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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所傳的是什麼道 ( 下 )

◎ 陳立人

（接上期）

四、道之聖

道的第四重意義是彰顯道的神聖性，可稱為「道之聖」。虛無縹緲抽象的道，

被具體的形塑成神聖的至上神「　明明上帝」，道也等同於靈性最終歸屬的理天

聖域，道更透過天命金線與天命明師讓信徒感受到神聖的終極救贖之道。

﹙一﹚道是最原初的宇宙動力，是萬有的第一因，萬物由道而生，道是宇宙

萬物之母，在這個意義上，道具有了一個創生者、造物主的形像，因此道乃化身

成一位至尊至聖萬靈真宰的至上神：「　無極老 」或稱「　明明上帝」，祂是

道的形象化。54《皇 訓子十誡》中說：「惟道獨尊我獨尊，生剋制化老身份，

三界十方 為主，養育聖凡一靈根。」55 道是獨尊的，　無極老 也是獨尊的，

二者都是獨尊的，清楚表示兩者本就是同一的，因為只可能有一個獨尊。宇宙本

體是道，而　明明上帝是宇宙的創生者、肇始者，　明明上帝是生天、生地、生

人、生萬物的「至尊至聖」之至上神，從這一層面來看，道就是　明明上帝，反

之　明明上帝就是道。

因為道就是上帝，正如《聖經》說的：「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

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

藉著他造的。」56 明白指出在宇宙被造之前道已經存在，而且「道就是上帝」，

54鍾雲鶯著（2010），〈論一貫道「本」與「非本」之思想的解經模式――從《論語》的幾則解釋談起（5）〉，《基

礎雜誌》，第 260期，（台北市：財團法人基礎道德文化基金會），頁 13。
55見《皇 訓子十誡》第三誡告。
56
《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至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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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既是上帝，而上帝是「自有永有的」57，是創造天地 58、創造人 59、創造萬物的

「昔在、今在、永在」60 的萬物本源。所以道就是造物主上帝，道就是　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就是道。

明明上帝是永遠存在，獨一無二，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永恆不改變的萬靈真宰。　明明上帝的聖靈，神妙莫測，變化無窮，為萬有的本

源，萬化的主宰。　明明上帝就是道，道就是　明明上帝。

﹙二﹚也有時候，道就等同於靈性最終歸屬的「理天聖域」。「理天」又稱

為「無極理天」，是五教聖人所住的地方，是一切造化的根源，也是吾人靈性所

從來的故家鄉。61 就十五祖王覺一在《理數合解》的理天思想，理天是上帝等至

高神的居住之所，帶有「天堂」的觀念，使得無極理天成為一種實體而非觀念上

的抽象名詞。62「無極」是宇宙本體，也是萬物的本源，無極生太極，太極運轉而

產生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的運行產生了五行，五行是一切生物的基本材料。63 無

極是世界的本體根源，理天是先天地而生，是萬物生成的母源，人之理性也是由

理天所生。

明明上帝無極老 位居理天，　老 賦予吾人之靈性也是從理天而降，回歸

理天是人們在世修道的終極意義，理天既是生命的根源處，也是生命終極的歸宿。
64 理天是先天地而生，是萬物生成的母源，人之理性也是由理天所生，就算天地

毀滅了，理天依舊不變。65

57《聖經》，〈出埃及記〉，第三章第十四節：「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58《聖經》，〈創世記〉，第一章第一節：「起初，神創造天地。」
59《聖經》，〈創世記〉，第二章第七節：「耶和華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當。」，第五章第二節：「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
60《聖經》，〈啟示錄〉，第一章第八節：「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乃希臘字母首末二字〕

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61林榮澤著（2007），《一貫道歷史：大陸之部》，（台北市：明德出版社），頁 346。
62鍾雲鶯著（1995），《王覺一生平及其理數合解理天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6。
63鍾雲鶯著（1995），《王覺一生平及其理數合解理天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8。
64鄭志明著（1990），《台灣的宗教與秘密教派》，（台北市：臺原出版社），頁 82。
65黃衍馨著（2010），《一貫道女性捨身人士之研究—以寶光組嘉義客賓素食館為例》，（南華大學人文學院宗教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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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天是不動天，是永恆不滅的境界，理天就像是一貫道的天堂，求道所求就

是求得一條回理天之道路，人們如要脫離輪迴，就只有求道、修道、重新與道契

合，才能回歸理天聖域，回歸道的懷抱。一貫道的道親必須努力透過修道，培福

積德，行功了愿，救度眾生。進而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由此積功累德，

以求回歸理天，獲得永生。66 在這一意義上，神聖的「理天聖域」就是道。

理天是個極樂世界，《皇 訓子十誡》中如此描繪：「極樂國任逍遙隨意玩耍，

乘青龍跨彩鳳無量尊嚴，不懼寒不懼暑無束無管，無陰陽無對待至理純然，⋯⋯

論無極為聖域至善寶境，靜而應通萬化萬類根源。」67 從王覺一《理數合解》

的理天思想，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王祖告訴我們回歸理天是在世修道的終極

意義，我們求道、修道、行道就是要讓靈性回歸到無極理天，也就是要回歸道的

本懷，道就是無極理天，無極理天是道的形式上之存在空間。

﹙三﹚道既是無極之真理，賦於人就是我們的靈性，我們的靈性、佛性皆是

由　明明上帝所創造，這點靈性本來是純善無惡潔白無染的，但落後天之後，受

氣稟所拘物慾所蔽，將本來靈明自性良心埋蔽了，雖有而不知其有。如《皇 訓

子十誡》第三誡所說：「酒色財迷住了原來佛性，貪七情染六欲蔽住本靈，慾

海波無盡止情枷愛鎖，戀富貴貪榮華名利網繩。」68 於是，只知識心用事，貪圖

眼前色身之快樂，受情慾纏繞，貪求無厭，所以日流污下，造了種種的罪業，以

致墜入四生六道，輪迴流轉，不知達本還原，「經百千劫常在生死」69。故須尋

求大善知識天命明師，指明覺路，以便返回無極理天，永斷輪迴。70 正如世尊初

成道時所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

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智悉得現前。」71 六祖也說：

66蘇桂弘著（2012），《從一貫道、先天大道到彌勒大道》，（國立台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7。
67見《皇 訓子十誡》第一誡告。
68見《皇 訓子十誡》第三誡告。
69見《楞嚴經》。
70明德出版社編著（2009），《求道後的第一本書》，﹙台北市：明德出版社），頁 5。
71見《華嚴經》，〈如來出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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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

性。」72 

十五祖王覺一的宇宙觀在吸收理學的基本觀念後，取用理一詞，藉以說明理

是宇宙的本體、根源，而人物之生，也是由此理而來，進而探談宇宙生命本初的

根源，及人們回歸本體的必要。73 王祖強調，人若要返回永生的理天，就必需要

接受明師指點，才能得到無極理天之大法，這就是「一貫心法」。74

天命明師是領受　上天老 之命，倒裝下凡來接續道統，是要代天宣化、傳

道的仙佛聖真，亦即奉天承運之明師，也只有承受道統的明師，才能真正傳授上

天之道的本體與心性。75,76《皇 訓子十誡》中說：「雖然是這浩劫為 降下，在

先天日夜裡血淚長流。不忍得這玉石俱焚不判，垂金線現靈光海內行舟。千條

路萬條路無有生路，超生路惟一貫天道速求。」77 一貫道是惟一的道路、真理、

生命。

一貫道強調，眾生要靠佛力加被，也就是透過天命明師的指點，才能明心見

性，脫輪迴超生了死，而後再修道、行道以行功立德。所以，一貫道非常重視求道，

因為「若遇明師，直指大道，地府抽名，天堂掛號」，「明師一指，超生了死」，

而且一貫道是「先得而後修」，意即先藉著求道、得道而得拯救，然後再努力修行。

今幸逢三期末劫，明師降世，大開普度，世人乃得聞此上乘大法，這也正是

達摩東來所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一步直超之正法。

而此一步直超一指見性之法門，乃是因　無生老 悲慟世間原佛子的迷昧，失了

回理天之路，特降下道來搭救，此道即是一貫道。

72見《六祖壇經》，〈般若品〉。
73鍾雲鶯著（1995），《王覺一生平及其理數合解理天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4。
74宋光宇著（1996），《天道傳燈》，（台北縣：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頁 20至 21。
75潘風明編著（1992），《入道之門》，（台北市：財團法人基礎道德文化基金會），頁 20。
76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2013），《一貫道通識講義第二冊》，（新北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141）。
77見《皇 訓子十誡》第五誡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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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今是末後一著，也就是說，這是最後一次的普度收圓了，78 時屆未會，

如果錯過這次機會，就要再等下一元會了。79

人類自降生到紅塵世間後，迷失了善良的本性，不再認得回理天家鄉的道路，

終將墮入地獄惡趣受苦。所以，　明明上帝派遣明師應運降世，普傳先天大道性

理真傳，要喚醒沉迷的原佛子及早回頭，以便再回到理天家鄉、　老 娘的身邊。
80 這些明師就稱作「天命明師」，也只有「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81

之天命明師才能指點性命根源，才能打開性命之門這個通往理天的關竅。一貫道

是當前唯一擁有天命的宗教，一貫道才是　老 所頒下的「真天命」，是唯一能

救人脫離苦海的大道，就是所謂的「天命金線」。82「除了祂之外，別無拯救，

因為天下之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83 值此三期末劫，上天

不忍良莠不分、玉石俱焚、善惡同毀，於是「道劫並降」，84 一方面降下大道，

救度善信之輩，讓其求道、修道、行功了愿，靈性可以獲得救拯；另一方面，惡

孽之輩，將被打入災劫之內，只有等到下一元會再來救度了。85 所以上帝派下明

師應運降世，普傳先天大道性理真傳，這些明師就稱作「天命明師」，《一條金線》

中說：「明師者，係奉承道統，應運救世降。」86《皇 訓子十誡》第五誡告說：

「不忍得這玉石俱焚不判，垂金線現靈光海內行舟。千條路萬條路無有生路，

超生路惟一貫天道速求。」第九誡告中更說：「論道路有千條全然非正，若不

登金線路難返無極。」人若要返回理天聖域，唯有接受天命金線的明師指點，才

78慈覺正著（1989），《天道之尊貴與殊勝》，（台中市：慈氏雜誌社），頁 28。
79黃郁雯著（2004），《臨終處境的信仰與希望 -- 以一貫道道親臨終陪伴經驗為例》，（南華大學：生至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 38。
80楊福榮著（2015），〈談一貫道的信仰﹙二）〉，《一貫道總會會訊》，第 280期，（新北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頁 15。
81見《莊子•天下篇》。
82陳信成著（1999），《一貫道的末劫救世觀》，（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頁 37。
83《新約聖經》，〈使徒行傳〉，第四章第十二節。
84在《暫定佛規》序文中說：「竊思上天有好生之德，豈忍玉石俱焚，善惡混淆，於是特降天道，而大開普度焉。」
85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2013），《一貫道通識講義第二冊》，（新北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頁 167。
86見《一條金線》第三題：「傳道明師之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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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證無極理天之大法，這就是聖人所傳的「一貫心法」。87 而點傳師是奉明師

之命，代表明師傳道，當然亦有天命在身，也是脈脈相續的「天命金線」。因此，

道在這裡確實的化為「天命明師」、「天命金線」，拯救眾生藉由「求道」接續「天

命金線」以「超生了死」，回到生命終極的歸宿「無極理天」。

道是性理的本體，就是無極真理，乃吾人之天根，性命之大源，是萬古最神

祕的「性理真傳」所口授心印的祕寶。88 這個佛性人人本有，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所以不會因得道而自傲，因一切眾生本來即已具足，只是自己明不明白而已。唯

有透過天命明師的指點，得以打開玄關，證悟「菩提般若之智」、「如來智慧德

相」，也就是收回「放心」，而再度與道契合。

道統傳承、心法傳承和天命傳承在一貫道信仰的主要教義當中佔了極為重要

的地位 89，而這三者是互相關聯合而為一的，簡言之就是「天命道統的傳承」。

道以天命的方式脈脈相續，建構了六十四代的道統譜系，因此，有時候道就代表

著天命金線與天命明師這一終極救贖之道。

從上述這四重意義來看，一貫道的道，很顯然是承續自中華傳統文化的道，

也和儒、釋、道甚至基督宗教的道是相通的。而道作為一貫道的信仰核心及終極

的救贖之道，使道又更具有另一層至上的神聖意含，所以一貫道的道，巧妙的揉

合了各家各宗的道，卻又有著更完整的風貌。

87宋光宇著（1996），《天道傳燈》，（台北縣：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頁 20至 21。
88鄭志明著（1998），《先天道與一貫道》，（台北縣：正一善書出版社），頁 69。
89林浴沂著（2004），《一貫道天命道統傳承之研究》，（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7

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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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儒為宗

一貫道的道統心傳涵蓋了儒家、釋家、道家，認為三家所傳皆是同一心法，

所以一貫道叫做「三教真傳」。90 而一貫道大部分的基礎理論架構是由北海老人

王覺一的著作所建構的，後來的一貫道信仰和道義也大致都不脫此一範疇，是儒

釋道融合體，注重儒之倫理道德、佛之戒律、道之清淨，故強調「行儒門之禮儀，

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規戒。」91

不過，縱觀王覺一的學說，可以發現，王祖主要還是以儒家思想為本位，再

涵括三教的。十五祖創導「三極一貫」之說，以及「先天後天一以貫之」的修辦

道理念，所謂「無極理天、太極氣天、皇極象天，三極一貫。」給現代一貫道確

定了「以儒為本」的修辦核心理念，先天與後天、形而上與形而下、道與教、無

極理天與彌勒家園，都是一以貫之，不能偏執。92 所以，一貫道雖然講三教歸一、

五教同源，但從一貫道的整個道義和運作，仍然可以明顯看出，一貫道的道是以

儒家思想為主。正是因為這樣的背景，一貫道在台灣，甚至在海外發展時，大都

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的宣講內容，而且為了便於海外華人認識與接受起見，像興

毅組在海外就統一用「孔孟聖道院」作為對外聯繫時的名稱。93

在十八代祖張天然於民國 28 年﹙ 1939 ﹚所頒訂之《暫定佛規》中開頭就說：

「蓋聞先王之道，以正心修身為本；聖人之教，以禮門義路為先。」94 揭櫫了

一貫道以儒家之禮門義路為中心的思想。而一貫道的〈道之宗旨〉：「敬天地，

禮神明，愛國忠事，敦品崇禮，孝父母，重師尊，信朋友，和鄉鄰，改惡向善，

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洗心滌慮，借假修

真，恢復本性之自然，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

90楊福榮（2014），〈談一貫道的信仰（一）〉，《一貫道總會會訊》，279期，（新北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頁 16。
91見《一貫道疑問解答》上卷第五十九題：「三教是一理所生究不知何者最高？修道者亦有偏重否？」
92編輯部（2015），〈百十年的傳揚•三千倍的成長〉，《一貫道總會會訊》，第 291期，（新北市：中華民國一貫

道總會），頁 7。
93宋光宇著（1996），《天道傳燈》，（台北縣：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頁 21。
94見《暫定佛規》，〈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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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95 這裡也可以看出，一貫道主要強調的是

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五倫十義的儒家思想。在日常行道的實踐上，更可以看到，

一貫道最重視儒家的孝悌觀念，以及內聖外王的功夫。96 

當然，一貫道還是強調：「三教原是一理所生，雖分門別戶，言論各有不同，

然而究其實際，概屬一理。故性理真傳，必須三教齊修，不偏不倚，行儒門之禮儀，

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規戒，擷取三教之精華，方克有成。」97 三教的義理都

不可偏廢。

總括來說，一貫道對道的認知與闡釋，及對道的修行與實踐，主要傳承自中

華傳統文化，並兼容涵攝了儒、釋、道三教的成分，而以儒家思想為本，所以說「真

儒應運白陽」、「真儒復興」。

當然，對一貫道道親而言，對道的最直接感受，可能還是「三寶心法」了。

因為，對一貫道信徒來說，透過求道禮儀而得道，得的就是這三寶，說到道，也

馬上會與三寶相聯結。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對道的認知與實踐，主要也還是在

三寶心法的修持，透過三寶而體悟道是絕對的真理，道是至尊至貴的，道能使人

超越生死。而一貫道所密傳心受的道是宇宙最高的真理，是應時應運的三教真傳，

一貫道 堂則是救世的法船，道親經由天命明師指點，「金光一線，路通先天，

一步上達，超氣越象，直登聖域」98，得以了生脫死，藉由明師一指「直指心源，

不踐階梯，徑登佛地」99。所有一貫道道親也都應該替師行道，努力修辦，化天下

為一家，「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100

（全文完）

95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2013），《一貫道通識講義一至五冊》，（新北市：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頁 178。
96孫玉中著（2010），《一貫道聖與位之相關探討 -- 以全真道院為例》，（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34。
97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1988），《一貫道簡介》，﹙台南市： 巨書局），頁 16至 17。
98見《皇 訓子十誡》前言。
99宋朝楊億序東吳僧人道原所撰的《景德傳燈錄》說：「首從於達摩，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踐階梯，徑登佛地。」
100見《性理題釋》第四題：「道之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