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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韓民國金老前人

    成道18週年追思會

基礎忠恕道院由廖老點傳師、

潘點傳師率領道院廖衍清處長及高級

部韓語班一行十名，參加大韓民國金

老前人成道18週年紀念追思會，於二

○○九年二月十六日搭乘中華航空班

機，準時從桃園機場起飛，兩小時十

分後降落在首爾仁川機場，機場面積

廣闊，陸續開發中，出關後走出大門

終於領悟到攝氏零下八度的滋味，手

指、耳朵三分鐘後開始變紅又痛，首

爾「仁德法壇」總務院長梁點傳師率

領諸位點傳師及道親，已在外面等候

多時，進入溫暖的車內，將近1小時車

程後抵達仁德法壇，「財團法人國際

道德協會（一貫道）」總部，金老前

人在世時即住此，上 堂參駕後，到

餐廳用午餐。

梁院長帶領台灣一行參觀仁德法

壇、金老前人住所及文物墨寶，金老

前人生前很喜歡寫毛筆字，留下很多

珍貴墨寶，許多後學都得到金老前人

親筆墨寶。從展示中看出金老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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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國花—木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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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非常節儉，一心一意為道務繁忙，

少為自己謀福利，從文物墨寶中更可

看出是一位非常細心的長者，和台灣

張老前人、香港蘇老前人來往的所有

信件，一個信封一張信紙，那怕是小

紙條都鉅細靡遺保留。點傳師介紹：

金老前人22歲求道，32歲領受天命，

受師尊指示回到祖國－大韓民國開

荒，金老前人首先面對的是離開6個

年幼兒女，最小的還抱在懷裡，及高

堂老父，骨肉割捨讓金老前人陷入天

人交戰，師尊告訴他「也只有成得了

事的，才能派到大韓民國。」臨走之

前，小孩子還拉著他的衣角，問爸爸

要去哪裡，他告訴小孩子：「等你們

長大就知道了。」卻稟告高堂老父：

「被道場派去大韓民國，一個月就回

來。」金老前人準備行囊時，偷偷塞

一張全家福相片，被夫人張點傳師看

到，就把它拿起來，說：「到了大韓

民國有繁忙的道務讓你操心，帶這張

照片只會讓你分心，家裡的一切就不

要擔心了。」當金老前人收拾好行

囊，住到法壇等候船期時，他的父親

得知兒子即將到大韓民國開荒，跑到

法壇去，喊著金老前人的名字，金老

前人躲在佛桌下面，聽到父親呼喚，

暗自默默流淚，從那時候起，金老前

人再也沒有見到父親。

我們深深感動，金老前人的犧

牲奉獻，為道務拋家離子，這種大無

畏精神，感動了多少大韓民國道親！

造就了大韓民國許多的道場！到現在

還有成千上萬的道親，為實現世界大

同、道傳萬國九州的理想邁進。

▲ 問道館玄關。

▲ 韓國國花—木槿花。

▲ 金老前人文物紀念館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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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四點起床（台灣時

間三點鐘），盥洗後吃過早點，天還

未亮就出發，同車除了台灣的十位，

還有金老前人家屬二十位，大家寒

喧後，遊覽車緩緩上路，十點過後進

入繁華市區－大邱慶尚北道，訪道第

一站「大振法壇」，位於大邱熱鬧的

大街上，交通便利，法壇年前才整修

完畢，無論外觀或內部裝潢均美輪美

奐，我們一行是落成後第一批訪客，

為了歡迎我們，特別請合唱團獻唱幾

首歡迎曲和道歌，讓我們受寵若驚。

中午在法壇享用精緻午餐，餐後在大

門口拍團體照，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

往下一行程。

離開大邱直奔釜山，進入市區，

沿著街道蜿蜒直上，來到「濟世法

壇」，駐壇點傳師已率領壇主、道親在

大門口列隊歡迎，經過獻花儀式，大家

相互寒喧。濟世法壇位在釜山最南端，

是金老前人到大韓民國開荒的第一間法

船，在此可以遠眺整個釜山港口，像是

濟世法壇伸出兩隻手臂環抱整個港口，

廖老點傳師說，這景象就是 老 打開

懷抱，接納海內外眾生，同時勉勵大家

渡人修己，把道傳出去，讓有緣眾生都

能回到 老 的懷抱。

告別濟世法壇，來到釜山姜秋子

點傳師駐壇的「藥水法壇」， 堂兩

邊牆壁上歷代祖師畫像，是大韓民國

大學美術系教授所畫，這位教授對歷

代祖師有不同看法，所以十八代祖師

沒有畫齊，自從姜秋子點傳師數年前

到台灣訪道，看到高雄六龜神威道場

三聖殿四周牆壁上雕刻歷代64代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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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水法壇內塑有十八代祖師畫相。

▲ 繩墨法壇內追思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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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非常感動，回到大韓民國之後

特別請教授專程到神威道場參觀三聖

殿。教授對一貫道的祖師傳承很有興

趣，還向姜秋子點傳師借了相關書籍

做研究。

位在釜山金井區南山洞999-2號的

「南山法壇」，駐壇梁斗禮點傳師說

明南山法壇成立於1987年，當時金老

前人問她：「你若跌倒了怎麼辦？」

答：「爬起來再走。」金老前人又

問：「要是很痛怎麼辦？」答：「用

手摸摸痛處，繼續一直再走下去。修

道就是無論如何要一直走下去。」梁

點傳師說著說著就落淚，提到金老前

人還是情不自禁。金老前人從此提議

梁點傳師蓋南山法壇，法壇也是許多

點傳師及道親發心出錢出力興建，金

老前人命名的。為描述更詳盡，又放

映興建過程紀錄片，深感成立道場的

艱辛，和呈現在眼前的莊嚴道場，很

難聯想，當中許多沒有記錄下來的艱

辛被隱藏，看了美輪美奐的法壇，除

了敬佩還是敬佩。駐壇點傳師說，廚

房義工們做了五十幾道菜餚，從昨天

就開始忙碌，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想想，我們何德何能接受隆情盛意招

待！這餐飯吃得滿心感動和感恩。

用餐完畢，驅車到晉州固城法

壇，固城法壇裡有一座新建的「慧光

法壇」，佔地寬廣，總面積20公頃，

比基礎忠恕道院大，老 堂和左右廂

房已經興建完成，正在施工的是青少

年修練所、福祉修養院，這兩棟新建

築之前還有大片太陽能收集器，供應

洗澡熱水，是既節能又環保的尖端科

技。駐壇的宋相元點傳師說明，「慧

光法壇」將在今年五、六月舉行落成

典禮，請大家屆時再度光臨。隔天

用完早餐，又是一天緊湊行程，包

括「仁天法壇」、「晉順法壇」、

「精誠法壇」和位在全州的「瀛洲法

壇」，「晉順法壇」由朴點傳師負

責，是全大韓民國渡人、成全排名第

一名，「仁德」第二名，「精誠」第

三名。令人憶起35年前（1974），張

老前人遠見，成立忠恕學院，全球30

▲ 金老前人追思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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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分部，目的要把古聖先賢之道傳

承下去，第一期有147位參加，廖老點

傳師、潘點傳師亦在其中。

宋點傳師、權慶龍點傳師均在

「精誠法壇」求道，晉州有很多法

壇，以「精誠法壇」為中心，廖老點

傳師到各法壇講道，均依該壇詞句

「借法說法」：修道要有至誠的心，

好好修練自己、廣渡有緣眾生、行功

了愿才能歸根復命。晚上在全州、大

韓民國唯一歐式素食自助餐用餐，一

餐需韓幣八千元，折合台幣200餘元，

價廉物美。之後驅車前往扶餘「繩墨

法壇」、「教育院」，此行最重要目

的，參加金老前人成道18週年追思

會。權點傳師帶領一行人拜見白前人

和河德前人，看到台灣代表團和金老

前人家屬，非常高興，河德前人一一

親切握手寒喧，垂問這幾天參訪各地

道場情形。

第二天早獻香後，上後山墓地祭

拜金老前人，再拜金夫人－張點傳師

之墓，以及申福均老點傳師之墓。上

午十點鐘，大韓民國各地道親陸續進

入追思會場，首先是河德前人祭拜金

老前人，接著是白前人、台灣代表、

金老前人的家屬，依次祭拜。下午追

思法會，台灣代表和金老前人家屬，

分別插上胸花，以貴賓身份列坐主席

台，首先由教育院合唱團演唱聖歌揭

開序幕，接著總務院梁院長致詞，隨

後權點傳師、廖老點傳師和金老前人

家屬代表，陸續致詞感懷金老前人一

生對道的貢獻，共同追思行誼德範。

法會在合唱團優美歌聲中，畫下完美

句點。結束後天空開始飄雪，「繩墨

法壇」白濛濛一片。離開扶餘，到首

爾汝矣島新東陽餐廳用餐，再回「仁

德法壇」住宿休息。

二月二十日晨起，下了一晚的

雪，窗外呈現了銀色世界，每家屋頂

都是白濛濛一片，「仁德法壇」道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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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影於仁德法壇彌勒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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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前人的關心，廖老點傳師代為轉達。

特別帶我們到彌勒祖師雕像前，欣賞

雪景，俯瞰整個漢江蜿蜒在銀色的街

道上，屋旁小車頂積一層厚厚的雪。

韓國道親告訴沒看過下雪的我們，走

路時，鬆鬆白白的積雪可以走，透

明硬硬的是冰，走上去很容易跌倒，

要小心。大家到青瓦台總統府繞了一

圈，因未事先申請，不得其門而入，

加上開始融雪，天氣特別冷，下午兩

點多回到「仁德法壇」，晚餐後宣布

有一個茶話晚會，參加者：「仁德法

壇」梁院長、權點傳師、金部長和點

傳師、道親、台灣代表和金老前人家

屬。廖老點傳師說，再過兩年就是金

老前人20週年紀念，建議大韓民國道

場邀請大學教授舉辦學術研討會，透

過研討，廣為宣傳金老前人大德，經

由學術界帶動，讓全世界都認識金老

前人，並鼓勵道親的子女在大學研習

一貫道道義，以推廣一貫道。梁院長

對此議感覺非常好，承諾本地道場會

照此建議推行，做出一番成績，更希

望台灣道親和大韓民國道親以後更密

切交流，相互參訪、學習、提攜，讓

兩國的道務更加宏展。

大韓民國六天之行，在緊湊行

程中劃下句點，走遍大韓民國各地道

場，看到許多道親默默在道場奉獻，

除了感佩天恩師德寶貴，師尊師母大

德，有機會來到陌生的國度，受到如

此高規格的招待，遇到彬彬有禮的道

親，大家竟然可以這麼親近，讓我們

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道情，盼能共修

共成。

▲ 從仁德法壇遠眺漢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