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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天恩師德，前人輩慈悲以

及廖素珮點傳師給予後學提攜栽培。

我們常聽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修行人的道心要像金石一

般堅定，但要怎麼磨？怎麼修？才能

成就方圓呢？首先要有一個磨金石的

地方――基礎忠恕學院台北分部初級

部二班，後學很感恩能有機緣在這裡

學習。一轉眼的時間已經步入了第三

個年頭，時間倏忽，讓人無法停息；

憶起當年會決定來上初級部二班，也

是感受到時間的寶貴，因為日子要怎

麼過，其實是在於我們怎麼安排。每

個星期天的晚上若沒在初級部二班

上課，那也是把時間花費在無法讓

靈性提昇的地方，例如：看電視、上

網……。然而後學經過這段時間聽聞

法語及學習禮節，從聞、思、修，進

而落實於日常生活中，自己都感受到

有很大的進步與提昇。

修行磨金石之處
◎ 廖健寧

磨金石的第一步驟當然是――洗

滌，洗掉金石上所沾染的塵土。後學

第一年在初級部二班的學習便是要洗

滌內心的塵勞，這些塵勞都是宿世所

累積下來的，須藉由點傳師或講師的

經歷、體悟所化作的善言法語來使自

己由迷轉悟；在一次次的課程中，提

醒自己反省與覺悟，內心的塵勞就像

是剝竹筍一般地層層剝落，那種感受

或喜悅或懺悔都是自己所得。所以每

每回家後，都會將自己當時的心情或

感想寫在作業上，讓自己反芻，同時

也讓自己有所成長。

後學能到 堂中上課學習，也是

許多的因緣和合；首先是後學的母親

前幾年歸空了，讓後學深感人身難得，

而能於此生得道、修道更是難能可貴，

深知要把握當下，有機會學習真的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回憶起母親生前也

曾告訴後學：「不要離開道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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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右一）於期末獲贈精美小禮物以玆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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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後學有堅定的心要在道場上學習，

以行功了愿，再將所學實行於日常生

活中之行、住、坐、臥。尤其後學目

前最重要的本份工作就是當好「母親」

一責，更要以身作則才能教導子女；

就像在道場中，點傳師如同我們的大

家長，所給予我們的就是「愛」與「榜

樣」。我們當以齊家修辦為我們的終

身目標，以報　天恩師德。

磨金石的第二步驟――塑形。在

初級部二班學習的第二年是習禮塑形

的一年，主要是按部就班地學習各項

禮節；畢竟這是一貫道弟子的基本禮

節，也是「敬天地，禮神明」〈一貫道

宗旨〉的開宗明義。然而「快樂的二年

級」一直是初級部二班中最有朝氣與

活力的一年，可以見得禮節是以活潑

應世的；道氣風範的展現是外剛而內

柔，是攝受人心的展現。能與學長們

成為道伴，一起學習禮節，並培養浩

然正氣與彼此默契，真是累世修來的

福報。經由輔導學長們的引領，這一

年是增長道氣與禮儀的一年，也是成

就辦事人員基本功的一年。

磨金石的第三步驟――拋光。在第

三年的學習是將道的殊勝宣揚出去，學

習三寶演說與道義開示便是當務之急，

所以每個人都要看重自己，要盡己所

能，為將來的道務儲備能量，使其發光

發熱；誠如老前人所說：「有事辦事，

無事守玄。」其實就是度人與修己；因

此，這一年會感受到：要能承接上天

所給予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先準備好自

己，隨時待命，如師母所說的辦事人員

五大犧牲：時間、功名、功德、家庭和

生命。那種為道忘軀的精神，雖然後學

還無法完全做到，但看道場上不乏有這

樣為道犧牲的前賢，也讓後學生起見賢

思齊的雄心壯志。

最後，讓我們以此為樂――

身處於有道德的地方，

心境上就能安然自得；

與有仁德的賢者相處，

處事上就能明理得宜。

真的是「能親仁，無限好。德日進，過

日少。」《弟子規》修道之路還很長遠，

後學願與各位前賢共進圓滿的大道，

磨出無稜無角的渾圓金石――一起共

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