對後學

的那一份關心。他老人家對我也是蠻

好的，每次來我們這時，都是拉著我

的手一起走路。他老人家這種親和力、

這種至誠，完全沒有造作，這是我印

象最深刻的一點。

以我與張老的接觸，他老人家就

是那份「誠」，沒有二，對什麼人都

一樣，交這個朋友，就是真心交這個

朋友，絕對不玩手段，這是我的感受。

他老人家非常慈悲，該講就講，毫無

保留；同時他老人家最大一點就是「不

分彼此」、一片「公」心，不分哪個

道場，為了大家，自己犧牲都沒有關

係。為了一貫道總會事宜，單言前後

五年就好了，五年的時間，他老人家

用盡心力、身力、財力，默默付出，

苦在自己，對外從未言一己之苦。

言出必行作先驅

我感覺他老人家的特質是「不做，

不說；說了，一定要做！」該做的就

做、該付出的就付出、該犧牲就犧牲、

該奉獻就奉獻，從不考慮自己。民國

30∼ 40年（1950∼ 1960）間，為了

保護家人，他還登報與孩子脫離父子

關係，避免牽累到家人。我曾問：「您

老怎麼了？」他只笑笑：「不談、不

談。」你就知道那一段歲月他老所忍

受的苦。「您為了保護孩子，親情切

掉，沒有關係？」但他老人家心想：

「死就死我一個人！」為了道務，抱

著必死的決心，這種堅忍意志，一般

人是做不到的。

張老跟韓雨霖老道長等前人輩，

早在民國 50幾年（1960年代），就

開始著手進行一貫道的立案申請。張

老當時權宜先成立「道教會」，後來

得力於陳水逢博士與之後蕭天讚的幫

助，由陳博士聯合學術界宋光宇等人，

致力於一貫道合法化的推動，其動機

就是要讓大家能安心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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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陳博士任職中央黨部副秘書

長，加上陳博士的學生──林鈺祥、

蕭瑞徵等人聯合了 40個立委簽名，冀

一貫道合法傳道；更重要的是蔣經國

總統開化、開放，終於在民國 76年

（1987）由內政部長吳伯雄宣布一貫

道正式解禁。

隨即，我們張老（基礎忠恕）、

我們祁玉鏞祁老、大姑前人老（陳大

姑老前人，發一崇德），還有高斌凱

老前人（安東）、施慶星前人（寶光

建德），以及薛福三前人（興毅）、

林枝鄉老領導點傳師（寶光建德）這

幾個人等，在陳水逢博士的協助下，

開始發動、具名提出一貫道總會立案

申請。

反求諸己以德化

一貫道弟子如何落實祖師心願？

我個人以為，最重要的是「反求諸

己」。我們現在辦道辦久了，就以為

是個人的能力，而忽略了　天恩師德，

很多點傳師那種盛氣凌人的氣勢與個

人的習氣、毛病，缺乏反省的工夫，

這是我很擔心的事。我們老師在「道

之宗旨」講得很清楚：「啟發良知良

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不只是「啟發良知良能」，還要達到

「至善」境地，我們身為點傳師，有

沒有做到？而今能夠像張老這樣子

的，沒有幾個！

我們常講：「修道修心、辦道盡

心。」但你心沒有修，怎麼叫修心？老

師告訴我們：「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坦白講，我們又知道、了解多少？我

們有做到嗎？以我個人的看法，我們

點傳師若沒有在修身、正己這方面下

工夫，只是辦道開創的外功，短時間

或許外在是成功；但長時間來看，若

沒有涵養的話，最後仍是會失敗。

我們在道場上帶後學跟學校老師

不一樣，我們帶道親，一帶是 10年、

▲  一貫道總會籌備會，開啟嶄新一頁。 ▲  民國 87年（1998），一貫道總會承辦中
華民族青年子弟成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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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30年，像張老則帶了 60多年

的歲月啊！老師講：「良知良能、至

善，給它啟發出來。」那才是真正的

修心。所以，我在道場特別強調一句

話：「我們修道、辦道，不是用天職

帶人，而是以德化人。」

定靜澄心真人顯

三寶心法如何修持？由「心」下

手。六祖惠能講：「我心自有佛，自

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

佛？」《六祖法寶壇經》所以我常講：

「修道人、辦道人要──存佛心、說

佛話、做佛事。」如此而已！你若非

真心，久而久之，就質變為個人之能

力耳，那個心便沒有佛，更沒有天命

了，所以最要者在「心」。從「心」

做起、改變起，「良知良能」才能發

顯出來，不但要發顯，且臻「至善」，

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六祖又言：「生來坐不臥，死

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

課？」《六祖法寶壇經》告訴我們，肉

體不需要做功課，功課在哪裡？從「心

中」下手。《大學》的「格、致、誠、

正」，就是「靜坐」的工夫，也才能

「定、靜、安、慮、得」。此即禪

定工夫。自性要明，才沒有汙染。禪

定的工夫是要格除「六塵、六識、六

根」，所以叫「六根不生、六識不見、

六塵不染」，《心經》講「五蘊皆空」，

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要有「定、

靜、安、慮」的工夫，那是步驟，由

「定」開始。

我個人認為儒家的心法是最人性

化的，沒有什麼花樣，由「身、心、靈」

開始要求自己。我跟我們道親講，你

講道叫別人修道，自己卻不修道，如

何行得通？你自己得「不動心」。正

如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

公下》環境怎麼變，我的心就是「一」，

也就是孔子講的「志於道」，志向如一。

一般人是被外在的物慾所引誘，

所以眼、耳、鼻、舌都向外看、向外找；

然真正的「道」不在外，身外無道！

孔子跟顏回講「四勿」，他講「非禮」

兩字，即代表一切；孟子也說：「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

子‧告子上》心不外放、眼睛不外看。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內斂」的工夫，

你才能夠談道。我常講，我們的肉體

是借我們使用，我們只有使用權，沒

有主導權；本性才是你的真主人，你

要讓「真人」做主，修道就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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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示道化他人

有一句話：「要想改變別人，先

改變自己。」我們都是：「你、你、你，

都是你的錯！」老師曾說：「你的錯，

就是我的錯；我的錯，還是我的錯。」

我們最難做到的就是「認錯」。子夏

講：「小人之過也必文。」《論語‧

子張》有過，總是講理由，一般人不

會檢視自己；尤其辦道辦久了，總認

為自己所言所行無誤，考倒了後學，

就說其「根基淺、沒有佛緣」，甚至

認為別人「祖上無德」，都說對方不

是，卻忽略了自己的方式或講話的口

氣不對，從不反省自己。試想連曾子

仍「吾日三省」，顏回更是「不貳過」，

我們竟「聞過，不認錯！」所以我們

必先得改變自己，才易感化別人。

「言教不如身教」，我們前人老

在世，一再要我們「以身示道」，我

常跟大家勉勵：「我們都說前人德行

如何之大、前人怎麼地好，但後學看

不到，後學看到誰？是你！」你是前

人栽培出來的，可是在你身上卻看不

到前人的德，甚至十分之一都沒有，

這是很危險的。

平心整合忠恕揚

整合之路，以「忠恕」來說，先

將「忠恕」整合起來；「忠恕」內部

要同，先要由身、家、國開始。《大

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為本。」我們先由自己本身做

起，若連小同都沒有辦法，如何大同？

所以先由自己小我做起。

張老前人在世時，老人家曾跟

我講：「我很累！」一轉眼這已是十

幾年前的事。老人家這樣子大德，後

學還是我執，足見整合道親的心不容

易呀！其實你心中真要為佛做事，哪

有我執？你是為你自己做，才有這個

問題。難的不是人事，是人心！我們

做後學的要好好體悟老人家的那份苦

心，完成老人家未竟的遺愿，才是感

恩老人家，以及回報　天恩師德最具

體的方式！

（選刊自《聖業薪傳　鼎定未來　老

前人成道五週年感恩追思紀念特刊》）

▲  韓萬年老點傳師慈悲受訪，談張老前人
行誼與修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