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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怡琇
基礎忠恕學院全真分部中級部

102 年度（2013）期中法會於全真道院

5 樓 堂展開。感謝　天恩師德，後學

有幸能參加如此殊勝難得的法會。從

一早開始的早獻香、叩求，就讓我們

共同沐浴在師恩母德的懷抱中。

首先，由陳新興領導點傳師開班

賜導，提醒大家要常接觸道場，因為

外在環境會改變人的心，有智慧的人

會選擇好的環境，用歡喜心去做，而

平凡的人一不小心就會進了染缸。修

道人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不好的心，要

做應該做的事，不應該做的事不做。

領導點傳師又舉了最近全國民眾都關

心的假油事件叮嚀我們：做生意要有

良心、不貪心，若是動了貪念便是罪

惡的開始；要常用感恩心對待任何人、

◎�全真分部中級部三年級提供

事、物，行善者能上天堂，作惡會下

地獄。

接著，班主任林修煥點傳師引「喻

之以理、戒之以禍、悟之以心」讓我

們了解道理是無限無盡，「拿起經書

方知歸家之路，放下經書才有到家之

時」，經書是聖人的遺教，勉勵我們

不能離開 堂、經典、善知識，學經

典是一條永遠的光明路。一旦受師指

點，心生法喜充滿，常懷感恩的心，

大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不只自己

成就，別人也成就，如此才符經旨。

林點傳師希望我們大家要好好學習經

典，經典是永久不變的路，要活看經

典，要珍惜學習經典的機會。

第一個專題由劉黃河點傳師慈悲

主講「幸受真傳」，代表我們修道人

法會心得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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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天無限的感恩，天恩師德感恩在

心。劉點傳師慈悲：所謂「真傳」，

就是道統、天命、心法的傳承，是上

天對我們無上的恩典。今天說道統真

傳，等於每個人的祖譜、家譜淵源，

我們要知道有三個重點：非一家之言、

非歷史傳承、非人為授受。青陽時期

是道之整，紅陽時期為道之分，白陽

時期為道之合（註1）；道統有5000年，

代理佛伏羲氏治世 500 年，青陽時期

有 1500 年，紅陽時期有 3000 年，所

以共有5000年。劉點傳師更提醒大家：

當我們修道人要回理天時，到南天門

需經過三官大帝，並回答得道日期、

三寶，所以我們要時時謹記在心。時

時「允執厥中」，自己隨時迴光返照；

我們如果修得好，可以直接回　老

身邊。最後，劉點傳師在黑板上寫下

「老 愛我我知道，因為明師傳真道，

我的心兒已有主，我的煩惱已解除。」

藉以勉勵大家。

接著，張碧雲點傳師慈悲講解「道

德經精要探討」。張點傳師首先讓我

們了解《道德經》的價值，再介紹老

子生平，並透過《史記》的記載內容，

了解《道德經》的由來，乃老子經過

函谷關所留的經典。原文本是一氣呵

成，至漢朝王弼始分章句，有一說：

分為 81 章正合九九八十一劫數乎。自

秦、漢以來，最影響人心的兩部書就是

《論語》和《道德經》，《論語》是人生

實際生活上的平實學問，是從人道以推天

道；而《道德經》是人生處事上的最高原

則，從天道以推人道。「老子之學極其博

大而精深，極其悠久而通造化，以自然為

宗，以大道為體，以天地為爐，以萬物為

化。《道德經》曾被譽為：用其糟糠即可

以「內聖」，用其皮毛即可以『外王』」

（註 2）。而道與德的關係是「有道無德

易招魔，有德無道難超生」。此外更說明

了38點的精要，「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

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

毛，豈止38門便盡其要？為存教義，汎

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

（原文出自《中華道藏》）

最後由部主任林政雄點傳師結班

賜導，感謝　天恩師德，法會圓滿成

功。接著共同晚獻香、謝恩。法會於

下午 5 點圓滿結束，每一位學員各個

法喜充滿，開心踏上歸途。

※吳玲珠
偈云：「讀透金剛經，唸破大悲

咒，不遇明師指，還在輪迴受。」承

蒙　天恩師德，祖師鴻慈，師尊、師

母二老大人大恩大德，老前人慈悲，

漂洋過海，離鄉背井，拋家捨業，就

為了度化眾生。後學有機緣能成為彌

勒眷屬，非常感恩！身為白陽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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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再次參與中級部的殊勝法會，也

很感恩主班點傳師及班長，還有第 28

期同學同修共辦。

法會上午 7 點 40 分前要報到，所

以一早即來到全真道院。首先是道寄

韻律時刻，道詞、道語總是喚醒人們

的心靈。法會的意義是淨化人心及啟

發良心，不學而知是良知，不學而能

是良能，參加法會能讓真理再教育，

讓道學再充實，讓品德再修煉；同修

們一起成長，目標是道心的提昇，在

行、住、坐、臥，在言、行、舉止及

道務的推展上，都能效法前賢的德行，

因此有句話說：「以身教者從，以言

教者訟。」《後漢書˙班彪列傳下》還

要自我突破及為道捨身，如不能自性

自度，本體不明，在世不能天人合一，

身後如何返天？

後學常常以張老前人的慈語：「生

命有限，聖業無限，整合之道，貴在

同心。」提醒自己，記得有一次，瑞

周全真天選單位的壇辦研討會，陳前

人慈悲賜導：「何謂整合理念？我們

都是一　 之子，一師之徒，樹大要

分枝，樹根不分離，萬殊要歸一。18

支線為一個整體，道本一體，和合；

理無二致，無彼此、無生疏；三教同

一家，三教同一理。整合是一個團結

的力量，分工合作，分區要有彼此，

內心合一，道本一體，就是一家人。」

記得陶淵明有一首詩：「盛年不

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宜自勉，歲

月不待人。」上天是公平的，給了每

人一天 24 小時，讓大家善用好自己的

時間，是要做佛或做魔，就看自己是

讓業隨身，還是德隨身？生命是給我

們活化，並非等待老化，所以德者，

福之源，好命由好心來，有句話：「行

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

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減，日有所

損。」在修、辦道中，就要隨時有慈

悲喜捨的精神，謹言慎行以養性培德。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身為後學

的我，除了感恩再感恩，有這麼好的

學、修、行、辦的環境，這都是前人

輩及點傳師的耕耘與付出！

※張惠妹
在這次的期中法會中，班主任林

修煥點傳師勉勵學員們以課程安排的

內容為順序，循序漸進融入課程之中，

除了課堂上的「知」，更重要的是課

後的「行」，因為，確實地實踐真知

正見，是一貫道弟子的責任、使命和

期許。

而此次法會中，班主任以《春

秋 ‧ 左傳》魯隱公五年時，所發生的

一件「臧僖伯諫觀魚」，來引申為我

們修行者的「修行之道」，亦即「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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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理、戒之以禍、悟之以心」三階

段。後學將恭聆專題後的一點心得體

悟，提出分享：此三階段，可以說是

修行的三種層次：（一）戒之以禍

──畏。（二）喻之以理──信。（三）

悟之以心──樂。

（一）戒之以禍──畏：

佛家守「五戒」：戒殺、戒盜、

戒淫、戒妄、戒酒，和儒家講「五常」：

仁、義、禮、智、信，是相同的道理。

雖然修行的戒律很多，但都不離「五

戒」，「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道德，

也是綱常倫理的基本德目；「五戒」

的究竟，卻又是了脫生死的正因。

古德云：「道在紅塵鬧市修，全憑

五戒作根由；殺生戒除慈心大，不貪財

物廉潔優；見色不貪性清淨，葷酒永斷

性長流；欲學長舌莫妄語，成佛不須出

世求。」進一步說，「五戒」若能持得

絕對清淨，即能了斷生死的因緣業力，

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未來世，今生做者是。」

戒律不是對修行者的一種束縛，

而是解脫之道。要想啟發智慧，《楞

嚴經》上說：「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

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

則名為三無漏學。」可見持戒對於修行

的重要性。

（二）喻之以理──信：

佛法如大海，惟「信」能入。而

在《華嚴經》亦云：「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

示涅槃無上道。」因此，修行者要找

到一條正確的回天之路，則必須：

1. 信人人有佛性

佛說：「眾生皆有佛性。」《大般

涅槃經》；佛經上又說：「人身難得。」

《大寶積經》。在《六祖壇經 ‧ 付囑

品第十》中，六祖向諸徒告別時，也

再次提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何處覓真佛？汝等自心是

佛。更莫狐疑。」

又另有段公案也可作為印證：

有一僧人請問歸宗禪師：「如何是

佛？」

禪師說：「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

僧人說：「禪師誠言，焉敢不信？」

禪師說：「即汝是！」

2. 信道真、理真、天命真

道真，所以可以達本還源；以三

寶印證，達到涅槃境界。理真，所以能

順天應人；融合五教，身體力行，建

設人間淨土，實現大同世界。天命真，

所以能普度四海眾生，契合時代需要。

3. 信聽經聞法能啟發智慧

六祖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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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

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六

祖壇經‧行由品》

4. 信唯有修道，才可超生了死

古德云：「行盡世間路，唯有修

道不誤人。」

5. 信佛真實語

佛的真實語，常可見於經典之中。

例如：《金剛經》說：「須菩提，如

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

者，不異語者。」因為凡佛所說，都

是根據自己親證實相的真智而說，所

以是「真語」；有「真語」，怎麼還

會被「假言」、「虛言」所蒙蔽呢？

修行者貼近佛陀的真理，更易開啟智

慧，清淨自心。

（三）悟之以心──樂：

《六祖壇經》開宗明義說：「菩

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

佛。」即是以智慧心，體會到一切法

都是因緣和合，緣起性空，體悟佛法

所說之「空性」（註 3）。

六祖說：「一念愚即般若絕，一

念智即般若生。」《六祖壇經‧行由品》

心念正，則成就盡善、盡美的世間法，

也可以得到無量的福報；進一步不執

著於這些福報，最後連空也不執著，

只有當下這「心」，這就是解脫，也

是最高境界。

當一位修行者能清淨自心，在日

常生活中印證佛法，就連最後在面對

生死關頭時，也能了無牽掛，毫不眷

戀，該走就走，該做就做，因為他體

會到世間所有現象都趨於「滅」，亦

即無常。體會諸事、諸行無常，一切

法都是虛妄。因為印證無常，所以能

從貪、嗔、痴的妄想執著中回歸清淨、

澄明的智慧心，而能滅無常之苦，而

能法喜充滿，而能了解生死，而能達

到寂滅的安樂。這種境界不正是我們

這些立志修行者此生努力的最大目標

嗎？與您共勉。

註 1：�請參考〈基礎雜誌〉280 期 P20 ～

P25 儒家梗概。

註 2：�此說法更早曾見於蕭天石的著作中，

後孟穎《易貫道德經玄妙解》書中

也曾引用。

註 3：�《佛學大辭典》：空性為真如之異

名。真如為離我法二執之實體，故

修空觀而離我法二執之處，真如之

實體躍然而顯，即依空而顯之實性，

謂為空性。非謂真如之體是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