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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節與慶典

一貫道「拜節」主要在「年節」與「祖師紀念日」；而「慶典」主要是指

「四季大典」。師尊在《暫訂佛規》中說：

本道對於紀念日，除大典年節與  祖師紀念日，例須獻供行禮外，至

於其他仙佛紀念日，則隨各個人之信仰而供奉。獻供數目，亦望斟酌

量力而行可也。（註44）

四季大典（註45）與年節（註46）皆以「明明上帝」為主要的祭祀對象；而

「祖師紀念日（註47）」則以金公祖師（註48）為主要的祭祀對象，因為金公祖師

（註49）是天然師尊的老師，所以從天然師尊的立場來祭祀金公祖師，所體現的是

「對師尊(金公祖師)的感恩之情」，對今日的一貫道道親而言，此份感恩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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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當然已不止於金公祖師，還包含了師尊（註50）、師母（註51），以至於

前人、點傳師等一切引導吾人修道的人，這樣的感恩之情若要化為祭祀活

動，可以一句「祭祀吾師」來表示。明明上帝生化吾人，使吾人成為一真實

的存在；而師尊教導吾人，使吾人得以遵循師教而超凡入聖、超生了死，

因此祭上帝與祭師尊一樣，皆是吾人「報本反始」精神之實踐，師尊曰：

「敬神者，正是報答救我傳渡之恩，藉以表示意誠心正」（註52）。通過祭

上帝、祭師尊，以至於祭聖賢的祭拜活動，吾人內在的「報本反始」之精神

得以由貫徹而擴充，擴充便時常朗現，時常渴望「報本反始」，便時常真

能感受到與明明上帝同在，與師尊同在，此便是孔子所謂「祭神如神在」

（註53），亦即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註54），因為唯有仁心呈現

時，才真能感受到上帝與我同在。

一、叩慈悲頭(與祈福)

「叩慈悲頭」是一貫道所有祭祀禮節中最簡易的禮節，其意義乃是「叩

求上天慈悲，給予吾人加靈、撥機、顯化」。這樣的叩求雖然看似向上天祈

求，其實本質上乃是「反求」，亦即是「求上天給弟子加靈，使弟子能精進

不懈、永不退轉地修辦道」，這「精進不懈、永不退轉地修辦道」乃是對自

己的盼望，而不是對上天的盼望，所以是「反求」，師尊曰：「富能布施為

德，貧能守道為貴。富貴在乎積善，福壽在乎善心」（註55），「布施」、

「守道」便是富貴，善心不斷便是福壽，「求上天加靈」其實就是懇求自己

精進不懈、永不退轉地布施、守道、善心不斷，此一懇求一發出來，便能加

強自己堅持修道的力量，此亦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這可以說是

上天的加靈，也可以說是自己的反求，上天總在人反求諸己時給予加靈（註

56），此謂「天助自助者」，而感恩與謙卑的人總會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天，

說「是上天的加靈、撥機、顯化」。也因為感恩與謙卑，所以總能獲得上天

的加靈，總能感受到上帝與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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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叩慈悲頭求上天加靈的行為，實不能視作「祈福」。雖然，有時候某

些一貫道道親在想達成個人的願望時，努力之餘，也會叩慈悲頭來為自己祈福。

但不能因此就說「為自己祈福」是一貫道的修道訴求。一貫道並不鼓勵道親為自

己祈福，師尊曰：

欲敬神求福，須得防非改過，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況且修道

人，以道為重，以福利為輕。試看自古君王，無量洪福，而今安在。

所以五祖有言曰：「世人只求福，不思自性若迷，有何福可求呢？」

（註57）

一貫道強調的是通過行功立德來達到自己與眾生的超凡入聖、超生了死，

而不是為了求福才行功立德，師尊曰：「入道最大目的，是在超生了死，返本還

原，不再受閻君之患，輪迴之苦」（註58）。當「叩慈悲頭」是為了「祈求上天

(給自己)加靈」時，則此祈求實際上乃是對自己的盼望，並非對上天的盼望。這

種「盼望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責任負起、防非改過」的叩求，不是祈福。一貫

道的祈福活動不多，而這為數不多的祈福活動全是為眾生(包括為他人)祈福，

如：為九二一大地震的災民祈福。一貫道為眾生祈福乃是遵照師教而行，師尊

曰：

要讓眾生與自己在這一世都能成就，如一時無法濟渡，要為他能於他

生他世，也能解脫、成就而祝福、祈禱！…如果白陽道場的每一位徒

兒，都能為眾生祈福，都能為化劫息考而叩頭，善念的凝聚，一定能

將人間的劫、考消減到最低點！（註59）

一貫道為眾生祈福的方式也是「叩慈悲頭」，因此，「叩慈悲頭」便具有

「為眾生祈福」與「求上天加靈」兩種意義。「求上天加靈」是正視並肯定良心

的呼喚；「為眾生祈福」則是良心的盼望。二者皆是純亦不已的道德自覺之流行

發用。因此，叩慈悲頭是積極肯認道德自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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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44）易水編著，《傳燈儀禮：一貫禮節的探討》(慈琳文化，2001年，初版)，頁174。

（註45）明明上帝大典日為農曆的三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

（註46）農歷元月初一日不只是年節，同時也是彌勒祖師的聖誕。

（註47）金公祖師紀念日為農曆──聖誕：四月二十四日、成道：二月初二日。農曆二月初二日

也是濟公活佛的聖誕。天然古佛紀念日為農曆──聖誕：七月十九日、成道：八月十五

日。中華聖母紀念日為農曆──聖誕：八月二十八日、成道：二月二十三日。師尊所謂

「祖師紀念日」僅指金公祖師之聖誕與成道日兩天。筆者認為站在今日一貫道的立場，

「祖師紀念日」應至少包括金公祖師、天然古佛、中華聖母之聖誕與成道日，合計共六

天，如此方可效法師尊對祖師的感恩之情。

（註48）此乃站在師尊的立場，才僅以金公祖師為主要祭祀對象；筆者認為站在今日一貫道的立

場，「祖師紀念日」的主要祭祀對象有三，即金公祖師、天然古佛、中華聖母，在哪一

尊仙佛的紀念日裏，便以那一尊仙佛為主要祭祀對象。

（註49）一貫道後東方十七祖，路中一(西元1849～1925年)，道號「通理子」自號「無線痴

人」。

（註50）一貫道後東方十八祖，張天然(西元1889～1947年)，本名奎生，字光璧，道號「天然」

或「天然子」，享年五十九歲，歸空後，  老 敕封為「天然古佛」。

（註51）一貫道後東方十八祖，孫素真(西元1895～1975年)，字明善，道號「慧明」，與張祖一

同接掌十八代祖，奉天命以天道師母身分輔佐張祖辦理三曹普渡，享年八十一歲，歸空

後，  老 敕封為「中華聖母」。

（註52）《性理題釋》第38題。

（註53）《論語‧八佾》。

（註54）《論語‧述而》。

（註55）《性理題釋》第30題。

（註56）因為當吾人真誠地想做好某事以盡職責時，吾人的天理良心就會整個朗現，要求吾人全

力以赴，念茲在茲都在如何盡本份，稍微鬆懈便心有不安，於是在聚精會神的情況下，

吾人便會源源不絕的產生如何把職責做好的靈感。因為修道人不應居功，所以總說是上

天的加靈。但深入探討會發現，良心的呼喚即是上帝的聲音，是上帝隨時隨地的在提醒

我們盡本份，提醒我們要真誠的去應事、接物、待人，這難道不是上天的加靈！我們的

任何一點道德自覺，都是上帝深切的呼喚與期盼。

（註57）《性理題釋》第39題。

（註58）《性理題釋》第33題。

（註59）《性理題釋》第30題。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