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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一貫道基礎忠恕道場美國全

真道院開拓者――楊碧珍老點傳師，

後學恭謹提筆，以抒緬懷之意，內心

的悲慟不亞於楊老點傳師成道之時。

感悟到楊老點傳師修辦精神，已深深

地烙在心中，由此而生起一股敬愛之

情，只是此情變成追憶。

之前將獻供於楊老點傳師靈前的

蘭花移植到天緣 堂，一直茁壯成長，

見到花兒綻放，花瓣一若往年之皎潔，

吐蕊花開四朵。在吸引同修目光趨前

共賞時，依稀您老音容、笑貌呈現眼

前，飲水思源，後學們常懷您的恩德。

大伙兒的話題總環繞著楊老點傳師和

溫點傳師之修辦精神，尤其家母常言

道：睹物思人。佛案、佛具、拜墊，

全是當年開壇時，楊老點傳師所親自

策劃。天緣 堂開壇景象歷歷如昨，

在您老的召集和帶領下，十幾對壇主

賢伉儷發心助壇。時至今日，依舊繼

承著基礎宗風的道親們，仍分享著愛

的溫暖和道的可貴，一切全仰仗楊老

點傳師親力親為，功不可沒。迄今每

每午夜夢迴時，內心常懷念著您。

感謝   天恩師德，後學於1994年，

美國全真道院新院落成後一星期，首

次參加法會，恭聆老前人慈悲賜導，

茅塞頓開；老前人措詞嚴正，如雷灌

耳︰大家要光明大道抑或黑暗陋巷，

隨你們抉擇，至於大家修道與否，亦

任憑你們定奪。後續之道寄韻律單元，

一曲〈牧羊人〉：「前人的腳步，多

麼的艱苦，離鄉背井去開荒……，指

引迷途的羔羊……，把孔孟聖道傳遍

天下。」（註 1）天籟之音使淚水模糊

了視線，串串珠淚簌簌沿頰而下，那

發自心靈深處之震撼，看不清歌詞，

替代的是內心飲泣與深深懺悔。

跟著楊老點傳師學聖賢
◎ 美國全真道院 溫詠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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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人慈悲開示：開荒點傳師領

導後學要「導之以正」。後學聆聽賜

導後有感：弘揚中華文化之菁華；養

之以清，不斷涵養人格的完善，乃是

我們實踐中的一部分。感恩楊老點傳

師的悉心栽培，同年仲夏，後學入學

全真道院的週五經典班。回 顧來時路，

鋒鏑餘生的後學多少次在曠野上迷失

了方向，當心坎裡注入一股清流，幽

然的鳴聲形成助力，讓這迷途羔羊重

新找到前進的目標。熏習聖賢經典，

飛珠濺玉，生機勃勃，經歷千年歲月

磨礪，依然是光芒四射。誠如《孟子•

盡心篇》所啟示︰性從天來，性在心

中，盡心量便可以知性，知性便可以

知天。保存本心，順從其性，便可以

事奉上天。啟迪良心呈現，便曉道德

規範，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達

於有理的事相是「智」，達於無為之

空理是「慧」，俾能堅強，勇於面對、

探究真理。

我們修道可以啟善念、勵意志、

知義理、通人情。學習如何分辨精華

與糟糠，面對精華要認真汲取、吸收，

去履行實踐。期盼人人踏上光明大道，

把祥和正義之氣帶到社會每個角落，

以沖淡暴戾、邪惡與污濁。牢記楊老

點傳師恆常教導︰老天爺所要的只是

我們這一顆真摯誠心而己，人之行惡

是對本性的違背，修道俾能消除惡習，

改惡從善；辦法就是通過懺悔來改造

自己。

1996 年，溫家成員初度拜謁老前

人，也是楊老點傳師您安排時間。午

後，在美國全真道院會客室，茶几上

擺放一盤鮮艷欲滴的桃子，承蒙老前

人賜予紅桃，拜領感謝之餘，同時聆

受老前人慈悲開示：大家且看鮮桃內

的核仁，它是生生不息的。重點在於

你們來自烽火瀰天之越南，有此緣分

成立 堂，切莫妄自菲薄；須知道，

大樹源自一粒不起眼的種子，從很小

萌芽、長成。培德如培樹，宜發揮人

▲ 時時期勉後學，恩德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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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之仁愛精神，有所抱負，鼓勵人人

要行仁慈，方能完成愿力！

猶記 2004 年法會裡，超過上百人

參與，場地不設桌子，課堂擁擠，水

洩不通。後學端坐椅上，聚精會神地

聆受教益，以廣納博取精湛義理。身

上尚懸掛著兩個受人之託的錄音機兼

且做速記，虛心專注。冷不防聽到台

上呼喚自己的名字，要臨場發表心得。

後學一時反應不過來，由於法會時間

寶貴，分秒必爭，自知口才笨拙，不

敢造次，誠惶誠恐，躬身婉拒，起立

致歉之際，詎料文具散滿一地，眾目

睽睽，無地自容，狼狽、尷尬不在話

下。俟至午息時段，自己仍為適才突

發狀況發怔得呆若木雞……，乍見楊

老點傳師和潘風明點傳師迎面走來，

同時關切慰問：「詠鳳，妳今天怎麼

了呢？」此語加倍令小後學內疚而連

聲抱歉失敬，求恕罪。當天抵家，由

於愧對長輩和同修，第一時間行千叩

首，虔誠懺悔！自此以後，每於早、

晚獻香禮必行千叩首如儀，至今不曾

間斷地乞懇赦罪。

楊老點傳師捨業開荒，點傳師們

傳道，職志為度眾生超生了死，為承

繼道統和聖賢大德的遺志，以天下為

己任，篤誠對天，胸襟宏量，有所承

擔，在所不辭。像埋在地下的樹根，

供應養份使樹枝生出果實，盤根錯節

的樹根卻不要任何報酬，令人感動、

禮敬又讚嘆。楊老點傳師今雖音容已

杳，然而對大道之無私奉獻、大無畏

的精神將萬古長青，典範猶存，令後

學們永恆地追禱！頌恩！

註1：〈牧羊人〉，詞/曲：興毅道場 陳園

媛前賢。

▲ 學術講座留影（左四為楊老點傳師）。

▲ 熏習聖賢經典，探究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