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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民國 101 年（2012）是後學進入

忠恕道院服務的第六個年頭，也是後

學領恩學習到地方班報告心得的第一

年；半年後，後學覺得：何不再用心

把講稿轉成文稿，不就可與更多的前

賢大德分享，豈不更美好！所以才在

101 年 10 月 286 期〈基礎雜誌〉投

稿一篇後學求得一貫道四十年的心路

歷程──〈求道 40 年心路見證〉，

更蒙劉文欽點傳師慈悲開示與成全，

告知後學：能將  老 開道，老師撥

轉，前人、點傳師用心成全後學的事

蹟留下雪泥鴻爪，也是一種傳承、追

思。才不愧小小後學們有感  天恩師

德，所應盡的職責。

民國 102 年（2013）3 月份開學

前，蒙點傳師、執秘、班長的栽培，

要後學學習報告10分鐘有關感恩的小

品，在搜集資料、構思講稿的過程中，

勾起後學潛伏在內心深處濃濃的感恩；

再沒有迴響，那真是麻木不仁，怎敢

侈言在道中學習？因此，將感恩的心

情整理成文，與諸位前賢大德分享。

感恩類型

1. 不知不覺型：

一生順遂，事事如意，認為普天

之下沒有任何事可以難倒他，一切的

成就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與旁人無

涉，旁人並沒有給予任何助力，又何

須感恩。

2. 後知後覺型：

接受諸多幫忙，却渾然不覺，直

到有一天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才及

時醒覺，懂得領恩學習、感恩圖報。

3. 先知先覺型：

乘愿而來，到處行善，為自私

自利的現實社會注入一股股溫馨暖

感 恩
◎ 吳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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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祈能移風易俗、淨化人心、美

化世界。

白陽修士更需要學習感恩

邱束美點傳師賜導時經常提及的

一個故事，後學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古時候有一個員外，一生樂善好

施、造橋鋪路、急難救助、有求必應，

就像一位活菩薩。有一天，員外陽壽

已盡，來到閻羅王殿報到，閻羅王惜

他是個大善人，就笑著問他：「想轉

世做什麼款人（台語，意指哪一種

人）？」

員外想一想，就報告閻羅王：「想

當一個修道者。」

閻羅王翻翻生死簿後，笑笑地告

訴員外：「不可以！你還希望轉世做

什麼人？」

員外接著說：「那當一個修道者

旁邊的小茶童，總可以吧？」

閻王還是笑笑告訴員外：「這也

不可以。」

這個公案在提示什麼？原來，要

當個修道者不是那麼簡單的！各位大

德在累世修行的福報中，這世又逢大

道明師，所以才能在這麼莊嚴的道場

上聽道理、修心養性、洗心滌慮，終

而能超生了死；不像一般大眾，正在

為名為利為財富而拼生死，為情為愛

為享受醉生夢死，或為七情六慾在六

道中翻滾遊戲、輪迴生死，這就是天

堂與地獄之別。故白陽弟子在聖凡之

中，都應時時刻刻懷抱著滿滿的感

恩，事事湧泉以報。

白陽弟子心懷感恩  

一般而言，感恩不外「五恩」，

也就是天、地、君、親、師，吾人

必報也！南極仙翁慈訓「十感恩」

又把仙佛、師母、前人、引保、大

眾等列入，就更趨完整。而基礎忠

恕道場的白陽弟子特別應感恩誰

呢？那就是我們最敬愛的張老前人。

且容後學懷著拋磚引玉、戒慎恐懼

的心情，為老前人的行誼風範再作

報告，以追思老前人：

1. 師尊放命，弘道肩擔：

老前人求道不早，却精進很快。

卅歲時，為盡人子孝心，超拔父親少

受一點苦而求道；求道當天就立愿吃

素；經五天練習，學會上下執禮、請

壇等禮節；二個月後，成了講道的講

師，吸引許多人來聽道，聽道人多

了，想要求道的人也不少，所以在短

短的二天裡，度了七百多眾。卅一

歲，成了壇主，又蒙師尊慈悲，放命

為點傳師，領命當晚立刻去點道。

這段路程老前人以半年時間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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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走完，意味著上天慈悲加被，刻

意培植，期許他挑起弘揚一貫道的

重大使命。   

2.一甲子為大道修辦，半甲子為合法

奔波：

老前人憑藉堅毅不拔、威武不屈

的性格，處事圓融，很得人緣，官場

交誼非凡，遇有道親被扣押的情事，

他老都出面周旋，透過關係化解災

考，並親自去檢警單位把人保釋出

來。同時也讓外界逐漸瞭解一貫道是

真正在弘揚中華文化，並身體力行。

為護道務，他老以財養道，應付各方

的需索，這種作法讓老前人受到相當

大的委屈和誤解，偶有手頭不便，就

會遭到各種責難，老前人卻一一忍

受，不加辯解。今日我們能在這麼平

安莊嚴的道場自由自在地修行，都是

老前人恩澤德被。

3. 高瞻遠矚，順應潮流，認理修真：

為開創千秋萬世修辦之方，老前

人停止運用三才，一方面鼓勵後學們

深耕經典與躬行聖人之道，另一方面

也積極整合班務，改以宣講經典奧義

為主，釐訂明確的課程，帶領道親真

正走入經典研究的領域。

4. 百年樹人，培養永續人才：

早在民國 63 年（1974），老前

人為更貼近青年道親的需求，特設

「進德修業班」，通稱「青年班」，

並親自講授經學，每月上課兩次；後

來更名為「進德修業研究所」。這種

依年齡分班的方式不但改變「修道是

退休老人之專利」的觀念，也為道場

找到活水源頭、傳承世代，培育年輕

一代為修辦人才。

因參與人員的年齡範圍越來越

廣，為整體規劃適合年輕人的課程，

民國 72 年（1983），又在「進德修

業研究所」中設立「正義精修班」，

分作啟信、禮節、道義及辦事員四個

階段，目的是讓新進的道親從堅定信

心、學習禮節儀規，到能講解道義，

進而可以承擔起道場中道務的運作，

有一套循序漸進的教育體制。

隨著道務開拓，學員人數不斷增

加，到民國 80 年（1991），原有的

「正義精修班」已無法配合需要；老

前人召開會議後，決定以「教育」與

「學術」作為以後發展的導向，以身

體力行的生活實踐與經典教義的道學

研究齊頭並進，並將人數已幾乎達於

飽和的「正義精修班」改制為「忠恕

學院」，成為真正培訓道才與師資的

教育機構，也希望藉此引起青年道親

加入經典研究的熱潮。

類似的道場教育制度，在一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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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道場中多已行之有年，所制定的課

程也大同小異；忠恕學院以經典研究

作為培訓傳道人才的基礎，穩健、快

速地發展，各分部遍及海內外，孕育

了許多修辦人才。

5.奠定道場長遠發展的制度及正確的

理念：

要維持道場的長遠發展，先要泯

除人的貪慾，除了藉教育改變心性之

外，更要訂下可久可遠的制度；組織

「道務委員會」，採世代交替，相互

推舉，集體領導的方式，才會團結和

諧。有健全的制度，更要有正確的理

念來配合，道親都是原佛子，是屬於

整個道場的，有了這種觀念，才能貫

徹「道本一體」的「無相」。老前人

很明瞭修道最難看破就是這個相，觀

念改變要慢慢來，從來沒有「激變」

能持之久遠的例子，祇有「漸變」才

能做得圓滿。

後學才疏學淺，誠惶誠恐，進道

場僅短短數載，對老前人的德業，確

有言不盡意、掛一漏萬之憾；唯祈前

賢大德對老前人的風範行誼，也能不

吝分享、報導，以饗後進，作為後學

們修行的典範與永恆的追思。

無盡感恩

六年前，後學以一個退休者，由

岳父周八桐點傳師用心成全，更蒙簡

新發前人、詹明政點傳師慈悲安排，

給後學一個嶄新的生活，重新認識人

生。六年來，後學見識到道院內各位

前賢大德一身道氣、滿懷慈悲，圓融

道場外，又各有千秋，學有專精，熱

心服務。後學本想一一正面表達後學

滿滿的感恩，唯當事人謙虛，認為都

是份內之事，不值一提！權宜之計，

何不來個猜謎，讓各位學長來猜猜這

些前賢大德是誰？也蠻有趣！

後學歸類成下列類型：

1. 急公好義型：

對道院業務熟稔，道務知識、社

會歷練豐富，設身處地為人排難解紛。

2. 不會說「不」型：

連點傳師都親口讚嘆：「有什麼

事情不要再找他，會把他累垮！」因

為不管聖凡，只要道親開口，他都樂

意承擔。

3. 黑貓宅急便型：

都會區的道路熟悉度不輸宅急便

的司機。因為她承受點傳師的訓誨

──「送佛送上西天」，所以只要學

長開口搭便車，甚至順道辦私事，她

都樂於接受，再規劃最便捷的路線，

一一「宅配」到家，而最後到家者，

永遠是滿心歡喜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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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報告到此，學長們有沒有很

想知道這些前賢大德是誰？其實他們

就是這6年多來，以言行、身教引領

後學走入修行大道的一群前賢大德；

大家不辭辛勞、不厭其煩地為後學  醍

醐灌頂，時時引導、規勸、提攜，後

學真心感動，感恩慈悲，有您們真好！

基│礎│小│品

4. 慈眉善目型：

總有一套道理可化解學長的無明

火、舒暢學長的身心；而他看起來，

就是那麼慈悲、圓融又不會生氣。

5. 領恩學習型：

A、把道院輪值當成課外聯誼：把輪

值該做的工作完成後，承點傳師

的指示，不急著回家，泡一壺

茶，與道親閒話修道心得。

B、把課外聯誼當成法會的延續：除

了點傳師慈悲賜導外，各學長更

輪番做心得報告，確是寄道於

娛，讓道生活化。

6. 有吃又有拿，只怕你不吃型：

有很多求道五、六十年的老菩薩，

年輕時求道後，只能吃蘿蔔乾、豆腐

乳，無不盼望能常遇到逢年過節、開

壇辦道，可以吃些美食佳餚、打打牙

祭。而那時候的前人輩、點傳師們非

常慈悲，怕道親們不吃素，給道親們

「有吃又有拿」，而且是拿得愈多，

他們愈高興！等這些老菩薩主廚時，

就效法前人輩、點傳師們的作法，煮

得更好吃、更豐富、更健康，不但歡

迎道親們多多享用，甚至也樂於為道

親打包，讓他們帶回家與家人分享。

【更正啟事】

※296 期 第 30 頁 所 刊 登 文 章

「學習慈心悲愿 中級部法會

心得」，一處內容誤植漏字，

特此更正為：

  「國外開荒的意涵」為陳立家

點傳師慈悲開示之專題。

※296期第60頁所刊登文章「天

降真道傳四海 普收有緣返瑤

臺 天普講堂落成典禮」，一

處內容誤植，特此更正為：

  後來海外有許翠娥點傳師的

女兒杜淑慧學長於民國 86 年

（1997）在加拿大溫哥華開

設天宇 堂，許點傳師的辦道

足跡更延伸至海外……。

並謹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