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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去開荒，總想到我要有多

大的學問、財富、各方面的條件才行，

其實開荒辦道不是完全靠我們人的力

量而為的；以後學修道過程中，在國

內沒有遇到任何顯化，而出國開荒過

程中，卻有很多不可思議的顯化，而

這些顯化都可以證明道是應時應運、

天人合一、天人合辦的事蹟。

在基礎忠恕道場並沒有開沙借

竅，而這些顯化皆是上天慈悲自然的

應運顯化。尤其在菲律賓是屬較不安

定的社會，有一次，後學下飛機的時

間在淸晨，搭計程車要去開班；當計

程車開離機場不久，司機便帶上墨鏡，

里程表蓋下，且控制四邊的門鎖，搖

起四邊的窗戶，後學當時警覺到有麻

煩了。司機開始不斷拉扯後學到前座，

好控制後學；眼看司機人高馬大，情

談海外開荒（中）
◎ 潘風明點傳師

勢如此，只有靠上天靠到底，後學不

管對方如何拉扯，手抱合同，雙眼守

玄含著光，心中默念無字真言，求上

天慈悲，同時稟告上天：「弟子潘風

明，今天遇到此情景，請老師做主。」

後學有很真實的體驗，在那段期間，

進入入定狀態，深感一個將要死的人

和世間又有何干呢？體會到老僧入定

的過程。

對方在戴上墨鏡後，後學有感覺

到他一直靠著後視鏡在觀察後學，且

不斷地繞道。後學在那當下，一點辦

法也沒有，只能把一切交給老師；過

了不知道多久，到了一個地方，司機

將門鎖打開，且停了下來，後學才由

入定中醒來，問車資多少，給了 100

元後安全離開。

自從那次之後，當地道親交代後



2013年8月 15

學千萬別坐計程車，因一次就不得了

了。那時在菲國的環境中，如果遇到

搶劫，最幸運的是留一件內褲讓人離

開，若不幸運那該怎麼辦！在當時搶

劫不一定是司機一個人搶，而是將人

載到一個地方，假裝車子壞了，再由

同夥一起搶，可能連命也沒了。所以

從此以後，當地道親慈悲，後學每到

一個地方，都以電話聯絡道親接機、

接送。這是後學遇到的真實情況，所

以在了愿辦道過程中，信靠上天、信

靠老師到底，絕對沒什麼問題。

菲律賓當地很多人連大廳借我們

安臨時 堂也不肯，所以我們都會問

當地哪裡有大廟，通常借大廟來辦道。

當我們借大廟時，會先拿三柱香向大

廟主神默禱：「我們是從某某地方來

的，今天到貴廟打擾，想借您的地方

來辦道，請您多多慈悲助道。」因為

當開始請壇時，一般主神都須避開，

此情況有些喧賓奪主，故我們要事先

提出說明，也請主神能夠幫忙助道。

有一次，當我們三柱香插入大爐

中（當地大爐通常用石頭刻製或用水

泥砌成，非常堅固且沉重），整個爐

開始搖晃，讓當地信眾們看到，不僅

啟發信心，進而也能產生助道的效果；

因種種的顯化而發現，道非只靠人，

而是天人合一、天人合辦而成。

後學曾經在菲律賓南部最亂的

「三寶顏」開荒，此為回教地區，治

安甚差，有時我們在前面講道理，他

▲ 潘點傳師（中）期勉：信靠上天，做老師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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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後面丟手榴彈。故若有心想至任

一地開荒辦道，只要信靠　明明上

帝、老師，這些大虛空到底，憑著「無

心」，有著這個志向去開荒，絕對能

開出一片天。再者，道務是天人合辦

的，做任何事時，不要一直存著我心，

自覺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才華時，反

而老師無能。要老師萬能，須先自己

無能，只是當作媒介給師使用，讓老

師作主、運作，無論遇任何狀況皆會

沒問題。

若要至國外開荒，事前應有所準備：

1. 透過直覺感，感受要去的國度與己

有此緣份與默契，此為第一個因緣

準備。

2. 體會當地人力與物力的搭配，這

些年來因台灣的經濟奇蹟讓幣值

較高，多年前菲律賓的披索與新

台 幣 比 為 1：5， 後 來 變 1：1，

甚至現在菲幣有時還比台幣小，

當地人以前叫我們「台灣那」，

後較尊敬稱「台灣人」，份量有

加重。目前，台幣在東南亞很值

錢，柬埔寨、越南、菲律賓、馬來

西亞經濟也正在起飛，而新加坡

則已是經濟高度開發，較不同。 

若要開荒，我們的經濟要好好規劃：

我們到一個地方，一方面若能長住，

盡量長住，一方面則要栽培當地人

才；而起先可能無法如此，但對人

力與物力資源也要做個規劃，若去

了再回來，再過一大段時間再去，

則熱力就沒了，每次去等於又重新

點火，如此等於前功盡棄。故要開

發一個地方，須先考慮人力、物力

是否能持續性地支援？未培養出當

地人才前，有無充份的準備？

再者，東南亞地區人民較貧窮，去

開荒時，也是去濟貧。如菲律賓的

情況，我們身份較不同，當地人與

我們熟識後，拜乾爹、乾媽時會找

我們。孩子出生、結婚時等重大禮

俗，皆要以禮金、禮品祝福，當初

林國年點傳師到菲律賓開荒時，

當多少人的乾爹，數都數不清。

當時辦道皆配合義診及用餐，因

此當地人很喜歡求道，一次皆來

數百人，故開辦道務，一方面要

人力，另一方面也要財力配合，

▲ 宿霧先天聖道院五週年慶，與當地道親    
   （左、右）合影。



2013年8月 17

等一段時間後，則要就地取材。 

當地人對我們其實也是花了好幾年

在觀察，透過我們一舉一動的證實，

他們才感受到道的寶貴殊勝，付出

至誠之心，最後能穩定當地的修道

基礎。故所謂創業維艱，在開辦之

初，人力、物力要能配合得好。

3. 事先留意當地的風俗民情、信仰或

禁忌。例如在菲律賓不能說「ㄟ

塞」、「賣塞」（台語，意為可

以、不可以），而要說「ㄟ做」、

「賣做」（台語）。還有，菲律賓

人不喜歡白色及黑色的顏色，因黑

色代表喪事，白色，我們認為是高

貴，但是菲人就很不喜歡；以《易

經》而言，南方的國度屬火、火

焰，為多采，故其衣皆鮮艷多采。 

我們要了解，且也要先配合，否則

違犯其禁忌，將格格不入，等到他

們明理，再掃除其形象、觀念。例

如：起先因階級觀念很深，菲律賓

華僑與菲律賓人不能同一批辦道，

甚至聽道理時，菲國華僑與他們帶

來的菲佣也是坐不同區塊才行。當

初我們要鼓勵這些有錢的華僑做無

畏施時很難，經我們不斷鼓勵，不

得已之下，大老闆們就帶著他們的

菲佣來，並監督他們怎麼做，這是

第一階段。再後來慢慢了解道理，

則菲佣做，他也做，例如：他擦桌

子，請菲佣取水、換水，此第二階

段。最後才是菲佣沒來，一切自己

來，這是第三階段。要達到這階段

則不知要經過了多少年之後，故我

們要先順應他們的方式，再適當扭

轉乾坤。還有對當地的目標計劃要

確切，以免到處橫衝直撞。

4. 了解當地的政治、經濟、生活水平

及相關情況，以作為我們開辦的權

宜措施；對當地的語言也要有些概

念，若能深入學習則更好。另外，

基本專長也要學一些，例如駕駛、

基本料理或有關醫學方面的專長，

方便與人結緣。常去菲律賓的林國

年點傳師不管醫學、推拿、針灸皆

在行，配合義診，再帶些藥，或給

藥方；由身體上的疾苦能得到感應，

接著再給予道理洗滌，如此可以穩

紮穩打地完成目標。

　　　　　　　　　　　　
（續下期）

▲ 高級部法施學系頒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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