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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教育之推手—
    鄭志明教授專訪              

淨慈採訪整理  

編按：此篇為2006年9月24日一貫道總會十週年慶暨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於高雄    

    縣六龜天台山神威道場所採訪，鄭教授現任職於輔仁大學，對一貫道的合

    法化及發展有莫大的貢獻。

一貫道過去都重視在佈道、宣

講，所以能在台灣四、五十年中發展

非常快速，這是大家的功勞。不過宗

教不只是宣教宏法，其背後有一套理

論與實踐的方法，這時候就必須要加

強背後的學術與教育，現在正是發展

的時候。過去我們沒有舉辦像這樣的

學術研討會，是因為各方面的條件都

不是很俱足，研究的學者也不夠多。

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有很多宗教研

究所，也培養了很多學生，另外，各

個大學文史方面的研究所也有做一貫

道的研究。所以目前整個一貫道的研

究，碩、博士論文，大概有上百篇，

所以我們已俱足大量的學術人才。現

在大家很重視教育，宗教要能夠順利

發展，沒有教育做基礎，是沒辦法長

久的。

在這種機緣之下，國內舉辦這次

的學術研討會，應是因緣俱足，未來

是否能夠每年繼續舉辦，往後能夠大

量累積研究的成果，甚至把目前專門

研究者集合起來，後學曾經也建議我

們應該可以成立一貫道研究獎學金，

鼓勵研究生從事一貫道的研究，甚至

可把目前各大專院校有關一貫道的研

究，匯集成文庫，這樣就可以累積大

家對一貫道研究的成果；如果再配合

每年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效果更大，

未來就可成為一貫道長久發展的背後

之「學術基礎」和「理論基礎」。

再來就是「教育的推動」：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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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已經開放宗教成立專業的學術

研究機構，後學也是教育部宗教專業

教育機構的委員，目前除了佛教、基

督教很積極外，希望我們配合政府的

政策，能夠成立正式的學校。現在教

育部對這一類「宗教研修學院」之要

求為兩公頃的土地，以目前來說，光

是高雄六龜神威道場就有三百多甲，

不管是土地、資金都是沒問題。

一貫道裏人才濟濟，但是過去

沒有經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只有自己

辦的研習班，整個程度、水平，都沒

辦法和其他的宗教相提並論，如果有

自己的研修學院，可設大學部、研究

所，發展會更大。例如基督教要當牧

師，至少要神學院、碩士以上，而天

主教對神父的要求就更高了，欲做神

父，一定要有神學博士或碩士以上。

所以我們未來也是可以朝這個方面發

展，未來的點傳師，也可以由研修學

院專門訓練，這樣的話，當神職人員

的素質提高，對宗教的認知提高，未

來一貫道的發展就會更有展望，所以

一貫道往學術教育方面去發展，對未

來的世界傳播，應該是有很大的幫

助。

後學與一貫道結緣很早，高一

的時候在新竹求道，點傳師是林枝

鄉點傳師。在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研

讀哲學，追求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剛

好有機緣，我們鄰居就有一貫道的

堂，所以就接觸了一貫道。到了大學

以後，寫了一些對一貫道的研究，並

研究中國宗教與哲學，對一貫道的領

悟更加深刻。但因為時代的關係，當

初一貫道還是被禁止的，所以後學在

民國六十幾年就寫了一篇「如何去了

解一貫道」，以及「怎麼讓一貫道能

在學術的領域受到證實。」在解嚴之

前，我們做了很多一貫道的研究，對

後來一貫道的解嚴有一些幫助。

後學想一貫道的解嚴就是靠我

們這些學者，透過對宗教的研究而使

一貫道合法化。後學與宋光宇教授可

說是台灣最早從事中國民間宗教的研

究，從一貫道到先天大道，明末的民

間宗教發展，經過我們研究後，學術

界也開始慢慢重視這一塊，已經了解

▼  鄭志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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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國社會這樣自行發展的宗教型

態，不是流行在社會裏面，它的價值

觀念，是延續了中國幾千年甚至上萬

年的文化傳統，也可以說是中國哲學

與宗教整體文化內涵的展現。在實際

操作的過程中，他們又配合時代的變

遷，滿足現代人生活的需要，對心靈

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能夠快速

發展。後學剛好在成長的過程中，陪

伴著一貫道發展，所以在解嚴之前民

間宗教的研究，對於一貫道合法化有

些幫助。解嚴之後，由於我們的研

究，並帶著大量的研究生，在這方面

繼續地研究，對於整個傳統宗教的文

化內涵，以及未來的發展都有幫助。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生死問題，

我們在輔仁大學成立了「生死學」與

「生命教育研究所」。宗教真正的意

義是關懷人的生命，也關懷人的生

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人間最多

七、八十年，有的甚至上百年，很短

暫，但人類是永不止息的，生命是可

以代代相傳的。人不只是在有肉身的

時候理解生命的存在，還可以理解到

人的生命是超越肉體的，是可以永恒

長存的。所以說「得道」的概念，事

實上是擴充生命永恒的價值與意義，

也可以說整個一貫道對生命的體驗，

須要幫助人從有限的生命裏去掌握無

限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就是宗教最根

本的精神，符合現代人生存的需要。

雖然現今科技很發達，使我們的

生活非常便利，但是每個人活著的時

間還是一樣。有生命的時候，若不修

道行道、若不繼續去開拓生命存有的

價值，那事實上活著的意義並不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怎樣讓現代

人領悟生命的價值，這不只是宗教的

意義，而且是整個人類文明未來發展

的機制。很遺憾的是，現代人在醫療

科技發達下，非常貪生怕死，也不敢

談論「死亡」的話題。不過人終究要

面對死亡，所以「死亡」其實是生命

教育中很重要的課題。我們不謹要面

對死亡，還要去領悟永恒生命存在可

能性，這須要透過對宗教的信仰與體

驗來實踐與完成，這也是未來一貫道

在發展的過程中，讓人們對「道」體

悟時，多加強這種生命關懷。

現在我們從西方引進的「安寧療

護」，就是要讓人們勇於面對死亡，

也尊重死亡者的權益，這其實就是宗

教的根本精神。我們也可以建立一個

有關於一貫道的安寧療護，亦即屬於

一貫道的臨終關懷，在安寧療護的臨

終關懷下，可以讓人對生命的存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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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更豐富。

要瞭解來到人間的工作是什麼，

如果您不按照您的使命去工作，那可

能就失去了您的方向，可能做其它的

事也就不會很順利。比如說我自己，

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做學

術與教育之宣揚，所以後學有很多研

究生都是道親，跟著後學一貫道的學

術研究，怎麼去培育人才，我應該努

力地去往這方面發展。

後學在做學術研究時很積極，不

會懈怠，因為這是後學的責任。希望

這樣一個學術研究，能夠帶動更多的

人，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使生活更

圓滿。同樣的，您也要知道自己的使

命是什麼，這也是修道的基本功夫，

要知道您的因緣是什麼。

我們主要的使命就是在培育人

才，在這種合法化下，要成立「一貫

道研修學院」，後學答應林前人，我

們成立的研修學院，後學可以幫忙規

劃課程以及師資。一個學校的成立需

要硬體設備，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更重要的是軟體，就是如何把一貫道

的整個學術體系建構起來，它的思

想、禮儀，以及未來的操作。

後學規劃過幾個學校，曾參加南

華大學的規劃，所以有規劃學院的經

驗，可幫忙一貫道學術系統的建構，

以及未來師資的培訓，很多道親，培

養他以後可以拿到碩士、博士，未來

都是我們重要的師資，這時候軟體比

硬體更重要、更難，硬體只要有錢就

好，但是軟體的人才的培訓，長長久

久的、這是我們的責任，就是要以學

者的智慧，與實際結合，能夠把智慧

轉成實際操作的能力、轉成一個人所

可以建構的學術文化基礎，這都必須

要發心去做，這樣的軟體不是每個人

都做得來，是需要有帶使命的人，去

發愿而完成的。

知識、學術是教導每個人去理

解自己的因緣，還有在世的人生目的

與操持，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讓有

智慧的人去開啟沒有智慧的人，當然

弘法宣道是直接從「道」的神聖面

去開展，而且還要加強世俗的實踐

能力和擴充能力。所以要有「學」

有「術」，「學」就是「知識的擴

充」，「術」就是「實際的操作方

法」，我們靠自己摸索要花很多時

間，如果有人教導就可以減少摸索的

時間，這就是教育。所以我們以前人

的智慧，幫助我們開智慧，我們不必

靠摸索就能知道該怎麼去走，這就是

知識、學術、教育的目的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