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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TCRP”)

二十歲的生日，TCRP 在二十年前由一群宗教領袖共

同努力奔走、推動成立，天主教馬天賜神父任第一、

二屆理事長、佛教淨心長老接任第三、四屆理事長，

一貫道李玉柱前人接任第五、六屆理事長，子弋在

去年接任第七屆理事長。

我的父親涵靜老人李玉階是天帝教的首任首席

使者，他總是心心念念為救劫、化解人類毀滅浩劫

而奮鬥努力不懈。子弋自幼追隨父親至今八十九歲

了。多年來，深深受到父親在宗教方面的薰陶。父

親過世後，子弋接任天帝教的代理首席使者、第二

任首席使者。我的父親「生於憂患、長於憂患、成

於憂患、死於憂患」，有著「宗教大同、世界大同、

天人大同」的理想與目標，希望通過宗教和平、宗

教大同可以脫離憂患、帶來世界的和平、天人的合

一。我認為涵靜老人是一個入世苦行的宗教家、生

生不息的哲學家、以宇宙為家的當代思想家。

今天為 TCRP 的二十週年特刊撰寫序文，我相

信每個宗教都具有入世苦行的本質、生生不息的傳

承、以宇宙為家的終極目標。因為這樣的基礎，當

我們每個宗教透過一個平台連結在一個組織當中，

一方面各自發揮宗教的力量淨化社會人心，另一方

面在無形有形都共同連結成一股很重要的、正面的

護持力量。

宗教是生命哲學，也是生生不息的觀念，是

在生命的不斷變化當中去發展。所有的宗教都要解

決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生命」的問題，肉體生

命與精神生命，有的生命與無的生命，生命有一部

份在天、一部份在人。而生命的本體建立在人，有

人類的生生不息，才有宗教的生生不息。可以說古

李子弋（第灿七屆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文

紀念特刊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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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外的宗教家皆如是觀。每個宗教都希望解決生

命的問題，如何解決呢？一定是從自己做起。怎麼

做？每個宗教透過自己宗教的經典、教義自我教

化，進而淨化社會人心，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入世苦

行。即使是入世苦行，我們每一個宗教徒都抱持著

歡喜心去面對社會、國家、甚至所有人類的問題，

透過改變自己而去淨化世界。

宗教是生生不息的，這是一代傳一代的生生不

息，生生不息的哲學可以說是宗教哲學。生生不息

的意義是什麼？前一個生命帶動後一個生命；後一

個生命去圓滿前一個生命的功德。生生不息的精神

從何而來？我們可以從物質面、精神面去理解，可

以說宗教生生不息的觀念，是具有宇宙生命的生生

不息的變化，才能建立生命的生生不息、才能建立

宗教一代傳一代的生生不息。宇宙間所有的一切都

有生命，也就是說，宇宙是一個活的宇宙。如同張

載講的「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

客形爾」，宇宙是一氣流行，氣聚是從太虛而來，

氣散又回到太虛去。在大化流行的宇宙當中充滿了

生命體，處處都有生命。

人類要走出以自我為生存中心的境界，走入世

界的境界、更要走入宇宙的境界。換句話說，人要

進入宇宙的境界就是要回到宇宙的老家，以宇宙為

家，人類的眼光走出地球村，安身立命在宇宙當中，

這才能開啟新的格局走入新的境界，開啟新的時

代。

「宗教原為民族中一種重要精神原素，宗教之

改進可能影響民族乃至人類之進化。蓋因宗教思想

和精神領導確有激發人心創造文明之功能，故宗教

之產生是適應時代之需要」。「宗教必須具有常住

不滅的革新精神，方能為人類之傳統信仰，而保持

宗教本身的長存價值」。TCRP 在台灣創會二十年，

提供一個宗教界彼此認識交流的平台，透過認識彼

此，更能幫助各宗教自我的革新與進步，帶來創造

文明的力量。這二十年當中 TCRP 舉辦過十五屆的

宗教和平生活營，在 921 大地震之後陪伴災民走過

一段復健之路、舉辦 TCRP 淨化人心講座、參與國

際宗教交流的活動、與 TCRP 宗教會員們共同以

各種方式關懷我們這裡的家園。這二十年的歲月，

TCRP 在台灣創造了宗教交流與宗教融合的奇蹟，

更展現了宗教力量的生生不息、善善不息。可以

說 TCRP 這二十年的發展讓所有參與其中的宗教徒

真正見證到宗教的創新歷史發展，也就是跳脫歷史

上宗教的彼此漠然、或宗教的衝突對立，台灣的宗

教發展是從認識交流、到團結革新，也就是涵靜老

人所說的「敬其所異、愛其所同」。如此的宗教力

量，一方面帶動著宗教生生不息、善善不息的革新

精神，保留宗教長存的價值，另一方面推動著宗教

大同的奇蹟與使命。

今年甲午年可說是很不平安的一年，當我們

面對世上各種天災、人禍、戰爭所帶來的各種恐懼

威脅，我們要深深的相信，消弭天災、人禍、戰爭

的解決之道，唯有這股宗教大同的力量。TCRP 的

二十歲生日，我們出版這本「宗教與和平 20 年」

的紀念特刊，以此特刊敬獻給所有歷任努力共同付

出的宗教領袖、宗教朋友們，將他們的努力編輯成

冊以饗大眾。更重要的，子弋在此期許所有宗教夥

伴們持續推動這股宗教和平生生不息的力量，繼續

為宗教和平、社會祥和、世界大同而努力奮鬥，更

讓我們每個宗教徒有更開闊的胸襟走向宇宙境界。

李子弋 ( 維生 )  

民國 103 年 9 月 22 日于台北



由
馬天賜神父所發起的「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於 1994 年成立，本來已經有「中

國宗教徒協會」，又要多一個同性質的宗教團體，

各宗教的意願都不高，所以馬神父花了一段很長的

時間，才把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組織

起來；馬神父為了組織這個會，各處奔走，非常辛

苦，可以說：如果沒有馬神父，就沒有「中華民國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了。

依照章程規定，馬神父當了 6 年理事長，任期

屆滿，要淨心接任斯職，當時馬神父還健在，協進

會是他一手成立的，他雖然已經卸任，卻還是很關

心會務，所以會務之事，就不需要淨心多操心。 

參加協進會的各宗教，都很積極的發展各自的

教務，都很繁忙，所以如果協進會舉辦大活動，要

他們來參加，實在有困難，所以協進會就沒有辦法

集合會員，舉辦大型的活動了。然而舉辦「宗教與

和平生活營」，卻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1995 年

開始舉辦以來，到今年已經舉辦第 15 次，這生活

營的活動，曾經在佛教的寺院，天主教的修道院，

一貫道、天帝教的道場，輪流舉辦。舉辦這「生活

營」的時候，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宗教人士，聚集一

堂，一起聽課，一起進行康樂活動，用各宗教不同

的方式用餐，和樂融融，共同體驗不同宗教的信仰

與生活，這是在台灣才能看到的宗教融和，為世人

展現台灣宗教領導人的智慧，與教徒們廣大的心

胸。有這一種宗教奇蹟，才有「中國宗教徒協會」

與「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組織，值玆「和

平協進會」創會 20 週年之際，在現任理事長李子

弋尊長領導之下，會務能夠蓬勃發展，嘉惠更多宗

教人士與社會大眾。

對於中華民國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的回憶     
淨心長老（第三、四屆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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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早期聞名於世的有經濟奇蹟、政治奇蹟，

解嚴之後，臺灣政經社會更形活絡，黨禁解

除、報禁解除、人民自由結社，臺灣經驗也開始輸

出國外。如表示愛心無限的臺灣志工，不只在臺灣

付出服務，甚至服務世界，這也是臺灣奇蹟之一的

志工奇蹟；而表示心靈尊重與寬容的臺灣宗教，不

只在臺灣交光互映，甚至普照全球，這也可說宗教

奇蹟是「臺灣最可貴的奇蹟」。

中央研究院瞿海源研究員形容的最貼切，他說

臺灣戒嚴時期，臺灣只有兩種宗教，一種是白天

的宗教，一種是晚上的宗教，白天的宗教是政府承

認的宗教，晚上的宗教是政府要取締的宗教，有時

候，白天的宗教也會欺負晚上的宗教。當然，民國

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臺灣解嚴之後，臺灣只剩一種

宗教，那就是全天候的宗教，政府已然放開宗教管

制，宗教之間也自然成為一家人般相互尊重與包

容。

其實，在戒嚴時期臺灣宗教早已有相互交流的

實務經驗，比如民國五十五年，一貫道張培成老前

人等即共同參與中華民國道教總會的籌組。確實，

解嚴之後臺灣宗教的相互交流更形頻繁，更組成

跨宗教的組織，如中國宗教徒協會、中華民國宗教

建設研究會、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尤其中

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更屬國際跨宗教組織的成

員，讓臺灣宗教的和平和諧合作為世界所欣羨。歷

年來，美國國會有關世界宗教自由度的報導，臺灣

宗教自由度都是名列前茅，而其所舉證的事例之一

正是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常年興辦的宗教和

平生活營。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成立於 1994 年，

至今 2014 年，已然走過二十個年頭。凡事起頭

難，幸賴天主教馬天賜神父的堅持與擔當，以著他

原任天主教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執行秘書

之聖職，以及臺灣宗教原有的寬容胸襟，終於籌組

成立跨宗教的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從二十

年來，歷任理事長及會所，已分由天主教、佛教、

一貫道、天帝教等負責，就可真實看出中華民國宗

教與和平協進會的宗教和平性格。哪一個宗教代表

獲選為理事長，會所就移到該宗教辦公處所無償使

用，讓每一個宗教都有為宗教和平無為付出承擔，

這也是馬天賜神父當為創會第一任理事長的創舉，

一直延續至今，甚至各項有關宗教和平的活動或相

關公益文教慈善事業，也都由承擔理事長的宗教帶

動，各宗教和合共襄盛舉圓滿完成。

於今，適逢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成立廿

週年慶賀之際，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現任

第七屆理事長李子弋先生及理監事會的決定，籌編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成立廿週年特刊，謹以

「臺灣最可貴的奇蹟」一文，敬祝中華民國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會務昌隆，中華民國國泰民安，共促世

界和平安康。

臺灣
最可貴的奇蹟
李玉柱 ( 第五、六屆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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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創立 20 周年，由衷地感謝貴會

在凝聚並增進台灣各宗派的相互理解上，所做的努力與卓

越的貢獻。如同春芽吐露著早春的氣息，當各宗教團體彼

此更能互相理解與友愛時，人類長久以來所渴望的和平世

代、地上淨土的理想相信必然會實現在這地上。

中華天地正教總會 謹賀

各宗教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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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河川，湖泊溪澗，圓月普顯，皆歸水源。

聖佛神真，無量法門，為道日損，同盡天分。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敬賀

C100 Y100

M100 Y100

白色

C100 M80

一貫道道徽(彩色)

「宗教轉化生命及人心，改造社會創新機；

和平促進尊重與對話，開啟人類真盼望。」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五十九屆 

總會議長  羅仁貴

總 幹 事  林芳仲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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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帝
教

天
主
教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TCRP) 自創立以來

戮力推動社會和平與彼此尊重，在「發揮宗教浄

教化人心與提昇道德情操」上成果卓著。今欣聞 

TCRP 創會二十週年慶，謹代表台灣天主教會致以

誠摯的賀忱，祈願在上主的福佑下，會務推展順

利成功。

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

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  鍾安住主教 敬賀

敬其所異，愛其所同，促進宗教大同！

仁民愛物，關懷淨化，增進社會祥和！

               天帝教第三任首席使者　童光照敬賀



伊
斯
蘭
教

天
德
教

伊斯蘭對來自於不同信仰、文化和宗教傳統，及

秉持不相同觀念的團體或個人皆非常的尊重。因為我

們深信「人人均應接受他人原本的樣貌，因此我們尊

重所有一切。」本會努力尋求通往和平共存及眾生共

存共榮的那把金鑰匙，並盼眾生能

共同立基於這塊美麗無暇的人道

基石之上，讓這片土地因為愛、尊

重與理解而更璀璨。我誠摯地恭賀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二十

週年慶快樂！

宗風法郅治蓮開澹澹融

教義傳真理傲世姿潔中

和合二仙笑三障化雲煙

平仄韻聲齊笙簫歌大有

協心戮力行風清柳飛颺

進退間無礙黃鶯任翱翔

會元一炁教十方聚中州

二十年莞爾你我不老翁

慶大道明光紫霞照蒼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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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
轅
教

天
道

欣逢本會二十周年慶

緬懷前人種樹已成勁

感恩傳承各屆理事挺

每年舉辦宗教生活營

不同教友生活在一起

開創世界宗教之奇蹟

軒轅教總會 敬賀

設宗立教一樁盛事成人之美德功大，兼善天下真理正信公開啟迪道宣化；

心靈改革葆真修道精神領域至大公，造福人群社會祥和形上理哲放光華。

洪禎甫恭錄自天道聖訓



佛
教

統
一
教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此刻真的是處在一個歷史

的轉捩點上，我們正面臨重大的抉擇。或者讓永

久的世界和平生根定著？

或者註定要重覆二十世紀黑暗與壓迫的戰爭

與衝突的歷史？感謝有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大家同心的努力，讓我們能建

立美好合作的典範，使和平可以

在台灣生根、茁壯、發展，並讓

我們可以懷抱世界和平的願景，

繼續向前邁進！

欣逢『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從誕生至今走了二十年。在成長的過程中，

是很多人花了許多心血去完成。『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除了能夠滋潤人心，

更為了提昇人的道德、幸福而作貢獻。創辦人馬神父的辛苦、後續淨心長老、

李玉柱理事長的努力，直到現在由李子弋理事長接棒，祈使促進會一路走來

不但更加發揚光大，也讓這個社會更祥和、人民更幸福！

以上也是我們宗教界共同的使命之所在，所以在這個

二十年慶之際，我對大家的辛苦表示肯定，對促進會的未

來表示祝賀跟期許！

釋淨耀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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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戒指的故事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副校長賴其萬／文

這
是我在三十幾年前唸德文時的一篇課外讀物

的小故事，我很喜歡它，最近與友人談及宗

教時，又想起這故事，於是決定把它寫出來與大家

分享。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非常有錢的大富翁，當

他臨終時，他感到十分困擾。他有一個帶給他如願

致富的戒指，但他有三個非常喜歡的兒子，而他無

法決定要把這戒指傳給哪一個兒子。最後，他對他

的親信說出他的苦衷。這聰明的親信就介紹給他一

個號稱鬼斧神工的金匠。富翁對這金匠說，如果能

打造出另外兩個完全一模一樣的戒指，他就給他重

賞。

幾個月以後，這金匠果然不負使命地打造出兩

個完全一模一樣、連富翁都分不清楚哪個才是真的

戒指。不久，這富翁叫他的三個兒子一個個單獨地

到他的房間。他給每個兒子一枚戒指，並且告訴他

們一樣的話：「我已不久於人世，我要把這個一生

帶給我財富的魔術戒指給你。我對你們三個兄弟都

一樣的喜歡，但我只有這一個戒指而已，所以你的

其他兩兄弟都沒辦法分到這戒指。將來他們如果經

濟困難需要幫忙的話，我希望你因為有這戒指的幫

忙而致富也可以幫忙他們。」老人就如此這般地對

三個孩子個別說了一樣的話，而不久也就過世了。

三個兒子在父親死

後均分了財產分道

揚鑣，事業也都十

分成功。

十 年 以 後，

他們兄弟第一次重

聚，在歡暢別後時，

老大突然發言：「我

有一個秘密一直如

鯁在喉，我今天非

得說出不可。爸爸

當年去世前把我找

去，給了我他唯一

帶給他財富的魔術

戒指。爸爸對我說，

他實在很想也給你們這枚戒指，但他只有一個，所

以他要我當你們需要幫忙的時候一定要全力幫忙你

們。然而你兩這十年來都與我一樣的成功，使我沒

有機會幫忙你們，但我今天非得把這實話說出，否

則無法安心。」講完後，老二、老三也搶著說，他

們也講了一樣的話。本來十分和諧的兄弟，突然間

竟為了證明誰的戒指才是真的而爭得面紅耳赤。

這時，當年獻策給他們父親的親信突然出現，

告訴了他們打造戒指的經過。他語意深長地對三兄

弟說：「你父親當年的希望，就是你們兄弟都能深

信自己的戒指有能力幫助你致富，而且也能有心幫

忙其他兄弟。我相信你們父親看到你們今天都不負

所望如此成功，一定非常高興。但你們這樣子在爭

吵誰的戒指才是真的，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這故事的最後，作者寫了一句歇後語：「你

們要知道這三個戒指的名字嗎？一個叫佛教、一個

叫基督教、一個叫回教。」

這短短的故事不是道盡了宗教的真諦嗎？我們

每個人信仰自己的宗教而得到幫忙，而在別人需要

時也都能幫助別人，這就是宗教的真義。然而，浪

費時間與人爭辯誰的宗教才是真的、才是對的，卻

是沒有意義的。

（以上內容刊載於《陪伴》創刊號，200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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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P 創辦緣起
 -最具規模的跨宗教組織

二
十世紀末，當時的美俄兩大核武強國處於冷

戰，全人類的生命緊繃在毀滅性武力的詭異

平衡之中，全世界主要的宗教領袖有感於和平行動

的必要性，由庭野先生（Nikkyo Niwano）及總主

教費南迪斯（Archbishop Fernandes）發起「世界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 WCRP），在 1970 年 10 月 16 日於日

本京都舉行第一屆會議，來自 39 個國家、十個主要

的宗教，400 位宗教領袖齊聚一堂，希望建立宗教

夥伴關係，使宗教對政治能產生有效的影響力，促

進世界和平。

1993 年，「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A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ACRP） 的會

長姜元龍博士（韓國籍）及副秘書長 Mr. Shin’ichi 

Noguchi（日本籍）來台灣訪問，拜會國內各大宗

教，提出籌組本地「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構想，

獲得國內宗教界人士的支持與鼓勵。

1994 年 9 月 17 日，「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 進 會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 TCRP）正式於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行成立

大會，共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天帝教等代表

五十多人參加，並於 11 月 25 日獲內政部核准為全

國性的人民團體，是國內最具規模的跨宗教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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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穆斯林朝聖，禮拜天房。( 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
會提供 )

上圖：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 與君士坦丁堡
東正教主教巴爾多錄茂一世 (Bartholomew I) 會面。
1204 年羅馬天主教軍隊洗劫君士坦丁堡，幾乎毀
掉了基督教世界最偉大的城市。如今，兩大宗教
領袖站在一起，為曾經發生過的歷史悲劇尋找救
贖的契機，也為宗教團體內部間的對話起了示範。

下圖：

佛光山星雲法師與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示範了
博士級的宗教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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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WCRP 

( 一 ) 宗旨 

在很多宗教交談的團體之中，世界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只重視增進各宗教間的友誼，並特別著重用

行動來達到世界和平。它希望藉由教育宗教領袖了

解當代的問題，塑造大眾民意影響政治領袖，使宗

教對政治能產生有效的影響力，促進世界和平。世

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WCRP) 已是當今宗教界對世

界和平最有影響力的團體之一，歷史上雖有不少的

戰爭或暴力與宗教有關，但宗教確實最能解決衝突

與促進和平。每一個宗教徒的心中，都有一個宗教

和平的願望。世界宗教界透過該會：

1. 確認各宗教固有而共通的道德承諾。

2. 運用它們的道德力量和社會資源，建立宗教夥伴

關係。

3. 團結所有力量克服共同問題。  

( 二 ) 歷史 

1961年各主要宗教傳統領袖舉辦一

個「 宗 教 高 峰 會 」(Religious 

Summit)，發表和平行動的必要性。經過九年的準

備，第一屆會議終於在 1970 年 10 月 16 日於日本

京都舉行。由庭野先生 (Nikkyo Niwano) 及總主

教費南迪斯 (Archbishop Fernandes) 發起，共有

400 位參與者來自 39 個國家、十個主要的宗教。

數百位宗教領袖齊聚一堂，宗教促進世界和平的多

年夢想，終於得以實現。這麼多宗教領袖能聚在一

起討論，讓與會者都覺得希望無窮，即使他們知道

一次會議並不能有太多的改變。這個會議另一個特

點是：這個會議並沒有變成西方或基督徒所主導的

形式，每場分組討論前，都輪流以不同的宗教儀式

或靜修開始。會議中也嘗試很仔細地處理越南戰爭

的問題。東南亞的衝突沒有被列入議程，不過有一

位積極的越南代表出席，在他的催促下，解除軍備

委員會草擬越南解除軍備決議案，呼籲任何外界的

軍援都應立刻停止，所有在越南的外國部隊撤出。

沒有很多婦女及年輕人參與，是此次會議的缺點，

而中國大陸因為文革和宗教迫害而沒有代表參加，

會後所有代表一致通過成立一個常設性的機構──

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總主教費南迪斯膺選為會

長，總部暫時設在紐約聯合國辦公室的對面。該會

重點工作有四項：一、建立國際性和地區性的團隊；

二、舉辦各種組織階層的會議和討論會；三、促進

宗教界與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的合作；四、有計畫

的發展宗教交談與和平行動。

4

2006 世界宗教與和平大會

在日本京都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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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Eco-

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ECOSOC) 授與該會第二類

諮 詢 的 地 位 (Consultative Status, Category 

II)，獲得第二類諮詢地位者可以在聯合國經濟社

會理事會上，表達有關人權和其他的議題。

1974年第二屆大會在比利時魯汶舉

行，主題為「宗教和生活品質」，

會中也嘗試著針對世界上棘手的國際問題提出可行

的解決方案。此次會議有一行禪師等四位來自越南

的代表，他們呼籲停止對中南半島再提供軍援，

從 1973 年越南簽定所謂的「和平協定」(Peace 

Agreement) 以來，已經有超過十萬人喪生，世人

應牢牢記住越南的悲劇。由於他們對越戰有非常動

人的表達，與會人士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會議

後也發表魯汶宣言 (Leuven Declaration)，所有

與會者誓言要時常記起自己宗教服務人類的信念，

共同為人類努力。  

1975年成立「人道援助和平發展基

金 」(A Peace and Develop-

ment Fund for Humanitarian Aid)。

1976年成立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Asian Conference on Re-

ligion and Peace--ACRP) 和歐洲宗教與和平協

進 會 (Europe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WCRP/Europe)。

1978年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和非政

府組織 (NGO) 的解除軍備委員

會合作召集第一次聯合國解除軍備特別會議 ( the 

UN Special Sessions on Disarmament)。 

1979年第三屆大會在美國普林斯頓

(Princeton, USA) 召 開， 分 組

討論主題「宗教與國際經濟正義」(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ustice)、「宗教與國

際安全」(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

rity)、「宗教與人類尊嚴、責任和權利」(Reli-

gion and Human Dignity,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此次會議共有來自 47 個國家的代表，

其中有 31 位回教代表，改變以往偏低的比例。同

時還有第一次參加會議由趙樸初率領的八位中國

大陸代表，趙樸初受邀成為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主席團的成員。雖然第一次與會的中國代表立刻引

起媒體的注意和關心，不過隨後這些記者又因達賴

喇嘛第一次訪問美國而轉移了注意力。這次會議除

像往常一樣討論全球政治局勢外，也加強宗教靈修

和儀式的部份。會議也安排在聖派翠克教堂舉辦聯

合祈禱、參觀聯合國和白宮。此次會議成立了「世

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國際婦女協調委員會」(WCRP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Women)。

1979 年 在 美 國 白 宮 與 美 國 總 統、

1982 年與克里姆林宮的蘇聯政

府及北京的中國政府討論和平的議題。巴里亞教授

(Professor Barrea) 由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和諾貝爾和平獎得到靈感，希望

以鼓勵的方式嘉獎對和平有貢獻的人，於是得到歐

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會長路卡 (Maria Lucker) 的

支持，在 1980 年表決通過，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的所有會員將近期與和平相關的社會、文化、政

治和宗教發展的任何事件或適合的人選名單，交

給歐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過濾後，刊登在世界宗教

與和平協進會的會訊《宗教和平》(Religion for 

Peace) 上。 

1981年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理事

會決定，指派跨宗教使節團，將

解除核武的問題傳達給五個核武國家，結果只有中

國大陸願意接受這樣的宗教使節團訪問，於是 1982

年跨宗教使節團就訪問北京。第二屆聯合國解除軍

備特別會議也接著在紐約召開。

1983年成立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African Conference on Re-

ligion and Peace(WCRP/Africa)。 

1984年在肯亞乃洛比 (Nairobi, Ke-

nya) 召開第四屆大會，這是第

一次大會選在發展中國家舉辦。主題分別為「宗

教徒為和平共同努力」(People of Faith work-

ing Together for Peace)、「人類尊嚴、社會

正義和全人類的發展」(Human Dign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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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世界和平與解除軍備」(World Peace 

and Disarmament)。格雷博士 (Dr. Greeley) 膺

選為會長。此次會議有 12 位南非代表，對於多年

來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無

異是最大的鼓舞。

中國大陸和日本代表互相簽定聯合決議書，呈

交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解除軍備委員會。決議書

中聲明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實踐世界和平，核武的解

除比起以前更加急迫，為了實行解除核武軍備，世

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應派人拜訪那些擁有核武的國

家。會議中決定著手於第三個跨宗教的合作計畫為

「救濟非洲旱災難民和罹難者」(Relief of Refu-

gees and Victims of Droughts in Africa)，

共募集到四十萬美元。  

1985年展開一連串跨宗教青年合作計

畫。

1987年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理事

會在莫斯科開會，仔細規劃三個

宗教合作的計畫案：(1) 為著減輕斯里蘭卡的緊張

情勢，與莎弗陀耶馬卡機構 (the Sarvoodaya and 

Marga Institutes) 合作推廣和平教育，建立一個

模範村，預算為十四萬五千美元，後來因為斯里蘭

卡國內情勢危急，計畫遲遲沒實現。(2) 在南非成

立一個跨宗教的和平與正義中心，預算為二十五萬

美元。(3) 資助黎巴嫩跨宗教醫療合作計畫中的醫

藥部份，預算十二萬五千美元。後來南非計畫和黎

巴嫩計畫紛紛找到各自的支持者和資金來源。 

1989年 第 五 屆 大 會 在 澳 洲 墨 爾 本

(Melbourne, Australia)舉行。

會議前幾天先舉辦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青少年會

議，有十九個國家的九十位年輕人參加。第五屆世

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婦女會議也同時舉行，有數

百位婦女參加，會中討論原住民特別是婦女的教

育、健康、環境和工作機會。此次大會對本土宗教

和代表有較多的重視。 

第五屆會議的主題分別為「解除軍備、國際

安全和解除軍備與發展之間的關係」(Disarma-

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Disarmament and De-

velopment)、「地區和宗教衝突及衝突解決結

構 」(Region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and 

Conflict-resolution Structures)、「 人 權 和

家庭責任」(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Family)、「人權和全世界責任」(Human 

Right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經濟和

社會發展、新國際經濟次序和發展援助」(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ew Interna-

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Development As-

sistance)、「生態平衡與人類環境」(Ecological 

Balance and Human Environment)、「以非暴力

手段促進自我更新與建立和平」(Nonviolence for 

Self-renewal and for Building Peace)、「家

庭、社會乃至全球的和平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 in Family, Society,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建議開始「綠

化計畫」(Project Green)，發動所有國家展開綠

化活動，大量種植樹木。 

1990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

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 出資邀請世

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舉辦

「世界兒童的世界宗教」(the World’s Reli-

gions for the World’s Children) 會議。由美

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支援人力。九月在聯合國總部

舉辦「世界兒童靈修高峰會」(Spiritual Summit 

of the World’s Children)，世界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在聯合國教堂中心安排一次跨宗教的聯合祈

禱。 

1991年在波斯灣戰爭期間，與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 (UNICEF) 合作，建

立「和平宗教走廊」(Religious Corridors of 

Peace)。

1992年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資助聯

合國與兒童基金會舉辦非洲兒童

靈修高峰會。資助「聯合國生態發展會議」(UNCED)

及「地球高峰會巴爾幹參與計畫：對南斯拉夫的人

道協助」(Earth Summit Initial Programmatic 

Involvement in the Balkans: Humanitarian 

Aid to the Republic of Yugosl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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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辦的和平文化計畫。

資助一些聯合國專屬機構及聯合國「人道援助在複

雜緊急情況下的蒙弘克標準」。

1994年第六屆大會在義大利力娃德葛

達 (Riva Del Garda) 舉行。近

一千人參加，主題為「治療世界：宗教提倡和平」

(Healing the World: Religions for Peace)，

分組討論題目為「孤立與破碎：尋找共同的倫理道

德」(Isolation and Fragmentation:Searching 

for a Common Ethic)、「暴力與戰爭：建立和平

與安全」(Violence and War: Building Peace 

and Security)、「不公平與貧窮：為平等與永

續 的 發 展 而 努 力 」(Injustice and Poverty: 

Struggling for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壓迫和歧視：確定權利與責任」

(Oppre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Affirm-

ing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被浪費

的生命：關心孩童」(Wasted Life: Caring for 

the Child)、「面臨危機的地球：重建生態和諧」

(Endangered Earth: Restoring Ecological 

Harmony)。此次會議成立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國際常務委員會 (WCRP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mmissions)、資助聯合國在埃及開羅召開的「人

口與發展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年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

SOC）將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 提 高 到 總 諮 詢 地 位 (General Consultative 

Status)。資助聯合國研究「武裝衝突對孩童的影

響」(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 on Chil-

dren)、資助瑞典哥本哈根舉辦聯合國社會發展世

界高峰會、資助北京舉行聯合國第四屆婦女議會。  

1996年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更深入

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從事衝突轉換

計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予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提高到「完全諮詢地位」(Full Consultative 

Status)。資助第二屆「聯合國人口與發展會議」

(the Second UN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7年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更進一

步擴展衝突轉換的計畫到獅子

山、資助聯合國發展計畫 (UNDP) 的「消滅貧窮」

(Eradication of Poverty) 計畫。

1998年擴展衝突轉換計畫到科索沃

(Kosovo) 和 非 洲 角 (Horn of 

Africa)。

1999年第七屆會員大會於約旦安曼舉

行。會議主題為「共同生活的行

動──宗教在下一個千禧年的角色」(Action for 

Common Living—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Next Millennium)，專題演講為「共同生活的挑

戰」、「共同生活的宗教與政治因素」、「共同生

活的經濟與發展因素」、「型塑未來──對於宗教

的挑戰」、「裁軍與安全」、「衝突轉換」。衝突

轉換的演講，特別邀請到獅子山國總統解說該國如

何面對十年的內戰衝突，印尼總統哈比比 (Habibi)

則報告印尼各宗教為化解衝突所做的共同努力。世

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也製作一卷描述該會如何積極

幫助政府與叛軍達成和平協議的過程。  

目前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運用宗教界在社會

上各階層的力量，與政府或有名的文化機構在以下

的領域上密切合作：

◎ 衝突轉換與和解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 人權與責任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 孩童與家庭
   The Child and the Family

◎ 發展與生態學
   Development and Ecology

◎ 解除武裝與安全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 和平教育
   Peace Education  

本文節錄自「宗教交談的理論與實際—以『宗

教與和平協進會』為案例的研究」為案例的研究，

鄭振煌（TCRP 第四屆總幹事），200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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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A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ACRP

( 一 ) 宗旨 
1. 為復興亞洲宗教遺產，促進亞洲宗教徒具有原

創力和判斷力的覺醒，共同追求和平、正義與人

類尊嚴。

2. 激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人們共同努力促進世

界和平。

3.從亞洲宗教觀點研究評估世界和平計畫和前景。  

( 二 ) 歷史 

1976年第一屆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大會在新加坡舉行，有 17 個

國家 10 種不同宗教的 400 位代表參加。會議的主

題是「藉宗教達到和平」(Peace Through Reli-

gion)，分組討論為「亞洲的和平、安全和人類

尊 嚴 」(Peace, Security and Human Dignity 

in Asia)、「新國際經濟秩序和整體國家發展」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In-

tegrated National Development)、「宗教合作

發展服務計畫」(Development Service Through 

Inter-religious Cooperation)。同時也有分別

屬於婦女和青年的會議。此次會議決定與世界宗教

與和平協進會合作，協助海上越南難民計畫。  

1981年第二屆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大會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共

有 20 個國家 10 種宗教的 450 位代表參加。主題

為「以宗教行動促進和平」(Religion in Action 

for Peace)，分組討論主題分別為「歧視」(Dis-

crimination)、「差異」(Disparity)、「暴力」

(Violence)。另有五個和平教育工作坊。  

1986年於韓國漢城舉辦第三屆大會，

有 22 個 國 家 10 種 不 同 宗 教

的 240 位代表參加。主題為「亞洲和平的橋樑」

(Bridge of Peace in Asia)，分組討論主題為

「提倡人類尊嚴與人性化」(Promotion of Hu-

man Dignity and Humanization)、「解除貧窮」

(Liberation from Poverty)、「非暴力的達成」

(Consummation of Non-violence)。第三屆會議

提案在漢城設立教育中心，1987 年正式成立運作。  

1991年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行第四屆

大會，有 21 個國家 16 種不同宗

教的 300 位左右代表參加。主題為「邁向二十一世

紀的亞洲宗教」(Asia Religions Toward 21st 

Century)，小組討論主題為「促進亞洲和諧的宗

教交談與合作」(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of 

Religions for Harmony in Asia)、「工業化中

的亞洲：發展與環保」(Development and Envi-

ro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亞洲衝

突情境中的人類尊嚴與和平」(Human Dignity as 

Peace in the Conflict Situation of Asia)、

「亞洲生活新方式和文化的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 for a New Life Style and Culture 

in Asia)。會議結束時提議在像尼泊爾類似情況的

地方，舉行「環境的影響和保護示威活動」。

1996年 在 泰 國 猶 地 亞 (Ayutthaya, 

Thailand) 舉 辦 第 五 屆 大 會，

共有 25 個國家 270 位代表參加。主題為「我們的

亞洲鄰居」(Our Asian Neighborhood)，分組討

論主題分別為「生活在一起──亞洲的和平與安

全 」(Life Together—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朝向多元化──亞洲的宗教與文化」

(Toward a Dynamic Pluralism—Religion and 

Culture in Asia)、「生命的一體──亞洲的自

然 與 人 類 」(Wholeness of Life—Nature and 

Humanity in Asia)、「建立一個財富共享的社

會 」(Building a Sharing Community—Rich 

and Poor)、「邁向兩性和不同年代的新夥伴關係」

(Toward a New Partnership—Both Sexes and 

Different Generation)。會後建議成立二個常態

性組織，其中一個旨在研究和訓練不同階層的宗教

領袖和社會領袖，以解釋和應用共有的宗教和文化

來利益社會。另一個組織是「婦女權利中心」，就

婦女會議中所提出的議題發表演講，對婦女不平等

待遇的現況重新詮釋研究後，再向社會各個階層報

告結果，該中心也教育兩性和孩童，使他們了解婦

女將來的角色和地位。  

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現在已有亞洲和太平洋



9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與




 20years

與

共 16 個國家加入為會員，總部設在東京。該會的

行動計畫分別由六個主要組織推行：在新德里成立

調解委員會和亞洲人權中心、在可倫坡成立亞洲宗

教與和平協進會和平教育中心；在巴勒斯坦喀拉蚩

設立亞洲發展與環境委員會、在東京成立和平研究

機構；在曼谷成立人權中心；在漢城成立和平教育

研究中心。1992 年起出版雙月刊會訊，讓會員之間

可以互相交換資訊。  

( 三 ) 活動 

1. 和平教育和文化發展 

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非常強調和平教育，也

一直很積極的在這方面發展。1982 年第二屆大會建

議與聯合國科教科文織合作，制定青少年和平教育

課程。1986 年第三屆大會成立和平教育研究小組，

將教育中心設在漢城，目的是促進不同宗教間的互

相了解和友誼，研究人類的共同任務和目標，達成

世界和平。漢城和平教育研究中心的工作有：以宗

教和平教育為議題，舉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青少

年參訪各宗教中心、青少年與婦女討論社會議題、

出版該中心所辦演講的內容、翻譯各種與和平有關

的教材。1995 年起，該中心推動改變現在的學校教

育課程，將和平教育編入教材，目前韓國教育部很

感興趣，將先從實驗學校做起，以後再將類似的觀

念推廣到其他國家。漢城的教育中心也對在職教師

介紹和平教育，將訊息傳遞給下一代。  

1991 至 1995 年為復興高棉文化，日本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開始大量印製高棉文書籍，送往高棉佛

教機構、寺廟和公立學校。1993 至 1995 年該會也

資助高棉國小重建計畫。1995 年資助中國大陸醫學

院圖書館計畫。  

1997 年 韓 國 宗 教 與 和 平 協 進 會 與 日

本 宗 教 與 和 平 協 進 會 合 作， 為 未 來 的 宗 教

領 袖 舉 辦「 韓 國 — 日 本 青 少 年 交 流 計 畫 」

(Korea –Japan Youth Exchange Program 

)，所有的與會者都要參與具有實踐精神的義務社會

福利工作。新加坡分會每年舉辦青少年論文比賽，

提高青少年對不同宗教活動的興趣。泰國的宗教頻

道每星期兩次播出「和平全球化哲學」(Philosophy 

for a Peaceful Globalization)。和平圖書館的

計畫即將開始，目前仍在籌募基金。印尼宗教與和

平協進會在電視媒體上，定期播出宗教和諧與宗教

交談的節目。  

2. 對宗教衝突地區的討論

印度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結合國內不同宗教，

在紛爭不斷的五河流域與喀什米爾進行重建和平的

活動。1992 年協助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在東京

和京都舉辦「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及宗教對中東和

平與正義所扮演的角色」(the Solution of the 

Palestine Issue and the Role of Religion 

for Peace and Justice in the Middle East)，

有 13 個國家的 30 位外國代表，共 250 位宗教人士

參與討論。

1995 年斯里蘭卡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在 22 個行

政區設立義工單位，每單位的義工都來自斯里蘭卡

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ACRP) 第六屆會員大會在印尼日惹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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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四個宗教，專門排解糾紛，促進當地和平，

並集合來自 20 個行政區的 40 位領袖，訓練交談

技巧和如何使用非暴力手段解決衝突。在崔可馬理

(Trincomalee) 戰區舉辦討論會，邀請 5 種不同宗

教的 130 位信徒參與。並在斯里蘭卡南部，與不滿

政府解決種族衝突政策提案的人士進行交談。 

3. 社會活動與社會救濟 

印度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推動全國性反對酗酒和

全面禁酒運動。

1991 年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資助韓國基督教

救濟會，為麻瘋病人蓋房舍；1994 年又協助韓國殘

障福利房屋建築計畫。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也將

緊急救援金捐款給：孟加拉龍捲風受災民眾、日本

的非政府組織救濟伊朗庫德難民、國際緊急救濟聯

合會捐獻伊索比亞醫藥和食物計畫、UNHCR 南斯拉

夫內戰受害者及索馬利亞人援助計畫、1992 年印尼

地震難民援助計畫、日本紅十字會援助印度地震受

災民眾計畫。1991 至 1992 年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資助：高棉孩童難民、尼泊爾麻瘋病患救濟計畫、

醫護學院 Tazawa 獎學金、泰國芭蒂 (Prateep) 貧

民窟孩童的基金會重建計畫、資助印度亞洲人權中

心。

巴基斯坦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成立藥物濫用防治

局，供當地藥癮人士和受影響的家庭諮詢。

( 四 ) 人權活動

為了幫助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原子彈爆炸受

害人和被遺棄在薩加林島 (Saccharin Island) 的

韓國人，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與日本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合作成立「和平與發展基金會」(Fund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巴基斯坦和平教育委員會舉辦多場的公共討論

會，宣揚「巴基斯坦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要求國家和

平，尤其是喀拉蚩的和平」，此舉促使政府指派司

法部長所領導的委員會與巴基斯坦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對話和諮詢。  

經過菲律賓分會、許多其他非政府組織和政府

組織的努力，在民答那峨島持續了 24 年的戰爭終

告停止。1996 年菲律賓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參與召

開菲律賓政府與摩洛族國家解放陣線和平條約的簽

訂。

泰國人權中心舉辦人權議題、和平教育與研究

的定期活動。與法政大學法律中心合作，對侵害人

權的人提出反擊，並在電視上提供窮人法律諮詢。

泰國分會一直透過國家憲法起草委員會，協助保障

農人和孩童的權利，一方面又發放衣服和金錢給窮

人，並提供書籍給南部地方圖書館。  

( 五 ) 環保問題 

1992 年至 1995 年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資助

尼泊爾安那普那多重保育計畫。

巴基斯坦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與政府單位合辦討

論會，促進大眾對日趨嚴重的溫室效應、過度捕撈

魚類、濫砍森林、過度發展農業、海岸侵蝕、海洋

汙染等問題的認識與了解。  

當世界強權的意識形態之爭才剛落幕，隨之

而起的是種族、宗教、文化和地區性的衝突。在一

些例子中，宗教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解決衝突，反

而比使用政治談判和暴力的手段來得適當。從前亞

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從宗教對話發展為人道服務，

減輕世界上貧窮、受壓迫、受歧視、被邊緣化的痛

苦。現在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要從人道服務轉

為發展和實踐宗教的和解潛能。(Prof. Yoshiaki 

Iisaka)  

本文節錄自「宗教交談的理論與實際—以『宗

教與和平協進會』為案例的研究」，鄭振煌（TCRP

第四屆總幹事），2002.01.19

海峽兩岸的宗教代表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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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 (TCRP) 簡介

宗旨
一、指出威脅和平以及人類福祉的種種問題，提出長程

的對策；並盡可能付諸實踐。

二、增加各宗教間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以消弭宗教衝突。

三、匯集宗教信徒們的知識和才能；贊助跨宗派的實際

計畫；經由行動和信仰的肯定促進和平。

四、關心弱勢團體，支持人類團契的共融理想。

本會每年舉行一次會員大會，訂定重要工作方針，

設有理事會（二十一人）、監事會（五人）推動會務，並由

理事長、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五人）規劃重要的工作事

項，另聘有秘書長、秘書二至三人，均為無給職。

第一屆及第二屆理事長為天主教的馬天賜神父。第

三屆及第四屆理事長為佛教的淨心長老。第五屆及第六

屆理事長為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第七屆

現任理事長為天帝教李子弋(維生 )先生。目前新增加

之宗教團體有道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一貫道、天德教、

統一教、天地正教、軒轅教、天道。     

本會重要活動如下：
1. 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主要目的是讓青年學生都能本著開放的心胸，彼此

關懷，並且體驗不同宗教的理念與修行方法，以促進更祥

和的社會。這個生活營的一項重要特性，是由前任的學員

擔任幹部策劃整個活動，輪流在不同宗教機構舉行，每

次於活動結束後發行專輯及錄製DVD，登載演講的內容

和學員的心得，分送學員及各宗教機構，獲得內政部大力

的支持。

2. 宗教教育公聽會
1998 年 2月16日舉辦宗教教育公聽會，邀請當時的

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現為院長）主持，共有政府官員、

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代表等一百餘人參加。會中對於中小

學、大學以及社會宗教教育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並集結

成冊，供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參考。

3. 宗教與法律學術研討會
本會在1998 年 12月19日與「中華法學會」於耕莘

文教院共同舉辦「宗教與法律學術研討會」，並邀請宗教

界代表和法律界學者共同針對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律的關

係，以及內政部草擬之「宗教團體法」詳加討論。研討會

成果豐碩，內容已集結成冊並廣為流傳。

4. 出版物
本會分別於1997及1998年出版了「全球倫理」和「宗

教交談的基礎」二本書。以推動對於倫理問題的重視，以

及闡揚宗教之間交談與合作的理論基礎。

5. 參加世界性宗教組織

(1) 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A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ACRP

(2) 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WCRP

(3) 世界宗教議會理事會
Council for a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CPWR

2001年 9月協辦中國佛教會與世界佛教華僧會在台

北共同召開「世界宗教合作會議」有二十九個國家，二十

種宗教，一三九位宗教領袖出席，針對如何促進宗教和諧、

減少衝突、生化科技等議題，進行討論。目前正積極爭取

加入「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等國際性宗教組織，使台灣的宗教活動進一步與世界宗

教活動緊密結合。

6. 921 震災心靈重建計畫
本會與輔仁大學、天帝教、基督教長老教會、台灣醫

界聯盟等團體積極規劃「921震災後的心靈重建工作」，

獲得「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日本分會」捐助新台幣二百

多萬元，除資助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師生協助新莊地區

受災之中小學生做心理輔導外，並自二○○○年六月起，

委託光啟社製作報導各宗教團體震災重建之廣播節目，

於每週在中廣「美的世界」播出，以及委請「世界宗教博

物館發展基金會」出版《陪伴》月刊，共計發行十期，以協

助受災民眾在生活巨變中獲得心靈重建。

7. 宗教訪談
不定期舉辦宗教訪談，獲得各宗教熱烈迴響。宗教

訪談主要在推動宗教間之瞭解與對話，增進宗教交流及

促進社會和平。

8. 爭取國際機場設置祈禱室
本會積極向交通部民航局爭取國際機場設置祈禱

室，中正國際機場第二航廈祈禱室於2001年 8月6日開

幕啟用，有九宗教團體三十餘宗教領袖參加；祈禱室內

規劃成三個空間，以功能性依不同祈禱方式，設置座椅、

蒲團、地毯等設備，室內肅靜典雅，使進入者能靜心祈禱，

各宗教和平相處，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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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1994.9.17.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

平協進會於耕莘文教院舉行成立

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主席為馬天賜神父，會中通過章

程草案、年度工作計畫、年度收

支預算案。ACRP 會長姜博士及

總幹事出席為與會來賓。馬天賜

神負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梁忠科

先生任秘書長。

1994.11.　 理事長馬天賜神父

出席義大利羅馬舉行之第六屆

WCRP 會員大會。

1995 ▏
1995.4.　發行第一期會訊

1995.5.6.　第一次宗教交流參訪

活動，參觀天主教光啟社，10 人

參加。

宗教與和平會訊第二期刊頭

第一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1995.9.1 ～ 4　在彰化靜山舉行

第一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有來

自佛教、基督教、天帝教及天主

教之三十多人參加。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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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0.23 ～ 25　於台中縣清

水鎮天帝教天極行宮舉辦第三屆

宗教與和平生活營。以「宗教間

的交流、欣賞與合作」為目標，

「宗教人談 IQ 與 EQ」為重點。

計有工作人員 18 人，學員 24 人

參加。

1998.12.1　 舉 行「 國 際 事 務

小組」會議，決議要求 ACRP

以尊嚴與公平對待，絕不接受

由大陸 (CCRP) 決定我們的權

益。12.18，ACRP 理 事 長 Dr. 

Marwat、 秘 書 長 Iisaka 教 授 及

副 秘 書 長 Suzuki 先 生 來 台 訪

視，舉行座談會並以晚宴接待。

Dr. Marwat 承諾努力促使大陸

(CCRP) 接受本會以 unit member 

參加 ACRP 之組織與活動。

1998.12.19　與「中華法學會」

假耕莘文教院共同舉辦「宗教與

法律學術研討會」，由「中華法

學會」理事長暨本會常務理事楊

敦和校長主持。內政部民政司宗

教科黃慶生科長蒞臨指導，並邀

請王和雄大法官、周聯華牧師、

淨耀法師、史慶璞教授 ( 輔大 )、

陳惠馨教授(政大)分別探討「憲

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意義與界

限」、「宗教信仰之自由與法律

的關係」、「宗教信仰自由與法

律之探討」、「我國法律對於宗

教信仰自由之保障」、「我國宗

教立法應有之內涵」，暨有法律

界與宗教界人士 85 位參加，會

後並將論文、回應與討論內容集

結成冊，寄送各會員及宗教界出

席人員參考。

1999 ▏
1999.3.2  ACRP 秘書長 Iisaka 教

授函告馬理事長，雖然 CCRP 願

1996 ▏
1996.6　印製「中華民國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 (TCRP)」簡介

1996.10.15 ～ 10.19　 第 五 屆

ACRP 會員大會在泰國舉辦，馬天

賜、楊敦和、釋顯月、簡汝廉、

心道法師、矢野泰弘會長、釋廣

果等人參加。

1996.11.　 出 版「 全 球 倫 理 宣

言」(Global Ethic) 中譯本

1997 ▏
1997.5.25.　馬天賜理事長出席

內政部舉辦之「八十五年度寺廟

教會捐資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

化事業績優表揚大會」

1997.9.4 ～ 7　第二屆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假臨濟寺舉行，四十餘

人參加。

1998 ▏
1998.2.16　宗教教育公聽會。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在

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辦「宗教教

育公聽會」，由立法院王金平副

院長與洪委員秀柱等人共同主

持。一百多位各宗教團體領袖及

教育界代表等，針對各級學校與

社會大眾的宗教教育向政府提出

建言。

1998.5.4.　支持「淨化社會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淨耀法師向內政

部提出之陳情書，將「宗教」相

關之建築物亦納入「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理辦法」所列「不受『不

得少於十公頃』之限制」

1998.6.12　馬理事長出席天德

教八卦山「凌雄寶殿」開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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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本會合作，但希望本會考慮

於 TCRP 名稱後加上 China。馬

理事長回函表示 ACRP 不是一個

政治性的團體，不應該將政治問

題納入，而 CCRP 與 TCRP 為互

不隸屬的組織，其名稱十分清楚

並無疑義，希望 ACRP 努力維護

本會應有之權益。六月，馬理事

長赴日考察並往東京拜訪 ACRP

秘書長 Iisaka 教授及世界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 (WCRP) 秘書長 Dr. 

Vendley。雖因中共反對，ACRP

對於本會權益未做明確承諾，但

Dr. Vendley 承諾本會可正式參加

11 月 25 ～ 29 在約旦舉行之第七

屆 WCRP 會員大會。

1999.8.26 ～ 8.29  於新竹市香

山牧靈中心舉辦第四屆「宗教與

和平生活營」，共有學員集工作

人員 60 位參加。

1999.11.9  WCRP 日本分會秘書

長杉谷先生及副秘書長河野先生

拜訪本會，表達日本宗教界對於

九二一震災之關懷。由周秘書長

說明震災後我國各項救災措施，

以及已擬定與天帝教、基督教長

老教會、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和

輔仁大學共同推動災後心理復健

工作等等。

1999.11.25 ～ 11.29  馬理事長

率秘書長周善行、常務理事鄭信

真 ( 基督教 )、理事鄭振煌 ( 佛

教 )、明光法師 ( 佛教 )、李豐

楙教授 ( 中研院文哲所、道教 )、

總幹事馬孝棋 ( 回教 ) 出席於約

旦舉行之第七屆「世界宗教與和

平協進會」會員大會。大會八項

主題為

Ⅰ . 共同生活的挑戰

Ⅱ . 共同生活的宗教與政治因素 

1999.12.13 於耕莘文教院舉行第

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

過「921 震災心靈重建計畫」。

2000 ▏
2000.1.22  於耕莘文教院舉行第

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修訂

本會章程第十四條 ( 理事由 15

人改為 21 人，候補理事由 5 人

改為 7 人 )、第十六條 ( 常務理

事由 5 人改為 7 人，並增列副理

事長 1 人 )、第十九條 ( 增列副

理事長之連任亦以一次為限。

2000.1.27  「世界宗教與和平協

進會」(WCRP) 日本分會電匯折

合新台幣 2,064,883 元之「921

Ⅲ . 共同生活的經濟與發展因素

Ⅳ . 型塑未來 - 對於宗教的挑戰 

Ⅴ . 裁軍與安全

Ⅵ . 衝突轉換 

Ⅶ . 各國報告 

Ⅷ . 各組結論報告。

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主題演

講特別提到台灣九二一震災後，

各宗教團體努力合作救災之成

效。大會並邀請本會及大陸的代

表團上台接受表揚，特別強調雙

方排除困難共同參與這次大會，

是一個和好與友誼的良好示範。

本會雖不是正式會員，但由此次

出席會員大會情況來看，仍不失

為一可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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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捐款」，本會函謝並承諾提

報成果。

2000.3.20  於耕莘文教院召開

常務理事會議，決議委請靈鷲山

「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

出版《陪伴》月刊，每期發行

一千本，對象主要為輔導災民之

機構、各宗教團體、教會學校、

神學院，以及災區工作站或村里

辦公室。廣播節目委請光啟社製

作，每週二次於中廣「美的世界」

播出。

2000.6  本會《陪伴》月刊正式

出刊。總編輯陳世賢先生於每次

出刊前召開編輯委員會議，馬理

事長均撥冗出席。自第二期起印

發 1200 份，第四期起印發 1500

份。

2000.12.30  馬理事長出席本會

及陪伴聯絡網九個單位於南投共

同主辦的「九二一跨宗教陪伴之

路」重建安置座談會，發表共同

聲明，並預定三個月後再次舉

行。

2001 ▏
2001.1.17  於耕莘文教院召開第

二屆第九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提

案委託廣播節目中發起捐助薩爾

瓦多震災，並優先透過 ACRP 或

WCRP 以表達本會意願。

2001.2.24   於耕莘文教院召開

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選舉

常務理事七人，常務監事一人。

由淨心長老當選理事長，周善行

當選副理事長，並公推前任理事

長馬天賜神父為名譽理事長。

2001.3.28  新舊任理事長、理

監事交接典禮，內政部張博雅部

長蒞臨指導。通過聘請鄭振煌理

事為秘書長、林凱嵩居士為總幹

事。並成立 : 1. 宗教教育委員

會，召集人馬遜；2.出版委員會，

召集人蕭家振；3. 宗教交流委員

會，召集人郝光聖；4. 國際事務

委員會，召集人李豐楙；5. 財務

委員會，召集人鄭信真。另聘任

何光昌樞機、楊惠南教授、海濤

法師、余榮生先生為名譽理事，

林秀瑾董事長、周聯華牧師、簡

芳彥居士為名譽顧問。

2001.7.4  於台北市清真寺舉行

「宗教訪談」由回教主辦。有天

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天

帝教、一貫道、統一教、天德教

等宗教團體五十餘人參加，促進

各宗教交流與合作助益甚大。

2001.8.6  爭取國際機場設置祈

禱室。本會積極向交通部民航局

爭取國際機場設置祈禱室，中正

國際機場第二航廈祈禱室於 2001

年 8 月 6 日開幕啟用，有九個宗

教團體三十餘宗教領袖參加；祈

禱室內規劃成三個空間，以功能

性依不同祈禱方式，設置座椅、

蒲團、地毯等設備，室內肅靜典

雅，使進入者能靜心祈禱，各宗

教和平相處，互相尊重。

2001.9.18 ～ 9.20  世界宗教合

作會議。協辦中國佛教會與世界

佛教華僧會在台北共同召開「世

界宗教合作會議」有二十九個國

家，二十種宗教，一三九位宗教

領袖出席，針對如何促進宗教和

諧、減少衝突、生化科技等議題，

進行討論。目前正積極爭取加入

「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亞

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等國際性

宗教組織，使台灣的宗教活動進

一步與世界宗教活動緊密結合。

機場祈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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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9  世界宗教博物館成

立。世界宗教博物館為佛教靈鷲

山無生道場的創始人心道師父所

推動，希望藉由博物館的典藏、

展覽、教育、研究等功能，呈現

出宗教的力量與獨特之處，共展

出十個宗教主題。

2002 ▏
2002.8.16 ～ 8.18 在華梵大學舉

辦「第五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參與宗教有天主教、佛教、天帝

教、統一教、一貫道、伊斯蘭教

共七十餘人。活動主題「宗教藝

術與文化 -- 心靈溝通的橋樑」，

以音樂、美術、宗教文物、禮拜

及祈禱的型式融入獲得學員們讚

賞。

2002.6.24 ～ 6.28 「 亞 洲 宗 教

與和平協進會」(ACRP) 第六屆

會員大會在印尼日惹舉行，共有

二十國家三百餘位代表出席。本

會由副理事長周善行校長 ( 天

主教 ) 擔任團長，由名譽理事

長馬神父 ( 天主教 )、常務理事

蕭家振先生 ( 一貫道 )、郝光聖

樞機 ( 天帝教 )、秘書長鄭振煌

教授 ( 佛教 ) 五人組成代表團，

以友好代表身份出席，雖非正式

會員，享有會員國代表禮遇與權

利，並未涉及政治與會員名稱問

題。

2002.10.27 ～ 11.1  CPWR 

 (Council for a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在美國芝加哥

舉辦「國際夥伴及和平活動」。

本會由名譽理事長馬神父及陳世

賢先生代表參加。來自二十多個

都市六十多名宗教人士與學者專

家就會議主題「促進國際城市聯

盟與世界和平」進行研討。本會

陳世賢先生報告宗教合作經驗，

如 : 921 地震時，宗教界的奉獻

與努力有效整合救援力量，組成

「陪伴聯絡網」，出版「陪伴」

月刊；提供不同宗教人士相互認

識的「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反

毒活動：印度、薩爾瓦多震災之

支援等，獲得大會的讚賞，始台

灣代表團受到矚目。名譽理事長

馬神父在轉機途中因天氣遽變胸

口劇痛，在機場被送至當地醫院

急診室救治，診斷為心肌梗塞。

住院三天後仍續往芝加哥參加

會議，次日又進急診室，幸經診

斷為濾過性病毒感染不須住院，

繼往會場參加會議。如此執著於

職責不顧病痛之精神，實令人感

佩。

2003 ▏
2003.10.19 ～ 10.25 本會名譽理

事長馬神父經本會理事會同意及

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託，聯繫

國內外各宗教代表組成「台北市

跨宗教夥伴代表團」，出席 CPWR

在西班牙蒙瑞莎召開之「跨宗

教 會 議 」(2003 Goldi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nd 

Peace)。成員包括本會常務理事

馬遜校長、世界宗教博物館代

表劉憶寧小姐、天主教台灣地區

主教團代表吳終源神父、中國回

教協會代表馬凱南博士、台灣基

督教長老教會代表鄭仰恩牧師。

本會為該團唯一跨宗教組織，在

成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深獲

CPWR 執事肯定

世界宗教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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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6 於耕莘文教院舉行

「台北市跨宗教夥伴代表團」會

議，決議台北團隊的具體合作計

畫 :

(1) 外勞問題

(2) 宗教教育 

(3) 生命教育

2004 ▏
2004.3.5 聘請馬天賜神父為本會

名譽理事長。宣佈第四屆常務理

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當選名

單。

理事長：釋淨心

副理事長：周善行

常務理事：馬遜、郝光聖、蕭家

振、釋淨耀、胡福林

常務監事：楊敦和

秘書長：鄭振煌

總幹事：林凱嵩

理事：馬天賜、鄭振煌所遺職缺，

由倪國安、林震興遞補。

候補理事由楊泉源、蘇明

秀遞補。

2004.4.27 組織五個委員會，各

委員會召集人由常務理事擔任，

以利推展。

宗教教育委員會召集人：馬遜

出版委員會召集人：釋淨耀

宗教交流委員會召集人：蕭家振；

委員：陳拓環、孫成蘭

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集人：胡福林；

委員：鄭信真、馬凱南

財務委員會召集人：郝光聖委員：

詹敏悅

2004.7.7 ～ 7.13 二○○四全球

宗教代表會議在西班牙巴塞隆

納。世界最大規模的跨國宗教會

議，由全球宗教議會、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聯合主辦的「二○○四

全球宗教代表會議」，於七月七

日至十三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盛

大舉行。來自全世界七十五個國

家，七千多位學者與五十多個宗

教界領袖及代表齊聚與會，台灣

的宗教代表由靈鷲山心道法師、

回教馬凱南董事長、天帝教張敏

肅副秘書長、一貫道世界總會秘

書長陳正夫點傳師、總會李玉柱

秘書長、蕭家振副秘書長等多位

前賢代表共同聯袂赴會。

2004.8.27 ～ 8.29 第六屆宗教與

和平生活營在輔仁大學淨心堂舉

辦。

2004.11.6 ～ 11.12 世界宗教博

物館與 CPWR 與「高登合作與和

平 協 會 」（Goldin Institute for 

Partnership and Peace）共同主辦

2004 年夥伴城市國際會議（2004 

P a r t n e r  C i t i e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ference）「 靈 性 與 生 態 永

續：水—我們共同的根源」宗教

論壇。在世界宗教博物館舉行，

有十七個國家二十多個城市的各

界領袖參加，本會為協辦單位，

推薦名譽理事長馬天賜神父、副

理事長周善行教授代表本會參與

活動規劃執行。會議主題有：1、

認識彼此、認識全球水危機。2、

台灣水危機之了解與回應。3、

拓展社會界面，建立夥伴關係。

2005 ▏
2005.3.9 協助南亞賑災重建，本

會以觀察員名義參與 ACRP 賑災，

其中淨心長老、一貫道、天帝教、

中華在家佛教立正佼成會各認捐

一仟美元，共募集四仟美元。

2005.9.2 ～ 9.4 第七屆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在高雄縣六龜鄉一貫道

神威天台山道場舉行，由中華民

國一貫道總會承辦，活動主題為

「宗教的生命關懷」。有十個宗

教團體，262 位學員報名參加，

創歷屆人數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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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
2006.8.26 ～ 8.29 世界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 (WCRP) 第八屆會

員大會，由理事長淨心長老擔任

代表團團長，團員有中華天帝教

總會副理事長郝光聖、台北清真

寺教長馬孝棋、理事陳世賢、法

鼓山副主持果品法師、常智法

師、世界佛教華僧會執行秘書見

弘法師，等七人代表出席大會。

與會貴賓包括日本前首相小泉純

一郎、伊朗前總統哈他米、大會

主席哈珊王子，以及來自全世界

一百多個國家，兩千多位宗教領

袖，當然還包括千百年來始終水

火不容的幾大宗教代表，齊聚京

都國際會議廳，一 起為「解決

暴力衝突」、「建構和平」與「環

境安全」三大議題進行為期四天

的討論。

2006.9.8 ～ 9.10  第八屆宗教與

和平生活營在南投魚池鄉天帝教

鐳力阿道場舉行，由中華天帝教

總會承辦，活動主題為「宗教的

身心靈 SPA」。

2007 ▏
2007.3.14 第五屆理監事會推選

李玉柱為理事長、淨耀法師為副

理事長，常務理事周善行、郝光

聖、陳世賢，馬孝棋、倪國安、

常務監事蔡光思。

2007.8.31 ～ 9.2　第九屆宗教與

和平生活營在統一教的淡水研修

院舉行，計有十大教派代表參加，

與會講師同工與學員計130人。

2007.11.3 ～ 11.7  第三屆亞洲

素食協會年會在高雄縣六龜神威

天台山舉行，有廿多個國家代表

近二千人參加

2008 ▏
2008.1.19 國家文化總會主辦，

本會為合辦單位的「平安幸福音

樂祈福大會」，在國父紀念館舉

行，國內十一個教派共同演出，

除各宗教領袖出席外，有國家元

首及各國駐華使節代表及觀眾近

三千人參加。

2008.3.15  第一次淨化人心講座

在耕莘文教院舉行，邀請本會榮

譽理事長淨心長老主講「宗教生

活的智慧」。

2008.5.31 淨化人心講座：輔大

神學院房志榮神父主講「宗教信

仰之美」。

2008.9.5 ～ 9.7 第十屆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由一貫道承辦，主題

為「宗教心，服務情，開拓志工

新世界」。

2008.9.7 淨化人心講座：一貫

道鄭武俊點傳師主講「孝、笑、

效」。

2008.10.16 ～ 10.20  ACRP 第

七屆年會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李玉柱理事長、鄭振煌教授、蕭

家振秘書長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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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天賜神父生於 1927 年法國，十二歲時，在一次彌撒中，聽見

天主要他離開法國去傳福音，從此發心當神父，經過嚴格的教育、訓

練與實習，於 1959 年來到台灣，當時才三十二歲。他擔任過東海大

學、輔仁大學校牧等職，輔導不同宗教社團，互相學習，互相合作，

最受學生愛戴，他照顧樂生療養院痲瘋病患，為萬華乞丐寮老弱洗身

擦背，有時與他們一起席地而睡，他說：「吃苦是我向天主求來的，

我要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替眾人受苦。」常陪伴孤苦無依的臨終

者，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並為他們作彌撒，送他們往生天國，滿懷悲

願就是「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真正是一位人間菩薩。

三十多年來，他與台灣各宗教團體往來，都以開放的心胸主動

拜訪，與不同宗教團體打成一片，比如他去拜訪懺雲法師，適其道場

舉辦佛學營，他穿上海青，一道誦經、念佛、打坐，把自己完全融入

其中，能做到這一點，實在非常不容易！馬神父與諸山長老、道教、

一貫道、天帝教等，都建立深厚的友誼，各宗教重大的慶典活動，都

能夠看到他的身影，自然而然地成為各宗教的代表，1994 年他登高

一呼「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於焉成立，首任理事長當然非馬

神父莫屬。有正式組織，而且有經驗豐富、德望崇高又專心投入的領

導人，為會務順暢提供最佳條件，復將台灣各宗教合作成功的寶貴經

驗與世界各國分享，更是難能可貴。特別是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

為救災濟困，台灣各宗教團體空前合作，發揮極大力量，為世所罕見，

獲得世界各宗教團體的肯定。馬神父數十年來，堅忍奮鬥，已開創出

一條大道，累積寶貴經驗，提供正確方向，其貢獻至大，有目共睹，

影響深遠，自在料中。

第三、四任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淨心長老／文

2007. 7. 21

2009 ▏
2009.2.3 法鼓山聖嚴法師圓寂

（Master Sheng-Yen，1931 年 1

月 22 日－ 2009 年 2 月 3 日）。

2009.4.4  立委黃昭順召集研商

「宗教團體法」事宜，在立法院

舉行

2009.5.10 佛光會主辦慶祝二

○○九年國定佛誕節及母親節大

會，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

2010 ▏
2010.1.24　淡水黃帝神宮舉行

軒轅教歸宗大典

2010.6.18　淨化人心講座：軒

轅教陳大宗伯主講「黃帝內經靈

樞篇和神農百草經」。

2010.9.3 ～ 9.5 第十一屆宗教與

和平生活營在台東舉行，由一貫

道台東縣支會及天主教聖母醫院

合辦，也是生活營第一次到東部

舉行。

2010.9.30 馬天賜神父 (Fr. Poulet 

Mathis , 1927-2010.9.30) 安息主

懷。

2011 ▏
2011.1.8  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

會鄧宗良顧問（副團長）和八位

該會宗教界代表來訪。

2011.2.21 「人類共同價值對話

研討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行。

2011.2.27 ～ 2.28　中華國際健

康素食推廣協會在南投縣魚池鄉

蓮花源生命健康中心舉辦研習營

討論新年度推廣計劃，蕭秘書長

應邀出席，二十七日晚上十點半

課程結束沐浴後身感不適，送醫

急救，延至三月一日晚上仙逝。

2011.3.6  由中華民國一貫道總

會主辦，本會協辦，慶祝中華民

國建國一百年文化興國和平護國

祈福大典暨宗教文化展及愛心園

遊會在中正紀念堂舉行，有來自

黨政各界、社會賢達、各宗教團

體及海內外一貫道道親代表二、

三萬人出席共同參與，馬總統、

行政院吳院長、立法院王院長、

吳伯雄先生、呂前副總統等亦出

席與祭。

2011.3.11　淨化人心講座：天

德教、屏風表演團團長李國修主

講「度過人生，千萬認真」

TCRP 第一、二任理事長

天主教馬天賜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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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19　淨化人心講座：中

華天地正教 - 竹內清治教鑑，講

題「本然良心的覺知」

2011.7.1 ～ 7.3　第十二屆宗教

與和平生活營在崇德文教紀念館

舉辦，由天帝教及一貫道共同承

辦，有來自十個宗教一百三十人

參加。

2011.11.27　淨化人心講座：天

道總會賴秉杉博士主講「科學與

宗教」

2011.11.28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及各宗教代表參訪天主教花蓮教區

2012 ▏
2012.3.10  淨化人心講座：中

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孝棋阿訇主

講：「用溫和的心築感人的社會－

伊斯蘭應不再被曲解！」

2012.3.14 二○一二年春祈會，

世界宗教博物館每年在元宵節前

後邀請各宗教代表、駐臺使節代

表、政府機構等海內外貴賓齊聚

為臺灣祈福、為人類祈福。今年

為擴大交流平台，特別聯合中國

宗教徒協會、中華民國宗教建設

研究會及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

進會共同主辦。靈鷲山心道法

師、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長李

玉柱、宗教徒協會理事長張檉、

宗教建設研究會理事長洪玉綉分

別代表致辭。

所有代表以祈願主禱文為世

界祈福：「二○一二年，臺灣各

宗教代表齊聚世界宗教博物館。

此刻，讓我們把心安靜下來，回

歸寧靜初始無染，攜手同心祝禱

祈願：祈願人人分分秒秒平安健

康，眾緣在良善中所願皆成；祈

願家庭時時刻刻幸福和諧，有情

在感動中自在喜樂；祈願社會日

日夜夜安和樂利，自利在利他中

無私奉獻；祈願世界歲歲年年和

平安定，差異在包容中尊重融合；

祈願宇宙長長久久浩瀚恆明，光

明在祥和中無所不在；一念因慈

悲而萬千，萬千因智慧同歸一心；

有了愛，讓我們在世界每一處，

都栽種下和平種籽；感恩過往，

祈願未來；此刻，世界因你我更

加美好；因為美好，世界每一處

都將幸福、平安、吉祥、圓滿。」

2012.6.10   淨化人心講座：道教

李豐楙教授主講「五營、謝土與

氣 --- 道教與民間文化」。

2012.6.13 ～ 6.22　 各 宗 教 代

表參加「土耳其宗教文化交流之

旅」

2012.8.3 ～ 8.5　第十三屆宗教

與和平生活營，在花東舉辦，參

訪天主教花蓮教區、慈濟靜思

堂、道教慈惠堂、一貫道發一天

元長聖榮園、台東聖母健康會

館、台東聖母健康農莊、佛光山

日光寺、法鼓山信行寺。

2012.8.22 單 國 璽 樞 機 主 教

安 息 主 懷（His Eminence 

Cardinal Paul Shan Kuo-Hsi, S.J. 

1923.12.2  2012.8.22）

2012.9.8  淨化人心講座：基督

教黃哲彥牧師主講 綉 追尋身心靈

的合一 綉

2013 ▏
2013.4.12  淨化人心講座：國際

佛光會中華總會覺培秘書長主講

「宗教對當代社會的啟示」

2013.5.20 於新北市新店區「中

華天帝教總會」臺北市掌院舉行

第七屆理事長交接典禮，由常務

監事房志榮神父擔任監交人，本

會會址變更為新北市新店區北新

路二段 155 號，並任命劉曉蘋為

本屆秘書長。

協進會第六屆理事長（一貫

道總會李玉柱理事長）致贈「宗

教和平之光」獎牌予第七屆李子

弋理事長（天帝教前首席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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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李理事長以其深耕宗教交

談的人脈，續以推動落實兩岸宗

教和平。李子弋理事長回贈象徵

「宗教大同」之雲標予李玉柱理

事長，肯定李理事長在協進會任

期內致力各項宗教交流工作，以

及拓展一貫道兩岸交流事務，穩

健務實的發展成果，可喜可賀。

李子弋理事長致詞表示：因

感念於馬天賜神父生前為宗教交

流事務的投入與冀望，並曾在會

面相聊之際允諾願在有生之年承

接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工作，繼

續為推動宗教融合交流的願景作

努力。雖然他的年紀已經八十八

歲，身體機能不比年輕人，但仍

會全力以赴，並以「宗教是公器

不可私用」及「將多元化的宗教

信念建立在兩岸和平的基礎上」

理念分享，期早日實現大同世界

的願景。

2013.7.25 ～ 7.28  第十四

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在高雄舉

辦。由佛教、天主教、一貫道、

天帝教共同承辦，參加學員與工

作人員共計 80 人。活動行程有

動態與靜態。動態參訪宗教有天

帝教高雄市掌院、台灣基督教長

老教會高雄宣教中心、天主教真

福山、佛光山及佛陀紀念館等道

場，再者體驗各宗教的祈禱及用

餐儀式。

2013.10.4  淨化人心講座。由天

帝教承辦，主題為「來自心靈與

誠實的音樂」。  

2013.12.13 淨化人心講座。由一

貫道承辦，主題為「創新思惟與

時俱進」。

2013.12.20 ～ 12.22  與紅心字

會、極忠文教基金會、涵靜書院、

天主教的單國璽樞機主教與

佛光山的星雲大師是超過三十年

的好朋友，雖然兩人的信仰不同，

但透過友誼、透過交談，彼此尊

重。1995 年，兩人合力促成了

佛教與天主教的國際會議。2006

年，天主教輔仁大學頒授星雲大

師榮譽法學博士；2010 年，佛光

大學也頒授單國璽樞機主教榮譽

文學博士。兩位宗教界的大師以

實際行動證明宗教是開放的，且

不吝為對方的成就鼓掌。 

八十八歲的單國璽笑說他比

星雲虛長四歲，所以他叫星雲「大

師小弟」。「要了解生命來源與

意義，不能不談到宗教問題，雖

然各宗教信仰不同，但都同樣在

尋求更美好的生命。」單國璽說，

他與大師都是生於戰亂，經歷動

盪，雖然不同宗教，卻是多年老

友。他還和大師一同許下「十年

之約」，約定十年後還要繼續坐

在這個講台對談。單國璽說：「自

己只能盡人事、聽天命，其他的

都交給上帝，因為宗教就是我的

人生，上帝願意給多少，我就奉

獻多久。」

星雲大師則妙喻說：「要

知道佛陀和天主怎麼相處，看我

和主教就能了解。」去年農曆除

夕，兩人一起在佛光山圍爐守夜，

只有他們兩人。星雲提議明天去

單樞機家裡拜年，沒想到單樞機

馬上拒絕了。星雲大師笑說，單

樞機說農曆年大家都放假了，如

果我去了，沒有人泡茶招待我。

哈！只見單樞機在一旁也笑得很

燦爛。

博士級的宗教交談不用談什

麼大道理，以心交心，很生活，

很簡單。

TCRP 常務理事，陳世賢／文

2010.12.12

博士級的宗教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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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學研究社聯合主辦「二

O 一三紀念涵靜老人宗教會通論

壇」。主題為「宗教時代責任與

社會服務」。

2014 ▏
2014.3.20 與宗教博物館共同舉

辦「2014 世界宗教新春和平祈

福會」。召開 TCRP 20 周年慶

祝活動籌備會，決議成立常設之

「TCRP 青年團」規劃生活營。另

成立「交流」、「學術」及「推廣」

三個委員會，規劃參訪與紀念會

等其他相關活動。

2014.3.22 中華民族海內外同胞

聯合祭祖大典，天帝教主辦，本

會等協辦，在天極行宮 ( 台中清

水 ) 舉行。聯合祭祖大典係由中

華倫理教育學會及台灣社會各界

名流所共同發起，民國六十二年

春第一次在台北舉辦，承天主教

于斌樞機主教倡導贊助，全國各

界響應奉祀「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之神位」進行祭禮。初期每年僅

於春季舉辦一次，後因海內外華

人反應熱烈，遂於七十二年十月

華僑節，增辦秋季大典，同時邀

請海外華僑參與，遂形成海內外

同胞聯合祭祖大典，每年春秋兩

季分別在台中、高雄、台南、嘉

義等地實施，與祭者前後已超過

四十餘萬人，「慎終追遠」之倫

理美德蔚為社會風氣。

民國八十四年後，由於大

環境變遷，祭祖大典被迫停辦。

迨至民國八十六年，「中華天帝

教總會」鑒於此一活動對民族團

結、社會教化之重要性，毅然接

辦此一活動，並承內政部、僑委

會、台中市政府文化局等有關機

關共同擔任大典指導單位，中華

民國禮樂學會擔任禮儀指導，並

結合民間各社會團體，共同完成

此一深具民族文化之祭祖活動。

2014.6.27 ～ 6.29 舉辦第十五屆

「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參與宗

教有天帝教，佛教，道教，天主

教，基督教，一貫道，統一教，

天德教，軒轅教，天地正教與天

道。今年創立廿周年，特將本屆

的主題訂為：「TCRP 20--- 傳承

與開展」。並於開幕式中響應內

政部「好人好神運動，敲響關懷

鐘」的活動。本屆營隊主要活動

地點在台灣中部，包括台中基督

教磐頂長老教會、天主教霧峰聖

若瑟堂、天帝教清水天極行宮、

天德教彰化凌雄寶殿、一貫道光

慧菩薩館。參加的學員包括來自

國內、外宗教界，涵蓋老、中、

青三個世代的宗教徒，藉由三天

二夜的宗教生活體驗活動，提供

彼此認識與交流的機會，增加各

宗教間的互動與了解，並進而擴

大宗教徒利己利人的胸懷，開拓

宗教徒和諧共生的視野，鼓勵宗

教徒積極關懷，彼此學習面對生

命的態度與智慧，凝聚相互尊重

與包容的共識，結合各宗教，對

於安頓生命的智慧，學習應用於

生活中，進而展現宗教和平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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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適逢耕莘文教院「宗教交談與合作服務

中心」的成立慶祝會，敝人蒙院長王秉鈞神父邀

請發表演講，備感榮幸。台灣宗教交流耶穌會士

推行甚力，成果有目共睹，在狄總主教和許多長

輩面前講宗教交流，實誠惶誠恐，還好我也是耶

穌會培育出來的，相信老師會不計較我的淺陋，

於是遵馬天賜神父之命，提出這份心得報告，題

目是王院長、馬神父與我本人一起議定的，作為

我個人對耕莘文教院「宗教交談與合作服務中

心」成立的一份祝福與賀禮。

一、宗教交流的重要性  

（一）教會訓導與神學

天主教會自梵二以來即提倡基督徒的合一

與宗教的交流（例如：《教會憲章》、《教會對

非基督宗教宣言》），一方面肯定其他宗教存

在的價值，持開放與交談的態度，另一方面則強

調從事宗教交談，應有自身信仰的立場。神學

理論以拉內神父（Karl Rahner, 1904-1984）

「無名的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最

具代表，認為別的宗教在基督內以匿名的方式得

到救援。淺見認為拉內神父的主張屬於包容主

義（Inclusivism），其他兩派分別是排他主義

（Exclusivism）與多元主義（Pluralism），

大部分接受宗教交談的宗教傳統俱為包容派，對

別的宗教從自己立場加以解釋與尊重，我稱你為

「匿名基督徒」，你稱我為「匿名的菩薩」。輔

大神學院配合普世教會的立場，由房志榮神父開

設「宗教交談」課程。

（二）組織的設立

1960 年代，台灣曾爆發基佛論戰，有《牧

師和尚辯道集》留下記錄，雙方互相攻擊，關係

一度緊張。1990 年代之前，台灣有兩個宗教交

流的組織，一為于斌主教於大陸時期創立的中國

宗教徒信徒聯誼會，1951 年遷台，二為國民黨

中央黨部於 1989 年左右設立的中華民國宗教建

設研究會。天主教主教團於 1991 年成立「宗教

交談委員會」，後來改稱「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

作委員會」。

論宗教交流實踐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由馬天賜神父領導下，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成立的「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該協進會是世界性組織「世界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的分會，馬神父並擔任第一、二屆

理事長，形成台灣宗教界空前的大團結。與此同

時，輔仁大學耶穌會單位宗教學系，亦以宗教交

談為創系目標（民77年碩士班、民81年學士班、

預計民 92 年博士班），重視世界宗教傳統的認

識，其課程設計、研討會、學報與叢書俱以此為

中心議題，去年十二月並成立「輔仁大學宗教學

系交流服務中心」，至今已舉辦過三場宗教文物

展覽，在台灣十二個宗教相關研究所、三個宗教

系中，旗幟鮮明。

（三）交流的檢討

1. 角色的扮演 天主教在西方是世界性宗教（有

十億信徒），組織龐大，神學周密，領導社

會，移風易俗，在台灣卻是少數的一群（約

佔人口 1.4%），從領導者到合作者，需要調

整角色。

2. 理論的議題 台灣天主教重視宗教交流的理論

與反省，舉辦相關研討會，出版相關著作，

其他宗教對理論問題反應相對冷淡，今年一

月欣見中華佛學研究所舉辦的「第四屆中華

國際佛學會議」中，有學者發表宗教交談理

論與實際的相關議題；大陸中國社科院基督

宗教研究中心則已出版第三輯《宗教比較與

對話》）。總之，短時間內，看不出宗教交

談理論議題的交集與意義。

3. 普遍的參與 目前台灣宗教交流的實踐，佛教

宗教交談的重要性與挑戰
陳德光教授，現任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時任本會理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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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參與頗多，例如：淨心長老接馬神父擔

任第三屆「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

事長，心道法師去年創立世界宗教博物館，

除展覽宗教文物，依時事與節慶舉辦跨宗教

的活動。面對上述環境與變化，天主教宗教

交談的重任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檢討箇中

原因，天主教人數本來居少，或更內在原因，

宗教交流仍未獲得教內人士普遍的重視與認

同。

二、宗教交流的挑戰與展望

（一）宗教交流與靈修生活

房志榮神父前年十一月於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主辦的「宗教交談學術研討會」中擔任主題演講

者時，發表論文「基督宗教目前對交談的看法」，

其中討論「靈性的大公主義」，並介紹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的「悔改的交談」（《願他們合而為一》

通諭，1995 年頒布），認為交談有縱的向度，

交談雙方都在基督內轉向天主。

歷史言，東方宗教有長遠的靈修傳統，已經

得到普世教會重視，一些神修家，例如：牟頓神

父（Thomas Merton, 1915-1968）, 莊士頓神

父（William Johnston）與佛教深度交談，發

展出一種天主教的東方或亞洲靈修，台灣甘易逢

神父與張春申神父在這方面亦有許多貢獻。宗教

交流內在化或靈修經驗的交流，才是根本之道，

引起教內人士對交談普遍的重視與認同。

（二）宗教交流與神學反省 

前一陣子，台灣媽祖繞境的信仰問題變成天

主教與基督教人士的話題，大致言，放棄過去一

眛排斥與醜化的觀點，對媽祖作為一個值得紀念

的先祖有起碼的尊重。思考這事件，引發更重要

的問題，教友或神職人員對本地宗教與文化有沒

有足夠的認識與反省。如果把問題分成態度與資

訊兩個重點，我們有開放與交談的態度，但缺乏

足夠的資訊和認識。

當務之急，除了認識當前教會對宗教交流的

訓導，更應該重視前人交流與本位化的成果與表

率，例如：利瑪竇神父、雷鳴遠神父、于斌樞機

主教、甘易逢神父等人的貢獻，並適時加上批判

的觀點。民間信仰（約佔人口 30%）與制度性宗

教不同，有自發性的優點，但缺乏反省力，神學

反省應指出與基督信仰相容與不相容的部分，後

者例如：現世福報、追求靈驗、神威與造神等特

色，這些都需要其他制度性的宗教，尤其基督信

仰提供意見，台灣宗教文化才得以提昇。

（三）宗教交流與社會生活

今天台灣社會對宗教議題，已經脫離全盤

的否定與抹殺，宗教團體與宗教知識教育基本上

已經得到社會大眾的接受與肯定。電視傳媒有大

量宗教性新聞的報導與節目的播放，宗教人士對

自己權益的抗爭時有所聞，內政部成立宗教司亦

指日可待，國科會研究案申請已經有獨立的宗教

研究學門，教育部除鼓勵生命教育的實施，顧問

室亦撥款資助經典研讀，其中已有資助宗教典籍

研讀會的例子。政府資源來自社會，用諸社會，

已有更大的共識。

台灣天主教應該儘快作自我調整，脫離過

去戒嚴時代自保自守的思維方式，認清自己的角

色，一方面積極向政府爭取作為社會一份子應

有的權利與義務，另一方面積極與其他宗教團體

和宗教學術單位合作，透過各種管道，向社會傳

播宗教信仰的道理，突顯天主教對社會生活，例

如：生態、倫理的看法，為打造明天的台灣宗教

文化而努力。以上淺見，請大家不吝賜教！並祈

求天主祝福「宗教交談與合作服務中心」任重道

遠的主任馬天賜神父！

本文刊載於 2002 年 6 月 23 日《教友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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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天賜神父生於 1927 年的法

國，1959 年來台服務，至今

超過五十年，主要在耕莘文教院負

責「宗教交談」的工作。他熱情洋

溢，又極為細心，他把大半的生命

都奉獻給台灣，常跟我開玩笑說他

待在台灣的時間比我還久；我也笑

他是流著法國血液的台灣人。

他總是把別人的事情擺在第

一位，特別是涉及到需要各宗教共

襄盛舉的活動串聯，沒有人比馬神

父更能讓人信任了。1994 年馬神

父聯合天帝教、佛教、基督教、天

主教，成立「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並擔任兩屆理事長，由於

主要成員皆為各教派的負責人，故

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幾乎所

有臺灣的重要宗教團體皆為會員。

不同宗教間的合作在九二一地震

發生時，發揮了最大的成效，而各

宗教聯合組成的「陪伴連絡網」，

更是馬神父用兩條腿一步一步走

出來的。

這幾年他的身體不是頂好的，

大家要他多照顧自己，他每天卻仍

用十六個鐘頭在工作。去年他要到

TCRP 常務理事，陳世賢／文

羅馬開會，順道回去法國探望親

人，他告訴我這應該是他這輩子最

後一次回法國了。我聽了心裡有點

難過，便想找些瑣事來逗他開心。

我說如果你真的要走了，上帝一定

會先來托夢告訴我。

他笑說：「上帝跟你關係這

麼好嗎？」

他知道我是很會作夢的佛教

徒，所以剛認識時他會以「阿彌陀

佛、阿們」與我打招呼，現在反倒

是我經常期待得到他的祝福。

「馬神父，為什麼我從沒見

過你戴十字架？」

他表情有點興奮、手有點抖，

看得出來他很願意與我分享他的

十字架。他拿出掛在胸口的十字

架，十字架的樣式很特別，好像是

將兩個圓圈交叉後壓扁所鑄成。

馬神父說：「這十字架是用

我父母親的結婚戒指做成的。」

當天的氣氛很奇妙，這是我

們認識五年多來，他第一次告訴我

有關他的事情，從前我問他時他總

是推說自己很平凡，沒有什麼好講

的。

馬神父是家裡的長子，1975

年，馬神父藉著羅馬國際會議的機

會去法國為他弟弟剛出生的小孩

受洗，當時神父的父母親也在場，

深受他們長子在講道時提到的「難

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受過洗歸於基

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於他們的

死亡嗎？」這句話所感動，父母

親對他說：「請告訴你們的弟妹，

如果我們比你們先走一步，今天你

講道的這些話，將使我們可以非常

平安的離開人世。」。沒想五天之

後，馬神父的父母親發生車禍，兩

人當場死亡。全家悲痛逾常，但因

著父母親跟馬神父的話，平安地接

受這痛苦。追思感恩祭的那天，一

位婦人站起來向大家分享，她曾去

參加馬神父父母的婚禮，並清楚地

記得當天新郎與新娘所表達的三

個願望：一願他們的長子可以當神

父。二願在婚姻生活中相敬如賓。

三願可以一起離開人世。如今他們

的美夢成真，你們有什麼好難過的

呢？

馬神父指著十字架上的書寫

體小字說：「這是我父母親的名

字，我親手從他們的手上摘下結婚

戒指，後來家人將戒指做成十字架

送給我。」

一副簡單的十字架，從天上

的父，到人間的父親，再到馬神父

的手裡，接續著這般動人的故事，

這些都是支持他做神的事的最大

力量，這件事就是宗教交談與世界

和平。

馬神父的十字架

馬天賜神父陪同教廷大使安博思蒙席（左二）拜訪清真大寺，倪國安理事長（右四）與馬
孝棋教長（右一）負責陪同教廷宗座回教研究所所長拉坤哲神父 ( 左三 ) 訪台。

第一、二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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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TAIWAN 2004

T he ver y fast  development of new rel ig ious 

p rojec t s ,  new rel ig iou s  com mu n it ie s  a nd 

new rel ig ious movements ever ywhere in Taiwan 

is chal lenging ever y Chr ist ian and al l  rel ig ious 

b e l i e ve r s  h e r e  t o  o p e n  t h e m s e lve s  m o r e  a n d 

mo r e  t o  a  ge nu i n e  d i a log u e  a nd  c o o p e r a t io n 

w i t h  s i s t e r s  a n d  b r o t h e r s  o f  o t h e r  r e l i g i o u s 

t r ad i t ions  and new rel ig ious  movement s .  T h is 

is for the whole Chr ist ian community in Taiwan 

o n e  of  t h e  b ig ge s t  ch a l l e n ge s  –  i f  n o t  “ t h e ” 

biggest  chal lenge which we must answer today. 

It  i s  w ith  a  g reat  joy that  I  have accepted the 

i nv i t a t ion  t o  o rga n i ze  t oge t he r  w i t h  t he  PCT 

t he  e cu men ica l  a nd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expe r ience 

wh ich  we  b eg i n  t o d ay,  a n d  I  a m  ve r y  h a p py 

to  poi nt  out  t ha t  I  had  t he  cha nce  of  work i ng 

i n  close  coope ra t ion  w it h  member s  of  t he  t he 

Presby ter 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for more 

than th i r t y years.   

The 民 間 宗 教  (folk rel ig ion),  which stands as 

t h e  r e l ig io n  of  t h e  g r e a t  m a jo r i t y  o f  p e o p l e 

a n d  i s  g r a d u a l l y  b e c o m i n g  r e c o g n i z e d  a s 

a  r e l i g i o u s  s y s t e m  of  i t s  ow n ,  i n c o r p o r a t e s 

many bel iefs  and prac t ices  of  t he  t h ree  major 

ph i losophical and rel ig ious t rad it ions of China: 

Confucian 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a o i s m ,  B u d d h i s m ,  C h r i s t i a n i s m  (C a t h o l i c 

C h u r c h  a n d  P r o t e s t a n t  C h u r c h e s ,  s a d l y 

r e c o rde d  a s  t wo  d i f fe r e n t  " r e l ig ion s" ) ,  I s l a m 

回 教 ;  Baha' i  Faith 巴 哈 伊 教 ,   Ten r ikyo 天

理 教 ,  a nd  f ive  rel ig ions  of  Ch i nese  or ig i n : 

LiCh ia o  理 教  ,  fou nde d  i n  t he  seve nt e e t h 

centu r y),  TienTeChiao 天德教 ,  founded in 1923, 

YiKuanTao  一 貫 道 ,  founded a few years later,  

HsuanYuanChiao 軒 轅 教 ,  founded in Taiwan 

in 1957 and TienTiChiao 天 帝 教 ,  of f icial ly 

est abl ished in Taiwan in 1980: rel ig ions which 

were  before  1998 t he  t welve  mai n  "rel ig ions" 

of f icial ly recognized by the gover nment.  There 

a r e  n ow  n o  l e s s  t h a n  t we n t y - f i ve  r e l i g i o n s ,  

"chu rches",  new com munit ies  of  fa ith and new 

rel ig ious  movement s  of f ic ia l ly  recog n i zed  by 

the gover nment.  Among them is a Conf ucian ist  

Church ( 中國儒教會 ).    

There is  in Taiwan a g rowing interest  in Taoist  

s t ud ies  a nd Taois t  schola r s  whose  re sea rch  i s 

dee ply  root ed  i n  a  r e l ig iou s  fa i t h  a re  g rea t ly 

cont r ibu t i ng  to  t he  development  of  a  genu i ne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d i a l o g u e .  I n  t o d a y ’s  Ta o i s m , 

har mony remains the most impor tant goal to be 

ach ieved ;  i n  bot h  ph i losoph ica l  a nd  rel ig iou s 

ap p r oa che s ,  Ta oi sm a dvo c a t e s  t he  pu r s u i t  of 

i n ne r  f reedom a nd i m mor t a l i t y".  T he  s t yle  of 

Taoism wh ich i s  a l ive  and t h r iv i ng i n  Ta iwan 

today is a rel ig ious and popular Taoism; it  is  an 

i n t eg ra l  d i mension  of  t he  fol k  rel ig ion  i n  t he 

r i t u a l s  of  wh ich  t he  g rea t  major i t y  of  people 

l i v i n g  i n  Ta i w a n  a r e  f i n d i n g  m u c h  s u p p o r t  

and help  to  br i ng an i nteg rat i ng ha r mony and 

p e a c e  i n t o  t h e i r  ow n  p e r s o n a l  l i ve s ,  w i t h i n 

t he  c om mu n i t y,  a nd  b e t we e n  t he m selve s  a nd 

natu re.  

The d ialogue between Chr ist ians and Buddhists 

-  a  d ia log ue which has deep root s  i n  Taiwan - 

is  progressing at  a fast  pace. There has been, in 

the last  ten years ,  a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Budd h is t  cente r s  of  rel ig ious ,  cu l t u ra l ,  socia l  

and educat ional  ac t iv i t ies .  Many new projec t s 

h ave  b e e n  i n i t i a t e d  by  ou t s t a nd i ng  Bu d d h i s t  

Ma s t e r s ,  men  a nd  women of  g rea t  v i s ion  a nd 

d e e p  s p i r i t u a l  e x p e r i e n c e ,  e n d o w e d  w i t h  a 

remarkable  sensi t iv i t y  to  t he  people 's  deepes t 

a s p i r a t io n s  a n d  n e e d s .  C r e a t e d  i n  19 6 6 ,  t h e 

Buddhist  Compassion Tzu Chi Associat ion (  慈

濟 功 德 會 )  has today more than four mil l ion 

m e m b e r s  c o m m i t t e d  t o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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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c i a l ,  m e d i c a l ,  e d u c a t i o n a l  a n d  c u l t u r a l  

projects.

I n  l e s s  t h a n  t e n  y e a r s ,  f o u r  B u d d h i s t  

un iversit ies (  華梵、佛光、慈濟、玄奘  )  have been 

founded in Taiwan and a f i f th one ( 法 鼓 大 學 )  

wil l  open it s  doors in the year 2006. 

E v e r y  y e a r  n o w,  t h o u s a n d s  a n d  t h o u s a n d s 

of  f a i t h f u l  fo l low  o n e  of  t h e  m a ny  s p i r i t u a l  

r e t r e a t s  d i r e c t e d  by  Ch'a n  Ma s t e r s .  T hey  a r e 

a l s o  a c t i v e l y  e n g a g e d  i n  a  g r e a t  v a r i e t y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l ,  c u l t u r a l  a n d  s o c i a l  a c t i v i t i e s 

p l a n n e d  a n d  o r g a n i z e d  b y  m a n y  m o n a s t i c 

com mu nit ies  and rela ted cu lt u ra l  fou ndat ions.  

New monaster ies a re being const r ucted al l  over 

the island as hundreds of new monks and nuns 

a re ordained each year.

Tw o  B u d d h i s t  m o n a s t e r i e s  ( F o K u a n g S h a n 

a n d  C h u n g T ’a i S h a n )  h a v e  m o r e  t h a n  o n e 

thousand ordained members (mon ks and nuns).  

FoKuangShan has branches a l l  over  the world .  

ChungT’aiShan is  a lso rapid ly developing both 

it s  nat ional and inter nat ional networks.

A n o t h e r  m o n a s t i c  c o m m u n i t y  w h i c h  i s 

r a p id ly  ex p a nd i ng  i t s  wor k  a nd  c on t r i bu t i ng 

t o  t he  r ap id  developme nt  of  Budd h i sm a t  t he 

nat ional and world levels ,  is  the community of 

FaKuShan created by Dhar ma Master ShengYen 

who spends half  of h is t ime in Taiwan, another 

half  in the USA and lectu r ing in var ious cit ies 

of the world..  He has f r iends al l  over the world 

and I  have the g reat  joy of being one of them, 

lea r n i ng  more  a nd  more  f rom h i m.  I  a m ve r y 

h a p p y  t h a t  w e  c a n  b e g i n  o u r  t h r e e  d a y s  o f 

v i s i t s  and sha r i ng of  expe r iences  i n  t h i s  holy 

center of Buddhist  l i fe and Buddhist  ser v ice to 

the world: FaKuShan.

I  a l so  ke e p  le a r n i ng  f rom m a ny  o t he r  mon k s 

l ike YinShun FaShih,  Founder of the movement 

of  JenCh ia n  FoCh iao.( Budd h ism i n  l i fe)  w i t h 

whom we  ce leb r a t e  t h i s  ye a r  h i s  n i ne t y  n i ne 

ye a r s  of  l i fe .  A no t he r  mon k  who  h a d  a  ve r y 

deep i n f luence i n  my l i fe  a s  a  Jesu it  pr ies t  i s  

M a s t e r  C h’a n  Yu n ,  i n  Sh i L i ,  Na nT’o u H s ie n , 

who  be ca me  my f i r s t  Budd h i s t  Ma s t e r  t h i r t y 

f ive years ago.

O f  c o u r s e ,  w i t h  t h e  c o n t i n u o u s l y  g r o w i n g 

n u m b e r  o f  l a y  p e o p l e  d e e p l y  i n t e r e s t e d  i n 

B u d d h i s t  s t u d i e s ,  B u d d h i s t  p r a c t i c e s ,  a n d 

Bud d h i s t  op e n ne s s  t o  t he  ne e d s  of  ou r  t i me , 

t he re  i s  a  s t e a dy  a nd  u n rele n t i ng  i nc rea se  i n 

the number of bel ievers.  

A major  a nd  pa r t icu la r ly  aud ac iou s  i n i t ia t ive 

of  a  Budd h i s t  mon k  a nd  h i s  com mu n i t y  wa s ,  

f i f t e e n  y e a r s  a g o ,  t h e  l u n c h i n g  o f  a n  i d e a 

t o  c r e a t e  i n  Ta i w a n .  a  " M u s e u m  o f  Wo r l d 

Rel ig ions" (  世 界 宗 教 博 物 館  ).  Af ter many 

years of  ha rd work ,  the Museum was solem nly 

i naug u ra ted  t wo yea r s  ago.  It  i s  now an idea l 

m e e t i n g  p l a c e  f o r  p e o p l e  o f  a l l  f a i t h s  a n d 

people  i n  sea rch of  a  fa i t h  by wh ich t hey can 

l i v e ,  a  p l a c e  w h e r e  a l l  c a n  e a s i l y  l e a r n  t o 

r e s p e c t  e a c h  o t h e r ,  t o  s h a r e  t h e i r  r e l i g i o u s 

e x p e r i e n c e ,  a n d  t o  w o r k  t o g e t h e r  f o r  t h e 

const r uct ion of peace in the world.

A mong t he  new cente r s  of  Budd h is t  r el ig ious 

a c t iv i t ie s ,  qu i t e  a  few h ave  b e e n  e s t abl i she d 

t h e s e  l a s t  y e a r s  b y  m o n k s  o f  t h e  T i b e t a n 

t rad it ion.

 T h r e e  o t h e r  c o m m u n i t i e s  o f  f a i t h  a r e  a l s o 

f l o u r i s h i n g .  T h e s e  a r e  d e e p l y  r o o t e d  i n  t h e 

C o n f u c i a n i s t  a n d  Ta o i s t  t r a d i t i o n s ,  w i t h 

many element s  of  t he i r  t each i ng com i ng f rom 

B u d d h i s m .  A l l  c l e a r l y  a f f i r m  t h e  e x i s t e n c e 

o f  G o d ,  c r e a t o r  a n d  r u l e r  o f  t h e  u n i v e r s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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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o  o f  t h e m  w e r e  f o u n d e d  i n  M a i n l a n d 

China: TienTeChiao (  天 德 教  )  in 1923 and 

YiKuanTao (  一 貫 道  )  i n  1930,  and were 

o f f i c i a l l y  r e c o g n i z e d  i n  Ta i w a n  a b o u t  t e n 

years ago. TienTiChiao (  天 帝 教  ),  of which 

the founder  is  a lso f rom Main land Ch ina ,  was 

e s t a b l i s h e d  i n  Ta i w a n  i n  19 8 0 .  Y i K u a nTa o , 

which has now many branches in the Asian and 

Wes t e r n  wor ld s ,  ha s  become Ta iwa n's  l a rge s t  

r e l i g i o u s  c o m m u n i t y  a n d  t h e  m o s t  r a p i d l y 

d e v e l o p i n g  r e l i g i o u s  m o v e m e n t .  To g e t h e r 

with HsuanYuanChiao (  軒 轅 教  ),  founded 

i n  Ta iwa n  i n  1957,  Tie nTiC h i a o ,  Yi Ku a nTa o 

a n d  T i e nTe C h i a o  h a v e  r e c e n t l y  f o r m e d  a n 

"al l iance" or "network"（ 宗 教 聯 誼 會）which is 

now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nf luent 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 rel ig ious d ialogue and 

cooperat ion.

 I n  c o n t r a s t  w i t h  t h e  f l o u r i s h i n g  " C h i n e s e 

r e l i g io n s",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i s  s t i l l ,  i n  t h e  e ye s 

of  ma ny,  a  "fo re ig n  r e l ig ion",  a nd  C h r i s t i a n s 

s t i l l  fo r m on ly  a  t i ny  m i nor i t y  of  t he  ove r a l l  

populat ion.  Many major  chu rches ,  pa r t icu la rly 

t h e  C a t h o l i c  C h u r c h ,  h a v e  r e m a i n e d  a t  a 

s t a n d s t i l l  f o r  t h e  l a s t  t w e n t y - f i v e  y e a r s .  

Howeve r  i t  mu s t  b e  no t e d  t h a t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 s  

c u l t u r a l ,  s o c i a l  a n d  e d u c a t i o n a l  i n f l u e n c e 

i n  Ta i w a n  g o e s  f a r  b e y o n d  t h e  c h u r c h e s '  

i nst it ut ional  boundar ies.  It  must  a lso be noted 

t h a t  s e ve r a l  C h r i s t i a n  chu r ch e s  a r e  a c t ive ly 

e ngaged  i n  t he  sea rch  fo r  ef fe c t ive  ways  a nd 

me a n s  of  p r omot i ng  i n  Ta iwa n  a  me a n i ng f u l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d i a log ue .  T he  D e pa r t me nt  a nd 

t h e  G r a d u a t e  S c h o o l  o f  R e l i g i o u s  S t u d i e s 

a t  Fu j e n  C a t h o l i c  Un ive r s i t y  a r e  p l ay i n g  a n 

impor tant role in that f ield.  

E v e n  b e f o r e  Va t i c a n  I I ,  s e v e r a l  C h r i s t i a n 

le a de r s  f rom t he  Ca t hol ic  a nd  t he  P ro t e s t a n t 

C h u r c h e s  of  Ta iw a n  h a d  jo i n e d  t h e  C h i n e s e 

Inter faith Fr iendship Associat ion (  宗 教信 徒 聯

誼 會  )  founded sixty years ago in Nanking by 

A rchbishop Yupin ,  and other  leader s  f rom the 

Ch r is t ian ,  Budd h is t  and Musl im com mu nit ies .  

T h i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m o v e d  t o  Ta i w a n  i n  19 49 

and cont inued to foster  the d ialogue of Taoist ,  

Buddhist ,  Chr ist ian and Musl im scholars.  

I n  1 9 7 3 ,  t h e  C h i n e s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Inter rel ig ious Dialogue (  宗 教 座 談 會  )  was 

c rea t ed  i n  Ta ipe i  by  t he  Ca t hol ic  A rchbi shop 

LuoKuang, with the v iew of foster ing d ialogue 

a n d  c o o p e r a t io n  a m o ng  l e a d e r s  of  t h e  s e ve n 

r e l i g i o n s  t h e n  o f f i c i a l l y  r e c o g n i z e d  b y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  A b o u t  f i f t e e n  y e a r s  l a t e r ,  t h e 

C h i n e s e  I n t e r f a i t h  F r i e n d s h i p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p e n e d  i t s  d o o r s  t o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s  o f  a l l  

of f ic ia l ly  recog n i zed rel ig ions  (eleven a t  t ha t  

t ime).

I n  19 91,  t h e  C a t h o l i c  B i s h o p s '  C o n f e r e n c e 

o f  T a i w a n  c r e a t e d  a  "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D i a l o g u e  a n d  C o o p e r a t i o n " 

( l i t t e r a l  t r a n s l a t i o n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n a m e : 

宗 教 交 談 與 合 作 委 員 會 ).  It  was also cal led 

"Commission for Inter rel ig ious and Ecumenical 

C o o p e r a t i o n "  ( o f f i c i a l  E n g l i s h  n a m e )  t o 

i nd ica te  t ha t ,  i n  t he  mu lt i rel ig ious  contex t  of 

Taiwan, the search for Chr ist ian Unity and the 

p romot ion  of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d ia log ue  a r e  t wo 

inseparable d imensions of the same task.

It  is  indeed th rough a genuine openness to our 

ne ig hbou r s  of  o t he r  f a i t h s ,  a  de e p  r e sp e c t  of 

thei r  bel iefs  and rel ig ious pract ices ,  a  si ncere 

d ia log ue  a nd  conc re t e  i n i t i a t ive s  of  f r a t e r na l 

cooperat ion that we become able to l isten to the 

Spi r i t  a t  work  i n  t hem a nd t he i r  com mu n it ie s 

of faith l ike in our own Chr ist ian communit ies.  

A n d  i t  i s  f r o m  t h e  d e e p  c o m m u n i o n  o f  l i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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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i c h  t h i s  a t t e n t i o n  g e n e r a t e s  t h a t  t h e 

e c u m e n i c a l  m o v e m e n t  o f  t h e  C h u r c h  –  t h e 

m ove m e n t  t o  w h ic h  we  a r e  p ay i n g  a  s p e c i a l  

at tent ion today -  der ives it s  power.  

In 1995, a Nat ional "Commission for Promot ing 

C h r i s t i a n  Un i t y"  wa s  c r e a t e d  by  t he  C a t o l i c 

Bishps’  Conference of  Taiwan.  One year  late r,  

D i o c e s a n  C o m m i s s i o n s  f o r  "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D i a log u e"  a n d  " P r o m o t i n g  C h r i s t i a n  Un i t y " 

were for med in th ree d ioceses:  Taipei ,  Chiay i ,  

and Tainan;  a joint  Commission for "Ch r ist ian 

Unity and Inter rel ig ious Dialogue" was for med 

in the Diocese of Kaohsiung.

 S i n c e  i t s  c r e a t i o n ,  t h e  C a t h o l i c  B i s h o p s ’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Dialogue and Cooperat ion has been work ing in 

close cooperat ion with the Nat ional Counci l  of 

Churches,  NCCT, of which the Cathol ic Church 

is  a member,  the Chinese Inter faith Fr iendship 

A s so c ia t ion ,  a nd  s eve r a l  o t he r  o rga n i z a t ion s 

com m it t ed  t o  t he  p romot ion  of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cooperat ion.

Unt i l  1990, the execut ive secreta r y of Taiwan’s 

C a t h o l i c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d i a l o g u e  a n d  c o o p e r a t i o n  w a s  a t  t h e  s a m e 

t i me  t he  exe c u t ive  s e c r e t a r y  of  t he  Na t ion a l 

E p i s c o p a l  "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P r o m o t i n g 

C h r i s t i a n  U n i t y ",  p r e s i d e n t  o f  t h e  Ta i w a n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 e a c e ,  a n d 

c o o r d i n a t o r  fo r  I n t e r r e l ig io u s  D i a log u e  a n d 

Coope r a t ion  i n  t he  Je su i t  Con fe rence  of  Ea s t  

A s i a  a n d  O c e a n i a  (JC E AO).  Wi t h  t h e  s t r o ng 

e n c o u r a g e m e n t  o f  t h e  A s i a n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 e a c e ,  AC R P ’s  P r e s i d e n t ,  h e 

b e c a m e  o n e  o f  t h e  f o u n d e r s  o f  t h e  Ta i w a n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 e a c e  ( T C R P) 

wh ich  i s  s i nce  1994  a  dy na m ic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n e t w o r k  w h i c h  i s  t o d a y  b r i n g i n g  t o g e t h e r 

leaders and dynamic members of  eleven of the 

most act ive communit ies of faith in Taiwan.

O n e  o f  T C R P ’s  m a i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i s  i t s  

s t r o n g  c o m m i t m e n t  t o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a n i m a t o r s  of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d i a log u e  b o t h  i n 

Ta i w a n  l i k e  a t  t h e  A s i a n  a n d  w o r l d  l e v e l s .  

W h i le  ke e pi ng  clo se  cont a c t s  w i t h  t he  A sia n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 e a c e  a n d  t h e 

Wo r l d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 e a c e ,  

TCR P is  since t wo years  ago work ing in close 

cooperat ion with the Cou nci l  for  a  Pa rl iament 

of the World’s Rel ig ions (CPWR). 

F r e q u e n t  v i s i t s  t o  m o n a s t e r i e s ,  t e m p l e s ,  

B u d d h i s t  M e d i t a t i o n  C e n t e r s ,  a n d  o t h e r 

c e n t e r s  o f  r e l i g i o u s  a c t i v i t i e s  ( s c h o o l s ,  

u n ive r s i t ie s ,  r e se a rch  ce n t e r s ,  so c ia l  wel fa r e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p r e s s ,  r a d i o  a n d  a u d i o -v i s u a l 

c e n t e r s ,  e t c .) ,  pa r t ic ipa t ion  i n  con su l t a t ion s ,  

s e m i n a r s ,  r e l i g i o u s  c e l e b r a t i o n s  a n d  o t h e r 

i m p o r t a n t  e ve n t s  of  v a r io u s  c o m mu n i t i e s  of 

f a i t h ,  l i s t e n i n g  t o  l e a d e r s  a n d  m e m b e r s  o f 

t he se  com mu n i t ie s ,  le a r n i ng  f rom ot he r s  a nd 

t oge t he r  w i t h  o t he r s ,  sh a r i ng  of  i n fo r m a t ion 

a nd  ex p e r ie n c e s ,  bu i ld i ng  u p  eve r y  d ay  new 

a nd  s t rong  l i n k s  of  f r iend sh ip…:  a l l  of  t he se 

for m the way for the cont inuous movement and 

d e ve l o p m e n t  o f  Ta i w a n’s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a n d 

ecumenical d ialogue and cooperat ion..

O ne  of  t he  ma i n  conv ic t ions  of  t he  Ch r i s t i a n 

c o m m u n i t i e s  e n g a g e d  i n  t h e  p r o m o t i o n  o f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d i a l o g u e  a n d  c o o p e r a t i o n  i s 

that  such a t ask which bui lds us real  and deep 

f r a t e r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w i t h  o u r  n e ig h b o u r s 

o f  o t h e r  r e l i g i o u s  t r a d i t i o n s  i s  a n  e s s e n t i a l  

d i m e n s io n  of  o u r  m i s s io n  t o  o p e n  o u r s e lve s 

to them, to lea r n f rom them and together  with 

t hem ,  so  t ha t  t he  message  of  t he  Gospel  may 

ef fect ively be pro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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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長    馬天賜神父

常務理事  楊敦和、鄭信真、釋海濤、李子繼

理事      李寧遠、何光昌、詹彩珠、郝寶驥

          余榮生、蘇南洲、黃伯和、楊惠南

          鄭振煌、釋法性

常務監事  釋顯月

監事      房志榮、鄭再發、陳俊良、蔡光思

秘書長    周善行  

第一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長    馬天賜神父

常務理事  蘇南洲、房志榮、林秀瑾、李子繼

理事      簡啟聰、周聯華、鄭信真、楊敦和

          釋悟泓、詹彩珠、周淦泉、郝寶驥

          蘇俊丞、何光昌

常務監事  李寧遠  

監事      鄭再發、釋顯月、許金枝、趙蔓菁

秘書長    周善行  

I n  m y  p e r s o n a l  s e a r c h  f o r  a  m e a n i n g f u l 

i n t e r r e l ig iou s  d ia log ue ,  I  wa s  g r e a t ly  he lp e d 

by the fol lowing remarks of  Fr.  Ped ro A r r upe, 

f o r m e r  G e n e r a l  S u p e r i o r  o f  t h e  S o c i e t y  o f 

J e s u s ,  i n  h i s  c l o s i n g  a d d r e s s e s  a t  t h e  19 8 0 

a n d  19 81  “ I g n a t i a n  C o u r s e s  o f  t h e  C e n t e r 

o f  I g n a t i a n  S p i r i t u a l i t y ”,  i n  R o m e .  L e t  m e 

conclude  tod ay’s  p re sent a t ion  i n  quot i ng  t h i s 

words of a g reat Chr ist ian leader.

 "Feel ing myself  in the other,  feel ing the other 

in myself ,  accept ing h im and being accepted by 

h im

「在他人身上感受到自己，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人，

接納他人同時被他人接納，

i s  a n  ide a l  of  sup re me  p e r fe c t ion ,  e sp e c ia l ly 

since I  k now that he is  God's dwel l ing,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理想；特別是當我知道他人是天

主的居所，

that  ever y human being is God's dwel l ing.

每個人都是天主的居所，

Ch r is t  i s  i n  h i m ,  su f fe r s  a nd  loves  i n  h i m ,  i s  

wait ing for me in h im"  

而基督在每一個人內，在他內受苦，在他內愛，在他

內等待著我。」

  (Fr.  Ped ro Ar r upe, S. J.,  1980, The Tr in it a r ian 

Inspi rat ion of the Ignat ian Char ism, n.88).  

" G o d  i s  w i t h i n  e v e r y  m a n ,  w a i t i n g  f o r  m e 

w it h  h i s  love ,  a nd  t h i s  i s  a  ca l l  t ha t  I  ca n not 

neglect…

「天主在每一個人內，用祂的愛等待著我，這是一個

我無法忽視的召喚 …

G o d  r e c e ive s  i n  o t h e r s  t h e  love  we  h ave  fo r 

Him…

天主在他人內接受我們對衪的愛 …

T h e  p r e s e n c e  o f  e a c h  h u m a n  b e i n g  i n  m y 

l i fe  becomes ,  t r a n scendent a l ly,  a  fo r m of  t he 

presence of God,

在我生命中臨在的每一個人超越地成為天主的一種

臨在；

and my accept ance of  my brother  becomes my 

impl icit  acceptance of God…" 

而 我 對 他 們 的 接 受 就 隱 微 地 成 為 我 對 天 主 的 接

受…。」

 ( F r .  Pe d r o  A r r u p e ,  S . J . ,  19 81,  R o o t e d  a n d 

Grounded in Love, n.49).

馬天賜  SJ                                                

Apr i l  29,  2004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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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天主教會在羅馬召開第二

屆大公會議，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保祿六世發表一

道重要的通諭《祂的教會》（Ecclesiam Suam），

通諭中關於「宗教交談」的言論，教宗提到「講話

之前必須傾聽，不只是傾聽人的聲音，更要傾聽心

的聲音……交談的精神是服務，更是友誼。」這句

話深深影響了馬神父，也是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

到宗教交談的迫切需要，並感受到宗教交談的召

喚。三個月後，教宗到印度孟買與各宗教代表交

談，九個月後，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梵二大

公會議，公布了《在我們的時代》宣言（Nostra 

Aetate），這是天主教第一次向其他宗教打開

友善的交談大門。一個劃時代的新觀念「你

不信教也可以得救」正式出現在人類的歷

史。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馬天賜神父

保祿六世的通諭
《祂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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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宗教交談」無論教內或教外，首先想

到的就是－馬天賜神父。而我是一九九四年開始，

與馬神父一起為「宗教交談」打拼至今。先後為

「宗教交談」服務的神長尚有張春申神父、周弘

道神父、房志榮神父、劉家正神父、陸達誠神父、

黃敏正神父、趙仕儀神父、胡國楨神父、林之鼎

神父、鮑霖神父和李純娟修女、趙榮珠主任等，

都為宗教交談建立很好的基礎。唯，真正勤跑「基

層」，與其它宗教建立良好情誼與深入友誼的是

馬神父，甚至密切到還有法師認為馬神父會變成

佛門中人哩。

馬神父早期是「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

會」及「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的執行秘書，

除了勤於拜訪其它宗教及參加國際宗教交談會議

外，還和佛教一起辦「佛教天主教關懷家庭研習

營」，參加學員都覺得彼此有許多相通之處，整

個活動下來，兩教和樂融融，互道「阿彌陀佛、

天主保佑」。歷屆的營長、副營長，由天主教的

黃敏正神父和佛教的明光法師輪流擔任。明光法

師曾於營中唱一曲「我們都是一家人」，雄厚的

歌聲又是好聽、學員又是感動，就公推為研習營

的營歌。因著活動，與佛教不同的宗派合作，馬

神父均與之建立良好友誼，故有人戲稱，只有馬

神父能將「各立山頭」的佛教四大山頭組織起來。

宗教交談經驗分享
馬天賜神父秘書侯慧群／文

當時，「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協會」是由天主

教和基督教各教派組成，共同為「基督徒合一」

而努力，一起讀經，共同為國家、世界和平祈禱，

合辦泰澤祈禱和基督徒聯誼運動會，拜原住民教

友所賜，運動會我們拿到很好的成績。早期是由

狄剛前總主教任協會的理事長，後天主教與基督

教各教派輪流擔任理事長，最近這一屆，又輪到

洪山川總主教為理事長。

一九九四年，由於馬神父的大力催生，不同

的宗教成立了「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馬神父為第一、二任的理事長，大型活動有各宗

教合辦「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對象以各教的青

年才俊為主，除了各宗教的簡介、輪流參訪不同

宗教聖地外，馬神父的謙遜與熱忱，深受各宗教

青年們的歡迎，甚為尊敬。協會由草創時的七、

八個宗教，至後來的十餘個宗教一起辦活動，也

一起為社會弱勢團體服務。有次馬神父自嘲：我

就是很笨，所以走上「宗教交談」之路。可見他

受到的壓力不小，他好幾次提到很感謝當年鄭再

發總主教給他很大的支持，每次鄭總主教來訪，

都給他很大的力量，繼續「宗教交談」之路。目

前協進會的理事長為「一貫道」的李玉柱理事長，

帶領協會努力的結果，活動辦得有聲有色。目前

「一貫道」的信眾，號稱六百萬，想見他們是有

值得學習之處。

佛教與天主教關懷家庭研習營， 
第二排中為馬天賜神父與明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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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後，各宗教一起合作賑災，當

時協會也成立《陪伴》月刊，各宗教彼此加油打

氣，互通有無。《陪伴》月刊的主編，即後來為馬

神父寫傳記《你的耶穌我的佛陀》的佛教青年陳世

賢。世賢因參加活動與馬神父結識，一次在一起去

美國參加「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會議時，馬神

父因久坐飛機未活動，一下飛機即被送進急診室，

幾乎不治，幸而有世賢的陪伴，故馬神父認為世賢

是他的救命恩人。

在耶穌會希望有人能為馬神父寫書時，也因

緣際會的由鮑霖神父推介，找到世賢執筆。世賢也

因馬神父的感召，希望能為「宗教交談」盡一份心

力。

美國九一一事變後，因係伊斯蘭教激進份子

所為，許多人一看到中東打扮的人，即敬而遠之，

而伊斯蘭教徒也備受爭議和責難。一次在台北總主

教公署的跨宗教活動中，台灣伊斯蘭教倪國安理事

長在分享時說，「伊斯蘭」意為服從、安寧、和平

之義，教友「穆斯林」一向是和平、順從的人，因

九一一，被人把他們和暴力劃上等號，蒙受不白之

冤，談到激動處痛苦失聲，令人印象深刻。這些都

是需要了解，才不致於有這樣的誤解。

以上為宗教交談的實際經驗，至於日常生活裡，

如何在善盡教友責任的同時，又真心、有節地，與不

同信仰的左鄰右舍來往，讓彼此間的關係能夠正面積

極地交流呢？為什麼需要宗教交談？在宗教交談中，

我們能夠扮演什麼角色，持什麼樣的態度？是值得我

們深思的課題。

馬天賜神父與侯慧群

馬天賜神父陪同教廷宗座代表拜訪法鼓山聖嚴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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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藉由交談就能到達

這個層面嗎？或是必須經過一

些學習？」

馬神父說：「我認為是必

須經過一番學習。就像追求宗

教信仰的人會羨慕有宗教信

仰的人能談他的宗教體驗。新

德里的費南德茲總主教（Fr. 

Archbishop Fernandes）他 自

己的體驗很深，我們一起工作很

久，跑遍了整個亞洲，有時是幾

句話，或者去一個安靜的地方，我們馬上被感動。

我們有好多機會交換我們看法，我們都同意我們沒

有找到適當的說法。剛剛我花了一小時的時間看過

去的文章，發現解釋愈多就愈糟糕。」

我笑說：「我的話這麼多，鐵定糟透了。」

馬神父也笑了：「這證明你有經驗，哈！」

馬神父悠悠地說：「那些在記憶裡的人影響了

我，我相信會一直影響我到死亡的時候，說不定死

亡的時候會發現更美。我最多的經驗來自於天主教

的出家人給我很多感動，有許多深刻的體會，但是

講不出來，這幾天我們用了這麼多時間交談，我們

不可能寫一個東西是對方完全了解的，只能了解到

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一定是越來越深。」

我說：「這可不一定，人與人之間是很脆弱的，

一句話或一個動作不小心，多年的友誼就毀了。」

愈是誤會，其實愈需要溝通，但偏偏情緒作祟，愈

不想交談。如莎士比亞所說的，人的一生是充滿了

聲音與情緒的傻瓜的故事。

馬神父說：「所以這幾天我很擔心我們面對的

工作可能失敗。」

我說：「不用怕呀！就是盡力去作吧。」我有不

可救藥的樂觀。

馬神父說：「『不用怕』這句話很重要。我們都是人，

不但有頭腦還有感情，感情是重要的，可是要和正

確的思想一起。」他指著電腦螢幕上密密麻麻的文

字，說：「這些東西是好幾年前感動別人的信，但我

不知道，如果現在還是用這些文字，他們可能已經

不會被感動了。」

每個人都有他的成長背景，或許他們也會被感

動，就像我們走在路上，看的景物都差不多，但反應

會不一樣，說不定他們還是會感動，即使很多事情是

我們沒有辦法表達的。比如說你去一個地方與誰來

往，或許不以說話的方式，而你們就能對彼此有所

了解，或許就可以與我們分享。不只是感動，比較像

基督宗教的神學家所說的「啟發」。

我問：「不同宗教間的啟發和同一宗教中的啟

發感覺一樣嗎？」

馬神父回答：「雖然我說宗教交談很難推動，

但我很難忘記十二歲時天主的話感動了我，我無法

忘掉，我很清楚。我時常幻想如果我可以跟那些已

經過世的朋友再談一下，那是最大最大的福氣。我

常會想起當時和他們所談的主題，我們談靈修生

活，他感覺到我在他內，他在我內，我感謝他，他感

謝我，我們彼此感謝，但沒有工具可以說明。或許

其他人會聽不懂，那就算了。我們無法要求每個人

都有這樣的感覺。」佛陀拈花，迦葉微笑，只可意會，

不能言傳。

馬神父指著牆壁上曉雲法師送給他的畫作，

他說：「我和曉雲法師講話不多，但他就是送給我

這幅畫，即使不見面，還是被他感動，永遠不會忘

記他。在學問方面，他是很好的學者，我只是一個

小老百姓，在大學教書時，他的辦公室就在「馬槽」

隔壁，他說我們倆應該要多多交談。我們認識很多

年，他是哲學家、畫家，而且宗教信仰的修養很深，

有豐富的經驗，生命中寶貴的東西非常多，他用他

自己的方法把他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教給別人，可

以用這幅畫來表達。還記那一天我帶著一群天主

教的大專學生去他那裡修行，突然下起大雨，我們

的衣服鞋子都淋溼了，地上非常泥濘，有些同學覺

得大老遠跑這麼一趟值得嗎？

可是我們得到很豐富的恩惠。學生可能沒有意

識到，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過我和他永遠不會

忘記那一天。這是最有幫助的事情，有這種經驗可

以忘記一大堆沒有意義的交談內容，到達這樣的程

深刻的宗教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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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二○○三年，曉雲法師喪禮時，我坐在華梵

大學馬遜校長的旁邊，外面下著大雨，我的鞋子裡

面都是水，人很多，但這幾個小時實在太寶貴了，怎

麼用語言來表達呢？就是這些簡單的事情。就像你

那天在底特律發現我不舒服，」馬神父轉向鮑神父：

「本來我是和別人一個房間，世賢去安排和我同住

一間。我擔心會死亡，結果有他在，突然一切擔心

的事情都不在了。」

窗外的樹影婆娑，柔和光影映入房內，突然間，

我發覺周遭瀰漫著一股微妙的和諧，馬神父的神

情變得深邃而寬廣，彷彿是一股深深的呼吸，他說：

「我現在講話的時候一直想起曉雲法師，他喜歡叫

我『馬老師』。就是這些簡單的事情，說不出來，但

我們能體會，他用畫和雕刻表達出他的經驗，經驗

過最深刻的靈修經驗的友誼是不一樣的。」

實在太美了。言語道不盡愛的深義，愛心的傳

達自有它的語言。「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願意當你

的好朋友？」我問。

馬神父回答：「因為他們很少看到像我這樣笨

的人，哈！」我們都大笑，原來朋友越多的人就越笨。

國際間有辦過類似靈修經驗的會議嗎？

馬神父說：「有。有一次我在約旦，談了不少

靈修經驗以及面對死亡的經驗，我覺得很有意義，

但要到這樣的程度並不容易。從前我們談的是『傳

教』，現在我們談彼此幫助，分享文化、信仰，你在

我內，我在你內。在台灣有深刻信仰的人不多，但

透過交談或者分享我們的經驗，可以提供一個機

會。所有宗教團體的領導者都同意，要了解別人的

信仰才能有交談，多數人會從這方面開始，然後再

更進一步。深刻交談要彼此都能有所感動才有辦

法，不同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按著自己的傳統，卻

沈浸在同樣的靜默之中。」

「在他人的身上感受到自己，在自己的身上感

受到他人。接納他人，同時被他人所接納，這是最

完美的理想。無論他人有沒有宗教信仰，每個人都

是天主的居所，天主在每一個人內，在每一個人內

都有天主的愛在等待著我，無論是印度教信徒、民

間宗教信徒都有。這幾句話一直影響著我，重要的

是我們要意識到他人的重要性，幫助不同宗教的人

意識到他們的福氣，我們需要的交談不是普通的交

談，而是要有深度的交談。」

「在這二十年的時間我接觸過許多宗教，它豐

富了我的生命。我仍是天主教神父，而且我的信仰

比二十年前深得許多，即使在罪人的身上，每個人

都是罪人，在他身上我還是要學習，學習找尋幸福

的源頭。啊！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要彼此學習，即

使他沒有宗教信仰，但我會幫助他意識到這樣的事

情，我也是佛教徒、也是印度教信徒，我的本分是

幫助台灣的社會。啊，打開這些門，我的經驗證明

這是可以成功的。」

「宗教交談是什麼？是傳什麼好消息嗎？不

是，是了解你周圍的每一個人在你生命中的意義，

你對他們都有一個特別的責任，要幫助他們知道

他們可以得到的幸福有這麼大。或許需要兩到三

個世代之後才能實現吧，由愛來推動，讓所有的人

都能分享這個愛。『宗教交談』這幾個字或許要改，

好像太簡單了，如果我們能更重視有深度的宗教

交談就太好了，剛開始我也覺得很難，但是後來我

自己有了經驗，不但可以體會他的信仰，而且更堅

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要想當一個信仰所有宗教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在自己的宗教團體裡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扮演上天給我們的恩惠。」

馬神父談到他最美好的幾次宗教交談經驗是

與聖嚴法師一同靜坐，彼此不說話，好幾個鐘頭，

然後發現雙方在靜默中溝通著，在靈性上深刻的

心意相通。於是發覺，我在他之中、他在我之中，

雙方都被深深感動，卻難以言語表達。

神父告訴我要向所有人學習，對方的身上有耶

穌的肖像。

（以上內容節錄自《你的耶穌我的佛陀》，陳

世賢，光啓文化事業出版，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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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心長老自從晉山光德寺之

後，積極推行佛教弘法、

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社會福利

事業。自從 1964 年開始，在高

雄市鳳鳴電台，開播「淨覺之聲

空中佈教節目」，並將節目擴充

到正聲公司台北台與高雄台、草

屯中興電台。「淨覺之聲」開播

至今，已有四十二年歷史，渡化

很多人信佛學佛。

在電視弘法方面，淨心長老

自從 1980 年開始，負責中國佛

教會所開播的「光明世界」電視

弘法節目，至今已經有二十六年

歷史。自 1995 年開播「淨覺法

語」電視弘法節目，現在每星期

日在中視、法界衛星電視台

講經。

在佛教教育

方 面，1967 年

開辦「淨覺

佛學院」

以培育佛教弘法人才，每屆三

年，至今已十三屆，畢業之學僧，

都各弘法一方。又為提升僧教育

層次，培育高級弘法僧才，與泰

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合作，在光

德寺設立分校名為「淨覺僧伽大

學」。並于 1997 年、2001 年，

前後兩次邀請來藏傳佛教領袖達

賴喇嘛，蒞臨台灣訪問弘法，為

漢藏佛教交流寫下新的一頁。

在慈善公益社會福利方面，

光德寺曾捐地興建港後村「崙港

社區活動中心」，每有地震、颱

風、水災等天然災害就發動救濟

工作，亦對于貧病者施以救濟。

並將救濟工作延伸到國外。自從

1988 年開始，到泰國北邊清萊、

清邁地區濟助我國義胞，解決生

活居住環境、子女教育等問題。

在長期性的社會福利方面，于

1973 年在高雄市創建「淨覺育

幼院」以收容教養無依兒童。

于 1998 年成立「淨覺社會

福利基金會」，著手推行

老人福利工作。于 2000 年

成立「淨覺愛心服務隊」，

培訓志工，推行對無依老

人的居家服務。又「淨覺老

人養護中心」亦 2006 年正式

落成啟用，已經開始收容需要

照顧的老人。

學歷：日本京都佛教大學畢業   

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榮譽博士

經歷：高雄縣佛教會理事長、台灣省佛教會

理事長、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現任：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泰國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台灣分校校長

淨
心
長
老

TCRP 第三屆理監事會，當時的內政部長
張博雅蒞臨參加

36

第
三
、
四
屆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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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交談最大的好處

「宗教交談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建立真正的

友誼，即使我現在重回到這些地方，他們還是把

我當最好的朋友。有些人覺得我走錯路，沒有做

好一個神父應該做的事。當初梵蒂岡負責宗教交

談的領導人卡迪雅同苟樞機主教（H. E. Jozef 

Cardinal Tomko），對我的工作很有意見。但是

我年輕，我不怕出來講話，也不怕批評。我每一

年都要到羅馬，有一年我接到卡迪雅同苟的電話，

問我能否見面？我答應了，下午趕緊去借一套神

父的衣服。他安排早上八點鐘見面，我有點緊張，

因為他是教會裡很大的人物。七點五十八分他走

進房間，我馬上站起來說：『樞機主教，謝謝你

邀請我來，我是不是可以介紹我自己？』他說：

『不用，我很早就認識你了，也聽過你對我的看

法和批評，今天我想多了解你都在想些什麼？』

我們談了很久，談得很愉快，然後他說我每一年

到羅馬一定要安排時間和他談話。」

「過去他不了解宗教交談，我幫助他了解，

這必須透過交談溝通。他的年齡比我大，神學和

各方面的經驗都比我多，但我們透過交談溝通建

立了友誼。耶穌會的總會長說在羅馬大概沒有一

位神父像你這樣和他有這麼好的關係。我與他最

後的一次談話是我在梵蒂岡準備回台灣之前，他

人要在羅馬開會一個星期，他的祕書告訴我樞機

主教希望安排會談，我說很抱歉，我在他回梵蒂

岡的前一天就離開了。沒想到我的飛機誤點，他

的祕書打電話來說樞機主教回來了，你要不要他

講話？我們就在電話裡談了很長的時間。回國後，

我告訴總會長，他說這怎麼可能？但就是這樣發

生了。」

「一九八二年全世界的耶穌會在斯里蘭卡舉

行會議，我和德里總主教費南德茲、羅馬宗教交

談中心的祕書長羅薩諾蒙席（Mgr. Rossano），

我們三個人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到各教區講宗教交

談。主教們說很難接受我們的說法，請我們再講

清楚一點，沒想到他們指名問我。我承認我有點

緊張，我閉上眼睛幾分鐘，我跟天主說︰『我知

道我沒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總主教不能，羅

馬的羅薩諾蒙席也不能，我怎麼能夠？』後來，

我把我的嘴巴給天主用。大家鼓掌。那天夜裡，

全世界耶穌會的總主教來敲我的房門，他說抱

歉很晚了，但是我願意來跟你說謝謝，你很清

楚地給我們很需要的答覆。我說：『不是我，

是天主。』我沒有足夠的智慧發表這樣的內容，

老馬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神父，我完全把自己放

在天主的手中，我只是工具。我相信佛教、道

教、天帝教也有相同的經驗。後來，總會長跟

我說：『我們需要培養一些年輕人，讓他們了

解佛陀、耶穌或阿拉的恩惠。』」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教宗在亞西西

（Assisi）舉辦的世界祈禱日，耶穌會第

三十四屆大會中發布「我們的使命與宗教交

談 」（Our Miss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文件：「重要的是我們需在聖神內

更加開放，使我們能和其他宗教的兄弟姊妹們

精誠合作，『在兄弟般的氣氛中彼此陪伴，一

起實現天主要我們達成的目標。』」

其實這樣的宣言馬神父並不滿意，宗教交

談並非只是友誼或社會服務，但「深刻的交談」

並非制定宣言的這些委員們都能了解的。雖不

滿意，但可以接受，至少是個開始，至少現在

有一道所有耶穌會神父必須重視的宣言。然而

大多數神父心裡都還沒有準備好。而馬神父特

殊的經驗，正可補足這方面的欠缺，而不只是

學理，還需要時間來培養，以及更多的交談與

體驗。

馬神父說：「我唯一的困擾是我在自己

的教會裡變成一個怪人，這是我最大的痛苦，

這裡沒有人請我講道理。剛來耕莘的前幾年還

有，說不定有教友認為馬神父的思想有問題，

總之這些年都沒有被邀請過。教會的思想一定

要開放，除了天主教以外，還有許多教徒比我

們多的宗教。我和台灣很有名的神學家張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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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是好朋友，我們一起寫報告，一起開會。

有人說馬神父的思想這麼怪，怎麼會成為張神

父的好朋友？正因為張神父是神學家，他接受

了我，大家才沒有話說，才願意接受我的看法。

我完全依靠張神父，他得到天上的恩惠有很深

的智慧，可以表達得很清楚，不過坦白地說，

他和其他宗教的人並沒有來往。」

我很好奇，既然他知道宗教需要交談，為

什麼不去進行交談呢？

馬神父說：「所以我們要合作呀。他提供

學理上的支持，我常常讚美他，有時候他也會

說感謝馬神父，因為我替他在外面跑。（哈）

有一次我們受邀到羅馬面見教宗，教宗問我與

伊斯蘭教的交談會不會很難？這可不是容易回

答的問題。我回答說：『做，是不容易，但是

要去了解。』教宗微笑，顯然蠻滿意我的答覆。」

不要害怕，要給基督開門，而且要大開門

戶！讓祂的救贖能開放國與國的界限，開放經

濟制度、政治體制等各種的設限，不要害怕！

第三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長 :釋淨心

副理事長 :周善行

常務理事 :馬遜、鄭信真、李豐楙、郝光聖、

          蕭家振

理事:釋淨耀、李寧遠、楊泉源、黃伯和、王啟清、

胡福林、陳拓環、藍家正、陳德光、王增勇、

詹敏悅、馬孝棋、李定忠、林震興

候補理事 :陳世賢、鄒祥星、謝聰輝、簡添富、  

孫成蘭、游瑞德

常務監事 :房志榮

監事 :楊敦和、釋慈容、蘇南洲、馮志能

候補監事 : 簡芳彥

秘書長 : 鄭振煌

名譽理事長 :馬天賜

名譽理事 :釋海濤、何光昌、楊惠南、余榮生

名譽顧問 :周聯華、林秀瑾

基督知道人心中有什麼！只有他了解！ --- 若望

保祿二世

回首往事，教宗的鼓勵言猶在耳，他是帶領

雁群飛行在真理道路上的領航者，他是史上第一

位造訪以色列的教宗，他在耶路撒冷的哭牆，為

二次世界大戰時教廷沒有挺身阻止納粹屠殺猶太

人而懺悔道歉。他也是第一位進入清真寺祈禱的

教宗。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但留下令人懷念的典

範。

馬神父悠然地說：「我只是一個法國小神

父，在教會裡沒有什麼地位，怎麼能夠與教宗、

樞機主教作這麼好的朋友？那是因為真正的友誼

存在。我還是繼續培養與各宗教朋友的友誼。我

老了，就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記憶力也愈來愈

不好，我覺得有點可惜，如果這些經驗可以幫助

年輕人去作宗教交談……」

馬神父堅定地看著我：「不要怕，你就去做，

天主會保佑你的。」

（以上內容節錄自《你的耶穌我的佛陀》，陳世

賢，光啓文化事業出版，2007 年）

第四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長 :釋淨心

副理事長 :周善行

常務理事 :馬遜、蕭家振、胡福林、郝光聖、

          釋淨耀

理事:李豐楙、詹敏悅、李寧遠、陳拓環、謝聰輝、

馬凱南、倪國安、鄭信真、陳德光、李定忠、

陳世賢、鄒祥星、何光昌、林震興

候補理事 : 黃敏正、孫成蘭、簡汝廉、游瑞德、 

簡芳彥、楊泉源、蘇明秀

常務監事 : 楊敦和

監事 :房志榮、蔡光思、釋慈容、周文義

候補監事 : 鄭仰恩

秘書長 :鄭振煌

名譽理事長 : 馬天賜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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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第五、六屆理事長

李玉柱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 )

1958 年生臺灣高雄人

學歷：

台灣大學 森林學研究所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哲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秘書長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理事長

現任：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理事長

中華文化國際交流促進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榮譽理事長

財團法人興毅純陽聖道院社福慈善基金會 董事長

內政部宗教諮詢委員

著作：

天道的再發現與再創造

〈專書 1988 年 1 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論莊子齊物論思想之詮釋與建構

〈論文 1988 年 6 月文化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認理歸真的重現與重建

〈專書 1988 年 9 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彌勒祖師一大事因緣記

〈專書 1991 年 6 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一貫道的精神與思想

〈專書 1992 年 7 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波羅密小品集〈一〉〈二〉〈三〉

〈專書 1993 年 1 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明理修道〈一〉〈二〉〈三〉

〈專書 1993 年 10 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采真人生選集〈專書2011年1月新竹至中出版社〉

感恩感動感謝〈專書2012年4月臺北圓晟出版社〉

李
玉柱，高雄縣湖內鄉人，一家

三代都是一貫道信仰，他三歲

就吃素，從小跟著父母親出入道場，

家裡面也有道場，所以「求道」對他

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鄉下人多養鴨

種田，讀書的人不多，他算是書讀得

比較多的孩子，小時候便去讀書報

給街坊鄰居聽，讀書讓他接觸到不

一樣的世界，也讓他有機會接觸到

不同的思想和宗教，也必須去和不

同的信仰對話。

李玉柱笑說：「我吃素，在班上

是異類。小學去踏青，同學帶肉乾，

我帶蘿蔔乾。但是我不能說別人吃

錯了，否則會得罪全班同學，所以宗

教交談對我來說是很正常的。有自

己的信仰，放在大環境裡，就是要和

別人對話。如果生命中的道守得住，

根本不用擔心讀太多書。如果守不

住，把人關起來也沒有用。」

一貫道有個態度：「聽師調遣」，

前人交代一定要去完成，他要你做一

定有他的考量，不會臨時起意的。李

玉柱18歲離開家鄉，便一直在外地

就學。民國1989 年一貫道台北市分

會成立籌組委員會，前人要他擔任主

任委員，當年他只有 32 歲，儘管所

有委員都比他年長資深。他也受邀參

加天帝教宗教哲學研究社介紹一貫

道義理，正是那時候認識了馬天賜神

父，那時候還沒有宗教和平協進會。

三年後，李玉柱擔任一貫道總會秘

書長，長達十六年，51歲接任總會理

事長，是一貫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

理事長。2007年，受邀擔任 TCRP 理

事長，亦是協進會最年輕的理事長。

李玉柱回憶接任理事長的決定，

說：「我告訴總會的幹部，既然 TCRP

要一貫道服務，大家喜歡的話，我們

就來參與。不是我個人，而是大家一

起來參與。只要有活動，一貫道一定

要全力護持，這是各宗教的事。人不

夠，一貫道補。錢不夠，一貫道補。」

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

我提醒理事長，過去台灣發生921大

地震，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JCRP

曾捐款二百多萬元幫助過台灣。理

事長便先行公文給各宗教團體募

TCRP 常務理事，陳世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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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但有些團體其實早已先行捐款

了，結果協進會募得的捐款仍不足近

二百五十萬元。

李玉柱便在一貫道總會會議中，

提起 921大地震時的一段往事。那

年，地震震垮了一貫道在埔里的一家

老人院，所幸一百多位老人家無人傷

亡。當時日本有一個團體，表示願意

幫忙受損的老人院重建，便透過台

灣內政部推薦幾家績優的老人院。

這個團體親自來到台灣，實地訪查。

回國後，便捐了2000萬給一貫道重

建老人院。李玉柱告訴總會幹部們：

「善款都是救人的，不認識的人都到

家裡來幫助我們重建了，今天我們接

了TCRP理事長的位置，我們要感恩，

也要回饋日本人。」後來，一貫道總

會補足捐款不足的部分，連同利息

湊齊整數，再以TCRP 的名義捐給日

本JCRP。

李玉柱笑說：「結果大家也很歡

喜。這就是同理心，就是生命共同體

的觀念。真的遇到事情的時候，有實

例，大家感同身受，溝通起來就很有

力量。任何宗教一定都找得到實例。」

台灣是移民社會，對於宗教始

終有相當的包容性。每個村莊裡都

有許多廟，供奉許多不一樣的神，哪

一間廟建醮，大家都會去湊熱鬧，廟

和廟的聯繫很密切。台灣人說有拜有

保庇，這就是因緣，結果住在附近的

所有人都成為廟的「護法」。平日沒事，

神在廟裡。需要的時候，人去找神，

這個神問不到答案就換另一個神。

從家裡的神，拜到區域性的神，或者

其他宗教。台灣民間信仰可以說是

相當鬆散，當然另一種說法就是包

容性很高，也讓台灣很有宗教交談

的本錢，這在許多國家幾乎是不可

能的。

有一次，李玉柱陪同大陸宗教

局蔣副局長到佛光山拜訪星雲大師。

大師知道蔣副局長是統戰出身的，

便藉題發揮。大師說，你要廣結善緣

才能統戰呀，台灣才兩千三百萬人，

登記了二十幾種宗教，大陸卻只有承

認五種宗教，大陸要像台灣一樣開

放才對。蔣副局長笑得很尷尬，當然

他沒辦法決定什麼。大師繼續說，像

他是佛教徒，可是他會鼓勵信眾，上

午念阿彌陀佛，下午念天上聖母，儘

管佛陀是印度人、媽祖大陸人，都是

救苦救難呀。這就是開放。

李玉柱說：「一貫道裡有開放的、

也有保守的，發展的過程曾經彼此不

承認，難免也有相互排斥。這是胸襟

的問題！世界這麼大，哪個宗教再大，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年全球

死掉五千萬人，你能要五千萬人來護

持你的宗教，你救得了全部人嗎？難

道他不信你的宗教就不能得救嗎？

他是人，你要和他互動，不應該『唯

我獨尊』。」

我不禁好奇，擔任一貫道理事

長和TCRP理事長，心態上可有不同？

李玉柱回答：「從現實面來看，

一貫道和協進會形態不同，只是協進

會更明顯，你要尊重相互間理念的

差異。儘管是一貫道家庭長大的也

不一定信一貫道。在心境上都要有寬

闊的胸襟，學會尊重，參與互動。那

一次在台東的生活營結束後，搭火車

回台北，我與新竹教區的菲律賓修

女坐隔壁，我問她這幾天都吃素習

慣嗎？修女告訴我，很習慣。因為她

們的修會每星期五都吃素，以紀念

耶穌受難日。我回家告訴我的孩子，

你看信耶穌的人，想到星期五就想到

2000 年前的耶穌，我也希望孩子的

成長過程有比較開闊的胸襟。」

「每次 TCRP 開會之前，各宗教

以各自的禮敬方式祈禱，祝福、護持

這次會議完滿成功。光是這個動作，

我就覺得非常的好。禮敬所有宗教，

沒有天，就沒有人。這個光投射下來，

即使像探照燈是聚焦的，餘光還是

會照亮到其他地方。」

生活營帶領學員參觀世界宗教館。（左起）張明致秘書長、李玉柱理事長、 
陳世賢常務理事、張光弘開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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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選任人員簡歷冊

理 事 長 李玉柱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秘書長

副理事長 釋淨耀 淨化文教基金會理事長

秘 書 長 蕭家振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副秘書長

永久名譽理事長 馬天賜 天主教耕莘文教院宗教交談與

合作委員會執行秘書

名譽理事長 釋淨心 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常務理事 周善行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常務理事 郝光聖 中華天帝教總會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陳世賢 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主編

常務理事 馬孝棋 回教台北清真寺顧問

常務理事 倪國安 中國回教協會常務理事

理事           詹敏悅 中華天帝教總會秘書長

理事           張貴信 中華天地正教會會長

理事           李定忠 巴哈伊教經理

理事           何光昌 中華天帝教樞機使者

理事           陳拓環 中華統一教副協會長

理事           胡福林 中華天德教理事長

理事           藍家正 法鼓山佛教文教基金會主任

理事           鄭信真 台北市長老教會牧師

理事           陳德光 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理事           釋聖玄 輔大宗教系與美國紐約長島大

學合作計劃執行長兼教授

理事           楊敦和 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

理事           李豐楙 中研院中國文哲新研究員

理事           釋永富 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

理事           鄭再發 天主教台北教區總主教

候補理事 楊泉源 中央存保公司法務室副主任

候補理事 蔡美賢 中華統一教會中央教會會長

候補理事 釋明空 中華佛青會文教基金會理事長

候補理事 游瑞德 經濟部訴願會主任委員

候補理事        簡汝廉 中華在家佛教立正佼成會理事長

候補理事 簡芳彥 眾茂公司總經理

常務監事 蔡光思 中華天帝教樞機使者

監事           房志榮 輔仁大學宗研所教授

監事           周文義 光啟社社長

監事           鄭仰恩 基督教台灣神學院院長

監事           蘇明秀 中華民國一貫道點傳師

第六屆選任人員簡歷冊

理 事 長 李玉柱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

副理事長 釋淨耀 淨化文教基金會理事長

秘 書 長 張明致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副理事長

名譽理事長 釋淨心 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常務理事 周善行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常務理事 詹敏悅 中華天帝教總會秘書長

常務理事 馬孝棋 回教台北清真寺秘書長

常務理事 釋果東 法鼓山方丈

常務理事 陳世賢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秘書

理事           倪國安 中國回教協會常務理事

理事           郝光聖 中華天帝教總會副理事長

理事           劉誌文 中華天地正教會秘書長

理事           李定忠 巴哈伊教經理

理事           陳拓環 中華統一教副協會長

理事           胡福林 中華天德教理事長

理事           釋常華 法鼓山國際發展處監院

理事           楊敦和 聖約翰科技大學退休校長

理事           釋明空 中華佛青會文教基金會理事

理事           陳怡魁 軒轅教大宗伯

理事           陳福禟 軒轅教總宗正

理事           蔡聰銘 中華民國一貫道點傳師

理事           廖永康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副理事長

理事           陸隆吉 光慧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候補理事 馬凱南 董事長

候補理事 簡芳彥 眾茂公司總經理

候補理事 蘇明秀 中華民國一貫道點傳師

常務監事 蔡光思 中華天帝教樞機使者

監事           房志榮 輔仁大學宗研所教授

監事           郭　華 軒轅教總宗正

監事           翁嵩慶 崇正基金會執行長

監事           洪禎甫 天道學院院長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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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家振秘書長於民國 32 年

2 月 20 日 出 生 在 臺 灣 彰

化，成功大學畢業後，先後任教

於高雄市獅甲國中、臺南市南寧

國中，並曾擔任南寧國中總務之

職，教學及行政均受肯定，民國

61 年因領受一貫道點傳師天職，

全心投入傳道工作，故辭去教

職。

蕭家振秘書長於民國 47 年

就讀高中一年級時求得一貫道，

並開始參與一貫道的學修講辦聖

業，並於民國 61 年領受一貫道

點傳師天職，更是全心投入傳道

工作，當時一貫道仍受政府禁

制，蕭家振秘書長亦曾在民國 62

年因傳道受到警察查緝被拘禁 5

天，但其傳道精神益發堅毅，傳

道足跡遍及臺灣中南部，是一貫

道寶光建德道場優秀的點傳師。

自民國 61 年領受點傳師天職，

至 民 國 100 年 3 月 1 日 仙 逝，

40 年如一日，傳道的聖工從未稍

懈，渡人成全嘉惠眾多道親，堪

稱一貫道點傳師的典範之一。

蕭家振秘書長於民國 85 年

擔任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副秘書

長之職，即開始參與當時共同規

劃各國一貫道總會籌組事宜，從

美國、日本、東南亞、歐洲、大

洋洲、美洲、非洲，席不暇暖，

完成使命，協助促成 13 個國家

級總會的成立，間接的幫助國民

外交、宗教外交。民國 97 年升

任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秘書長之

職，嫻熟會務，處事圓融，深獲

各道場敬重。蕭家振秘書長亦代

表一貫道擔任內政部宗教諮詢委

員，貢獻心力於宗教事務。

無為平常
蕭家振秘書長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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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舉辦二天活動研習課程，研討

如何有效推廣新時代健康素食養

生，蕭家振秘書長在參加第一天

課程圓滿晚上休息時身感不適，

即時送醫急救，延至 3 月 1 日晚

上宣佈不治。蕭家振秘書長一生

可說是為道務、為會務、為宗教、

為公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足堪表揚。

蕭秘書長的歸空，不只其家

眷不捨，我們道場、總會、宗教

界等同感惋惜，但我們相信如同

莊子的生命智慧所觀照，也如同

我們一貫道義理所說，蕭秘書長

已與形上的道合一，永垂不朽。

文章節錄自「無為平常 ---

蕭家振秘書長」，中華民國一貫

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 2011.05.02

代表也敬重臺灣代表。蕭家振秘

書長長期以來在跨宗教組織著力

甚深，目前亦擔任中國宗教徒協

會常務監事、中華民國宗教建設

研究會副秘書長，不只代表一貫

道參與各宗教的活動，分擔各種

職責，甚至長期為跨宗教組織的

事務盡心盡力的付出，大家都稱

他為宗教界的微笑老蕭。

蕭家振秘書長不只貢獻在

一貫道及宗教界，他長期以來也

投入各種公益活動，諸如反煙拒

毒、愛滋防治、擔任自殺防治生

命守門人等，蕭家振秘書長也於

民國 98 年擔任中華國際健康素

食推廣協會理事一職，盡心盡份

倡導養生之道。今年 2 月 27 日、

28 日中華國際健康素食推廣協會

在南投魚池鄉蓮華源生命健康中

 蕭家振秘書長於民國 94 年

擔任全臺灣宗教界為南亞大海嘯

災區聯合勸募基金的執行長，投

入斯里蘭卡災區愛心屋的勸募捐

建，蕭家振秘書長的親和敬事，

獲得臺灣宗教界的支持與信任，

順利完成數以千棟計的愛心屋興

建，讓臺灣的愛心澤被世界。

蕭家振秘書長於民國 90 年

擔任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常務理事，並於民國 96 年接任

秘書長一職，協同臺灣各宗教共

同關心社會鄉土。諸如年年興辦

宗教和平生活營及季季舉辦宗教

講座，促進宗教間的和諧；出席

國際會議，為臺灣宗教界發言，

尤其參加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年會，不卑不亢的風範，深得亞

洲各國代表的讚賞，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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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P 的理事長，由天主教

馬天賜神父任第一任理事長、佛

教淨心長老接任第二任理事長，

一貫道李玉柱前人接任第三任理

事長，到 2013 年四月改選。接

任第四任理事長的是天帝教的前

任首席使者李子弋（維生）先生，

一位八十八歲的老人。

維生先生自幼追隨父親涵靜

老人的宗教志業，他的父親過世

後，他繼承父親的宗教志業，接

任天帝教的代理首席使者、第二

任首席使者的任務。維生先生常

常形容他自己的父親是「生於憂

患、長於憂患、成於憂患」，維

生先生自己深刻了解「憂患」的

意涵、經歷體會「憂患」的人生，

他對於父親的形容似乎也是自己

的寫照。涵靜老人有著「世界大

同、宗教大同、天人大同」的理

想。維生先生一方面發願繼續推

動父親的宗教志業，一方面希望

通過宗教和平、宗教大同可以脫

離憂患、帶來世界的和平。這位

88 歲的老人毅然接受 TCRP 的使

命與任務。

2013 年 4 月 12 日，TCRP 會

員大會改選理監事同時改選理事

長，維生先生當選。生肖屬虎的

這位 88 歲新任理事長提出他的

當選致詞：

「各位大德各位先進，非常

榮幸來參與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我本來在創會的階段中

就參與活動，當時因為天帝教遭

遇最大的變動，我們首任首席使

者證道之後，我在代理首席階段

中，不能夠與各位大德參與，所

以我們當時請馬天賜神父來領導

我們創會的協會來擔任第一任的

理事長，馬神父有法國的血統但

是有一顆中國的心，尤其是有台

灣本土的心，我們很多宗教界的

朋友都對他非常的敬佩。在他的

帶領之下，我們完成了創會的第

一任那六年的工作，尤其他在亞

洲的和平協進會總會的活動中，

他為我們中華民國爭取到觀察

員。在這個的過程中，與中國大

陸代表發生最大的衝突，中國大

陸的代表當時諷刺他『你是外國

人怎麼干預我們中國的事物』，

他說『宗教沒有國界，宗教就是

為了人類和平而奮鬥，尤其是和

平，我們的會議是為和平所交

往，那麼我們更應該讓兩岸之間

透過宗教徒的努力使得更和平、

更能夠和諧』，馬神父為我們創

八十八歲
的承諾
會的會員做了很強烈的爭取，所

以我們取得了觀察員，但也因為

這個原因影響我們在世界總會裡

不能取得觀察員的身分，所以從

這個角度我要特別向各位提出，

我認為這是今天在座的我們共同

努力的方向，我們要爭取世界人

類的共同和平與社會的和諧，我

們要努力的第一件事是要讓兩岸

之間和平的對話，再進一步的我

們要進入到亞洲的協會，進行亞

洲跟世界的和平的活動，我想這

是我們宗教徒應該共同努力的方

向，同時我們今天在這裡有十三

個宗教共同參與活動，我們必須

讓大陸學習我們社會的安定和諧

的原因是宗教的自由活動，我們

第七屆理事長維生先生 :

劉曉蘋第七屆 TCRP 秘書長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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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李子弋 天帝教第二任首席使者

副理事長 陳文華 中華天帝教總會理事長

秘書長  劉曉蘋 中華天帝教總會秘書長 

名譽理事長 釋淨心 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榮譽理事長 李玉柱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

榮譽副理事長 釋淨耀 淨化文教基金會理事長

常務理事 周善行 輔仁大學副校長

常務理事 廖永康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釋明空 中華佛青會文教基金會理事長

常務理事 陳世賢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執行長

理　事  胡福林 中華天德教理事長

理　事  蔡哲夫 中華天帝教樞機使者

理　事  劉誌文 中華天地正教會秘書長

理　事  李定忠 巴哈伊教經理

理　事  陳拓環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理事長

理　事  李豐楙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理　事  釋惟悟 淨因佛寺住持中華淨因眾生關懷協會理事長

理　事  楊敦和 聖約翰科技大學退休校長

理　事  釋達千 妙廣禪寺住持金門縣佛教會理事長

理　事  陳怡魁 軒轅教大宗伯

理　事  陳福綉 軒轅教總宗正

理　事  李孝忠 基督教長老教會口埤教會牧師

理　事  初雅士 福爾摩沙協會會長

理　事  蔡聰銘 中華民國一貫道點傳師

候補理事 陸隆吉 光慧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常務監事 房志榮 輔仁大學宗研所教授

監　事  詹彩珠 中華天帝教總會副理事長

監　事  陳國臺 軒轅教副宗伯

監　事  洪禎甫 天道學院院長

監　事  謝遠智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秘書長

候補監事 蘇明秀 中華民國一貫道點傳師

第七屆選任人員簡歷冊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必需讓他們學習與了解，讓他們

一樣享受到和平與自由的宗教生

活，我想這是我們未來應該加油

的方向。

非常感謝李玉柱理事長在

過去所建立的、以及所有宗教和

平協進會成員努力所鋪好的路，

我們今後在全體理監事的努力之

下，要更學習李理事長給我們留

下的經驗和努力的精隨，我們一

方面要謝謝李理事長過去的努力

給我們留下的模範，依照過去的

原例，我們邀請李玉柱理事長為

我們榮譽理事長，同時也請我們

的淨耀法師副理事長擔任我們的

榮譽副理事長。

淨心長老過去領導和平協進

會時，做了很多的努力，突破各種

的困難邀請達賴喇嘛來台灣第一

次訪問，當時我和單國璽樞機主教

都參與了這個活動，是非常成功的

宗教活動，是宗教徒為世界和平所

作的努力，我和淨心長老見面特地

向他請益，我請問他『在你任內還

有沒有未了的心願？我們可以再共

同的努力』，他非常清楚地告訴我，

他說『我們就是為了和平，我們協

進會的宗旨就是為促進和平而努

力，是要世界和平、是要人類和平，

我們所作的努力一定不會白費』，

我相信他是有感而發，這是他的經

驗，他在持續不斷的努力，也是今

天所有佛教的各位先進、各位大德

一樣的努力方向。我相信過去淨心

長老所做的努力，我們應該給他肯

定之外，他也是最好的標榜、最好

的協進會榮譽理事長。

我希望一方面與大陸和平的

對話，另外一方面我們要走向國際、

研究宗教、研究哲學、研究中國文

化，和學術單位做交流，這個應該

是宗教和平協進會共同努力的方

向。我們一定要共同努力讓全世界

研究宗教、研究哲學、研究中國文

化的學者們支持我們、了解我們，

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謝謝各

位給予我的支持、肯定，在未來階

段中還能盡我一份心，我只要有一

天的生命存在，我一定會為我們的

宗教和平而奮鬥，謝謝各位！」

接任理事長之後，維生先生一

方面安排出訪大陸的行程，一方面

指示祕書處繼續 TCRP 的業務，包

括宗教和平生活營、淨化人心講座、

宗教交流參訪等等。

TCRP 的大家長，一棒傳一棒，

為的就是繼續推動著宗教交流、宗

教和平、宗教大同的巨輪，消弭宗

教的誤解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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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宗教團體
關懷九二一大地震，

成立「陪伴聯絡網」
以利訊息聯絡及資源整合。

左圖：

災民緊急聯絡站。（金成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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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在立法院舉辦「宗教

教育公聽會」，與會者有各宗教團體領袖及教育界

代表等，針對各級學校與社會大眾的宗教教育向政

府提出建言。以下為第一場主題「落實中、小學宗

教教育」之文字摘要。

第一場：中小學宗教教育

主席：王金平副院長、洪秀柱委員、戴志成校長

貴賓：林昭賢次長

評論：鄭再發主教

討論題綱：

一、中、小學宗教教育之目標與理想：

1. 規劃宗教教育之課程與課外活動，培養正確之宗

教知識。

2. 推動宗教教育之學術研究，以達宗教交流之基

礎。

3. 強化宗教之積極作用：啟迪心靈、提昇道德、終

極關懷 ... 等。

二、中、小學宗教教育之課程與內容：

1. 中國文化之宗教思想例證。

2. 宗教之基本意義 ( 宗教與人生 )

3. 各大宗教之簡介：

各宗教創始人之精神、社會關懷、道德提倡等

介紹。介紹其身教及言教，對學生產生啟迪及效法

之功能。

三、中、小學宗教教育之課程安排與師資培育：

1. 強化現有的社會課 ( 小學 ) 及公民與道德課 ( 中

學 ) 中之宗教教育幅度。按不同年齡層編輯進階

式之宗教課程及課外活動。

2. 對現有師資提供培訓計畫及在職進修管道。

3. 各級學校增聘宗教系畢業學生教授宗教課程。

天主教輔仁大學楊敦和校長：

宗教既是每一個人必然會面對的問題，當然應

該成為國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猶如身體的

食物需要教導，精神的食物 ( 宗教 ) 也應教導。我

們過去教學雖不一定是反神的，但對宗教確實說得

太少；縱然偶而提及，也以破除迷信為主，反予一

般人「宗教就是迷信」的錯覺。因此，縱使是得有

高學位、專業能力強的社會菁英，也不一定能分辨

信仰的良窳，一旦發生心靈上的需要，就很容易把

迷信當宗教。國民中、小學既然以傳授國民的基本

知識為目的，就不能沒有宗教教育。更何況，宗教

教育還可以產生鼓舞人心，提升人性的積極效用。

中、小學宗教教育的內涵，則至少應包括下列

四端：

1. 培育青少年對宗教應有的正確態度：肯定宗教對

個人、社會的正面功能；學習對不同信仰包容、

尊重的器度，養成理性、客觀討論宗教問題的習

慣。

2. 介紹現有各主要宗教的基本教義及特色，客觀說

明其對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及貢獻。

3. 分析各大宗教的共同特色，說明正信宗教應具的

條件，並提供學生具體分辨的標準。

提供學生參觀各種宗教禮儀的機會，實際體驗

各種宗教的信仰，以做為他們將來選擇信或不信的

基礎。

以往的經驗證明，禁止宗教教育只會使有心人

移花接木、化明為暗。只有把它列入正式的課程，

才能導正其內容，發揮其功效。期盼我們教育部的

長官和宗教界的先進共同合作，做好我們中、小學

的宗教教育。

佛教中台禪寺惟覺法師：

 關於宗教教育，我看到有些教科書的內容，對

於宗教的敘述並不是很正確。舉例來說：高中的歷

史課程中有一段文字說「佛教是個冥想的宗教」。

怎麼可以說佛教是一種冥想的宗教呢？冥想就是坐

在那裏妄想，其實佛教的教育是很豐富、有意義且

靈活的。佛教裏有一本「教觀綱宗」，把佛法教育

的內容和方法歸納成「化儀四教」及「化法四教」。

1998.2.16 宗教教育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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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化儀四教」就是講教育的方法、制度及儀軌，

如同現代教育的注重環境、注重制度；佛教從過去

到現在，都有這一種制度。「化法四教」是由於對

象根基的不同，教育的內容就有所調整，目的是使

上根、中根、鈍根，各種眾生都能得到好處。所以，

希望政府相關人士能真正了解各個宗教，再編入教

科書內，以免學生、老師，乃至於教授產生種種錯

誤，甚至誤導了思想觀念。

中華佛學研究所李志夫所長：

本人今天代表法鼓山聖嚴法師來參加本會。前

兩年佛光山南華管理學院曾辦過宗教教育研討會，

本人曾提出論文，今天謹指出主要論點如下：

1. 宗教教育在各級學校推行應有層次性，對課程內

容建議如下：

小學宗教教育以各宗教聖者之故事為主。

初中以宗教本質、宗教是什麼、指出正信宗教與

邪教之區別。 

高中宗教教育可以各宗教之教義、大綱作介紹。

大學之宗教教育則以宗教哲學為主，並旁及宗教

與其它人文科學之比較。

2. 關於師資之培養，可按前面宗教教育課程內容來

培訓。

3. 應開放單一宗教教育之學制：按現在我國教育學

制，單一宗教不能成立高等教育機構，所以本土

之道教學者需到外國去攻博士學位。中國為佛教

第二袓國，研究中國佛學何以必須要到日本、美

國去獲得博士學位？

可是我們政府又很重視學位，所以聖嚴法師雖

在未去日本留學前已有好幾本重要著作，己成為有

名的學問僧，可是為了要辦佛教教育，不得不去國

外修一個博士學位，以取得教育學術界之肯定。實

質上，也造成了師資、時間上之浪費。所以我們應

對現代我國宗教教育提出嚴重的反省。

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理事長淨耀法師：

一、政策的偏失：

長期重視科技經濟發展，忽略人文道德的培養。

長期重視大專教育，忽略基礎教育。

長期重視校園教育，忽略社會教育。

長期重視矯治教育，忽略預防教育。

這些問題出在制定政策的人員，對真正問題所

在了解不夠。

二、人有身心，「身」物質、「心」思想教育。今

只發展科學和經濟，故社會問題百出。舉例來

說：英國亦是世界七大工業國之一，國會立法

要教育機關執行，從 5 歲至 16 歲之學子，都

需接受宗教教育。並以漫畫配合法律之宣導，

以提升民主自治之素養。

三、已向教育部吳京前部長提出過建議：希望宗教

教育進入學校。令人疑惑的是，法務部大力邀

請宗教人士入監教化，教育部卻禁止。小樹不

調治，待長彎了，再矯正恐已太晚了，敬請深

思！

四、宗教學院，教育部不承認文憑，國外學校卻承

認。

五、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國之本，人

之源。國家未來走向如何？端看有權力者如何

引導，故建議立法院諸公重視這個根本問題！

天主教恒毅中學吳子清修女：

1. 除大學開宗教課程外，為落實中、小學的教育，

更應於中小學安排「宗教」科目，列為正式的學

分，師生才會重視 ( 因為我國的教育仍然重視在

“分數”的努力上 )。

2. 宗教系、哲學系或神學院畢業之大學生及研究

生，因教育部在中小學無開設相關科目，以至於

「呈報不上」，也「不合格」。為此，希望能獲

教育部認可為正式教師，且能有取得合格教師的

機會，使教授宗教課程的教師能定名分，給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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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肯定及鼓勵。

3.宗教課程的編輯內容，應有別於「倫理課」、「公

民與道德」及「指導活動」。在課程單元裡，請

列入：

◎「死亡教育」或「生死教育」的教案。

◎「信仰與迷信」的教案 ( 為破除迷信 )。

◎八大宗教 ( 天主教、佛教、基督教、回教、民間

宗教、天帝教、道教、一貫道 )。「儒」不屬

宗教，而是「儒家思想」。

◎「現身說法」教案。

◎「培養宗教心」教案。

評論：天主教鄭再發主教

由剛才教育界先進們之發言，可知我們政府及

大眾對宗教教育之重視。總結來說：

人不僅有肉體，還有靈魂 ( 精神 )；此靈魂之教

育，與天的關係、與神的關係，比與我們肉體的

生活更重要。剛才簡主教說：「人無宗教即不可

稱為人」意思亦如此；沒有神，即缺少了大部分

的人生。

宗教教育注重「全人教育」，不僅是重視人格教

育、智識教育、品德教育、還要注重整個精神教

育、人與神的關係。直到現在我們的教育還停留

在人與人的關係，用法來規範人的行為。很少談

到良知、良心、神與人、人與神的關係；只談到

橫的關係，縱的關係尚未談及。

 20 年前，各級學校還不許有宗教課，所幸，台

南前幾任的蘇南成市長已提到天主教學校應有天

主教的特色；而其它宗教亦應有其特色一樣。

准用公文申請在天主教學校教授宗教或人生哲

學課，並請督學給予有宗教課或人生哲學課的學

校加分。很高興蘇市長於 20 年前即注意到這個

問題。現在談這個問題雖有點晚了，但還不嫌太

遲。

可成立一專門小組來研擬細部的枝節問題、課程

編法 ... 等各項問題。

不僅是宗教學校，各級學校均應有宗教教育，此

為國家之福，希望教育部、內政部、立法院均能

替全民來找尋此最大之幸福。 

總結：立法院王金平副院長 

目前的社會因科技的發達、經濟的發展，造成

國民心理上的疑懼與不安，衍生了許多社會問題。

宗教教育是目前社會亟需的大事情，希望今日的政

府官員能重視此一問題，在既有的教育體系中絕對

要加入宗教教育。茲將各位先進、大德的建言，簡

單的總結如下：

為培養國民對宗教之正確認知，教育體系內有必

要從中、小學開始推行宗教教育。

立法院、教育部應擴大結合各界人士，各自成立

推動小組，進行研究及規劃等事宜。

中、小學宗教教育師資的培訓，教育部應建立合

格的教師制度。相關的立法工作，立法院可積極

進行。

教育部應研擬、增設各級之宗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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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那天，台灣各宗教領袖及民航局相關

人員、記者同仁們，都興高采烈地參與了在中正機

場的該項簡單隆重的啟用禮。天主教劉獻堂主教應

邀剪綵，其中最喜悅的，大概是最先擁有此「夢想」

的馬天賜神父，及在籌建過程中費心費力的華梵大

學校長馬遜博士──一位獻身宗教及教育的佛教信

徒。由於馬遜博士的居中牽線，促成了國內首座國

際機場宗教祈禱室的修建。

提到修建機場祈禱室的構想及意義，馬遜校長

表示，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曰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新舊

理事長交接，卸任的理事長馬天賜神父向馬遜校長

（協會常務理事）提出他的一個夢──希望台灣的

國際機場設立宗教共同祈禱室，促進宗教交流，也

在機場給予信仰人士一個祈禱的空間。

馬遜校長得知馬神父的「夢」後，誠心想替他

「圓夢」──她想起了那時的民航局長張有恒先生

（目前已卸任），曾是他在成大的好同事，所以，

她刻不容緩地向張局長打聽。

馬校長之所以有這樣的宏觀，這樣的夢，是因

綉她曾留學歐洲，她表示，歐洲人十分重視信仰生

活，她覺得有些歐洲人以綉中國人沒信仰，或儒、

釋、道不分。如果在國際機場設立祈禱室，協助建

立良好的國際形象，表達出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沒有

信仰的國家，也表達出中華民國是一個尊重信仰的

國家。

馬校長表示，有不少人怕坐飛機，在飛行前靜

心祈禱，心靈也安穩些，有時過境時間很長，靜坐、

沉思、默想一番，對心靈的沉澱有很大的功效，祈

禱室的興建誠屬必要。

於是，馬校長積極展開聯絡當時的民航局局長

張有恒先生，告訴他馬天賜神父的夢，也告訴他一

些先進國家在國際機場常有祈禱室。

張有恒先生接獲馬校長的陳情，表示願意去瞭

解外國機場是否有祈禱室的設置、在台灣國際機場

設置祈禱室的可行性，以及如果設置祈禱室，是由

政府以公款興建，還是由宗教團體來承租等問題。

很快地，張有恒先生給了馬校長正面而積極的

答覆：他已在著手籌劃了，民航局的同仁也都支持，

並且，這是一項完全由政府支出經費籌建的祈禱

室。

於是，在馬校長的聯絡後，「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就召開了一次會，商討有關祈禱室的事宜，決

定在歸結各宗教的看法後，再與民航局做進一步的

洽談。「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新任理事長淨心長

老則請馬遜校長做此案的召集人，在經過與各宗教

領袖（包括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一貫道等）

商討不同的信仰訴求後，又再與中正機場相關人員

商議，到六月底，中正機場派出一位負責規劃的李

專員結合大家的意見，並在機場祈禱室預設地實地

勘察後做了一些肯定：(1) 設立三間祈禱室。(2)

祈禱室的功能性綉導向，可互用。(3) 沒有圖騰等擺

設。結果是三間祈禱室分別以地毯、座椅、蒲團等

擺設，適合不同祈禱形式的宗教信仰者用，也可「互

用」。

〈本文內容節錄自天主教《教友生活周刊》90 年 8

月，王銅梅〉

訪馬遜校長談中正機場祈禱室籌建過程

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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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15 佛教淨心長老主講「宗教生活的智慧」

2008.5.31 輔大神學院房志榮神父主講「宗教信仰

之美」。

2008.9.7  一貫道鄭武俊點傳師主講「孝、笑、效」。

2008.12  巴哈伊宗教李定忠講師主講「動盪的現

代．光明的未來，談身心安頓」。

2010.6.18 軒轅教陳大宗伯主講「黃帝內經靈樞篇

和神農百草經」。

2011.3.11 天德教、屏風表演團團長李國修主講

「度過人生，千萬認真」

2011.6.19 中華天地正教竹內清治教鑑主講「本然

良心的覺知」

2011.11.27 天道總會賴秉杉博士主講「科學與宗

教」

2012.3.10 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孝棋阿訇主講

「用溫和的心築感人的社會－伊斯蘭應

不再被曲解！」

2012.9.8  基督教黃哲彥牧師主講「追尋身心靈的

合一」

2013.4.12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主

講「宗教對當代社會的啟示」

2013.10.4 天帝教，needs MEDIA 執行長暨新聞總

監宋聖陽主講「來自心靈與誠實的音

樂」。

2013.12.13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秘書長謝遠智主講

「創新思惟與時俱進」。

2014.03.14 天主教主教團禮儀委員會潘家駿神父 

主講 天主教的臨終關懷與殯葬禮儀

2014.08.29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陳拓還會長 

主講 信仰的公式路程

淨化人心講座
中

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自 2008 年開始，每年舉辦三次淨化人心講座，每次邀請一個宗教團體推

薦主講人，於耕莘文教院大講堂進行專題演講，先後有：天主教、佛教、一貫道、天帝教、巴哈伊

宗教、軒轅教、統一教、天德教、天地正教、天道、伊斯蘭教、道教、基督教等，有時亦結合該宗教團

體之藝文表演。

本會秘書長頒發感謝狀于一貫道
總會秘書長謝遠智

淨化人心講座也是分享宗教交談成果的方式之一

淨心長老

房志榮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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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天地正教 - 竹內清治教鑑

講題：本然良心的覺知
2011.6.19

人的心，生來就具有判斷是非善惡的潛在能力；

人只要一做壞事，內心就會受到苛責，這是一種向

善的力量，在我們心靈深處產生作用。我們將這

本然的心（本性）稱為良心，在儒學稱為「良知良

能」，也是道德心的基礎。這就是上天所賦予的靈

性根本，它是無形的，看不到、摸不著，但它具備

了先知的能力；因為，當人在行為的當下，所產生

出的反應，就是本然的心——最先知道是非對錯，

於是對人而言，良心便是處於代替神的位置，讓人

們能夠依著良心來過生活。

2011.3.10

當晚的主講者是現任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

曾任伊斯蘭教教長—馬孝棋阿訇，這天恰好是伊斯

蘭教信仰者今天第五次的禮拜時間，他引介大家實

地觀摩伊斯蘭教親如何進行禮拜。伊斯蘭教親禮拜

的重點有四：一者乾坤分室進行，再者依序排列左

右腳側相接無縫，三者跟隨教長跪拜頂禮，額頭、

鼻頭須觸地以表謙恭不傲慢，四者先後行跪拜禮四

次，整個禮拜程序都由教長以阿拉伯語唱誦《古蘭

經》經文帶領，氣氛優雅莊嚴溫和。

在觀摩伊斯蘭教親禮拜儀式後，大家回到大

講堂聆聽馬教長的精彩演說。馬教長先用簡報檔介

淨化人心講座也是分享宗教交談成果的方式之一

在世界宗教裡，基督教代表教義為「神就是

愛」；大乘佛教以「智慧」與「慈悲」作為中心思

想；而至聖先師孔子則主張以「仁」為中心德目；

在在顯示上天的核心便是真愛（仁愛、慈悲）。天

與人的關係，是父子的關係；世界上最大的愛，就

是疼愛子女的父母之愛，父母期盼兒女得到幸福，

即使勞苦犧牲也不厭煩，持續不間斷地付出所有的

真心，倘若孩子能有青出於藍的成就，便是父母的

喜悅與安慰。是故，上天要傳達的便是對天、地、

人盡孝的「全孝思想」，而親子間的愛與敬則是人

倫的根本。《孝經》上記載著：「孝為天之經、地

之義、民之行」；中國字博大精深，「綉」是老的

省略字，「孝」字是取孩子背著老人的形狀，意味

著時時懷以報恩的心，對父母、祖父母盡孝，進而

尊敬（祭祀）祖先，對天地萬物存誠主敬。 

紹伊斯蘭教的現況，目前全球約有十五億伊斯蘭教

親，臺灣原先有五萬名伊斯蘭教親，近年來因有來

自東南亞的新移民，臺灣的伊斯蘭教親可能有十五

萬人，但因臺灣民眾少接觸少了解伊斯蘭教，所以

有一些不必要的曲解，造成對伊斯蘭教親的傷害。

馬教長也常與各界互動，希望社會各界能增進對伊

斯蘭教的了解。本次講座，馬教長提到好多伊斯蘭

教的故事，讓大家深受感動。

馬孝棋主講：用溫和的心築
感人的社會—伊斯蘭應不
再被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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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10

「當人自覺因犯罪所產生的身心症時，是要

選擇醫院還是選擇道教壇場？」透過研究及觀察發

現，少部分的人僅會選擇現代醫技或心理療法；但

大多數的人是除了尋求科學醫技的診療外，仍會兼

採儀式性的身心療法。而道教所提供就是解除冤結

與扮犯除罪的儀式，幫助人解除心理上的罪感。然

而道教並非是出家性或教團式的制度，有接受傳度

制與受籙制的道士、居士是需要守戒律的，並因為

是結夥而居，可以感受環境周遭的變化，雖然不能

結社，但卻是最貼近民眾的方式。

其次，這樣的宗教療法之文化機制能夠留傳至

今，主要在道教與民眾之間存在文化認同；普世認

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而有些道德上的罪並非俗

世的法律可以解決的。通常這種犯罪的心理壓力，

所導致的精神不安，亦常被認為是久病不癒的生

理、心理因素。於是作為民族性的宗教，因它與民

眾之間具有共同的宇宙觀、神道觀，也就能體認民

眾的心理需求，並在定期或不定期的儀式中，提供

解冤與解罪的宗教機制。

另於「結」與「解」的文化象徵中提到：在

外國人眼裡的華人社會的人際關係中，從家庭到家

族甚至到團體之間，人與人在長久時間的相處下，

因人際網路緊密且複雜，當關係有所僵化時，亦容

易產生的冤屈與怨恨，且時間愈久而更不可解，進

而演變為千千結，甚至可能演化為人與神之間的罪

結。而這樣的心結並非依賴倫理或由法律等社會工

具的刑罰就可解除的。於是道教便有定期舉行「解

冤釋結科儀」的公開儀式又具有隱私性，提供自願

參加者在齋戒沐浴身心潔淨之後，始能進入壇場，

在儀式下反省懺悔「所已犯、所未犯」的罪，再將

打結的五色線由信仰者依序一一解開拉直，象徵完

成解冤釋結。另一儀式為「扮犯除罪」儀式，在王

醮迎王爺的儀式中，當眾承認自己的過錯，以象徵

除罪。其實在西方信仰基督宗教的國度裡，信眾向

神父的告解便是一種承認罪行的行為；但在華人的

道教李豐楙教授主講：

五營、謝土與氣—道教與
民間文化

有一位有權力又富有的人發現他賑濟的人竟然

公開謠傳他的壞話，他就發誓說從今以後不再賑濟

這個人，因這個實例讓穆罕默德得到一份天啟的信

息，穆罕默德就說一個有權力又富有的人不可以因

為生氣而發誓不再賑濟人，受賑濟的人講你壞話是

他的事，你有權力又富有能賑濟他這是上天給你的

福份，繼續盡心盡份就對了，這樣才是以德報怨，

才能化敵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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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12

從教育的角度觀察下，在臺灣甚至全球各

國，現今社會只著重追求學歷的教育體制；反觀

對於宗教信仰的認識與判斷之教育，微乎其微

未做規劃安排，致使發生宗教行為詐騙、誘拐等

事件時有所聞。童軍團源始於英國，原設立宗旨

乃讓兒童了解宗教信仰的涵義，如同一門學識教

育，自小就有機會學習多元的宗教文化。而團體

的宗旨歷經長時間的流傳至全球各地及臺灣後，

卻已演變成為狹義的「日行一善」了。

宗教的存在，應不只是宣揚教理，若能以人

的層面作深切關懷為出發點，適切的協助，在其感

受由外而內逐一安穩無擾時，才是真正的身心靈安

頓。所謂「正信宗教」乃於外能鼓勵向上、向善，

有益社會；於內則令人生發反省懺悔之心，使人格

昇華。而健全宗教的元素，不外乎教主、教義、制

度、戒律、信仰傳承及傳播者行為表率綉綉等等。臺

灣有別於其他國家，得天獨厚在寶島這塊土地上擁

有民主自由、宗教政策開放、人民生活良好及宗教

融合的環境下共同生活，人人唯有透過正信宗教的

信仰，實踐宗教關懷，「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原

則，那麼真善美的境界，已然體現。

國 際 佛 光 會 中 華 總 會 秘 書 長 覺

培法師分享：宗教對當代社
會的啟示

社會裡，要像這樣如此坦白的自述罪行仍是難以啟

口。以鎮瀾宮每年所舉行的大甲媽遶境活動為例，

參加的人數年年增加，都是希望透過這樣的身體力

行的機制，一步一腳印的行走，反省、懺悔自己的

行為或將身心的壓力負擔得以釋放，待行腳的行程

結束後，又能以脫胎換骨的心境，再次面對、衝刺

自己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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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9 月 21 日 凌 晨 1 時 47

分 15.9 秒（當地時間）

發生於台灣中部山區

的 921 大地震，共持續

102 秒，台灣全島均感

受到嚴重搖晃，乃台灣

近百年來傷亡損失最慘

重的天災。造成 2,415

人 死 亡，29 人 失 蹤，

11,305 人受傷，51,711

間房屋全倒，53,768 間

房屋半倒，也震毀許多

道路與橋樑、醫院、學

校等公共設施，更引發

大規模的山崩與土壤液

化災害，其中以台灣中

部受災最為嚴重。

變色的集集（施並錫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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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聯絡網-
921 震災心靈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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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與輔仁大學、天帝

教、基督教長老教會、台灣醫界聯盟等團體

積極規劃「921 震災後的心靈重建工作」，獲得日

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捐助二百多萬元新台幣，成立

「陪伴聯絡網」，委由陳世賢先生擔任主編，出版

《陪伴》月刊，發行對象主要為輔導災民的機構、

各宗教團體、教會學校、神學院、災區工作站或村

里辦公室。

廣播節目委託光啟社製作，每週一、三，於中

廣「美的世界」播出。由輔仁大學心理復健相關科

系教師組織諮詢委員會，負責刊物和廣播內容的規

畫與撰稿，由民族工作室及文秀傳播公司製作。並

與陪伴聯絡網九個單位於南投共同主辦「九二一跨

宗教陪伴之路」重建安置座談會，針對各宗教團體

救災的各階段目標、方法及宗教內涵對民眾的意義

等議題進行討論。 

由於天主教會與長老教會在瑞岩部落已有良好

基礎，該會選定於仁愛鄉瑞岩部落設立原住民工作

站。並資助輔仁大學宗輔中心與神學院，二次上山

作心靈輔導。補助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師生，協助

新莊地區受災的七所中、小學生做八個月的心理輔

導，並建立一對一的陪伴支持網路計畫，使他們在

家庭生活巨變的過程中渡過難關。  

這次的大地震，雖然震毀

了我們的家園，卻震不毀

我們的心。記得在美國波

士頓演講結束時，有一位

牧師上前來問道：「這一

次台灣的大地震，佛教的

寺廟倒了，佛像也倒了，

佛祖都自身難保，有怎麼

能保佑大家呢？」這樣的

問題，相信不只是他，一定也有廣大的群眾心中有

此疑惑。但是我認為，真正的信仰是在於相信自己

能不能保護自己，而不是靠佛祖來保佑我們。寺廟

佛像是生住異滅的，是成住壞空的。地震震倒了寺

廟佛像，卻震不毀我們的信心。地震震毀了我們的

色身，卻震不毀我們的慧命。如果你的心沒有倒，

那麼你連重建都不需要！佛像倒與不倒，都無需要

去要求，因為那是有為法，只要你不倒的信心，那

才是「真心」，才是無為的。

（以上文章節錄自《陪伴》第 2 號，佛光山星雲法

師。2000 年 7 月）

緣起創刊號 星雲大師的期望與祝福第二期 

佛光山星雲法師勉勵大家要
以大無畏的精神幫助賑災
（佛光會提供）

參與「陪伴聯絡網」的各宗教及團體有：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世界宗教博物館、

佛教慈濟基金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法鼓山

921 安心服務團、靈鷲山佛教基金會、中華慧炬

佛學會、中國回教協會、天主教 921 心靈重建小

組、新事社會服務中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臺

灣世界展望會、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中華民國道教會、中華民國一貫道

總會、中華民國天德教總會、中華天帝教總會、

中華天理教總會、軒轅教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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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一個希望的未來第三期

給總統的一封信第四期 

建
屋中，上人一再推動環保：「大地有呼吸，

人才有生機。」所以再見大愛屋時，土地適

用連鎖磚舖設，完全沒有施作水泥地，以便將來拆

除時，建材都可以回收，土地能夠立即恢復原狀。

上人指示三項重點：第一是「安身」。上人說，

災民不是難民，更不是貧民，讓他們的生活安定下

來，有經濟能力的人，就會慢慢恢復正常的生活。

第二是「安心」。去年冬令營與今年的夏令營，

慈濟大學與慈濟護理技術學院的師生二百多人走向

災區，為災民和學校舉辦人文營，陪他們走出地震

的陰影。今年暑假更帶動全省的慈濟大專青年，一

起到災區去關懷鄉親，也關懷他們的孩子。這兩三

年，慈濟會務已社區化，中區慈濟委員會便負起關

懷的主力，分批到災區以地毯式的拜訪慰問，協助

各向災民所需。

第三世「希望工程」--- 災區學校重建計劃。

九二一地震，全省有八百多所學校倒塌。當時，

教育部呼籲民間團體來認養國中和國小，其中有

些造價比較高的學校乏人問津。上人自問：「慈

濟若不做，誰會來做呢？」於是，慈濟認養了三十

多所中小學，加上教育部請慈濟協助十幾所，總共

將近五十所。目前還在增加中，預算經費需要七、

八十億。擔子實在很重。

慈濟不是有錢，但是慈濟真有心。上人說：「我

們的下一代，必須我們來栽培，期待給孩子一個有

希望的未來。」所以，慈濟已蓋自己學校的心情，

用心去設計。慈濟召集了全省二十幾位建築師，大

部份建築師是受災學校畢業的校友，就是曾有接觸

過慈濟的因緣，而主動向慈濟報到，覺得參與是一

份榮譽，是一份責任，也是一份使命感。

（以上內容刊載於《陪伴》第 4 號，2000 年 9 月）

敬愛的總統：

我們是一群有宗教信仰、並且投入 921 賑災

工作將近一年的宗教社服團體。今天寫這一封信給

你，不為任何私人的目的，實是為了仍因 921 受苦

的同胞們請命！

921 地震發生至今已將屆滿一年，近來相關的

紀念活動多得令人目不暇給，僅是南投地區這個月

內就有上百場法會。但宗教團體除了協助災民「心

靈重建」外，災民們最迫切的問題，舉凡就業、貸

款、居所等，我們卻大多幫不了多少忙，空有滿腔

熱忱卻無計可施，讓我們感到極大的愧疚。8 月 22

日各宗教團體在台中召開一場跨宗教的座談會，會

中大家分享救災的心得，並為目前所遭逢的瓶頸尋

災後有人問：「慈濟要幫忙到什麼時候？」證嚴法師說：「一直
幫忙到一切完備」圖為證嚴法師在災區的志誠國小（慈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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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決之道。我們知道重建工作不是任何一個團體

可獨立承擔，極需徹底地整合與協調，其實也只有

政府才有足夠的能力統合社會資源。

這一年來，雖然新舊政府高層對災區投入相當

大的關切，但到底做出了那些成績呢？有沒有任何

整體的災後重建規劃？很遺憾的，就我們在災區所

看到、聽到的現況，答案都是讓人失望的！我們不

免擔心災區的同胞們還要受多少年的苦？

新政府於六月一日成立了「921 震災災後重建

推動委員會」，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學者及各局

處調派支援的公務員編組而成。我們不知道負責決

策的長官對災後整體重建工作，是否已有完整的概

念？是否針對災區實際需求已有周詳的計畫？負責

推動執行的各處承辦人員是否已有章法準備蓄勢待

發？災民是否已經完全了解重建計畫？三年高達

一千億元重建經費的執行成效，實在讓有心協助災

區重建的人憂心忡忡。而民間與政府有太多的資源

重疊浪費亦讓我們痛心。故謹慎考量到底宗教團體

還能替災民們做些什麼？我們怎麼來協助政府，讓

來自同胞們的愛心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我們

有以下諸點建議：

1. 由重建推動委員會（如生活重建處）及 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邀集各宗教社服團體，就如何協助

921 賑災做整體討論與規劃。

2. 由政府出面召集各宗教及社服團體，成立緊

急救援體系、定時訓練，除了整合各單位資源外，

在緊急事故再度發生時可以迅速分工投入救災。但

務求落實，我們不希望這只是應付上級的報告。因

為類似的組織曾在大園空難後成立過，但是 921 發

生時卻從未動員。

3. 宗教團體有心有人力、民間專業團體有技術

有能力、如果能加上政府的重建經費及行政支援，

重建工作勢必事半功倍。因為宗教團體經常深入災

區，了解災民的需求，先由宗教團體與專業單位就

災區所需及如何重建作一調查，而後將此報告提供

給政府。請政府確切評估後再加以執行，再由專業

團體來作監督的工作。一個地區、一個地區紮紮實

實的做出成績。千萬不要毫無規劃、或將經費直接

交與地方統籌，因為地方勢力的介入，將使重建工

作帶來再度的浪費與傷害。

一切煩請您多費心！

一群參與 921 賑災的宗教及社福團體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五日

（以上內容刊載於《陪伴》第 4 號，2000 年 9 月）

帳篷中的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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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之聲 921第五期 

九二一大地震屆滿一周年的時刻，天主教會發

起「無聲之聲」921 全民大行動，在主教團、天主

教九二一賑災中心、聖母聖心修女會、九二一曉明

救災中心、博愛基金會、台北教區教友博協會、高

雄教區教友博協會、康泰醫療基金會等多個天主教

單位共同努力下，推動「無聲之聲 921」最有力量

的七分鐘靜默全民行動，藉此呼籲同胞將哀傷悲痛

的經驗轉化為積極的希望重生。

「七分鐘雖然不長卻可以很有力量」參與無聲

之聲 921 行動的民眾，不論年齡、不論宗教、不

論地點、不論階級…在九月二十日星期三晚上九點

二十一分至二十八分為台灣、為九二一展現無私的

愛與關懷。他們放下手邊的事情，以無聲靜默的方

式安靜我們的心，凝聚全民最有力量的七分鐘，思

考九二一帶給我們另一種生命的意涵。

（以上文章節錄自《陪伴》第 5 號，2000 年

10 月）

聖神的風吹向何方，我們便往那個方向去

十多年前，馬神父來康泰找我，他說想帶佛教

團體來康泰參訪，來了解天主教徒在社會服務上所

作的事工。馬神父是教堂神父，其實當時的我對他

並不熟識，只知道他經常到不同宗教團體走動。參

訪當天，我發現馬神父用著佛教的語言和法師們溝

通，法師們過午不食，他也堅持不吃晚餐。他非常

尊重對方，謙卑的態度讓我很欽佩，也對這位神父

感到好奇。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他又來康泰，說是要

來請教我們該如何進行救災，匯集各宗教的力量能

作些什麼。於是教團成立了九二一心靈重建小組，

並與其他宗教團體一起響應成立跨宗教的組織──

「陪伴」連絡網。還記得教團想在九二一週年時舉

辦「無聲之聲」的紀念活動，在地震發生的這一刻

靜默九百二十一秒。許多人認為這樣的活動太過意

象性而持反對意見，馬神父卻認為人心的安定是最

重要的，他為我分析種種可能狀況及因應對策，然

後說：「不論你做什麼，我都支持。」馬神父相信

我、支持我，不會亂開「安慰劑」，他比較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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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們釣魚第六期 

定劑」，而且還有藥效說明。他也不喜歡麻煩別人，

他要我們把時間用去照顧災民，他一切可以自理。

活動在草屯舉行，四周仍是斷垣殘壁，現場來了兩

千多人，馬神父自己搭車來，他為災民降福，摸摸

每個人的頭、拍拍肩，親切地跟每個人說話，他不

願漏掉任何一個人，他是當天最後一位離開的神

父。馬神父細膩貼心，把每個人都當成自己的親人。

（陳良娟，天主教 921 心靈重建小組執行長）

編者的話

近來大地震相續發生在薩爾瓦多和印度，餘震

至今猶未平息，死傷人數不斷增加。記得去年土耳

其大地震，原本是多年世仇的希臘，卻是第一個馳

往救援的國家。其實，人為劃分的國界，怎能所得

住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光輝人性？因為「陪伴」

的精神，是不分國界、沒有例外的。

天帝教邀請災區一百五十多名小朋友舉辦心靈補給站夏令營（天帝教提供）

天主教神父為台灣祈福（天主教九二一賑災中心提供）

宗教團體參與薩爾瓦多地震賑災（慈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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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每個星期一、四，在中廣流行網「美的世

界」節目中，專訪關懷 921 地震的各宗教社

福團體代表。我們試著節錄下他們的所見所聞，希

望幫助讀者瞭解目前災區的實際情形，並為歷史作

見證。

儲糧點計劃 --- 專訪世界展望會
            「原鄉重建專案」執行長尤明彥

美的世界主持人：我想 921 帶給很多人各個程度很

大的改變，很多事情還是需要自己來，不能站在旁

邊看。

尤明彥：在整個救助過程，我們發覺土石流的發生

帶給他們非常大，這是地震所產生出來的副作用。

每次土石流一發生就交通斷絕，山上就沒有水、沒

有食物、斷絕三天以上，真的就會發生食物上的困

難。所以我們在今年三月就開始在山區找到三十個

部落是需要儲量的，但是我們的力量有限，於是我

們先評估十二個緊急的地方開始進行儲量工作。我

們在十二個地方儲糧儲水，規定三天以上的斷絕時

候才會開倉。我們覺得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當我

們差不多再兩三天就要開始儲糧時，我忽然接到高

雄的一個電話，他告訴我他們那裡有差不多七千公

斤的米，他想要送到中部來，問我能不能幫他們分

發？我問他尊姓大名，他說不要問我名字，這不是

很重要，你幫我們把米發出去就好。我就說我們現

在剛好有一個計畫，也許你可以做參考，我就把整

個計畫傳真給他。第二天他又打電話來說好，但是

他給我們的米是五十斤一包。我們說他能不能用五

公斤一包，這樣我們在分發上比較方便。他一口氣

就答應說我給你一包五公斤，而且捐出一萬四千公

斤，加一倍，三天內就送來中部。我們實在很感動，

到現在我還不曉得他的名字。

（以上文章節錄自於《陪伴》第7號，2000年12月）

儲糧點計劃第七期 

教他們釣魚
  天帝教開導師劉光爐／文

 他們接觸到許多組合屋區的婦女以及小孩（包

括國小及國小以下），婦女們因為要照顧幼童，白

天外出活動非常不方便，他們一直找尋讓組合屋婦

女能兼顧兒童及工作的方案，而「組合屋社區婦女

代工方案」的設計就是結合這兩項功能，藉由工作

的互動與和合作發展社區互助的網路，為社區事務

推動與支持的力量。

在閒談中，他們有了成立「婦女代工協作網絡」

的想法，在同一空間中，「婦女代工協作合作社」

可以同時附設「婦幼館」，為社區提供知識進修及

幼兒活動的場所。

「給他們魚吃，不如教他們如何釣魚。協助

社區居民解決生計問題，有穩定收入以協助家園重

建。」是這個方案設計的動機，他們與管理委員共

同規劃活動，互相分工共同進行，他們將自己視為

組合屋一份子，規劃社區需要的活動，同時與管理

委員會共同將富寮里組合屋建立為一個美好且富人

性的社區，走出地震的陰影。

對居民而言，自主自救的工作，讓居民找回尊

嚴，而婦幼托育合作社的建立，讓一個基層社區自

主力量萌芽，除解決了一切生活問題，亦在資源困

乏的鄉鎮，開發出另類的婦幼教育形態，讓居民在

工作中站起來，並且尋求自助自利的途徑，亦嘗試

性地提出解決鄉村就業的另類思考方案。

（以上文章節錄自《陪伴》第 6 號，200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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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圓地圓第八期

九二一跨宗教重建安置座談會

農曆春節將至，在外打拼的遊子多會重返故

鄉。記得 921 也發生在類似的團圓夜，或許人有悲

歡離合，但這些日子來，重建區在大家的齊心努力

下正逐步恢復生機。89 年 12 月 30 日，仍在災區駐

站的宗教團體，再次聯合全國各界關懷 921 重建人

士，假南投仁愛之家舉行「九二一跨宗教重建安置

座談會」，並發表關懷災區重建的聯合聲明如下：

〈一〉全體出席的宗教、民間團體與災民代表咸認

為重建〈安置〉，為目前災區重建最迫切，

亟待解決之事項。

〈二〉各級政府應將九二一震災重建安置與家園重

建列為最優先施政方針，寬列預算，即刻落

實執行。

1. 設置重建基金，擇國有公有土地興建平價住宅，

低價分配租予災民，經濟特別困難者，可由政府

或宗教、民間團體認養補助租金。

2. 以專案低利貸款方式，協助個別民眾之家園重

建。

3. 修法，補助並協助集合式住宅〈社區、大廈〉之

重建〈協助集合式住宅之結構鑑定及修繕，以減

低社會重建成本〉，以利災民之重建安置。

〈三〉全體政黨應全力協助政府對所有有關災區重

建之法令修改〈訂〉及重建預算，全力協助

立法並監督政府之推動。

〈四〉全體與會宗教團體〈暨民間團體〉願以跨宗

教關懷方式持續關懷並關注災區重建之進

度，結合信眾與社會各界的力量，全力督導

並協助各級政府進行各項重建安置工作。

下一期的《陪伴》將在三月初與您見面，也願

新的千年的開始，您所擁有的是個美麗幸福的天圓

地圓。

留這種感覺 在一人的深夜

一輪明月 一輪明月

如何團圓照滿天

天也時 地也利

是人未和諧

初一到十五 日日改變

卻是個不易的迴

天圓地圓人補缺

明月何時現

當是十五 當是十五

這是如何的顯

           ─涀蘭〈世界宗教博物館〉

（以上文章刊載於《陪伴》第 8 號，陳世賢，2001

年 01 月）

齊心重建災區（金成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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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災情，不同的勇氣第九期 

這
是每個星期一、四，在中廣流行網「美的世界」

節目中，專訪關懷 921 地震的各宗教社福團體

代表。我們試著節錄下他們的所見所聞，希望幫助讀

者瞭解目前災區的實際情形，並為歷史作見證。

一樣的災情，不同的勇氣

               專訪一貫道台中支會理事長謝遠智

「美的世界」主持人（以下簡稱美）：請問謝先生，為何

會想到災區幫忙？

謝遠智（以下簡稱謝）：因為我自己就是受災戶，我住

豐原聯合市場，我現在是災後重建委會的主委，我自

己住的大樓在地震時倒塌了，當時我人在泰國，但親人

都在當天罹難或重傷罹難了。我以前從在救難隊服務

過，所以在國外接到通知時，更是特別緊張焦慮。

美：想請請謝先生以受災戶身份及宗教信仰的角度談

一下，如何在災後調適心情？

謝：我想第一是責任感。一聽到親人死傷，就趕緊回

來，但還是只趕得及見親人最後一面，實在是……，當

然也會哀傷。但我是受災戶，以一樣的處境講出來的

話就特別有力，所以較能以同理心來傳達積極的建議，

別人也較能接受。

美：你自己是如何調適悲傷與助人這兩種心境？

謝：我想因為我是道眾之一，從小在道場中被教導要

關懷大家，我無法不想到其他道親的安危，所以我用

祈禱來處理當時的心態與行動。第二天就停下工作先

勘災以回報總會，看看哪裡是災區、前往的路線通暢

度、還有多少人被掩埋著？再由前輩們擬定計劃救災、

研擬路線、協助活著的人。一直到16天後，我才去看我

小孩的屍體。以前的營建文化是非常的不理想，如偷

工減料、官商勾結、把關不嚴，透過這一次災害，大家

都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趁著我當主委，我要徹底的

清明這些壞風氣，以提升營建品質。先透過法律的管

道，將不合法的建商繩之以法，已釐清建商的好壞，還

營建業清新的風氣。做應該做、正當的事。

（以上文章節錄自《陪伴》第 9 號，2001 年 3 月）
心理傷痛更需要心靈的撫慰，宗教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

（佛光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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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宗教人能為世界做什麼第十期 

面對身為一個宗教人士所不可推卻的神

聖使命，我們絕對有那樣的決心與願

力，縱使我們只是森林大火中一隻鼓翅

沾水而企圖滅火的小鳥，我們也絕不放

棄身上任何一點點的微薄之力，願將

今生一切所行，都用在成就所有從此

刻到永遠，一切與我有緣的人身上。

希望大家都活得快樂！

希望大家都能愛能與被愛！

希望大家都可以從生活的痛苦

中得到生命滋長的養分！

希望大家都將過得一天比一天有智慧，

懂得愛人、照顧人，為人服務！

（以下文章節錄自《陪伴》第 10

號，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本會副

理事長釋淨耀。200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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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屆 1995 年 9 月 1 ～ 4 日 

彰化天主教靜山靈修中心承辦

第 2 屆 1997 年 9 月 4 ～ 7 日 

慧炬佛學會承辦

第 3 屆 1998 年 10 月 23 ～ 25 日 

天帝教承辦

第 4 屆 1999 年 8 月 26 ～ 29 日 

天主教新竹市香山牧靈中心承辦

第 5 屆 2002 年 8 月 16 ～ 18 日 

華梵大學承辦

第 6 屆 2004 年 8 月 27 ～ 29 日 

輔仁大學承辦

第 7 屆 2005 年 9 月 2 ～ 4 日  

一貫道承辦

第 8 屆 2006 年 9 月 8 ～ 10 日 

天帝教承辦

第 9 屆 2007 年 8 月 31 ～ 9 月 2 日 

統一教承辦

第 10 屆 2008 年 9 月 5 ～ 7 日 

一貫道承辦

第 11 屆 2010 年 9 月 3 ～ 5 日 

一貫道＆天主教共同承辦

第 12 屆 2011 年 7 月 1 ～ 3 日 

天帝教＆一貫道共同承辦

第 13 屆 2012 年 8 月 2 ～ 5 日 

天主教承辦

第 14 屆 2013 年 7 月 25 ～ 28 日

佛教、天主教、一貫道、天帝教

共同承辦

第 15 屆 2014 年 6 月 27 ～ 29 日

基督教、天主教、天帝教、天德

教、一貫道、佛教共同承辦

為
了讓青年學生不論有無宗

教信仰，都能以開放的心

胸，彼此關懷，體驗不同宗教的

理念和修持方法。自 1995 年起

開始舉辦「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原為兩年舉辦一次，但因反應熱

烈，改為一年一次。這個生活營

的一項重要特色是由前任學員當

幹部策畫，輪流在不同宗教機構

舉行，並發行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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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財團法人天帝教、曠野雜誌社、

    天主教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時　　間：八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九月四日

地　　點：彰化靜山靈修中心

與 會 者：大專院校學生及社會青年限額 60 人、工作人員十位

專題座談： 宗教與和平的哲學理論基礎探討

     從一位基督教牧師觀點看宗教與和平

     佛教對和平的貢獻與希望

     從一位天主教神父觀點看宗教與和平

     宗教交流會通與合作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新聞稿

主編：梅丹理 (Denis Mair)

1995 年 9 月 1 日出刊

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至四日，來自三個宗教的

代表：基督宗教、佛教和天帝教，共有十一個佛教

徒、十三個天主教徒、兩個基督教徒、二十二個天

帝教同奮，以及兩位不屬於任何宗教的學員，他們

齊聚於彰化靜山靈修中心，參加「第一屆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分享彼此的信仰，進一步擴展而凝聚

相互的友好關係。當然，協辦單位之間的合作，也

是成功的一步：包括佛教青年會、曠野雜誌 ( 基督

宗教刊物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

員會，以及天帝教。

與會的宗教都會帶領兩個活動：一、演講介紹

促進和平的宗教教義；二、共同靈修，讓信徒對於

該宗教有更多的體驗。每個宗教都舉辦一次開放給

所有人參加的儀式；用餐期間由各宗教輪流帶領謝

飯禱告。

關於佛教觀點，由中壢圓光佛學研究所講師宗

麟法師介紹「人間淨土」以及「同體大悲」的理想。

她舉了許多佛教轉輪法王致力和平的例子。她也介

紹佛教禪定，以作為斷除障道業緣的法門，並且指

導靜坐修習。

關於基督教觀點，則由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

博士、台南神學院教授黃伯和牧師負責介紹。黃牧

師分析創造和墮落的故事，以解釋人類如何破壞了

上帝、人和自然的種種關係，人類以自己的意志作

為道德標準，使得社會轉向失序和黑暗。而耶穌基

督的「虛己」則修復了這些關係。他也談到家裡信

仰民間宗教的台灣基督徒的特殊難題。藉由互相接

受，他們學習發現各自選擇的價值。

天主教觀點，則由柏克萊大學亞洲研究博士、

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劉家正神父介

紹。劉神父特別提到歷史的慘痛教訓。基督徒屢屢

辜負了他們揭櫫的普世理想。基督宗教是個呼籲我

們服務他人且促進正義的信仰。但是我們真的關心

弱勢的人們，被放逐到社會邊緣的人們嗎？基督徒

尤其需要加入關懷正義的行列。劉神父、黃牧師、

馬天賜神父三人，帶領學員到一條山路上參觀十四

幅描繪基督受難的鑲嵌畫。每一幅都訴說著基督的

痛苦和愛：同時，它們也傳達了對於在我們時代裡

受苦的人們的同情。

天帝教是個新興宗教，融合了中國傳統的許多

元素。其創教者李玉階在道教修行聖地華山閉關八

年。來到台灣以後，李先生創辦自立晚報，率先倡

導新聞自由。演講者是天帝教同奮、中興大學教授

巨克毅先生，以中國道德哲學傳統所倡言的和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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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and Peace
A Newsletter of the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Denis Mair, editor
Issue 1, September 1995

Faith Knows No Boundaries
--A Report on TCRP‘s First 

“Religion & Peace Living Camp”

  On September 1-4, 1995, fifty believers of 

different religions met at the Ching-hsin Catholic 

Re-treat Center in Changhua, Taiwan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affirm their common commitment 

to peace. Three religions were represented at this 

gathering: Christianity, Buddhism, and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T‘ienti Chiao). By sponsoring 

this activity, the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TCRP)  p rov ided  a  fo rum to  sha re 

what believers have found to sustain themselves 

on the  jour-ney of  working with  others ,  of  a l l 

faiths, toward peace. This camp was a chance to 

forge  t ies  tha t  TCRP members  can draw on as 

the Conference’s activities expand. It was also a 

successful step toward cooperation among TCRP 

and the camp‘s co-sponsors:  the Buddhist Youth 

Associa t ion ,  Kuang-yeh  Magazine(a  Chr is t ian 

publication), the Commission for Interreligious and 

Ecumenical Cooperation of the R.O.C.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and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Expanding Horizons

 Each of the participating religions gave two 

presentations:  1) a lecture on teachings of that reli-

gion which inspire commitment toward peace; and 

2) an intimate talk or shared meditation, giving a 

taste of what is experienced by believers in that 

religion. Each religion held services open to all; at 

mealtimes they took turns offering thanks according 

to their beliefs.

 The Buddhis t  v iewpoint  was presented by 

Dharma Master Tsung-lin, lecturer at Yuan-kuang 

Buddhist Colleg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in Chungli, 

基礎發表演說。中國哲學始終主張，某些道德真理

是人性本具，除非我們恪守這些真理，否則我們無

法實現自我。天帝教的實證面向，則由天帝教天人

研究總院講師呂光證先生介紹。呂先生以動人的個

人故事，說明誦誥如何開啟他的心窗，給他奮鬥和

關懷的人生力量。

以上每一場演講末了，都有同樣啟迪人心的問

答時間。更加發人深省的，是晚上的小組心得分享，

討論課程以及思考什麼樣的宗教合作可以促進台灣

和平。小組討論結果也在大會上提出報告。以下是

若干報告要點：

一、如果一個宗教的社會計畫成果斐然，其他宗教

可以觀察且學習應用它；

二、宗教可以投入資源以促成改變。例如說，他們

可以讓信徒加入鄰里計畫；

三、宗教可以贊助共同的活動，以樹立和平共存的

典範；

四、目前台灣和中國大陸關係緊張，九月間，所有

宗教都可以藉由呼籲信徒祈禱和平，以緩和兩

岸緊張關係。在情勢動盪的時代裡，跨信仰的

對話的作用之一，就是呼籲在信仰和社會上的

同舟共濟。

在最後一天，由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祕

書長梁光筆發表閉幕演說。他將個別宗教的概念符

號比擬成電腦軟體。在通訊加速的時代裡，我們需

要一個共同的「語言」，在我們各自的語言裡設置

「相容性」。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理事、佛

教青年會會長悟弘法師，希望明年能舉辦類似的生

活營，但是規模更大一些。若干理事也同意該想法，

希望下次能邀請其他宗教參加。有了這次成功的

「試車」，下次一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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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is a new religion 

which synthesizes many elements from Chinese 

tradition. Its founder Lee Yu-chieh spent eight years 

in seclusion on Hua Mountain, a center of Taoist 

practice. After coming to Taiwan, Mr. Lee operated 

the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and was an early 

advocate of press freedom. Our speaker Chu K‘o-

yi, a member of the Church and professor at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poke on the basis for peace as 

taught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moral philosophy. 

Chinese philosophy has long posited that certain 

moral truths are inherent in human nature, and we 

cannot reach self-realization unless we strive to live 

by these truths.

 The experential side of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was presented by Lu Hsien-lung, lecturer 

at the Church‘s T’ienjen Institute. Mr. Lu gave a 

moving personal account of how prayer has opened 

his heart and given him strength to lead an active, 

caring life.

who voiced ideals of “the Pure Land in the human 

world” and “all-embracing compassion.” She gave 

examples of devotedness to peace on the part of 

Buddhist rulers. She presented Buddhist meditation 

as  a  means  of  awakening the  mind to  “karmic 

origination” of obstacles, and she gave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meditation.

 The Protestant view was given by Rev. Huang 

Po-ho, PhD from Southeast Asi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and Professor at T‘ainan Theological 

College and Seminary. Rev. Huang analyzed the 

events of Creation and Fall to explain how relations 

among God, man, and nature were broken by hu-

man beings, who set up their own will as a moral 

standard, thus turning society toward. disorder and 

darkness. These relations have been reestablished 

by the self-emptying of Jesus Christ .  He spoke 

of  the  spec ia l  d i ff icu l t ies  faced  by  Taiwanese 

Christians whose families believe in folk religion. 

With mutual acceptance, they learn to see value in 

each others’ choices.

 A Catholic view was voiced by Father Liu 

Ch ia - cheng ,  PhD in  Eas t  As i an  S tud i e s  f rom 

B e r k e l e y  a n d  D i r e c t o r  o f  t h e  S o c i o - C u l t u r a l 

Research Center at Fujen University. Father Liu 

stressed the hum-bling lessons of history. How often 

Christians have fallen short of the universal ideals 

they uphold! Christianity is a faith that calls us to 

serve others and promote justice. But do we really 

care enough about persons who cannot compete, 

who are relegated to the margins of society?  More 

than ever, Christian belief needs to be joined to 

concern for justice.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was presented jointly 

by Father Liu, Pastor Huang and Fr. Pou-let-Mathis, 

together with the group of Christian participants. 

T h e s e  t h r e e  g e n t l e m e n  l e d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o n  a 

mountain walk to view fourteen mosaics depicting 

Christ‘s Passion. At each station, they spoke of 

Christ’s suffering and lov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veyed feeling for those who suffer in our ow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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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ith Paths to Action

 Each of the above presentations was followed 

by an equally revealing question and answer ses-

sion. Still more revealing were the small groups 

that met each evening to discuss the lectures, and to 

consider what interfaith cooperation can do for the 

cause of peace in Taiwan. Results of these group 

discussions were reported to the whole assembly. 

Some of the points considered were as follows:  1) 

If a social program works for one religion, other 

re l igions can observe and learn to  apply i t .  2) 

Religions can pool resources to foster change. For 

instance, they can send members to work together 

on neighborhood help projects. 3) Religions can 

set a good example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by 

sponsor-ing joint activities. 4) At present, Taiwan is 

facing tense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During 

September, all religions can help by calling on their 

members to pray for peace.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interfaith dialogue is to call for synergistic actions, 

both spiritual and social, in times of trouble.

Outlook

 On the last day, a closing address was given 

by TCRP secretary-general Liang Kuang-pi. He li-

kened the conceptual symbols of particular religions 

to  computer  sof tware.  In  an era  of  accelerated 

communication, we find the need for a common 

“language,” and we need to make provisions for 

“compatibility” among our separate languages.

 C a m p  D i r e c t o r  H s i a o  H u i - y i n g ,  o f  t h e 

Religious Counseling Center of Fujen University, 

stated her credo of service in everyday life and 

invited participants to sum up their experience. 

Most of these farewell remarks were admirable for 

how much feeling they expressed in so few words.

 Dur ing  th i s  l ea rn ing  camp ,  t he re  was  an 

open sharing of thought among 11 Buddhists, 13 

Catho-lics, 2 Protestants, 22 members of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and 2 unaffi lated persons. 

The camp was for tunate  to  have the  fol lowing 

distinguished persons present for the dur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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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Alber t  Pou le t -Math i s ,  cha i rman  o f  the 

TCRP;  2)Lee Tse-chi,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TCRP, Shu-chi-shih-che of the Lord of Universe 

Church, and an acting director at “China Economic 

News” affiliated with the United Daily Group;  3)

Ch‘en  Ch ien -ming ,  r epo r t e r  fo r  t he  Buddh i s t 

magazine Fo-tsu-hsin. Although Pastor Huang Po-

ho and Father Liu Chia-cheng are busy educators, 

they too kindly stay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amp. 

As an example of active caring, participants were 

glad to meet with four volunteers from Pai-hao 

Monastery‘s program for disturbed adolescents. 

 D h a r m a  M a s t e r  Wu - h u n g ,  a  T C R P b o a r d 

m e m b e r  a n d  h e a d  o f  t h e  B u d d h i s t  Yo u t h 

Association, has shown interest in a similar but 

larger camp within the next year. Several board 

members share this wish, and would like to invite 

other rel igions next t ime. Given the success of 

this “test run,” the next time will certainly be even 

better!

A Guiding Light for Dialogue

 No report on TCRP, and for that matter no 

account of interfaith cooperation in Taiwan, can 

begin without a profile of Father Albert Pou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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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is .  Al though Fr.  Alber t  would  prefer  tha t 

t he  f i r s t  TCRP news le t t e r  r epo r t  on ly  on  t he 

organization,  the editor  feels  that  a  look at  Fr. 

Albert‘s life will aptly convey what TCRP stands 

for.

 Fr. Albert was born in France and educated 

a t  the  Jesui t  School  of  Theology in  Chant i l ly. 

He came to Taiwan in 1959 and f irst  served as 

Catholic Chaplain at Tunghai University, where he 

found many chances to cooperate with Tunghai‘s 

Protestant pastor. In 1966 he returned to France 

to study Buddhist scriptures for two years at Paris 

University. This was the foundation that helped 

him win trust across denominational boundaries in 

Taiwan. 

 In 1968 he was sent back to Taiwan to serve as 

Chaplain at Fujen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given 

counseling duties over Buddhist as well as Catholic 

students. The Buddhist students welcomed him, but 

he felt he should do more for them, so he brought in 

Dharma Master Ch‘an-yun.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his strong friendship with Master Ch’an-yun. 

 Whi l e  s e rv ing  a t  Fu jen  Un iv. ,  F r.  A lbe r t 

founded the stu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 Hsing-

hsin-she. This club has a number of teams, each 

work ing  on  d i f f e r en t  p ro j ec t s .  F r.  A lbe r t  l ed 

students on the front lines of social service, such as 

caring for old folks and patients at a leper hospital. 

Hsing-hsin-she set a pattern for Christian virtues 

in act ion,  and s imilar  clubs sprang up at  other 

universities. Fr. Pou-let-Mathis was in great demand 

as a speaker and advisor to many service clubs. 

 In 1978 Fr. Albert becam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Interfai th Cooperation Committee of the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  and s ince 1981 he 

has served as consultant of 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these capacities he 

became closely l inked with Archbishop Angelo 

Fe rnandes ,  a  founde r  o f  WCRP.  F r.  A lbe r t  i s 

cur rent ly  execut ive  secre tary  of  the  in ter fa i th 

cooperat ion committees  of  the Taiwan Bishops 

Conference and the East Asian Jesuit Conference. 

H e  i s  a l s o  c h a i r m a n  o f  T C R P.  Wi t h o u t  h i s 

involvement, TCRP could not have brought together 

its list of active, service-minded founders.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editor : Denis M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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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中華慧炬佛學會、財團法人天帝教、 

       曠野雜誌社、天主教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時　　間：八十六年九月四日至九月七日

地　　點：台北圓山護國禪寺

與 會 者：大專院校學生及社會青年（具宗教信仰者優先，限額 80 人）

    工作人員十五位

專題座談： 人生與宗教 ( 一 )

     人生與宗教 ( 二 )

     佛教社會關懷的理論基礎

     基督教的社會關懷

     愛需要學習嗎？

     生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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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鄭志堅（營長）／文

參加第二屆宗教與和平生活

營，是我這一生中最難忘的一次經

驗，尤其是擔任營隊的營長職務。

雖然沒有臨場的經驗，但是非常感

謝佛青會連師姐，給予我這個機會

學習成長。如果不是這個因緣，也

不知道在宗教界裡，還是有善心的

單位不斷地服務社會，服務弱勢的

群綉。在富裕臺灣的社會普遍為富

不仁的狀況下，仍然有許多的宗教

團體，默默地在執行著濟世救貧的

工作。

目前臺灣的治安環境並沒有

因經濟的進步，而有所保障，大多

數的人心態勢利，是因為缺乏宗教

的理念，沒有良知正見；更因為富

裕的投機因勢利導，導致人民綉在

心智的貧乏，人倫的喪失，精神上

的空綉。外來的文化並沒有幫助人

們的心靈成長，尤其是影劇娛樂界

的誤導，使人民沒有方向感；「因

為生活安逸，不知因果關係。」若以

佛教的理論來綉：今生富者是因過

去生曾行佈施，以致今生富貴。窮

者是因過去是慳貪，以致今生貧窮

不濟。居於自然法則觀點：宇宙物

質不滅的定律，能量轉換就可以維

繫你的行願力。所以宗教是有其真

實性，當然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在勸

世人行善得福報，因為善行可以改

變人生。如果人性淪落了，這就是

一個很危險的訊號了。奉勸世人，

得知人生不易，得到人身更不易，

若是不靠宗教的薰陶，一失人身萬

劫難。

在參加這次跨宗教的活動，讓

我們得知，人生若不因信仰而得到

救度，相信物質的文明是個可怕的

明眼瞎人。因為生命有限，也存在

因緣。造惡行善就在當下的念頭，

可怕的就是人們不相信有因果，也

不畏懼神，認為做了壞事也不會受

到處罰。無知的人們就因為受到無

明的驅使；朋友的蠱惑煽動，犯下

罪行之後也不會有懺疚悔改的心。

感嘆的是時下道德淪喪，不知是否

因外在的富裕而導致綉在的貧窮？

佛教經典有言：「富貴修道難，

貧窮佈施難。」我們的社會若要安

定進步，就需要人心改造。心靈的

改革不只是口號喊喊罷了，而是要

從為人父母者本身的身教做起；因

為子女是首先向父母學習，再來才

跟學校的老師學習的。假若父母們

都有正確的宗教信仰，相信也不會

有壞的子女；而且學校的老師有正

確的宗教情操，也才會有才德的學

生；學生們知道正確的行為，就不

會淪落到無知的地步。不要怪學校

的教育不足啊！因為沒有完美的教

育，就沒有完美的人格。就因為大

多數的父母們沒有信仰，子女也就

沒有好的榜樣。所以父母本身就先

要有信仰啊！

由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主辦，中華佛教青年會、中華慧

炬佛學會、中華天帝教總會、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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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協辦之「第二綉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在綉政部指導之下，已於八十六年九

月四日至七日在台北圓山臨濟寺古

綉舉行。

九月四日下午一場雷陣雨後的

一片清涼中，來自北、中、南各地的

學員們陸續報到、編組、分配宿舍

及認識環境，舉行開業典禮，吃過

晚餐後節目正式展開。

第一個「相見歡」聯誼節目由

主持人將學員分成兩個綉、外圓圈，

利用「大風吹」的方式，使每位學

員先後認識四位學員，把對方特點

記在紙上，再由主持人以風趣的對

白先後抽問學員們對新伙伴的認識

程度，這比自我介紹活潑的多，是

個創新的好辦法。

第二天是生活營主戲。上午由

天主教侯若瑟神父、天帝教呂光證

老師的「人生與宗教」為題，分別介

紹兩個宗教的綉涵與精神。下午由

佛教昭慧法師和基督教王崇堯牧

師以「社會關懷的角色扮演」為綉，

分別介紹兩教對社會關懷上的看

法與貢獻。晚上則由天帝教楊緒貫

老師談「愛需要學習嗎？」及佛教

海濤法師談「生命的愛」。演講綉容

深入淺出，每一課程均由學員提出

問綉與講師熱烈探討，學員全心參

與，獲益良多，可惜限於篇幅，無法

詳述。

第三天為參訪日，搭遊覽車先

後訪問天帝教紅心字會、基督教伊

甸福利基金會、天主教新事社會服

務中心及台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四

個教派的社會關懷機構，了解各教

派各自對社會關懷的精神與服務

項目，使許多青年初次瞭解原來社

會有這麼多身、心生活有問綉的邊

緣人，需要有人關懷照顧；在另一

方面也有許多宗教熱心人士付出愛

心、時間、金錢去照顧他們，減少了

許多社會問綉，增加人間綉暖，這一

切均出自宗教情懷，學員們深受感

動。

第三天晚間的「共融之夜」是

在幾支燭火中進行，借燭火的傳遞

決定發言人，暢談三天來對活動的

感受、意念、願望、意見……。微弱

的燭光帶來不同的溫馨感受，許多

學員甚至激動的泣不成聲，情緒達

到最高點，至此活動巳接近尾聲。

第四天早餐起做工作結束的

準備，學員們再次暢談學習感想及

填問卷，提出各方面的建言及對下

次活動的期許。主辦單位有幾位理

監事亦出席這最後一天的結業式，

給學員們鼓勵加油。工作人員與學

員都表示此次生活營非常成功，學

員們感激工作人員的辛勞和心靈上

的收穫豐碩；工作人員也感謝學員

們用心聽講和各方面的配合，留下

地址以便聯絡，拍了許多照片留做

紀念，互相擁抱、祝福，在依依不捨

中珍重再見！後會有期！

這次活動的營地是在台北圓

山附近一百年前日本人留下的古綉

臨濟禪寺，原來應該是個幽深道場，

百年寺院建築也動人幽思，只是由

於正在松山機場降落跑道上和捷

運圓山站的交叉地帶，噪音再加上

蚊子，都有點干擾。不過我參與兩

天寺中的早課，四時多就打擊木板，

催人早起，早課時在鐘、鼓、罄、木

魚四種打擊樂器的伴奏下誦經，主

持方仗開始行九跪九叩首，及結束

時三跪三叩首的大禮使人敬仰。法

事結束後高僧還到山門口的韋陀

菩薩及歡喜佛（彌勒）問訊，留下

深刻印象，佛教早課後，以侯若瑟

神父為主，馬天賜神父為輔舉行彌

撒，並加以講解，也使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

第四天早晨木板把我吵醒後，

因為前兩天實在睡眠不足，一下子

又陷入沉睡兩小時。使我今天下午

可以在市立圖書館有清晰的頭腦

來追述這四天三夜的宗教生活里

程。最後我得感謝馬天賜神父，使

我這七五歲的「超級青年」可以參

加這次宗教洗禮，我跟許多伙伴一

樣，覺得這次研習的成果豐碩，對

我的「心靈改造」有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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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三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中華慧炬佛學會、天帝教總會、

    天帝教青年團、天主教基督生活團、

    天主教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及大專事工委員會

時　　間：八十七年十月廿三日至二十五曰

地　　點：天帝教天極行宮

與 會 者：大專院校學生及三十歲以下社會青年（具宗教信仰者優先， 

       限額 80 人）工作人員十五位

專題座談： 探索人類心智─ IQ 與 EQ

     情色 EQ 與自我管理

“你我，相遇於精神路上”
魏琴樺／文

成立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的「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繼第一綉、第二屆「宗教

與和平生活營」（分別假彰化天主

教靜山靈修中心與台北佛教臨濟

寺舉行）之後，又於八十七年十月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假天帝教天

極行宮舉行第三屆的「宗教與和平

生活營」，主綉為【宗教人談 IQ 與

EQ】，活動綉容包括：演講「探索人

類心智── IQ&EQ」、「情色 EQ

與自我管理」、心理劇、宗教修持體

驗（佛教、天帝教、天主教）、以各

宗教儀式用餐、宗教參訪──佛教

清雲巖寺、一貫道天皇宮、伊斯蘭

教清真寺及天主教台中磊思文教中

心。共有五十人參加此次營隊。中

華慧炬佛學會亦是此次營隊的協

辦單位之一。

彼此學習、彼此相愛、以和致

和「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成立的宗旨在增進各宗教之間彼

此的瞭解與合作，促進社會和平。

理事長馬天賜神父即以「彼此學習、

彼此相愛、以和致和」與大伙共勉。

游秀玟老師在「探索人類心智

──IQ&EQ」演講中說：「承續理性

主義，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發展出

以題目來測試智力商數，以測得理

解、判斷和推理能力。」游老師又說：

「事實上，應再考慮社會因素在智

力概念上的作用，也就是社會能力，

包括情緒、動機、態度與認知。正

如一名教育學家認為智能應包括

語言、數理、空間、音樂、動作、對

他人的了解，以及對自己的了解。」

學習「情緒管理」首先就須先

面對自己的情緒，觀察為什麼自己

在某情況下會有某反應。「情緒」

事實上是不可怕的，因為當情緒來

時，正是檢查、觀照、認識自我的最

佳時機。此外，找適當的人傾訴亦

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有助於我們去

看清問題。在面對自己的情緒時，

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同理心要從同

理自己著手，去了解事情對個人有

什麼意義。

P l a y i n g  t o g e t h e r +P r ay i n g = 

Staying  together

詹德隆神父在「情色 EQ 與自

我管理」演講中說：「你我都在找

絕對的理想對象，也因為你我身上

都有一部分神( 絕對的理想對象 )

的影子，所以我們才會互相欣賞。」

「愛情使人更幸福，在感受愛情經

驗時亦會感受、了解到宗教經驗。」

據統計，有共同靈性生活的夫妻，

他們婚姻的滿意度高於一般人，詹

神父說：「最好的伴綉是『Playing 

t o g e t h e r + P r a y i n g = S t a y i n g 

together』。」

在「X 物語」中，活動組精心

設計了一些情境問題，由各組以

話劇方式呈現。起初學員上台時，

顯得有些緊張、拘謹，經游秀玫

老師的指導與講評，學員漸漸能



79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與




 20years

與

自然融入情境中，彷如自己是劇

中人。在共同經歷每一齣似「心理

劇」的表演後，學員踴躍發表他們

的想法，並給台上表演的學員回饋

（feedback）。透過此次活動，學

員普遍認為學習到從不同的角度

去同理當事人的心理與行為反應，

並聽到不同人的聲音與看法，可供

將來遇到類似情境的借鏡與參考。

情境問題包括：

（1）三個人的晚餐」──女：我真

不敢相信，原來我所摯愛的人

竟是個有夫之婦。男：兩個都

是我愛的女人。妻：他為什麼

要背叛我？

（2）「誰是誰非？」──朋友甲：你

為什麼要在背後說我的閒話！

朋友乙：我什麼都沒說，你怎

麼可以誤解我？朋友丙：都是

好朋友，我該幫忙誰？

（3）「期許？理想？」──父母：我

們一生的最大願望就是希望

你能進醫學院。孩子：我知道

自己並不是這方面的料，我有

自己的想法。

（4）「I want 兵變」──女：我們

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所

以我想……。男：從軍報國難

道有錯嗎？我不要分手。

（5）「職場迷失」──員工：好工

作都給你做，困難的都留給我。

老闆：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

合理的要求是磨練。

宗教體驗

在「宗教修持體驗」中，來自

不同宗教背景包括一貫道、天主教、

天帝教、統一教、基督教、道教、

佛教、民間宗教的學員，共同親身

經驗天主教、天帝教，以及佛教的

修持體驗。此次主辦單位安排的天

主教宗教體驗是「望彌撒」，進行

程序分別是進堂式、聖道禮儀、聖

祭禮儀、領聖體禮與結束禮，學員

在歡唱聖歌、禱告、領受聖體與祝

福下，圓滿結束。天帝教的儀式則

在唱誦經典與跪拜，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天帝教是個強調傳統中國文

化的宗教，從其每日必誦的「二十

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

公博孝仁慈覺節儉真禮和」可略窺

一二，而其時代使命則在：一、化延

世界核戰毀滅浩劫。二、確保天帝

教復興基地台灣，促使中國和平統

一，追求人類幸福和平。佛教的體

驗則是禮佛、唱誦《心經》、《皈依文》

與師父的開示。

向一貫道學習─ ─笑口常開、
親切、彼此關心

此外，學員們還參訪佛教、一

貫道、回教的道場，對各宗教在台

灣的歷史發展都有大概的了解。其

中有學員問到「為什麼一貫道在最

近幾年能迅速發展？」負責介紹一

貫道的先生則滿臉笑容的回答：「您

們看我就知道了，因為我們常笑口

開，像笑彌勒，一貫道能得到愈來

愈多人的信仰，便在於信徒都很親

切，彼此關心，在這日益冷漠的社

會，這種親切的溫暖是大家都想要

的。」妙哉斯言！此正可為各宗教

之借鏡。

值得一提的是，主辦單位特別

安排以不同的宗教儀式來用餐，基

本上各宗教用餐時有一共同點，那

便是「心存感恩」。用餐時，來自不

同宗教背景的學員，彼此分享各宗

教的教理，有學員表示，在彼此分

享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一義多

字」的情況，也就是對同樣一件事，

不同宗教會有不同的術語來表達。

在輕鬆的氣氛下，學員彼此間對不

同信仰的宗教，多了一分了解，少了

一分誤解與不解。

感恩和平之夜

在微燈中，大家一同放鬆地躺

在地上，主持人引導大夥回憶這兩

天的課程點滴，在自然、柔和的背

景音樂下，學員彷彿又再一次走入

時光的隧道中，從陌生到熟悉，一

起經歷情緒的波動與性靈的成長。

接著，我們用這一雙和我們不知經

歷多少寒暑與風霜的腳，徐徐步行，

看著這雙腳，可能這是我們生平第

一次如此用心地看著它們，緊接著，

是快步行走，彷若是有件事未做，

必須急急完成，若不加緊腳步，將

錯失機會，在快步行進中，有時不

小心幾乎與人相撞，有人則不管主

持人的引導，繼續慢行，或站在一

旁。

在燭光中，大夥圍成一個同心

圓，感恩與和平之情薰染在場的每

一人。「願大家把這分感恩與和平

帶回家，並散播到周遭環境；願宗

教能合作，共同為這世界、萬物的

喜樂、和平而努力。」感謝諸多因緣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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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協辦單位：中華佛教青年會、中華慧炬佛學會、中華天帝教總會、

    天帝教青年團天主教基督生活團、

    天主教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事工委員會與大專事工委員會、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時　　間：八十六年九月四日至九月七日

地　　點：新竹市天主教香山牧靈中心

與 會 者：大專院校學生及四十歲以下社會青年（限額 100 人）

    工作人員十五位

專題座談：綉基督宗教的生命關懷

    綉道教的生命關懷

     伊斯蘭教對生命的關懷

     天帝教對生命的關懷

     末世與希望：六朝道教的末世救劫觀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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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心得分享
馬仁宏 ( 顧問 ) ／文

第四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在依依不捨的氣氛中落幕了，

我帶札實的上課筆記及各宗教

友人們的祝福，踏著感傷卻結

實的步伐，邁向回家的路程。

回家後細想著活動的種種，以

及友人的面容，是應該綉活動留

下記錄的，我對自己說著，綉了

自己，也綉了以後參與的夥伴。

營前

本次活動依然延續著以前

的傳統，跨宗教交流、宗教體

驗與宗教參訪綉主題，從二月底

大家便著手尋找工作夥伴、舉

行營前會議、營前探勘 ( 其中

要感謝馬神父與永國，數次前

往參訪地點〕，並決定所有上

課講師的邀請。不同的是我們

增加了許多的協辦單位，並吸

引了更多不同宗教學員的參與，

最後以「各宗教對生命的關懷」

與「宗教交流真義與實務分享」

綉兩大主軸，並在今年 ( 公元

1999) 八 月 26-29 舉 行。 在 公

元兩千年前的最後一次活動，

宛如世紀交響樂，別具象徵意

義。

這次工作由於有堅強的陣

容，包括營長：志皇、副營長：

亞卉與怡君，及其他許多幹部，

因此活動進行起來順利許多，

我也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參與

實際課程的進行，並加入討論。

也因綉工作份量少，能用較多時

間與大家分享，並深入去體驗，

其中有關活動講師演講內容與

參訪部分，其他夥伴會有詳細

描述，而我想就「宗教簡介」

與「宗教體驗」兩部分，提出

活動規劃與個人感想。

宗教簡介

由前兩次活動經驗，前來

學員多是在本身宗教有較深刻

體驗，對於其他信仰因綉較少接

觸而較陌生，因此往往在活動

進行到第二天或第三天後，仍

然對其他宗教，無法有基本瞭

解，或是仍有許多刻板印象，

在活動中多少阻隔了大家討論

空間。因此工作伙伴們認綉，宗

教簡介是需要的，於是我們在

第一天晚上，設計各宗教簡介

時間，在十五分鐘內，由各宗

教代表做簡單介紹，其中包括

歷史、信仰中心、經典、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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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希望能以最短時間，

獲得最多綉念綉優先。並於簡介

後舉行靜態文物與書籍展，透

過攤位展覽方式，由專人解說，

猶如小型宗教博覽會，提供大

家較進一步的認識。

透過簡介時間，大家聚精

會神的聆聽，並加上攤位解說，

雙向的交流，我想在初步上已

經建立正確的第一印象，並且

能夠體會解說員的熱情與活力，

解除了大家的疑慮與不安。至

於學員有反應時間的太過匆促

與不足，我想這些都是可理解

並體會的，也由於大家發現，

了解其他宗教的不易，才能顯

現出這個活動的可貴。

活動中我看到學員，在攤

位中尋覓、交談，透過實際的

溝通，對話，我彷彿看到未來

場景，宗教徒們主動去接觸，

了解其他宗教，並回來反省並

檢視自己的信仰，看看自己，

想想自己。就在這一綉那間，我

發現本活動的設計是有意義的，

畢竟也只有這樣的活動，大家

才有機會，集合在一起互相了

解。攤位中大家最屬好奇的是

伊斯蘭教的攤位，我們有三位

來自土耳其的穆斯林 ( 對伊斯

蘭教徒的稱呼 )，在他們詳細的

資料，與熱情的介紹下，使我

們對穆斯林的信仰生活有了些

許的了解，也綉我們掀開些許伊

斯蘭教神秘面紗。

宗教體驗

這次的宗教體驗活動時間

安排，我個人覺得是一個不錯

的突破，由工作人員與不同夥

伴進行深入協調，在尊重與大

家方便的基礎下，終於決定了

以下時間：4:50 伊斯蘭教、6:00

佛教、6：30 天主教及 7:00 基

督教，這種安排可以讓大家有

更多機會去實際體驗並參與不

同儀式，對我而言當然是最佳

的消息。由於我所代表的天帝

教，並沒有相關的早課、早禱、

早拜或是彌撒時間，因此我更

有機會一一參與不同的儀式。

過程中我試著放下自我的心防，

跟隨者儀式的帶領人員，深入

體會。

※ 伊斯蘭教

對我而言 4：50 分的伊斯

蘭教早拜，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因綉對於習慣於七、八點起床的

我，並不是輕鬆的事，但在對

伊斯蘭教儀式的好奇心驅使下，

我也克服了自己的習性。在課

本中我早已知道伊斯蘭教穆斯

林 ( 對伊斯蘭教徒的稱呼 ) 需

要每日五拜，但是可不知道，

第一拜：晨拜，竟然要在日出

以前，然而這卻是穆斯林的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加上只能用

阿拉伯文誦唸古蘭經的經文，

因此我心中對於穆斯林升起由

衷佩服。整個儀式進行約 15 分

鐘，之後我們熱情的土耳其朋

友邀請我們，一起 綉用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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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學校，每個星期六早上，

活潑的團契，表演與分享。大

家刻板印象中，基督徒有較大

的排他性，但是這次活動大大

扭轉這個綉念，因綉我們有六位

基督徒的參與，並且綉我們舉行

每日的團契，隨著對聖經內文

的 綉讀與分享，而留下美好回

憶，也領受基督徒的熱情。

如何走出去？一直是從事

宗教交流的我們，所急於釐綉與

探索的。是以理論探討相互 綉

究，或是舉辦活動相互交流，

或是實際參與並親自體驗其宗

茶，並且閒聊儀式與伊斯蘭教

種種。

※ 佛教

六點一到我們便趕往佛教

儀式場地，莊嚴的佛像 ( 法師

們千辛萬苦，才由附近道場借

來，其苦心可見 )，法器與來自

佛光山的法師，綉我們準備了佛

光山式的早課，當然整個早課

是無法在 30 分內完成的，因此

我們採用了濃縮版，在不失莊

重又能體現宗教儀式的前提下，

隨著法師的唱誦聲，感受那份

的寧靜與安詳。

平和氣氛，將我帶入了時

光隧道，彷彿到了嘉義的老家，

聽到了我的祖母每日的誦經聲，

回到我最熟悉的場景，我在心

中感謝佛祖對祖母的愛護，也

在心中感謝佛祖讓這次活動如

此順利。

※ 天主教

隨後我們前往一樓聖堂，

參加早課彌撒，由於活動在天

主堂舉行，因此我們有更多機

會去認識這邊的神父與修女，

更能感受神父與修女們外表輕

鬆與活潑，又不失莊嚴與誠懇。

我們唱誦聖歌，凝聽指導神父

講解著聖人的事績與行誼，及

代表的 綉示，並接受神父的祝

福，在平和的氣氛感受神的愛。

順便一提，由於香山牧靈

中心曾修女的熱心幫忙，讓我

們活動順利許多，不論食物、

居住都宛如住在五星級飯店，

夜晚還能在頂樓星空陪伴下，

吹著海風，忘我的聊著彼此種

種。

※ 基督教

參加基督教福音禮拜，是

我再熟悉不過的，三年的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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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生活，我想都是一些不錯的

方法。資質弩鈍如我，我以綉理

論的探討總是太過艱深，不適

合我，而實際參與較合我味。

實際放下自我，實踐生活，生

活實踐，從接近到參與，從參

與到融入，我想距離總會因這

樣過程而消失，朋友情誼總會

出現。活動中實際參與祈禱，

是這次活動最綉精彩，並且深具

意義的，經由實際體會，我放

下自己，並想著多少世以前，

我也許也是他們的一份子。

生活營已經進入第四屆，

而我也跟隨生活營走了三年，

在活動中我們深深體會宗教交

流是需要時間去實踐，更需要

來自不同宗教朋友的參與，畢

竟在以後時間中，宗教會以越

來越多的型態出現，在大家的

活動中會有越來越多的競爭。

然而透過長時間的交流，舉辦

類似的活動，結合不同宗教中

對宗教交流有興趣的伙伴，一

起活動、一起努力，卻深具意

義。如何以虛心的態度，接受

不同的觀點的，大家一起討論、

一起合作，從合作中培養默契，

也是我所需要多加思考的。

在「天帝教教義：新境界」

中有一個章節討論「大同」的

觀念，其中大同包括三個程序，

即「聖凡大同」、「世界大同」

與「天人大同」，所謂「聖凡

大同」即，人人皆有聖的修養

足以媲美仙佛而無愧也，而「世

界大同」及人間之大同，最終

理想綉「天人大同」。在這些大

同境界中，我以綉最先達成的應

綉「宗教大同」，何謂「宗教大

同」？難道全部人類僅能有一

個宗教嗎？非也，並非最後只

有一個宗教，若是如此反而引

起更大宗教戰爭，而是認綉宗教

會因人種與時代而有所不同，

因此一個宗教觀念並不實際，

也不可行。而是在「敬其所異，

愛其所同」的基礎下，大家一

本不同宗教信仰，一起綉最終理

想而前進，才是正途。

幹部

最後我要特別提及這次的

工作伙伴：馬神父的召集與四

處奔忙、侯秘書辛苦負責了所

有行政工作、志皇統籌整個活

動、怡君的開朗、亞卉的體貼

與細心、萬福的多才多藝、瑞

穗的活潑與熱情、永國的交通

負責，以及巍楷負責所有營前

與營後手冊的文書，綉這次活動

畫下美麗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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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設計理念初探

王銀賜（統一教）／文

本屆活動主題訂：宗教藝術

與文化 --- 心靈溝通的橋樑，期

許透過宗教藝術與文化的感通，

作綉不同宗教人士彼此對話的窗

口。經過三天營期的活動參與和

親身體驗，我倒覺得：「2002 宗

教人相約共融在華梵」簡單的一

句話，更綉貼近此次活動的精神，

也能包含三天所有的活動。

以下就個人的觀察體會分述如下：

壹、營隊主題：主題清楚簡單 
 　　　　明瞭

什麼時侯 ( 時 ) ── 2002 

什麼人 ( 人 ) ──宗教人

做什麼 ( 事 ) ──相約共融

在哪裡 ( 地 ) ──在華梵

貳、營隊活動：

一、專題演講：精選「宗教人締

造健全社會」與「世界宗教

合作現況」兩主題，藉由專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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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五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協辦單位：天主教、佛教、天帝教、統一教、一貫道

時　　間：九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地　　點：華梵大學

與 會 者：六個宗教，學員六十多人與工作團隊三十人

專題座談： 宗教人締造健全社會

    綉世界宗教合作現況

    　

家學者豐富的涵養與實務的

經驗，綉我們開闊宗教人應

有的眼界與胸懷。鼓勵學員

們進行宗教交談，進而彼此

合作締造宗教人心中共同的

理想社會。

 甲、「宗教人締造健全社會」

詹德隆副校長主講

 乙、「世界宗教合作現況」

鄭振煌教授主講

二、宗教簡介：藉由看板說明、

攤位展示及宗教介紹時間，

揭開彼此神秘的面紗，以尊

重、了解取代輕篾、武斷，

藉互動、對談促進彼此欣賞

與相互學習。

 甲、攤位展示：天主教、世

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 ( 統

一教 )、天帝教、一貫道，

伊斯蘭教、佛教

 乙、宗教介紹時間：伊斯蘭

教簡介、天帝教簡介、基督

教簡介、一貫道宗教儀式介

紹、伊斯蘭教文物及歷史起

源介紹

 丙、宗教博物館參觀

三、宗教體驗：「宗教簡介」是

藉由講述、展示、說明等

方式，讓我們來認識彼此，

是我坐著聽你說，是比較被

動的，是偏向於理性上了解

的；而「宗教體驗」的安排，

是希望透過宗教儀式、文物

法器、修行道場等的實體呈

現，我願意先放下自己，起

身參與你的宗教活動，藉著

親身的體驗，品嚐一下不同

宗教的美麗與感動。

 甲、儀式：基督教晚禱、統

一教晨更、佛教午供、天帝

教靜心靜坐、天主教彌撒、

伊斯蘭教祈禱。

 乙、參訪：( 佛教 ) 慈蓮苑

禪堂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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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境教：華梵大學—覺之

教育：三友路探幽訪勝、參

觀文物館阿育王柱敲鐘、水

源路之旅。

四、宗教通航─   

  宗教藝術與文化

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而

宗教藝術更是觸動內在，直指本

心的經典之作，期許能藉由宗教

藝術的涵泳、賞析，讓不同宗教

的人們有著相似的內在感動，綉

宗教人共融提供最佳的媒介與材

料。

甲、天主教聖樂

乙、天帝教宗教音樂

丙、道教音樂

丁、佛教藝術—禪畫介紹

五、小組活動

人與人之間的對談互動需要

一個場域、而不同宗教人的共融

更需要一些催劑，小組活動正是

在短短三天營期中要達到「相約

共融在華梵」的最佳媒介。　　

　

 甲、分組介紹：小隊的第一

次見面，是打破彼此陌生的

破冰之旅。

 乙、小隊時間：用餐時、活

動後、就寢前，都是小隊交

流、互相認識、完成共同任

務的寶貴時間。

 丙、心靈饗宴晚會：藉由小

組表演節目的構思、排練、

上演，激發團體動促進小組

共融。

丁、心得分享分組報告：藉

由全組共同呈現心得的方式，能

打破自我本位的思考，融合眾人

之智，開綉宗教人彼此合作的可

能性。

參、營後期許：

「售後服務」、「顧客參與」

不僅適用於商業活動中，在我們

的活動裡更是綉得去思考。我本

身是第二屆生活營的學員，這次

有幸參與營隊的籌辦，從旁觀

欣賞的身份，轉綉參與推動的角

色，實際地與不同宗教的伙伴們

交談，一起實踐對宗教合作的承

諾，這樣的經驗是相當難得的，

其中的成長體會也是豐富的。期

許宗教與和平生活營慢慢的建立

起機制，永續經營，成綉宗教人

彼此學習、一起成長的園地。

邀請您：一起來耕耘這片美

善福田！

（原文刊載於第五屆宗教與和平

生活營成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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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六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宗教的社會關懷

 期望藉此喚起宗教人與一般大眾對社會關懷的重視，
並具體落實宗教服務的理念。

承辦單位：輔仁大學

時　　間：九十三年八月廿七日至廿九曰

地　　點：輔仁大學

與 會 者：十一個宗教，六十多人

專題座談： 探索人類心智─ IQ 與 EQ

     情色 EQ 與自我管理

第六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宗教在打開他的大門，走出他

的藩籬之際，若說「世界和平」就有

影了，對單一宗教來說似乎是負擔

太沈重，但如果由宗教界集體來參

與，不但有它特殊的意義，同時也

才成功有望。

「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在各界

託付與期盼下，今年自八月廿七日

至廿九日於天主教輔仁大學再度舉

行，今年的主題為「宗教的傳統與

社會關懷」。生活營至今已是第六

屆了，光看這數字的累積，就可看

出它的被肯定，也給幕後工作人員

很大的鼓勵。

生活營的主辦單位是「中華民

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執行單位

為輔仁大學宗教系，協辦單位有一

貫道、天主教、天帝教、伊斯蘭教、

道教、佛教、統一教、基督教，指導

單位則為內政部。特別一提的是，

「光啟社」周文義社長願意全程義

務提供錄影，製成碟片，提供主辦

單位送給每一位參與的人。

八月廿七日上午工作人員即開

始準備，剛把生活營的紅布條掛出

去，就有好奇的同學來詢問，並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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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一位報社的記者趁便來採訪。

下午學員陸續報到，參與的學員除

了協辦的八個宗教外，尚有「中華

天地正教」、民間宗教及一些無宗

教信仰的人。

第一堂課，是天主教丁松筠神

父的專題演講「宗教產生的是和諧

或分裂？」，談吐幽雅風趣，令人印

象深刻。歡迎晚會中出席的特別來

賓，每一位都大受歡迎，學員彼此

談論著「怎麼這麼棒？」，被談論最

多的是由視障朋友組成的「五眼樂

團」，也許是他們不用眼睛看，所以

特別專注，彷彿用生命唱出他們的

心聲，攝影人員感動得頻頻按著快

門。兩位帶動唱的老師不僅專業，

也分享她們的感動，其中尤其發人

深省的一句話是：「每一次參與活

動，都得一次感動；打開心門的同時，

世界也少了一堵牆。」

八月廿八日六點半即開始「宗

教靈修體驗」，由佛教鄭振煌教授

介紹「綉傳佛教的靈修及打坐」，接

著天帝教蔡緒神老師也介紹「天帝

教靜心靜坐」，均以修心、健身為主。

接著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鄭英

兒牧師分享他們疼惜台灣的使命與

責任；道教廖武治董事長以「大龍

峒保安宮為例」介紹道教的社會關

懷 ；天帝教秘書長詹敏悅則介紹

「天帝教的社會關懷」；「天主教康

泰基金會」執行長陳良娟介紹天主

教在醫療照顧的努力；佛教淨耀法

師則以「從佛教觀點談家園的興建」

為題，介紹佛教的社會關懷。

左頁圖：

（左起）林凱嵩總幹事、陳世賢理事、馬天
賜神父、陳武治董事長、周善行副理事長。

左圖：

天帝教靜坐體驗。

下圖：

清晨，學員們一起在聖堂內參加天主教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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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來自土耳其的穆斯林學員

下圖：

全體於淨心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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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任
黃懷秋（左圖前排左一）：

宗教為什麼需要交談？第一

個因素，是因為梵二大公會議的

推動。但還有第二個因素，可能

是更基本的因素，就是宗教本身

的需要。宗教交談是宗教追尋真

理的一個過程；亦即宗教在追尋

真理進程中，必然包含宗教對話。

為什麼我們需要對話？因為宗教

對話是讓真理得以彰顯的一個

關鍵。我們或許會說：天主教不

是有真理嗎？沒錯，可是在歷史

中，天主還是會繼續不斷地彰顯

祂自己，這就是我說的，宗教交

談是一個發現真理的過程。

下午學員先有專人的「行前解

說」，再參訪「樂生療養院」，以免

對痲瘋病患有些不必要的誤解，和

必要的尊重。令人驚奇的是，有位

病友竟一眼認出三十多年前，曾經

到那兒作彌撒的馬天賜神父。

八月廿九日，有一貫道李玉柱

秘書長分享「一貫道的社會關懷 

－ 心靈教育篇」；統一教陳拓環副

協會長分享「統一教的社會關懷」；

最後為伊斯蘭馬孝棋教長分享「伊

斯蘭的社會關懷」。接下來的「小

組集體創作」成果展，一向是活動

的重頭戲，主辦單位並將各小組集

體創作的海報，一一拍照留存。再

來則為推動「宗教交談」多年的馬

天賜神父和李隆楙教授共同主持

「心得分享」，有兩位前幾屆的學員

特來探營，其中曾任營長的天帝教

馬仁宏分享馬神父給他的感召及對

這活動的期許。有學員認為跨宗教

的活動也能相處如此融合，就像在

同一個宗教環境下一樣。學員也談

到這麼好的活動，不傳出去太可惜，

希望下次看到「生活營」訊息時，不

再只是擦身而過，要親自一窺堂奧

才好。

最後，輔仁大學宗教系黃懷秋

主任語重心長的表示，不要太美化

了「宗教交談」，其中也是有許多

挫折，活動以後，還需要大家共同

努力。這可分四個層次：一、生活上，

在日常生活上與不同信仰人的相

處，也是種「宗教交談」，其中要提

醒大家注意的是 1. 願意了解、聆

聽他人的宗教 2. 不要期待改變

他人的信仰 3. 不要否定自己有改

變的可能；二、理論上，理論的層面

可交由專家來分析；三、社會上，社

會的關懷，在宗教的合作上是較易

達到；四、崇拜上，各宗教一起崇拜，

是較為困難的，要突破它才能一起

更深入的交談。馬神父則認為，「宗

教交談與合作」是要先認識別的宗

教，彼此尊重、彼此學習，甚而彼

此相愛，才能達到共同促進「世界

和平」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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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七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宗教的生命關懷

 期藉此喚起宗教人與一般社會大眾對生命關懷的重視，
並具體落實宗教服務與和平的理念。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時　　間：九十四年九月二日至四曰

地　　點：神威天臺山

與 會 者：十個宗教團體，262 位學員報名參加，創歷屆人數之冠。

專題座談：綉基督教的生命關懷    綉道教的生命關懷

    綉天帝教的生命關懷    綉天主教的生命關懷

    綉佛教的生命關懷      綉一貫道的生命關懷

    綉統一教的生命關懷    綉伊斯蘭教的生命關懷

讓我以「感恩的心」來體驗  
                         「宗敎人」的愛

輔仁大學宗研所李隆楙／文

我是平凡而渺小的人，但綉心的

「感恩」是豐盛的，這幾天用「宗教

人」的「愛」來體驗如何包容、尊重

和惜緣，這種種非言語所能陳述。

三天的美好回憶，足夠我終生無窮

回味。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去年參加第一次「第六

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在輔仁大學

舉行，由從事宗教交談四十年的馬

天賜神父領隊和輔大宗教系聯合

舉辨，前宗教系陳德光主任和新宗

教系主任兼和平生活營執行長黃

懷秋主任承辦，帶著宗教系所同學

參與，我是擔任道教組連絡人，今

年活動由一貫道主辦，由於蕭家振

營長的邀請，我也是負貴道教團體

連絡，這次活動地點在南台灣六龜

神威天台山舉行，成果相當輝煌，

各組成員在這片神聖空間「神威天

台山道場」交流中「融合」成一片，

達到生命關懷的宗旨。

感恩一貫道總會動用了「寶光

建德道場」的眾多資源，請眾多道

親來擔任義工，讓三天的活動能夠

享用最有水準的食、住、行，使交流

場所和會場環境能圓融無缺。神威

天台山道場的建築雄偉，腹地廣大

面積達三百多甲，環境幽雅清淨再

加上設備現代，有世界性大道場架

式，足可比美任何大學城。再次「感

恩」一貫道的用心，尤其感謝第一

天環境認識楊進萬經理的引導參

觀和解說道埸經營過程，有相當多

神聖的天人合一感應。

開幕式由敬仰的淨心長老主

持，大師風範語重深長。第二天到

阿蓮鄉光德寺參訪，了解到淨心長

老在宗教心靈這塊園地，應用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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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講經說道，演講論述配合許多

方式無限的耕耘，才有今天成果，

淨心長老學養俱佳故追隨信徒眾

多，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地位。

三天會期在颱風陰影下更顯

得天主的奇妙神蹟，在「宗教人」

的交流集會上其意義重大，此次能

夠圓融舉辦，最辛苦當推一群幕後

工作者，有不少前置作業準備。馬

天賜神父脊椎動手術了，帶著瘦弱

的軀殼放不下心的情況下，還是為

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奔走各方，精

神太偉大了。林凱嵩總幹事不辭辛

勞的打了無數電話，親自通知各宗

教團體一起來開籌備會，最後把整

體行動由一貫道蕭家振副秘書長

來統合，再交由一貫道天基康輔社

社長李後賢才子來主持活動節目，

和課程安排，在其工作團隊充分準

備和預習下，靈活帶動了三天的課

程，成果展現卓越。這些幕後英雄

在蕭昀修及邱莉婷小姐的熱心連

絡下，密切合作達成種種任務。

這次參加「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的宗教團體，有天主教、基督教、一

貫道、佛教、天帝教、天地正教、統

一教、道教等八大宗教。研習主題

「宗教的生命關懷」各宗教講師皆

能以不同角度來講解，自身宗教的

中心思想。上課項目綉容充實而簡

要，不同宗教不同解讀，表現自身

的獨特性和神聖性，最後在包容和

圓融交談下留對話空間，達成宗教

與和平的崇高理想，也是源起「宗

教人」達「宗教師」的最終共存共榮，

進一步「宗教大愛世界」祈禱人類

的永遠和平。

第二天一貫道的獻供禮儀在

雄偉的神聖空間舉行，有相當大的

震懾氣勢，讓參加成員感受宗教的

敬靜嚴肅和虔誠信心，是值得觀摩

敬仰。第三天早上天地正教的天地

感謝祭禮拜示範在會場有其靈活

性的空間轉換效果很好，是可讚嘆

的。相見歡晚會讓參加的各宗教學

員打破心結進入互動交流，在社長

李後賢的帶動下進入高潮，在研修

成果上加分，第二天晚會進入展現

各宗教集體表演，趣味恆生把歡笑

氣氛帶進宗教和平營的學習生活

中。第二天下午參訪淨心長老主持

的光德寺，在光德寺法師和信眾引

導下參拜佛祖，聆聽淨心長老開示，

光德寺建築雄偉規劃完美在阿蓮

鄉有相當教化的功德，淨心長老創

辦了「淨覺之聲」的妙音更傳佈全

台灣，淨化人心功德無量。晚上還

準備豐盛的素宴，真感謝理事長淨

心長老的用心招待。最後再說一句

感謝淨心長老的贈書，讓我永藏。

道教團體這次由高雄道德院

來參加，由翁太明宗師帶領，在百

忙中鼎力支持，全程交替派人加入

活動，還準備各種點心、刊物贈送，

精神感人。而高雄道德院更值得介

紹，其地點坐落在高雄市三民區金

獅湖畔，由郭騰芳道長於一九六綉

年開山發起修建。當年開基只建主

殿供奉三清道祖。此後陸續建成前

殿、中殿、後殿。前殿名為太極聖殿，

主祀玉皇大帝，陪祀南北斗星君。

中殿名為無極殿，供奉太上道祖。

後殿名為萬神總元殿，神龕分上下

兩層，上層供奉三清和玉皇大帝，

下層奉祀太乙救苦天尊、南極長生

大帝和北極紫微大帝，邊殿還有供

奉道教太乙真蓮宗開宗祖師郭藏

應道長金身。整座宮觀建築巍峨壯

觀，前院面臨碧波粼粼的金獅湖，

後山依托在鐘靈毓秀的獅子山，建

築架構採用華南式，檐上剪粘繁複

精細，廟中雕刻、彩繪，皆是精心構

思的作品。道德院在覆鼎金金獅湖

的湖畔形成道教聖地，也是高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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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重要景點。在風水學上是典範的

格局，老前輩說金獅湖畔道德院的

後殿，即凌宵寶殿的樓下凹處為「獅

喉」所在地。堪輿家視獅喉為寶穴，

道德院將其如「聚寶盆」般固守於

殿宇之綉，供信徒膜拜，是道德院

能夠展現其護佑信徒和香火鼎盛

之源。

高雄道德院在翁太明宗師主

持下，成為台灣唯一的女全真道場，

在宣揚正統道教文化、普渡眾生有

目共睹的成果。這次能夠在百忙中

參加「第七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增添許多光彩，也展現了道教

對生命的「愛與關懷」是豐盛，我

個人讚嘆翁宗師其宏觀的智慧和

心胸，更感恩宗師親切的參與。

三天來緊湊節目，讓「宗教人」

發揮「宗教心」，有充滿了「愛心」

感覺，這是一場美好的宗教知性之

旅。三天來我負責照相，我的學生

邱少驛幫忙全程錄影，為這次活動

留下美好的回憶記錄，也盡微薄之

力，幫宗教與和平生活營作一點事。

最後再一次感謝一貫道眾道親的奉

獻參與，今年的成果將是明年的示

範，希望明年會有更好更有特色的

展現，讓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有更多

的「宗教人」參與帶動「非宗教人」

的關懷，那明日的世界將會邁向「世

界大同和平」的「愛心世界」。

在活動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有四點：第一點，透過營火之夜，學

員們除了表現熱情的活力之外，更

由彼此之間的充份合作，與組員們

共同的腦力激盪，於第二天的「共

融同心」晚會，以及第三天的「小組

集体創作」，呈現出「寓教於樂」的

團體互動精神。第二點，一貫道的

宏偉道場，以及用最貼近生活的言

語，來實踐生命關懷，就是一一「覺

醒」、「微笑」、「誠實」。一貫道特

別提醒求道者，每天醒過來，就是

清新的一天，人一旦失去了覺醒能

力，這個生命就難以發揮價值，有

時還會變成社會的負擔。所以必須

珍惜因緣，同時也須尊重生命，啟

發良心善性。而微笑可說是生命最

殊勝的活化力量，因為它能化解敵

對，帶給人生「善解包容」的具體綉

容。誠然，微笑與誠實，也是「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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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的最佳風範，由此而創造人

與人之間的良性循環；這與佛教以

及其他宗教的精神，是不謀而合的。

第三點，第二天聆聽黃金昆神父精

彩幽默的演講，他的學問與涵養，

以及不同於傳統觀念的新思維、包

容異教的胸襟，以及了解並學習其

他宗教的優點，將之融合於生活之

中。在日常修行中去自我觀察，學

習如何落實「大愛」的精神，去關

愛自已的仇人，而達到怨親平等之

心，這種宗教家的偉大精神，真令

人敬佩與感動。第四點，是一貫道

的「獻供禮」與天地正教的「天地

感謝祭」。雖然其宗教儀式，與佛

教及其他宗教不相同，但整個儀式

充滿莊嚴祥和之氣，令人升起肅敬

之心，讓人心生歡喜。而參加的學

員們都十分配合整個禮儀的進行，

這就是「宗教與和平生活營」的一

大特色，能夠以開放的心，去接受

不同宗教的祭祀方式，真是十分可

貴。

此外，我們這組的一位組員楊

儀華修女，是「高雄兒童少年學苑」

的苑長，她沈著、機智熱忱，將天主

的大愛，以行動作見證，用愛人體

貼的心，去關心需要幫助的人；對

於為社會上所重視的兒童、少年等

犯罪問題，積極的廷身而出，受「台

灣更生保護會」的委託，努力提供

更多、更好的心理教育輔導，不計

時間精神，為關懷生命的美好與未

來，貢獻一份心力，其精神真是令人

敬仰。

參加此次活動的最大收穫，不

但能將佛教的精神介紹給異教朋

友，也能讓我對其他不同宗教的信

仰宗旨，得到初步的認識，並能互

相學習，一起合作，像一個大家庭

一樣和諧，共同完成「宗教共融」

的體驗，進而聯合大家的共識，對

「生命關懷」發揮更大的熱忱與服

務，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如果我

們所有的宗教與非宗教團體，都能

夠互助合作，我想人生會變得更充

實，社會變得更祥和，而世界也將

會變得更美好。期盼這種有意義的

活動，能夠推廣到世界各地，喚起

人類重視宗教信仰的團結力量，並

落實宗教社會服務的理念，為全人

類帶來更大的貢獻。讓我們大家一

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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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宗教的身心靈 SPA

　藉由宗教的力量，來一場從裡到外的 SPA，舒緩神經，洗滌塵垢，

發展健康身心靈，開啟智慧，提升正向能量，回到活活潑潑赤子之心，

重新恢復充滿陽光與能量的新生命，並把這份能量推廣至身邊的人，

擴至每一個角落，讓大家都能擁有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活動方式：

（一） 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學有專精學者針對活動主題做專題演講。

（二） 各宗教講師從各教教義、教理談「宗教的身心靈 SPA」。

（三） 各宗教晨禱儀式展演。

（四） 腦力激盪、共融之夜、成果展。

（五） 道場參訪。

（六） 各宗教書籍、法器、衣物、法袍、飾物、海報、標誌等靜態展示。

（七） 共奠「宗教和平石」。

活動地點：天帝教鐳力阿道場（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41 號）

參加對象：9 個宗教團體，200 多名學員及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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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遠揚，各大宗教融一堂。
新新人類，燃燒和平新希望

不負眾望　首選鐳力阿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於第四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今年由天帝教承辦「第八屆宗教

與和平生活營」，天帝教是協進

會創始宗教之一，當然義不容辭

承接。九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召開

第一次籌備會議，確定活動舉行

日期在九月八日至十日三天，其

中榮譽董事長馬天賜神父極力推

薦，加上理監事一致通過活動營

區選定在天帝教鐳力阿道場，並

且決定了主題為契合時尚的「宗

教的身心靈ＳＰＡ」。天帝教的

三大道場各有其使命與功能，舉

辦生活營應當是歸屬人曹道場天

極行宮，因天曹道場鐳力阿幽靜

神秘頗負盛名，大家早想一窺究

竟，但天帝教是有組織、有制度

的宗教，站在鐳力阿管委會的立

場是請依體制辦理，也就是移駕

天極行宮舉辦，但和平協進會再

一次的決議，還是希望在鐳力阿

道場舉辦。經由天帝教總會與鐳

力阿管委會多次協商、折衝加上

保證，終於天從人願，當中也要

感謝維生首席的支持。

此次生活營的組織架構，

是以天帝教總會秘書處為總指揮

兼行政，並以北中南三區新境界

為工作小組核心策劃並執行活

動內容，安排隊輔、團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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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交通等事宜，鐳力阿道場負

責住宿、餐飲，天人研究總院支

援講師及道務禮儀等，按部就班

的籌備，為的是一起打一場漂亮

的仗。這理想的夢幻團隊組合在

第六期傳道傳教班閉關開始時破

滅，秘書處的鏡人、青年團的緒

中、素叩等多位同奮進關受訓，

籌備工作得臨陣換將，於是邀請

月段同奮擔負起這次營隊活動組

總召集人（美麗的團服也是她設

計的）。維生首席「欽點」緒氣

傳道師專案支援，大晟同奮利用

剛考上研究所的空檔接手鏡人的

工作。每兩個禮拜，三區新境界

青年團聚在總會辦公室集思研

討，然後再向和平協進會的籌備

處報告，在活動的前一週，工作

團隊聚集天極行宮作最後的排演

與準備，所有工作量達到最高

點，除了確定各宗教報名人數與

各項交通路線，還有團康道具、

名牌設計、活動演練、空間規劃、

營火場地實地勘查，對於每一細

節一再演練，展現出新一代宗教

青年的活力與熱情，也讓位於天

極行宮的青年團辦公室一整週燈

火通明。

環境導覽相見歡　   
 宗教講座融通宗派

九月八日在環境導覽之前，

為表示歡迎之意，所有工作人員

由敏悅營長指揮，表演一首頗為

貼切「身心靈ＳＰＡ」主題的民

歌—「聽泉」，贏得爆響的掌聲，

也為生活營活動熱鬧拉開序幕。

因為學員人數多達一百四十名，

不便作實地導覽，大緣以創新手

法，照片加上人物遊覽方式，配

以旁白，簡要又有創意的向大家

介紹鐳力阿的整體環境。

開幕式由敏悅營長簡單開

場後，由維生首席與淨心長老致

詞，緊接著是專題演講。每一次

的生活營都會邀請學者做專題演

講，內容要切合當次主題的中心

精神。今年邀請天人研究學院趙

玲玲（敏憲）院長主講：「宗教

與人」，敏憲院長在大學時代起

即跟著南懷瑾老師學佛學，也

是印順上人的弟子，她也曾是

受洗的天主教教友，在東吳大學

當哲學系主任時，每個月要到基

督教教堂證道，並曾是一貫道的

道親，更是親炙天帝教師尊的弟

子，在宗教經歷上非常豐富，也

了解宗教共通性，在一個半小時

的演講裡，學員們非常專注聽

講，個個筆記記不停，其實，在

學員當中有一教之主、有神父、

有大和尚、有佛學院學生、有報

社編輯，院長的演講讓他們深有

所獲。

營隊的另一主軸即是各宗教

的講師介紹各自宗教的身心靈修

持法門：基督教李孝忠牧師主講

「追求豐盛的生命」；李豐楙教

授代表道教主講「練養與洗練：

道教身心觀的超越」；天帝教由

光證講師介紹天帝教在身心靈方

第八屆生活營在天帝教鐳力阿道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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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修持方式，歸結於「養生在

動、養心在靜」，並請同奮現場

演練誦誥、甩手功。一貫道鄧志

貴點傳師談「洗心」；伊斯蘭教

閃耀武教長從伊斯蘭對心靈的區

分談對身心靈的保健方法；佛教

厚賢法師講「過一個有意義的人

生」；天地正教張貴信會長主講

「深刻的反省，最深的潔淨」；

統一教李仁昌教會長主講「了解

生與死」；天主教李碧圓修女主

講「東西整合靈修的探討」，是

一篇結構嚴謹的論文，不但跨越

宗派，還探討東西方遠古至今的

觀念。整個活動讓學員們對宗教

的體認，應是滿載而歸。

動態靜態觀摩　體驗宗教精髓

除了課堂上的宣講外，觀摩

和體驗是最重要的。靜態展示區

參加展示的有佛教、天主教、統

一教及天帝教等，展出物品包括

經典、禮袍、僧衣、法器、書籍、

祈福飾品、圖片等。動態觀摩是

安排有兩場宗教儀式的體驗：一

場是天帝教的祈誦儀式；另一場

是天主教望彌撒，兩場均有一百

多名學員參觀，對於平時好奇而

無法實際參與的人，這是一個大

好機會，從身體力行中了解宗教

精神，從而提升心靈層次的修

持，這也是今年主題「宗教的身

心靈ＳＰＡ」的真正寓意。比丘

尼、神父穿上道袍，依照天帝教

儀式祈禱誦誥；不同宗教的人一

起聽神父講道、領聖體、接受祝

福，這是令人興奮的經驗。宗教

交流是宗教和平的基礎，主辦單

位也是基於如此理念，每年舉辦

宗教與和平生活營，讓各宗教年

輕一代教徒彼此交談相互瞭解，

是走向宗教大同、世界大同的重

要一步。

聖玄法師現正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她
專程回國參加營隊，她描述馬神父每天
的往事相當動人

學員一起體會天主教彌撒，左二為現任
主教團宗教交談代表鮑霖神父



97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與




 20years

與

至於道場參訪活動，選定距

離鐳力阿道場不遠的中台禪寺，

活動名稱訂為「拜訪東南亞之

最」，確實有其特殊之處。禪寺

為深具建築、藝術、文化、科學

及弘法特色之佛教殿堂，附設有

中小學。一百多名學員及工作人

員分三路參觀，知客師父用心解

說，在參觀四天王殿、大雄寶殿、

大莊嚴殿、大禪堂、大光明殿、

萬佛殿後，又安排與男眾佛教

學院院長見達法師進行長達五十

分鐘的對話，見達法師的莊嚴與

親切，給參訪學員們留下深刻印

象，覺得不虛此行。非常感謝中

台禪寺熱情接待與導覽，為這次

營隊增添不少寓教於樂之成效。

大 雨 逼 回 親 和 樓　 營 火 晚 會
HIGH 翻天

在參訪中台禪寺的同時，

另一組工作人員攜帶烤肉器具

（當然是烤素肉），二百人食用

的鍋碗瓢盆，還有廚房媽媽洗

切串好的素肉串，先到日月潭邊

的磐石營地起火煮湯，等學員們

參訪回來就馬上上架烤肉，三部

遊覽車上的學員們也加緊練習稍

後要在營火晚會上表演的節目，

沒想到突然傳來營地大雨滂沱的

訊息，無法升火，連躲雨的地方

都沒有。這時離鐳力阿只剩廿五

分鐘路程，馬上緊急聯絡膳食組

準備，營地迅速將食物運回，將

所有人員安置在親和樓餐廳後，

熱騰騰的素雞絲麵一鍋一鍋端上

桌，那時只有一個感覺—「天下

美味」。

在三十分鐘用餐時間結束，

工作人員將餐廳桌椅移到左右

牆邊，中間空場即是今晚的晚會

場地。先由活動組帶頭暖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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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下來真是百花齊放，各組莫不

使出渾身解數，利用手邊取得到

的資源—垃圾袋、海報紙、螢光

棒，國語、台語、日語、歌唱、

舞蹈、RAP、數來寶、帶動唱、

團康活動，都緊扣宗教共融的主

題，每一組不管表現得如何，都

得到瘋狂的掌聲和高聲喝采，最

後所有的人投入猜拳接龍，越接

越長，直到分不清首尾，此時大

家情緒高昂到頂點；突然，值星

官一聲令下，大家安靜下來，以

敏悅營長為中心，圍成圓圈席地

而坐，一個斗大的聖杯象徵福杯

滿溢，由遠處傳到她手中，請她

為這一次生活營祈福，敏悅營長

將這一次的成功歸功於每一個參

加的人，特別是這次活動付出心

力的工作人員，活動結束才是散

播愛的開始，希望大家把在這裡

三天兩夜所感受到愛與和平散播

出去，為宗教和平而努力，願　

上帝賜福給每一個人。

屋外大雨不知何時停了，

農曆十六的月亮應是渾圓而皎潔

的，雨後的天人大道黝黑濕潤，

這是在鐳力阿道場的最後一晚，

許多人捨不得與這清幽恬靜擦身

而過，把握最後的時光，盡情浸

淫於嵐氣、靈氣、道氣融於一爐

的鐳力阿道場。

宗教和平石護宗教大同松　  
  　　寓意深遠

最後一天的集體創作成果展

是這三天來的學習心得，請學員

以鐳力阿道場隨手可得的大自然

資材，例如：枯葉、石頭、蕨類、

蝸牛、落花及自身飾物等，加上

彩筆做成符合今年主題的作品，

經評選後選出三隊優勝，各贈一

「靜」字匾，呼應光證講師的「養

心在靜」。為免有遺珠之憾，天

帝教總會並贈每一位參加的學員

廿字手錶一只，讓大家皆大歡

喜。

在生活營活動結束之前，發

給每人一顆白色鵝卵石，讓學員

寫上自己的名字及心願，一起到

第八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團體照



99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與




 20years

與

二００三年為紀念十二大宗教代

表齊聚鐳力阿道場所共同種植的

「宗教大同松」前，默祝心願，

並將鵝卵石鋪陳在宗教大同松四

周，意味著今天每一位宗教和平

使者，將來都要為宗教大同努

力，最後各宗教代表輪流為這次

的活動祈福，由敏悅營長總結，

她面對宗教大同松許下心願：

願—人類無差等，   

 泯除民族仇恨！

願—寰宇清平，   

 永無侵略戰爭！

願—人人自我奮鬥、   

 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

願—宗教和平、   

 宗教大同、世界大同！

最後並領導大家三呼天人

親和呼號─「教主！我願奮鬥！

教主！我願奮鬥！教主！我願奮

鬥！」作為整個活動的結束。

結語

「第八屆宗教和平生活營」

雖說是由中華天帝教總會負責承

辦，其實是集合天帝教之資源與

力量共同完成，青年團體指導委

員會所有參與的同奮是這次活動

的骨幹，鐳力阿管理委員會、教

訊雜誌同仁及鐳力阿道場的每一

位同奮，提供活動所有援助，各

教院徵調來的廚房媽媽，功不可

沒。最後借用佛教釋聖玄法師傳

來的一封電賀，與同奮分享，並

共勉之：聖玄已經可以預知一個

偉大的宗派已經在台灣孕育並且

茁壯了起來……，那就是「天帝

教」。在鐳力阿的日子，末學親

眼看到莊嚴的道場、儀式、象徵

物、宗教倫理與經驗、戒律……

等宗教構成的基本要素，更目睹

道場內老一輩如何傳承予年輕

人，那麼多的家族成員同時出現

在同一個宗派，這意謂著成功的

宗派傳承。天帝教的「年輕化」

也為未來注下一股無可限量的資

源與魅力，相信對幫助人們如何

正確地由「暫留世界」走向「終

極世界」有絕對大的影響力。

（《天帝教教訊第 273 期》，作

者詹敏悅．陳鏡人為中華天帝教

總會秘書長、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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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地球村調色盤

　台灣因政治因素，歷史與文化背景造成族群議題，同時外籍配偶、

新台灣之子與弱勢族群等都是極待我們去正視與關懷的對象。如何通

過宗教間的互助與合作，藉由愛、寬恕與信仰的力量，跨越不同的階

層、文化，不分彼此去為對方付出，最後能以真愛為中心成為一家人，

One Family under Love，進而世界成為一個人類大家庭。

活動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學有專精學者針對活動主題做專題演講。

（二）各宗教代表，能通過海報、影片等動態呈現方式（基督教、天

主教、佛教、一貫道、統一教），或課程講義方式 ( 伊斯蘭教、

道教、天帝教、天地正教）；去分享各宗教針對族群融合的議題，

所做的努力與貢獻。

（三）各宗教晨禱儀式展演。

（四）以任務式的安排，若學員參訪文化古蹟或弱勢族群團體並給予服務等等，來實際體驗族群融合的

真諦。

（五）文化之夜、活動成果展。

（六）各宗教書籍、法器、衣物、法袍、飾物、海報、標誌等靜態展示。

活動地點：統一教淡水研修中心（淡水鎮忠愛街 2-5 號）

參加對象：十大教派代表參加，與會講師同工與學員計 130 人。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 與




20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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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世界做鄰居”

由十一個宗教參與的「中

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最重

要的活動之一即是由各宗教青年

策劃與參與的「宗教與和平生活

營」。今年「宗教與和平生活

營」已是第九屆了，往年承辦的

各宗教都在北、中、南各地選擇

山明水秀的地點輪流舉行，今年

委由統一教承辦，活動地點是淡

水「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

的教育中心。學員來自四面八

方，還有來自伊斯蘭教的土耳其

人及哈薩克人，活動第一天八月

三十一日下午一有學員到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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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即列隊兩旁，鼓掌唱歌歡

迎，給與高度熱情地接待，有女

生還害羞地想躲起來呢！ 

今年活動的主題是：「地球

村調色盤」，強調宗教和族群間

的融合。各宗教均安排講師介紹

他們為弱勢族群的服務工作：第

一天由佛教慈濟發言人何日生先

生介紹慈濟的工作，由於何先生

曾任播音員，介紹起慈濟的工作

感人又生動，大伙熱淚盈眶。晚

餐是由一貫道的道親負責，素食

的餐點竟然如此美味，學員們高

興得自編謝飯歌輪流起立致謝。

晚上的「相見歡」是工作

人員的精心設計，還教大家這次

的營歌－「和世界做鄰居」，配

上手語還真是活潑可愛。雖然歌

聲不見得是挺美，但見半張臉只

看見一張嘴，舞姿不見得是很專

業，但整場絕無冷場，好像超人

滿場飛，這樣賣力地帶動下，大

伙均開懷地打開了心中的藩籬。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理事長李玉柱先生於開幕式

致歡迎詞中強調，雖宗教不同但

理念一致，有共同的愛心及服務

熱忱，尤其在為弱勢族群的服務

上各教均投入甚多，在國家或國

外的大災難時，各宗教均跨越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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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藩籬同心協力為災民服務，猶

如一家人。

許多人對多統一教的婚配制

度多有質疑，這次活動中正巧踫

到幾位是經婚配的學員，他們會

主動說明他們很注重家庭，和婚

配給他們的幫助，他們的子女也

有三個、四個之多，降低了離婚

率，增加了出生率，值得我們深

思。第二天一大早的晨禱由天主

教鮑霖神父主持，採自由參加，

但學員幾乎全員到齊，選了幾首

天主教的歌，大家也跟唱得很

好，還真令人欣慰。接下來的闖

關活動是今年的特色，把各宗教

分為不同關卡，配合著各教的攤

位布置，使各小組學員在短時間

內可了解各宗教的特色，接下來

如 Q ＆ A 通過，就算闖關成功，

再至下一宗教報到，學員們得到

知識也可享受到活動的樂趣。

下午拜訪附近的頤樂山莊

老人安養中心，學員們帶老人活

動外，也紛紛為老人們按摩和玩

遊戲；老人們從起初的不願答

腔，漸漸因著學員們的熱忱而樂

開懷，還搶著上台哩，臨走時還

有人向學員要求：「以後要再來

喲！」也有位老人家打扮得美美

的，還帶學員們參觀她的國畫，

不少學員還和這位美麗的奶奶合

照呢！

晚上的共融之夜又稱「調

色盤之夜」，開場的樂隊演唱即

聲勢奪人，接下來活動小組先帶

大伙玩上天堂的遊戲，最後互相

加油均上了天堂，好似一家人一

樣，好玩又富意義。各小組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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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真是奇招盡出，短劇、京戲、

歌仔戲……都派上了用場，尤其

一位弟兄自編台詞的超高女高

音，高亢悠揚震驚全場，晚會結

束又請該小組再表演一次，真是

意猶未盡。

第三天一大早，統一教李恪

訓先生－也是這屆的營長向大家

示範了敬拜訓讀。早餐後，天主

教韋薇修女特別趕來介紹「新事

社會服務中心」為弱勢族群服務

的工作，服務對象包括移工、新

移民、原住民等，因還有活動又

趕著離去，留下了一些問題讓我

們深思，社會服務真需要許多人

力、物力的投入呢。

最後的告別式大家都顯得依

依不捨，互贈心情小卡片和連絡

方式，主辦單位也適時的發給每

位學員一張精美且附上團體照的

研習證書。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

別快，臨別要上車時，看著送行

的兄弟姊妹，心想，剛認識就要

走了，真有點不真確的感覺。前

幾屆總是對一些宗教的大人物印

象深刻，這一屆各宗教的大人物

隱身在後，讓這些工作人員在最

前線，而這些工作人員和隊輔們

的真摯和熱忱，讓人印象深刻，

這也是這屆活動的特色呢！

天主教主教團

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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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宗教心服務情，開拓志工新世界

　國際社會互動加劇，團隊服務與宗教愛心在廿一世紀備受重視。台

灣社會通過宗教間的互助與合作，許多 NGO、NPO 組織在宗教、志工、

社會服務等議題，展現出多元且專業化的貢獻，獲得國際社會一致的

肯定。宗教人從服務社會的「心」出發，落實為無國界愛心服務的「新」

世界。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活動時間：97 年 9 月 5 ～ 7 日，三天兩夜

活動地點：一貫道發一組天元佛院（埔里鎮鯉魚路 25-3 號）

參加對象及人數：各宗教約計 15 位以上參加，大專院校宗教相關系所

之師生約計 50 人，總計 200 名。

宗教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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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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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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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前宗教司鍾司長曾於

演講中提到：「宗教奇蹟」是台

灣三大奇蹟之一。全世界只有台

灣做得到十幾個宗教一起合作辦

活動。今年第十屆「宗教與和平

生活營」是內政部指導，「中華

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主辦，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承辦，佛

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一

貫道、天帝教、統一教、天德教、

軒轅教、伊斯蘭教、天地正教、

巴哈伊教、天道等十三個宗教共

同協辦的活動。

九月五日（週五）至七日（週

日）一百七十多位學員在風光明

媚的南投縣埔里鎮鯉魚潭畔一貫

道的「天元佛院」舉行。主題為

「宗教心服務情 ~ 開拓志工新世

界」，以宗教的志工服務為主軸，

期能擴展宗教人與一般大眾社會

服務的新視野，及跨國服務的國

際觀，並具體落實宗教愛心服務

的崇高理念。所有宗教人士都意

識到，宗教交談的形式有許多

種，但真正容易融合的就是在社

會服務工作的共同參與上。

各宗教參與的人數有的是個

位數字，有的接近百人，每一個

人都受到工作人員周到的照顧。

這次承辦單位一貫道動員了兩百

多位年輕人來服務，學員一進入

營區就被他們熱烈的歡迎儀式所

吸引，感到自己真的好似貴賓。

開幕式非常隆重氣氛烈列，

各宗教均派代表出席，第一個

專題演講的講者是協進會的理事

長也是一貫道的理事長李玉柱

先生，讓學員了解台灣目前各

宗教的社會服務之專業性、多元

化與慈悲情懷。接著是「世界是

一〝家〞」的活動，學員分二十

個小組，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分

工合作，藉著活動增進互動及了

解，也因競賽而建立團隊的榮譽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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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餐會也更是別出

心裁，每道菜都有與它名字相應

和的表演，二十多位工作人員先

表演，然後魚貫地一一上菜，親

切可愛，大大增進和樂的氣氛。

大家都讚賞素食也能做得這樣好

吃，大會特別邀請廚師義工們出

列，接受大家的感謝。

第二天晨起，被窗外的景

致宜人震攝，美麗的鯉魚潭盡收

眼底，是學習也能渡假哩。這天

的活動是「服務四方，願行人

間」專題研討，各宗教代表以

簡報方式介紹他們的社會服務工

作。天主教的代表介紹博愛志工

組長陳奮先生作的簡報，介紹博

愛基金會的組織及志工們的服務

情形，從教會內至各級學校、監

獄……，凡有需要服務的地方，

都可看到博愛志工的身影。這個

活動的後續，即是第三天的重頭

戲：「宗教溫情．愛滿人間 ~ 國

際化的宗教社會服務」，天主教

邀請「博愛基金會」的執行長歐

晉仁博士，蒞會介紹國際化的宗

教社會服務。當天閉幕式後，工

作人員在兩旁列隊為每位學員

一一祝福，意猶未盡地結束了這

次的生活營。

每次參加這類跨宗教的活動

時，個人常覺得天主教友均倍受

禮遇，但是面對我們教友人數少

有增長，而一貫道道親號稱六百

萬，目前已是台灣第一大教，的

確有我們該請益之處。這次活動

一貫道的工作人員備受與會人士

的讚賞，他們不但熱忱、活潑且

謙虛有禮。一貫道的副理事長

說，他們鼓勵道親們讀經，包含

佛經及四書、五經等，最多學到

27 種，真真實實地在發揚中華文

化。因此，福傳本地化，致力於

中華文化的建設，在生活中成全

自己，在教會內團結，以促成更

公義和諧的社會，應是確實可行

的。

天主教主教團

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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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宗教生死「關」

　宗教，關心著個人生命、以及人與神、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所

有關係，這些都是生命教育的主題，而「生死大事」更是每個人必須

面對的課題。至於各宗教如何幫助生者、協助臨終者，面對每一個生

離死別的莊嚴片刻呢？

承辦單位：一貫道總會台東支會、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活動時間：99 年 9 月 3 － 5 日，三天兩夜

活動地點：一貫道台東縣支會（台東市中華路二段 619 巷 280 弄 61 號）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台東市杭州街二號）

參加對象及人數：各宗教約計 15 位以上參加，大專院校宗教相關系所

之師生約計 50 人，總計 200 名。

參加人數：近百人

宗教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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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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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特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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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關心著個人生命、以

及人與神、人與人、人與

環境之間的所有關係，這些都是

生命教育的主題，而「生死大

事」更是所有宗教極為重視的課

題，也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生命

功課。第十一屆宗教與和平生活

營，委由一貫道與天主教承辦，

以「宗教生死關」為主題，期藉

此喚起宗教人與一般大眾對生命

的重視，瞭解各宗教面對生死之

態度及方法，平日可以藉由怎樣

的修行態度珍視生命，甚至面臨

生離死別時，各宗教可以如何幫

助生者、協助臨終者，面對這莊

嚴的片刻。藉由三天宗教與和平

生活營的辦理，一方面增加各宗

教彼此間的互動與共識，再者秉

持著宗教人己利利人的胸懷，結

合各宗教的力量致力推動生命教

育，彼此學習面對生命的態度，

並凝聚相互尊重的共識。由台灣

出發擴展至全世界，落實為宗教

大愛與和平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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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創下多項紀錄：

1. 十五年來生活營第一次到台東

舉辦，而且由兩個宗教團體共

同主辦（一貫道與天主教）

2. 幾個「系出同門」的宗教也同

時參與（天主教與基督教、一

貫道與天道）

3. 年齡層也分佈最廣，從三歲小

孩到八十歲的婆婆皆全程參

加。

先由回教、天帝教、基督教

長老教會、天道，輪流分享「宗教

生活與生命教育」，雖然此時正

值回教齋戒月，從日出到日落要

禁止飲食，而且要儘量避免外出，

但台北清真大寺的馬孝棋教長還

是特地趕來台東，以實際行動表

現他對此活動的支持。印象最深

的是他針對回教徒可以娶四個妻

子？為何不吃豬肉？為何要齋戒，

與飢餓三十有何不同？以及無法

落實齋戒的人可以怎麼做？我並

不想寫出答案，賣個關子。

我以「深刻的宗教交談」

為題，試著讓這幾十位從未與不

同信仰者共同生活三天兩夜的學

員，瞭解為何要辦生活營？我們

可以抱持怎樣的心情還渡過這

「漫長的三天兩夜」。花蓮教區

黃兆明主教以「生命教育中的健

康促進與安寧照顧」為題，與學

員分享天主教的生命教育在台東

聖母醫院的實踐，主教與修女們

也全程參加第二天的活動，蕭修

女雖然行動不方便，還是堅持要

跟我們到佛教道場參訪（法鼓山

信行寺），主教笑著提醒蕭修女

遇到法師要說「阿彌陀佛」喔！

國內知名的檢察官李子春  
       一個學佛者與生死的對話

廖彥博老師以「法界探索靈

病追尋」為題，分享他和鬼界溝

通的經驗，他真真實實的站在我

們面前，講的卻是另一個世界的

故事，在農曆七月聽來讓人感觸

特多。

廖彥博老師以「法界探索靈

病追尋」為題，分享他和鬼界溝

通的經驗，他真真實實的站在我

參與台東聖母醫院晨間禱，圖為蕭玉鳴修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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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面前，講的卻是另一個世界的

故事，在農曆七月聽來感覺很特

殊。

身體生病看醫生，心理生病

看心理師，靈性生病真的需要靈

療師，但是這一塊在國內外都很

缺，安寧病房最需要靈性照顧，

不只癌末病人需要，醫護人員更

是需要，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如何

著手。

幫助人的方法愈多愈好，選

擇適合對方的方式，對症下藥。

當然，助人者要懂得用對的方

法，也要懂得保護自己，才能助

人自助。

可愛的各組學員，上課都

很認真！有信仰的人有善心、有

慧根，你看每個人臉上好像都有

聖潔的光彩。有一位學員說要作

自己的天使，也要去作別人的天

使。年紀最大的婆婆也在這組，

完全看不出來已經八十歲了，有

修行的長輩願意陪伴後進，都沒

有蹺課偷懶，很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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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享，對協進會的最大

的希望都是營隊要經常辦，最好

一個月辦一次，而且時間再多幾

天。

所有學員們都學會了台東聖

母醫院彼此鼓勵的那句話：「因

相愛，我們合力做美麗的事情。」

他們說明年要來當生活營的輔導

員或志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一起去服務不同宗教的人們。

TCRP 常務理事，陳世賢／文

下圖：這位九十二歲的阿嬤為我們服務，你怎能不感動？這裡的
宗教交談不只無國界、也沒有代溝，只有彼此願意服務對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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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生命、生活、生機

　感恩上天賦予各宗教安頓生命的智慧與力量，讓人們在「生活」中

得以應對進退，進而再創「生命」的契機。盼能將此正向的力量，由

台灣擴展至全世界，落實為宗教大愛與和平的「生機」顛峰。

承辦單位：中華天帝教總會、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活動時間：100 年 7 月 1 － 3 日，三天兩夜

活動地點：一貫道崇德文教紀念館（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367 巷 33 弄

34 之 6 號）

參加對象：十個宗教一百三十人參加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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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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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七月，第十二屆宗

教與和平生活營順利落幕，結合佛

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一貫道、

天帝教、統一教、天德教、軒轅教、

伊斯蘭教、天地正教、巴哈伊教、

天道等宗教，超過一百多名不同信

仰的宗教人士，在一起共同「生活」

三天，不空談理論，而是將和平化

為實際的行動，體驗靜坐、彌撒、

禮拜等不同的宗教禮儀，參訪世界

宗教博物館、一貫道道場、指南宮、

天帝教總會、聖家堂、台北清真大

寺、大雄精舍等道場，不僅受到熱

情的歡迎，同時也讓學員們大開眼

界，原來不同宗教之間的交流有這

麼多的可能性。

宗教交談重要嗎？二十世紀

初，為了對抗英國對印度的殖民政

策，甘地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甚

至絕食，最後，和平地促成印度獨

立。然而獨立後的印度，國內的印

度教與伊斯蘭教又為了政權而爆

發內戰，甘地再度絕食，祈求印度

民眾拋棄成見，放下武器，否則他

寧可餓死。有一位印度教徒，來到

甘地床前，拋下一塊麵餅要甘地吃。

他說：「吃吧！我是快下地獄的人，

但是我不想擔負殺你的罪名。」

「只有神能決定誰會下地獄。」甘地

回答。

那人惡狠狠地說：「我殺了一個小孩，

我抓住她的頭往牆上撞碎了。」

「為什麼呢？」

「他們殺了我的兒子，」那人比著小

孩子的身高，痛苦地說：「穆斯林殺

了我的兒子。」

甘地平靜地說：「我知道有一

個不會下地獄的方法，你去找一個

小孩，一個父母都被殺死的孩子，

大概和你的孩子一樣高，把他當成

你的孩子扶養長大。只是，他必須

是一個穆斯林。」

那位印度人簡直難以置信，只

見甘地繼續說：「而且你要把他教

養成穆斯林。」那人哭了，跪倒在甘

地的床前。甘地輕撫著他的頭髮，

說：「回去吧！願神保佑你。」五年後，

甘地被狂熱的印度教徒暗殺。

和平重要嗎？宗教交談重要

嗎？凡是有虔誠的信仰者都會知道

「殺人」是不對的，但多少人所宣

稱的「聖戰」，卻是假正義之名而行

殺戮之實？二綉一一年七月，負責頒

發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國家挪威，一

名青年因反對歐洲政府對於伊斯

蘭教等之文化侵略，發動恐怖炸彈

攻擊並持槍殺害參加夏令營的無

辜青年，造成近七十多人死亡，最

可怕的是，凶嫌聲稱這是不得不為

的行為。試問，殺戮能帶來和平嗎？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有宗教信仰，如

果宗教沒有和平，世界便沒有和平

的可能。儘管在人與人、人與神、神

與神之間，存在了太多不可知的心

靈層次，但宗教交談確實可提供了

一種超越性的可能，宗教交談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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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工具，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宗教交談像橋樑，幫助溝通，也幫

助自我反省是否真正瞭解自己的信

仰。

不同層次的宗教交談

不同層次的宗教交談有不同

的風光，猷如禪宗所形容的「見山

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是山。」

四十多年前，三位花蓮海星中學的

修女來向證嚴法師傳教，他們談到

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把天主

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提出來研究

討論。修女在臨離去前說，我今天

終於了解佛陀的慈悲是普及蠢動

含靈一切的生命，確實很偉大，但

是，雖然天主的博愛只是為全人類，

我們在社會上建教堂、蓋醫院、辦

養老院，而你們佛教有嗎？……修

女的話觸動了證嚴法師的靈機，她

決定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從救人

做起。1966 年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

就在法師與四位出家弟子和三十位

信徒的願心下組織起來了。這一場

天主教與佛教之間的「宗教交談」，

開始了慈濟。

 單國璽樞機主教與佛光山的

星雲大師是超過三十年的好朋友，

雖然信仰不同，但透過友誼、透過

交談，彼此尊重，一九九五年，兩人

合力促成了佛教與天主教的國際會

議。二○○六年，天主教輔仁大學

頒授星雲大師榮譽法學博士；二○

一○年，佛光大學也頒授單國璽樞

機主教榮譽文學博士。兩位宗教界

的大師以實際行動證明宗教是開

放的，且不吝為對方的成就鼓掌。

八十八歲的單國璽笑說他比星雲虛

長四歲，所以他叫星雲「大師小弟」。

罹患癌症的單樞機笑說：「我自己

只能盡人事、聽天命，其他的都交

給上帝，因為宗教就是我的人生，

上帝願意給多少，我就奉獻多久。」

星雲大師也提起一段往事，去年農

曆除夕兩人一起在佛光山圍爐守

夜，只有他們兩人，星雲提議明天去

單樞機家裡拜年，沒想到單樞機馬

上拒絕了。單樞機說因為農曆年大

家都放假了，家裡沒有人泡茶招待

客人。

哈！博士級的宗教交談不需要

談什麼大道理，以心交心，很生活，

很簡單。至於，大學部或中學生級

的宗教交談，該談些什麼？做些什

麼？如何「敬其所異、愛其所同」？

當台北清真大寺的馬孝祺教長親

自示範穆斯林一天五次的禮拜，穆

斯林每天至少為至親好友祝福三十

多次，一年下來超過一千多次，我

們看到了無盡的感謝；當佛教團體

所支持的五眼樂團的盲人朋友們演

奏出一首首動人的旋律，這是宗教

很抽象的表演很有趣的內容



112

人在社會服務的貢獻，以及有信仰

者不放棄生命所活出的光彩；當統

一教的夫妻，跪下來向所有學員禮

拜，我們反省自己是否能夠如此謙

卑？當一貫道道親無微不至地照顧

學員的生活起居，甚至連九十歲的

阿嬤也來為我們服務，我們更是慚

愧。前陣子曾發生台灣雇主在印尼

勞工的伙食中參雜豬肉，或許並不

是因為宗教仇恨，而是人們對宗教

的知識不足。宗教訊息如何傳遞？

是去說服、還是去影響？我們對自

己的經文又瞭解多少？不要高估了

自己對自己宗教的認識，自己的團

體可以先對話，瞭解自己的問題。

宗教交談確實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

己。

宗教青年在國際的角色

至於國際間也相當重視宗教

青年的培育，1984 年第一位國際青

年委員加入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理事會。1985 年第一份由日本宗教

與和平協進會出資的青年報紙開

始發行，同時配合「國際青年年」，

來自15 個國家不同宗教信仰的 80

多位青年齊聚印度，參加宗教生活

營隊。而後在 1987 年由英國宗教

與和平協進會舉辦由倫敦到莫斯

科的和平巴士之旅、1992 年加拿大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亦主辦為期三

個星期的和平巴士之旅，以印度安

人的角度重新發現美洲。從 WCRP

第五屆會議開始，青年參加的比例

增為15%，青年會議在 WCRP 正式會

議前四天舉行，他們也可以對世界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提出意見。1989

年國際青年委員會終於成立，選出

13 位代表。第一個跨宗教的青年合

作計畫開始以 12 個月時間，由新

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和英國的代

表，輪流寫信譴責 12 個違反人權

的地區。德國、英國和很多國家的

教育家已經著手分析教科書，將宗

教傳統加進教材中。青年以自己的

宗教信仰為基礎，用和平教育協助

學生了解與尊重其他不同價值觀、

天帝教掌院前合影，怎麼看起來很像一尊尊掛金牌的菩薩像

清晨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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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營參訪聖家堂，這裡是馬天賜神父追思彌撒的舉行地點，而接待我們的郝修
女，正巧是第一屆生活營的學姐，她看到宗教交談的精神有傳承，顯得十分高興

生活、宗教、文化背景。和平教育內

容著重於：宗教交流教育、非暴力

的溝通和解決衝突的方法、環保教

育。以色列有一個計畫，集合猶太

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徒，一起研

讀經典，尋找他們可以應用在生活

上的共同價值觀，再將結果出書。

泰國和日本亦曾共同舉辦「青年領

袖道德研習營」，訓練計畫包括領

導的願景、道德和社區服務。四百

年前用在經濟議題的 Global 全球

化，如今也成為各宗教團體所重視

的共同議題。

修行在人與人之間，不自誇、

不張狂，謙卑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

菩薩在人與神之間，自願地承擔他

人的苦難，隨喜功德；宗教交談在

人與人與神與神之間，在每個人身

上發現我們的神在等待著我們，期

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至於

有些人擔心，宗教交談會不會導致

改變信仰？黃兆明主教分享了他的

看法：「宗教交談會加深我們對自

己宗教的認識，如果因為交談就改

變信仰，可能要思考我們對自己的

宗教的認識夠不夠深刻。」

本文節錄自天主教週報「人與人與

神與神之間」，陳世賢（台東聖母

醫院執行長、《你的耶穌我的佛陀》

作者，TCRP 常務理事）

活動組都有點過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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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十三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宗教交談心開始

 海峽兩岸的和平，一直是全世界共同關切的議題。和平需要對話，

而宗教在這幾年兩岸互動中，確實發揮了具體功效，不但可以安定人

心、也有助於社會發展、並可進而提昇人靈，幫助所有人獲得更美好

的生活品質。故「宗教交談」，是一個有助於各團體、各宗教、各國

之間的和平對話的好方法。

承辦單位：天主教花蓮教區

活動時間：101 年 8 月 2 ～ 5 日，四天三夜

活動地點：花蓮、台東

參加對象：各宗教團體欲培養之青年幹部，合計約 120 人。（含隊輔

及工作人員）

活動內容：宗教參訪、宗教生活、宗教對話、宗教交流

台灣各團體之間的交流

基督宗教團體之交流

佛教團體之交流

台灣與大陸團體之具體合作

台灣的軟實力＋大陸的硬實力＝很有力

台灣與世界之具體行動：配合聯合國及各宗教團體的世界議題，例如，愛滋病防制、濟貧、水資源

保護、環保、反核等。

地點是在花蓮瑞穗的一貫道

長聖道場。七十多歲的林長圳點

傳師拄著柺杖，在道親的攙扶下

緩緩走上講台，面對著台下上百

位來自全國各地跨宗教的代表及

一貫道道親，他即將發表演說。

講台的背板畫有一隻青鳥以及

「愛與和平」二個大字，這是去

年濟公活佛「扶鑾借竅」時批示

下來的「訓中訓」主題。沒想到，

還不到一年，第十三屆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隨即來訪。這是此道場

成立二十年以來第一次的跨宗教

交流。

林點傳師非常讚嘆各宗教代

表對於信仰的虔誠和驚人的意志

力，尤其是在颱風來襲時，仍能

克服種種困難遠道而來。而他和

道場也是抱著「一輩子只能見這

麼一次面」的態度來歡迎大家。

他講述了一段往事，十八歲那

年，有一間廟裡的乩童告訴他，

將來有一天他會在不同宗教的信

徒前面演講。年輕的他無法理解

其中的道理，其實台灣當時也不

曾有過「宗教交談」這個觀念。

後來他專心修道、成立道場，沒

想到今天預言成真。

林點傳師感慨地說：「為了

這一天，我整整修了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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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拉回五十年前的梵諦

岡，天主教會在羅馬召開第二屆

大公會議，教宗保祿六世發表了

一道重要的通籲《祂的教會》

（Ecclesiam Suam）， 其 中 有

一段關於「宗教交談」，教宗提

到「講話之前必須傾聽，不只是

傾聽人的聲音，更要傾聽心的聲

音……交談的精神是服務，更是

友誼。」隨即大公會議公布了

《在我們的時代》宣言（Nostra 

Aetate），這是天主教第一次向

其他宗教打開友善的交談大門。

一個劃時代的新觀念「你不信教

也可以得救」正式出現在人類的

歷史。

然而，宣言之後的五十年，

全世界沒有幾個天主教徒懂得

宗教交談，而在台灣真正從事宗

教交談的天主教徒也只出現過

這麼一位法國神父馬天賜。馬

神父以主動、謙卑的態度，向

不同宗教團體學習，並和他們

作朋友。1994 年，他更邀請了

佛教、基督教、天帝教，共同發

起成立「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Taiw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

TCRP），每年並舉辦一次「宗教

與和平生活營」，幫助更多人認

識「宗教交談」。

以愛之名
此次生活營由天主教花蓮教

區主辦，以「靈修生活」為主題，

從八月二日至五日，四天三夜的

巴士之旅，參訪花東兩縣的宗教

聖地，包括佛教慈濟精舍、佛光

山日光寺、法鼓山信行寺、道教

慈惠堂總堂、一貫道長聖榮園、

天主教聖母健康會館及農莊等，

另有多場專題演講及參加原住民

聯合豐年祭等活動。

為了幫助天主教神職人員認

識宗教交談，我與鮑霖神父（現

任主教團宗教交談委員會執行秘

書），用了半年的時間走訪了七

大教區，進行教區內的交談。主

教團並於活動前一天，邀集教內

菁英，包括鍾安住、黃兆明兩位

主教及多名神父、修女，率先召

開會前會，學習瞭解宗教交談的

態度、並認識佛教、一貫道、天

帝教等不同宗教，為接下來的生

活營做準備。

然而，活動前一天，蘇拉颱

風卻來攪局，主辦單位迅速發出

簡訊通知學員，只要花蓮宣佈停

班停課或者來花蓮的鐵路無法通

行，此次營隊即告取消。儘管當

時花蓮的風雨不大，但氣象混沌

不明，幾個參訪單位不斷來電詢

問我們確定的用餐人數，因為要

預先準備食材。可是當時沒有人

知道營隊究竟能不能如期舉行，

到底會來多少人？聯絡的電話雖

多，我們的心倒很安定，我們預

先推演了所有的可能性及應變措

施，仍依原訂計畫進行相關的準

備。

花蓮主教公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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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颱風造成全台十

多人傷亡，花蓮確定停班停課，

鐵路亦宣布停駛。照理說應該是

要停辦營隊的，沒想到李玉柱理

事長和黃兆明主教卻一致認為，

假如花蓮沒有太大的風雨，生活

營應可繼續完成既定行程。最

後，我們決定活動照常舉行，有

多少人就多少人。（這個營隊可

能是當時全台灣唯一沒有停辦的

活動）

當晚，幾位小組長陸續抵達

牧靈中心，有一位統一教學員從

台南來，他先搭火車到台東，因

鐵路不通，於是他再改乘公車一

路晃到花蓮。他們的出現給了我

們很大的鼓勵。我們取消了原訂

的表演活動，改與二十多名已報

到的學員一起欣賞電影《以愛之

名：翁山蘇姬》(The Lady)，這

部電影描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

山蘇姬的故事，儘管她被緬甸軍

政府軟禁了 15 年，但她仍堅持

以愛與非暴力的方式，爭取緬甸

的民主和人權。翁山蘇姬向自由

世界的人民喊話：「請用你們的

自由，來促進我們的自由。」電

影拍攝過程，飾演翁山蘇姬的女

主角楊紫瓊遭緬甸驅逐出境，電

影也不能在當地上映。導演盧貝

松豪氣地說：「歡迎緬甸盜版，

用一切管道讓緬甸人看到這部電

影。」

面對這麼一位為了民眾福

祉，不惜犧牲個人幸福的歷史人

物，我們靜默祈禱。我也思索著

此次生活營充滿變數的另一層意

義。佛教相信，舉辦法會時會吸

引有形及無形的眾生，我們是否

也可以將這颱風解釋為一場風雲

際會的因緣呢？至於營隊能否如

期舉辦？學員能不能來？想不想

來？或許存在著不可知的深刻意

義。

隔天，火車全面停駛，宜蘭

道路中斷，沒想到竟然有學員從

宜蘭開車繞回台北，改走西部道

路，再由屏東繞進花蓮，整整開

了十六個鐘頭的車子，只為了要

參加此次的營隊。李玉柱理事長

及多名工作人員亦從台北搭乘第

一班飛機趕來，超過三分之二的

學員都到了。

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堅持要

來？難道不擔心安危嗎？

他們告訴我，說不擔心是騙

人的，但是他們向神祈禱，而每

個人得到的訊息都是可以來。既

然決定要來了，交通與時間便不

再是問題了。

我們在花蓮主教公署大堂

舉行了簡單的開幕式。當＜天主

經＞的歌聲響起，我內心激動不

主持人逗趣的問：「請問你對這次生活營
能否舉辦有何看法？」

世賢在日光寺分享與星雲大師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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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李玉柱理事長也感性致詞，

他說宗教人的思考方式和一般人

不同，通常有災難發生時，一般

人會趕緊逃難災區，而宗教人卻

急著要進去救災。目前有一位學

員雖已完成報到，現在人在災區

投入救災。至於在這裡的我們，

則有不同的使命，我們在為未來

世界的和平作準備。

雖然人生多舛，我們喜悅以

對。

黃主教也開玩笑說，下一

次祈禱的時候要記得把範圍放大

一點，不要只記得祈禱花蓮有好

天氣，卻忘了其它地方的人來不

了。

哈！有信仰的人的靈修深

度，表現在他面對生活的處理態

度。

為愛啟程的靈修生活

營隊隨即展開一連串的聖地

參訪，第一站到慈濟功德會。慈

濟原本為我們安排的行程，也因

為緊急成立的救災指揮中心而不

得不稍作調整，這反倒讓我們有

機會見識到慈濟驚人的救災動員

力。慈濟以慈善、醫療、教育、

人文「四大志業」為發展方向，

在四十七個國家設有分會或連絡

處，全球有超過四百萬慈濟會

員，援助七十多個國家。負責接

待我們的劉鈞安師兄，本身是天

法師、修女和一貫道道親一起到道教廟

裡參訪，這是台灣才有的奇蹟

慈惠堂的吳水堀堂主親自為我們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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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卻在佛教團體工作並擔

任要職。他告訴我們，慈濟為人

所熟知的四大志業，其實是佛教

徒的靈修生活所表現出來的外在

形式。對他而言，四大志業也是

天主教徒的靈修生活。

接下來我們參訪了花蓮慈惠

堂總堂，總堂以迎接神駕的規格

隆重接待我們。這是慈惠堂成立

六十年來，第一次有這麼多不同

宗教的代表齊來參訪，是不曾有

過的大事。身著藍衣、一副仙風

道骨的吳水堀堂主與所有幹部，

娓娓道來他們與慈惠堂的因緣，

都是真真實實發生的感動。從日

據時代地上出現放光的神蹟，信

眾們用磚瓦圍出小廟、用空罐子

充當香爐。到如今，全省有上千

尊母娘分身，總堂也成為每年成

千上萬信眾回鑾的大廟，然而慈

惠堂總堂始終低調，沒有看過他

們的廣告，也不曾對外募款。「報

紙上看不到一字，電視上看不到

一影」。

我問堂主為什麼慈惠堂要

這麼低調？知名度高一點不是更

能鼓勵大家一起做好事嗎？堂主

笑說，因為母娘有交待！我們只

是做事的人，母娘交代什麼，我

們就做什麼。做事不是要給人看

的，而是人要對母娘負的責任。

什麼宗教最好？

此次的生活營突破了以往

只停留在一地活動的模式，而是

分別寄宿在不同的宗教道場，如

此一來，學員可以多些時間實際

體驗不同宗教的靈修生活，也能

多一點機會「面對面」交談。此

次也同時安排了參訪慈濟、佛光

山、法鼓山等三個佛教團體，我

們發現雖然同是一佛所教，卻

有相當不同的文化呈現。基督

宗教不也如此？ 長期跟隨法鼓

山聖嚴師父在國際間奔走的果祥

法師，有很多不同信仰的朋友，

她曾問過她的牧師朋友，你的信

仰說我如果不信你的神的人，死

後會下地獄，那麼我會不會下地

修女在佛殿打掃環境，體驗「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禪風。

劉鈞安師兄是在佛教工作的天主教徒，世賢是在天主教工作的佛教徒，鮑霖神父
是在台灣工作的剛果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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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這位牧師笑說，我不知道你

會不會下地獄，但是如果我死了

以後在天堂看不到你，這樣的天

堂我也不要去。但是同樣的問

題，卻有牧師直言：「你會下地

獄！」

「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

呢？」《雅各書四》，宗教狂熱

者不澄清自己的心，卻想清理整

個世界。不要裁判你不能裁判

的，每個團體都有值得我們學

習的地方，「敬其所異、愛其所

同」，這是合一運動與宗教交談

最基本的態度！

 聯電副總顏博文與我們分

享「一個科技人的宗教學習之

旅」，他轉述了一段達賴喇嘛與

神學家 Leonardo Boff 的對話。

神學家問達賴喇嘛：「什麼

宗教最好？』神學家猜想，達賴

喇嘛應該會說藏傳佛教或者東方

宗教比基督教還要歷史悠久之類

的話。然而，並沒有。達賴喇嘛

稍頓了一下，微笑地看著神學家

的眼睛，說：「如果一個宗教讓

你更接近上帝，讓你成為一個更

好的人，那就是最好的宗教。」

這麼一個有智慧的回答令神

學家覺得不好意思，因為這個問

題其實是帶有敵意的。於是神學

家接著問：「什麼會讓我更好？」

達賴喇嘛回答：「只要是讓

你更有慈悲心、更有覺察心 more 

sensible， 更 有 平 等 心 more 

detached，更有愛心、更有人

性、更有責任感、更有道德感，

能對你有如此影響的宗教就是最

好的宗教。」

「朋友，我對於你的宗教或

者你有無宗教信仰不感興趣，對

我來說你在你的朋友面前或是家

人，及工作、社會及世界上的所

作所為才是最重要的。記住，這

個宇宙是我們的思想及行為的投

射，……如果我以善心來行動，

我就會得到善報，如果我以惡心

來行動，我就會得到惡報。快樂

不是註定的事，而是一種選擇。

關照你的思想、   

 因為他會變成語言，

關照你的語言、   

 因為他會變成行為，

關照你的行為、   

 因為它會變成習慣，

關照你的習慣、   

 因為他會形成你的個性，

關照你的個性、   

 因為它會成為你的命運，

而你的命運、就是你的人生。」

宗教交談不應該只是理論，

各宗教代表參加原住民聯合豐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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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教陳國臺副宗伯 ( 左一 ) 與李宜靜秘書長 ( 中 )

愛就是把菜吃光光

也不僅於浮面的交談，或是玩

得很開心的聯誼活動，而是一個

存在著深度、創造力的彼此認

識、了解及相愛。天主教本篤會

的 Dom Henri Le Saux, Swami 

Abhishiktananda 神 父（1910-

1973）曾寫下一段話描述「深刻

的宗教交談」：

「我們必須學習，在我們

自己的心靈深處，體驗到別的宗

教信徒的最深宗教經驗。不但如

此，我們必須學習，把其他宗教

信徒的經驗，轉化成自己的靈修

經驗。同時，也在他們內看到我

們自己最深的宗教體驗。換言

之，我們也須把自己開放給其他

宗教的朋友，使他們意識到我們

最深的靈修經驗；同時，也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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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弘開導師（天帝教）／文

任何宗教的信徒，如果發現

自己的宗教中，含有違反人類和

諧和平的教義，應該給予它重新

省視，重新詮釋它的內涵，才能

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和平、幸福與

安樂－聖嚴法師 2000‧ 聯合國

大會堂

「你大我小，你對我錯」  
             －星雲大師

「敬其所異，愛其所同」  
        －天帝教涵靜老人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之人」 
  　   －證嚴上人

宗教交談心開始，「信心」－

吾心信其可成，「誠心」－一誠

有感無願不從，「耐心」－將對

方宗教耐心的接納，「恆心」－

有恆者事竟成，「勇猛心」－雖

千萬人，吾往矣！「精進心」－

把祂當成生命、生活的一部份！

天主是愛！愛是什麼？開幕

式上大合唱「愛是恆久忍耐又有

恩慈！……愛是永不止息！」宗

教與和平生活營今年邁入第十三

屆，因為有愛所以不止息的舉辦

過十二屆，本屆活動主題「宗教

交談心開始」，就因為「有心」

才能克服「蘇拉」颱風的干擾。

更因為『宗教「心」生活』，貫

穿了十三屆，精神始終如一，心

雖然很抽象，但具體而微的落實

在生活營每一生活細節，那種從

內而外散發出來的宗教大愛，感

動著參與這場盛會的有形與無

形。

「滴水之恩，湧泉以報！」

五十幾位學員前後卻承受二百多

位工作團隊的服務，就像證嚴法

師「信人有愛，信已無私」成就

慈濟世界。生活營秉持無私有愛

共同成就人間一方天堂、佛國、

淨土。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

謝「天恩師德、天主保佑、上帝

保佑、佛陀慈悲」。「傳承」也

賦與本屆生活營另項任務，所幸

本屆老、中、青三代均衡發展，

也象徵協進會生生不息的生命

力，風雨生信心，結訓典禮在法

鼓山「信行寺」舉辦，更突顯了

宗教徒「信、願、行」慎始慎終

的情操！

們的心靈深處，看到我們最深的

靈修經驗，是與他們最深的靈修

經驗契合的。」

結業式時，學員熱情的分享

著這三天營隊帶給他們的啟發與

感動，不同的信仰之中有一個共

同點是「善」，「五百個人可以

成就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We are one family under 

God.」有一位天主教修士今年

不滿十八歲，他說接觸不同的宗

教，讓他有更開闊的視野面對未

來的靈修生活。「雖然我們不是

最棒的，但我們是最美的！」

李玉柱理事長笑說，同樣是

十八歲，一貫道的林點傳師修了

五十年才能在不同宗教的人面前

演講五分鐘，你今天講了比他還

久，將來一定會更有成就。理事

長以六個字總結他對此次生活營

的感受：「感恩、感動、感謝。」

最後，黃兆明主教拿出一份

《在我們的時代》這份歷史文件，

在他身後的背景是佛教的釋迦牟

尼佛雕像，他說：「教宗在 1964

年大公會議就說要作宗教交談，

但是直到今天，五十年都過去

了，台灣也只出現了一個馬天賜

神父。宗教交談很重要，如果沒

有開始，就永遠沒有開始。宗教

交談還是一個未知的領域，我們

都在學習，而生活營只是一個開

始，讓我們一起加油！」

本文刊載於天主教週報，陳世賢

（台東聖母醫院執行長、《你的

耶穌我的佛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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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十四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我家的老、佛、耶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儘管老子、佛陀、耶穌提供了許多生命

智慧，但許多家庭卻因信仰不同而起了煩惱。如何增加各宗教徒間的

相互了解與尊重，並學習彼此面對家庭的態度與智慧，進而將宗教信

仰落實到家庭生活。

承辦單位：佛教、天主教、一貫道、天帝教

活動時間：民國 102 年 7 月 25〈四〉－ 28 日〈日〉

活動地點：天帝教高雄市掌院、一貫道神威天臺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高雄宣教中心、

 　 天主教真福山、佛教光德寺、佛光山

參加對象：各宗教團體欲培養之青年幹部，合計約 120 人。（含隊輔

及工作人員）

活動內容：宗教參訪、宗教生活、宗教對話、宗教交流、宗教體驗

參訪紀事
李紀勳（一貫道）／文

每年一度的「宗教與和平生活

營」是國內各宗教所共同期待與共

襄盛舉的盛大營隊活動，此次由著

名的天帝教承辦，天帝教乃臺灣深

具特色的合法宗教，尤其是靜坐修

行的功夫享譽海內外，令眾人讚嘆

不已，此次由協進會高齡八十八歲

的李子弋理事長親自帶領天帝教

全體同奮前賢共同齊心戮力的主

持帶動，各宗教也遴選優秀代表共

同精心策劃參與，相互護持支援，

讓營隊在天恩師德的加被護持下，

在各宗教共同策劃與同心合作當

中，所有的營隊活動流程與各項事

務皆能順利平安的進行與完成。

活動首日，所有前賢大德相聚

在莊嚴宏偉的天帝教高雄市掌院

舉行開幕典禮，協進會李理事長子

弋先生致開幕詞歡迎大家，並由司

儀介紹此次營隊的各宗教優秀代

表，營隊氣氛旋即進入熱絡高潮，

好似即將開始舉辦一場盛大的宗

教慶典一般，各宗教前賢大德也好

像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有說有笑，

歡聚一堂，大家都以最歡喜的心情，

來迎接與參加這次的營隊。

首日來到了盛名遠播的一貫

道神威天臺山道場，由於座落在南

臺灣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高雄六

龜地區，是一處鍾靈毓秀、地靈人

傑的修行寶地，經由一貫道寶光建

德道場林再錦領導前人帶領全體

道親前賢同心同德的開拓建設，終

於完成了現今宏偉巍峨的莊嚴道

場，道場四周環繞著清新美麗的大

自然環境，規模莊嚴雄偉的佛堂聖

殿矗立，以及一群臉上永遠帶著法

喜微笑與親切熱情的道親，一貫道

神威天臺山道場真可稱得上是一

處莊嚴殊勝的人間仙境，亦是令人

敬佩與效法的宗教模範道場。來到

此處，身心靈不自覺地放鬆與淨化，

身心同時能夠感受到蒼翠青鬱的自

然森林環抱，峋嶙雄偉的精美石雕

處處林立，以及一座座莊嚴肅穆的

佛像，周遭所有的一切，皆引領著

我們邁向平靜與舒坦的心境，群山

環繞，鳥語花香，身心達到和諧美

滿，真是一處宗教靈修的殊勝寶地。

有道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

乃眾生有緣幸逢三期應運，天命明

師降世普度，解救蒼生，吾人能夠

幸遇真理大道。一貫道明師慈悲降

世，人人皆能順應天時，誠心修辦，

把握契機，行功了愿，終可達本還

原，覺悟還鄉。「地利」乃為上天垂

慈降道於現世，天命傳承於大地人

間，風生水起，萬物風行草偃，一道

同風，世界將普傳真理大道，一貫

真傳將傳遍萬國九州。「人和」可謂

真道乃天人相互契應，諸佛菩薩、

眾神仙真共同加被護持傳揚真理

大道，使芸芸眾生皆能幸受一貫真

傳，所有道親在天命明師的慈悲領

導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共將此

一大事因緣圓滿成就，讓世間能夠

真正實現出彌勒家園的人間天堂。

指導單位：內政部

補助單位：內政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承辦單位：佛教、天主教、一貫道、天帝教

協辦單位：基督教、統一教、軒轅教、天道、伊斯蘭教

中華天地正教、道教、天德教、巴哈伊教

第十四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專輯】
The 14th Live Camp for Religion and Peace 【Special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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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是營隊課程，所分享的主

題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由陳

世賢執行長、聖玄法師與鮑霖神父

三位資深且才德兼備的宗教界代

表共同主持與演講。三者皆生動地

述說己身與家庭的親身經歷，論述

自我與家人或家庭間的關係如何

適切地和諧相處、互動與了解，並

闡釋經由宗教信仰的引導與幫助，

使家庭更加美滿和樂。若將「經」

視為永恆不變的真理，以現實生活

而言，每個家庭皆有不同的生活習

慣與生命文化背景，家人間的相處

有著既定的互動模式與親近習性，

若能時時自我省思與運用智慧與家

人相處及對待，相信家庭定可和樂

融融，相親相愛；現實生活當中總

有太多的錯綜複雜之因緣必須去

體悟與圓滿，就以生命而論，生命

唯有真正透過信仰的力量才能超

越自我，突破困境，究竟圓滿生命，

所以信仰不僅能圓滿個體的生命，

也能同時嘉惠家人與周遭親友，甚

至傳達至整體社會，共同成就美好

的人生願景。

第二日上午首先參觀臺灣基

督長老教會高雄宣教中心，宣教中

心位處高雄市中心地帶，是一座結

合信仰與現代化的基督教堂，營隊

抵達教堂即由鄭牧師帶領著幾位

教會的牧師與弟兄姐妹歡迎著營

隊的來訪，並簡報臺灣長老教會及

高雄宣教中心的歷史傳統與現今

宣教中心的發展概況，接著教會特

別準備令人賞心悅目的節目是幾位

牧師與弟兄一同吟唱聖詩，透過優

美的旋律與虔敬的歌聲對著偉大

的上帝進行敬拜讚美，希望以此祝

福營隊所有的前賢大德能夠家庭

幸福美滿，經由聆聽雋永的歌詞，

讓所有營隊前賢們能感受到上帝

對於人們的祝福與關愛。下午營隊

接續前往「天主教真福山」，真福山

位於高雄市充滿自然清淨的杉林

區，是單國璽樞機主教勞費心力，

總共歷時二十年所逐步推動興建完

成，單樞機主教有鑒於臺灣近幾十

年來社會的繁榮發展所帶來的物

質雖豐富提升，然個人心靈內涵與

社會倫理道德卻逐漸淪喪的現象

情況，所產生的人生價值觀日益混

亂與沉淪，他希望能夠提供一處可

使人們省思內心與提升自我，並重

新認識與找回自我的心靈園地，使

人們的內心不再沉淪與迷惘，進而

提升人們的倫理道德與心靈的內在

價值，讓人性的真善美光輝能夠被

喚醒與開顯，人人能夠得受天主的

真愛，並永遠帶給人們光明與希望。

為此，單樞機主教經常虔誠祈禱，

祈求天主的祝福與啟示，他不辭勞

苦地南北奔波募款及邀請所有人

能共襄盛舉，長達二十年的全心付

出，終使的「天主教真福山」美夢

成真，於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正式落成啟用，單樞機主教一生為

臺灣社會做了許多的犧牲與貢獻，

他將天主的大愛化作每一次對於人

類社會的祝福與關懷，也親身實踐

了許多福傳工作來永續造福人群。

營隊的晚間活動主要有兩部

分，第一部分由幾位宗教代表分享

著各宗教對於婚姻與家庭的觀念，

並與大家進行座談與分享，各宗教

代表都分享所屬的家庭婚姻觀，此

項座談相當有意義，藉由各教代表

的精采講述，讓營隊前賢更加了解

各宗教的家庭倫理、生活習俗與歷

史傳統，對於未來宗教間的交流對

話與互助合作相當有所助益。第二

部分是各小組的集體創作，小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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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將自己心目中對於宗教和平交流

或希望宗教共融團結的想法或方

式，用蠟筆繪製而成一幅圖畫，每

個小組成員都聚精會神地集體「共

同」創作出希望世界和平、各宗教

和諧交流共融相處的美好圖像。透

過共同於圖畫的描繪與創作，學員

間顯現出喜悅的互助合作與真誠

欣賞之情感，相信每一位學員都已

將心目中宗教和平共榮相處的美

好景象，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第三日上午營隊參訪世界著

名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釋迦

牟尼佛體現出「上求佛道，下化眾

生」偉大的慈悲喜捨精神，為求修

道解脫，棄王子尊貴身而現出家修

行相，精進苦行修道，終於菩提樹

下證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隨後慈

悲開始傳道弘法，救度眾生。佛陀

的出家修行精神值得後世所有修道

者學習效法，佛陀對於眾生的慈悲

喜捨值得所有眾生感恩與讚嘆，佛

陀的崇高德性與覺悟智慧，更是值

得所有眾生禮敬、緬懷與紀念。遠

瞻「佛陀紀念館」的佛陀莊嚴雄偉

法像，遙想著佛陀一生的慈悲德行

與弘法利生，心中無比法喜充滿，

好似感受到佛陀無時無刻慈悲觀

照芸芸眾生。「佛陀紀念館」地廣

百餘公頃，面積四千多坪，旁有八

座代表「八正道」的寶塔，以及四座

代表「四聖諦」的菩提伽耶正覺塔，

地下設有地宮四十八間，收藏著各

種與佛陀有關的紀念聖物。「佛陀

紀念館」建館工程經八年建設，於

二○一○年竣工，整體佈局有著「前

有八塔，後有大佛，南有靈山，北有

祇園」的雄偉規畫格局。星雲大師

興建「佛陀紀念館」之初衷本愿，

是希望透過象徵佛陀慈悲德行與

覺悟智慧的法身舍利之供奉，讓人

們在禮敬佛牙的當下，能夠開顯自

己的清淨佛性，將人間帶入佛陀圓

滿的真善美，為社會帶來和諧與安

定，進而讓全世界人們能夠來到「佛

陀紀念館」禮拜佛牙舍利，受到佛

光加持，人人內心得以淨化，為社

會帶來祥和安寧，為世界帶來和平

友愛。

下午營隊參訪佛教「光德寺」

淨心長老所興辦的「淨覺養護中

心」，所有老人家看見營隊學員的

來訪，心情都非常的高興與喜悅，

淨覺養護中心的創設是以興辦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為宗旨，創辦董事

長淨心長老有感於臺灣社會需要有

一座能夠愛心照顧老弱無依貧病

之長輩的福利機構，秉持著不以營

利為目的，以落實關懷老人福利，

及發揚佛教「慈悲喜捨，利益眾生」

的精神，以「是關懷不是施捨，是尊

重不是同情」的精神理念，為高齡

長者提供專業與全方位的生活服

務、人性的照護與全人的醫療關懷。

淨覺養護中心是第一個由佛教共

同發心創建的老人養護中心。目的

是讓長輩有舒適安定的歸宿，讓進

住的長輩擁有一個「健康無憂慮」、

「頤養有去處」及「晚年有尊嚴」

的優質生活環境。

在營隊參訪養護中心之後，營

隊來到了座落於高雄市阿蓮區的

「光德寺」，光德寺環境清靜，四周

田野如畫，生意盎然。一九六三年

四月淨心長老晉任第三代住持迄

今，效法諸佛菩薩慈悲喜捨的弘法

精神，全心全力推動法務，積極從

事各項佛教事業，在其德行感招推

動之下，寺眾、信徒開始不斷增加

與護持，四方賢達共襄盛舉，由於

淨心長老的慈悲帶領，各項法務日

益宏展，主要弘揚的佛教事業分為：

1.佛教弘法事業 2.佛學教育事業

3.佛教文化事業 4.佛教慈善事業

5.佛教法會活動。淨心長老對於佛

天主教真福山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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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合照

教的傳揚與推廣盡心盡力，期能廣

揚佛法，永續佛慧命，濟世利眾，展

現佛陀慈悲為懷之精神。

晚間為「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的重頭戲—共融之夜，營隊各小組

經由三天相處之後，大家已有著初

步的認識、了解與熟悉，在準備共

融之夜的團體表演過程中，大家都

能逐漸地放下身段，相互讚美與欣

賞，互助合作，相互引導與討論。各

小組藉由團體表演來呈現出各宗

教間的和平交流與友愛合作，這便

是此次營隊的舉辦宗旨，相信也是

世界宗教和平的相互友愛與信任

基礎。每一小組皆由不同的宗教代

表所組成，每一宗教代表皆能與其

他代表有著信任的溝通與友好的

交流，經由所有人的精心策劃，互

助合作，互信互愛，同心共融來完

成「共融之夜」，每一小組的團隊表

演都給大家帶來了無比的歡樂與

驚喜，真誠表現出世界各宗教邁向

和平大同的希望願景。

營隊的最後一天是各小組的

心得與成果分享，每一小組將自己

用心製作的宗教和平與世界大同

的作品展示給大家，作品內容是描

繪著各宗教的神聖標誌與精神象

徵，及其能夠相互結合與連結，圖

畫象徵著各個宗教的同心共融，一

起為人類社會和平共同合作與努

力，每一件作品內容都充滿著對全

世界人類的祝福與關愛，各小組透

過共同用心繪製的作品，真實地表

達出對於世界和平與宗教共融的

希望願景，相信也是所有人類心目

中嚮往的美好理想境界。接著由學

員分享參與營隊的心得感言，經由

幾日的歡喜學習與相處，每一位學

員對於宗教之間的和平交流與共

融合作皆有著深刻的啟發與感受，

也更加了解與熟悉各個宗教信仰

的文化與傳統。每位學員都表達出

無限的感恩及喜悅，以及營隊接近

尾聲時的離情依依，學員們互道珍

重祝福，並祈願未來「宗教與和平

生活營」能永續的舉辦與推廣，相

信「宗教與和平生活營」所推廣的

宗教和平與弘揚人類共融互助的

美好理念，一定能為臺灣乃至於全

世界注入一股清新、博愛與希望的

力量。最後誠摯祝福所有的營隊人

員與所有先進大德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家庭幸福美滿。

（本文節錄自李紀勳，「一貫道的

道化家庭觀與營隊參訪紀事」）

今年的「宗教與和平生活

營」在高雄舉辦，天主教真福山

是行程之一。怎知一進大廳，我

竟然在書架上看到好熟悉的幾

本刊物 ---「陪伴」月刊。這是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我應

馬天賜神父之邀所主編的刊物，

也是我與各宗教團體的第一次

具體合作，那一年的經驗一直影

響我到現在。

時間過得好快，都已經十四

年了，版權頁上的聯絡電話和地

址早已幾番更迭，甚至馬神父、

聖嚴法師、蕭家振秘書長、單國

璽樞機主教都已經不在人間。如

今，新任的理事長與新的團隊帶

領新的一批年輕人到這個新的

地方進行宗教參訪。

陪伴的出現，充滿驚喜，

畢竟經驗過那段日子、而且現

在還在協進會服務的人不多

了。是呀！他們為什麼要離開？

我們為什麼還堅持？這些年，

我們到底為宗教與和平做了什

麼？再見陪伴，你們要告訴我

什麼呢？

我彷佛聽到熟悉的聲音，

是馬天賜神父，他說：「不要害

怕！」

哈哈！我才不怕呢。盡力

而為，但不抱任何期望，想談

就談，不想談也不必勉強。我有

什麼好怕的？

再見陪伴

TCRP 常務理事，陳世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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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活動主題：TCRP 20 - 傳承與開展

承辦單位：一貫道、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天德教、天帝教

活動時間：民國 103 年 6 月 27 日 - 29 日　

活動地點：台中磐頂教會、天主教霧峰聖若瑟堂、

天帝教天極行宮、天德教、

凌雄寶殿、一貫道崇德菩薩館、

佛教中台禪寺 

參加對象：各宗教團體、大學、研究所推荐報名之宗教徒、

          學生等約 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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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紀實

文字整理：劉曉蘋（鏡仲）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現任秘書長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

進會」於今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舉辦第十五屆「宗教與和

平生活營」，安排三天二夜的

宗教活動，參訪各宗教的殿堂，

體驗各宗教的生活，藉由活動

幫助大家了解各宗教的特色，

展現台灣宗教融合的奇蹟，展

現「敬其所異、愛其所同」宗

教力量。

本次「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有天主教，天帝教，佛教，道

教，基督教，一貫道，統一教，

天德教，軒轅教，天地正教與

天道，聯合舉辦。

主要活動地點在台灣中部，

包括台中磐頂長老教會、霧峰

聖若瑟堂、天帝教清水天極行

宮、天德教彰化凌雄寶殿、一

貫道崇德菩薩館。參加的夥伴

們是來自國內、外宗教界，涵

蓋老、中、青三個世代的宗教

徒。大家參訪各宗教道場，認

識各宗教的特色、體驗宗教生

活，透過體驗實際去了解宗教

力量是台灣社會不可缺少的軟

實力。

6 月 27 日上午在台中龍井

的基督教磐頂長老教會舉行，

由宗教和平協進會的榮譽副理

事長淨耀法師主持第十五屆宗

教與和平生活營開幕式，淨耀

法師開幕致詞祝福本次生活營

圓滿順利，祈願每一位參加者

都能夠收穫滿滿，共同促進宗

教的和平，帶來社會的祥和。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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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生活營特別響應內政

部「好人好神運動，敲響關懷

鐘」的活動，特別邀請內政部

次長林慈玲前來給予鼓勵。林

次長表示，近來因臺北捷運喋

血及社會的動盪事件，使人心

相對焦慮，若能善用宗教力量，

讓民眾感到身心平安，使人人

心中有愛，臺灣才會有福。因

此內政部今年推動「好人好神

運動」，著重於進階面的社會

責任，以「有愛有福，關懷青

少」做聚焦，藉由關懷與引導，

協助青少年面對及處理生涯發

展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問題，培

養光明正向的人生價值觀。例

如：關懷與扶助家庭環境困難

的中輟學生，協助親職教育、

脫困、資源提供與轉介，進行

反毒宣導與毒品戒治及從事監

所受刑人教化等工作，都是對

於安定社會具有實質貢獻的「好

人好神運動」。

林慈玲次長指出，「好人

好神運動」簡單來說就是「發

揮公德心與社會責任，來彰顯

信仰本質的美好」，希望宗教

團體與社會大眾，除了以私領

域的宗教品德與神聖信念來進

行相關傳教活動，在公領域方

面，也能秉持「公德心」，「以

讓別人也能生活的方式來過生

活」，這涉及了環保、動保與

人權等面向，是每個公民或信

仰者的基本道德，也是好人好

神運動的基本面；至於「社會

責任」則是「依自己能力做出

對等的社會貢獻」，是每個公

民或信仰者的選擇，也是好人

好神運動的進階面。

開幕式之後，磐頂教會莊

信德牧師特別為所有的生活營

的夥伴介紹基督教的人神關係。

莊牧師說，同是基督信仰的天

主教與基督教，天主教以傳統

解釋聖經，基督教以聖經解釋

傳統。基督教把因果拿掉，從

「關係」的角度說明基督教的

創造理解，是要建立合乎真理

的蒙福關係。

莊牧師告訴我們，新約聖

經有很多故事，傳達信仰背後

的價值觀。例如浪子回頭的故

事，一個父親因為死而復活、

失而復得的兒子，他們就快樂

起來。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人

的自由意志的決定如何影響人

的一生，人的心靈的回轉如何

改變自己的生命，人的勇氣去

真實的懺悔重新修復人與神的

關係。父親象徵著神，有一雙

充滿恩典與真理的手，全然的

接納，使得全然得釋放的孩子

們充滿了基督的榮光。這就是

基督教會給我們的啟示，因著

上帝的愛、因著磐頂教會為生

活營帶來了好的開始，這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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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2 夜的活動必得以圓滿順利。

離開磐頂長老教會後的第

二站，所有的夥伴搭乘二台大

遊覽車前往霧峰天主教聖若瑟

堂參訪。親切的魏文麗老師為

大家介紹聖若瑟堂已有 60 多年

的歷史，堅固的教堂經歷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雖沒有太大損

傷，但後來考量配合當地外來

居民的需求而改建。教堂內的

彩繪玻璃，每一片玻璃都是一

則聖經上的故事，圖案、雕像、

壁畫，是源自於中世紀的視覺

教化的傳統。彩繪玻璃上有上

帝造人、耶穌誕生、耶穌復活

的故事，有耶穌在加納婚宴當

中行奇蹟的故事，還有象徵著

信與德的「船與風浪」，象徵

著公審判的「天平」。

堂內兩側看到耶穌苦路的

木質雕像。耶穌背負十字架，

讓我們思念檢視自己是否每天

背負自己的重擔、十字架，然

而耶穌背負十字架跌倒也不以

此為苦。讓我們了解到行走在

愛中的靈魂，不會感覺疲憊。

雕像呈現著耶穌苦路的故事，

看著這些苦像，可以了解到耶

穌的苦。這些雕像確實扮演著

視覺教育的功能。

鮑霖神父補充說，天主教

用傳統解釋聖經、也用聖經解

釋傳統。有興趣看聖經的，可

以去教堂，看教堂裡面的雕像

可以得到視覺教育，因為教堂

裡面的圖像講的是聖經的故事。

此外，天主教堂內的祭台前面

有一條看不見得線，如同有一

個門，進入一個神聖的空間，

也可以說是世俗與神聖之間的

一扇門。透過鮑霖神父補充的

講解，可以了解到祭台上面的

神聖，一般人是不能隨便上祭

台的。

本屆的主題訂為：「TCRP 

20 - 傳承與開展」。生活營第

一天晚上安排在天帝教清水天

極行宮的宗教論壇，由各宗教

前賢領袖們從宗教的過去、現

在、未來共同來交流討論宗教

傳承的重要性。宗教論壇主持

人陳世賢是 TCRP 的常務理事，

服務於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執

行長，他本身是一個佛教徒，

首先他簡介了中華民國宗教與

和平協進會是一個世界宗教組

織的台灣分會，一直努力於促

進台灣的宗教交流互動，帶來

宗教的和平。之後在將近兩個

小時的論壇時間裡，基督教鄭

君平牧師，天主教羅際元神父，

佛教悟豪法師，一貫道黃禮廣

講師，統一教張貴成會長，天

道洪禎甫校長，天帝教沈緒氣

開導師等七位與談來賓各宗教

代表都發表了非常精闢的看法

在主持人妙語如珠欲罷不能的

結語之後，各小組把握短暫的

交流時間，便互道晚安結束第

一天的行程。

6 月 28 日 上 午 參 訪 天 德

教在彰化的凌雄寶殿，天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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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友熱情款待。董事長葉

昌立為大家介紹天德教的背景

與發展，教主蕭昌明大宗師倒

裝下凡，先天佛國諸事，熟知

宇宙流行之氣、天地人三才相

通之理，與六道輪迴之苦。七

歲即離家，開始其肉身濟世度

人、復蒙  無形道祖點化授以

玄針、掌光，為人醫疾救苦、

驅邪解厄，因願力之宏深，有

割股救人、刺肝以救旱氛之悲

天憫人壯舉。獲頒詔授天權：

封為「普化救苦天尊」。民國

15 年 6 月 22 日 頒 立 廿 字， 作

為人生的準則。聖師母在 38 年

在香港青山，立案天德聖教。

台灣開基，蕭大宗師弟子王笛

卿，在台灣設立據點，對於社

會教化與道務推展有相當的貢

獻。54 年成立中國精神療養研

究會，在台灣登記立案天德教。

78 年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天 德 教 總

會。

葉董事長說，天德教信仰

的是道、天德、宇宙真理、一、

元性，教主一綉宗主。天德，就

是天之德。提倡宗教大同、促

進世界和平，因為天道一以貫

之。葉董事長也簡短的介紹了

天德教的經典、儀規、儀禮、

天德聖教組織傳承，還有現況

與展望。這次生活營非常難得

有如此的機會參訪天德教，認

識天德教。在參訪的過程中處

處可見到天德教細膩的安排與

接待，讓所有夥伴倍感溫馨。

葉董事長說天德教有大公無私

的精神，歡迎大家隨時到訪！

隨後一行人前往草屯一貫

道的崇德菩薩館。首先菩薩館

主任為大家介紹了菩薩館的源

起，觀賞「不休息菩薩」成道

五週年感恩大會活動精華，主

任說這二十分鐘的簡短影片呈

現的是四個小時精彩活動的濃

縮版。影片當中看到許多來自

國內各地與國外崇德團體的精

彩演出，令大家深深震撼的是

每個團體所展現出來精采表演

的美與善，更看到團隊的向心

力與整體的紀律。午餐之後館

長陪同大家參觀菩薩館，大開

眼界看到館中許多珍藏的菩薩

與觀音聖像。更珍貴的是看到

「不休息菩薩 - 陳大姑前人」

的生平，這位前人奉獻畢生生

命，歷經超過六十年的歲月，

建立起發一崇德雄厚基礎的道

場。走在菩薩館中細細看著大

姑前人的照片，深深的感動著

這位不休息菩薩對於宗教、國

家、社會的貢獻，是所有宗教

徒最好的典範。修道，真的是

不分男女，只要有心，人人可

以成聖、人人可以化身菩薩！

接著，生活營前往參觀中

部很盛名的佛教勝地 - 中台禪

寺，惟覺大和尚為了弘揚佛法、

淨化人心、安定社會，不但積

極在各地設立精舍，尤其他為

了傳揚傳統文化、保存佛教的

歷史資產，創建了中台禪寺及

中台禪寺旁邊的中台山博物館。

中台禪寺的師父們很熱心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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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們分三組參訪人員，參觀

了中台禪寺裡面令人屏息敬佩

的殿堂特色與各項設施，四大

天王殿、大雄寶殿、大光明殿、

禪堂、萬佛殿等等，法師們也

同時為我們介紹了這些文物設

施當中所蘊含的佛陀精神。中

台禪寺令人感動的，不只是一

個宏偉宗教殿堂，更是背後一

個偉大和尚的願力與感召力與

佛法無遠弗屆的安定力量。

6 月 28 日晚上由執行秘書

陳大晟主持共融之夜，大晟告

訴大家要記得把生活營當中宗

教交流的感動帶回自己的宗教

去分享。 所有夥伴分成六個小

組輪流分享心得。

第一組、第二組的夥伴們

分享的議題是：「新的科技是

否影響宗教需求？宗教有何方

法可以去增加自己的成員？」

然後統一教張會長分享說，科

學追求自然的法則、時代的進

步。但是宗教講的和睦，宗教

徒要遵守自己的部份，統一教

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存在來自

上帝，來自上帝的愛。自然的

法則還是以「愛」為中心。科

技帶來的工具，我們的心態很

重要，正確的心態才不會被科

技綑綁。最重要的是心態，這

就是宗教的重要性，去成就這

個世界成為愛的世界。

第三組、第四組的夥伴們

分享的議題是：「關於家庭內，

跨 世 代 之 間 的 宗 教 衝 突 的 處

理？」天帝教的郝光聖樞機分

享說：「我參加過很多宗教，

宗教從古自今衝突太多了，只

有天帝教，可信仰原本宗教，

我要求我女兒學打坐，我說這

是為她好。她現在還是做自己

基督徒的禱告。世界和平太難

了，世界衝突太多了，我只有

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每年 TCRP

辦兩次生活營的活動。」

第五組、第六組的夥伴們

分享的是宗教可以為我們帶來

什麼 -- 對於社會公益、環境的

關懷，更是帶來世界和平的希

望。接著，TCRP 的常務理事世

賢為大家分享了世界各地的一

些災難圖片，其實就是要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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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徒內在的感動，世賢說宗

教交談不是要告訴別人我們自

己的宗教有多好，而是在對方

的宗教上面看到對方的好，例

如我們看到佛教徒，就會看到

菩薩的影子。

天帝教光弘開導師分享歷

年來參加生活營的心得，他感

性的說：「各位弟兄姊妹、各

位法師、各位同奮，不管怎麼

稱呼，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

一 家 都 是 人。 我 已 經 參 加 過

十二屆的生活營，認識不同宗

教，這是我們辦生活營的目的。

宗教和平要在生活當中落實，

我們要把握這樣的機會，因為

難得不同宗教湊在一起，在這

銀河系裡面，下次再湊在一起

的機率幾乎等於零。」

6 月 29 日上午由天帝教天

極行宮的光舒主委、光霸副主

委介紹導覽天帝教，播放影片

給所有夥伴分享天帝教的生命

觀。榮譽副理事長淨耀法師主

持生活營閉幕式，淨耀法師開

示，人生的價值要靠自己去創

造，有的人把自己帶到監獄、

有的人有了宗教帶來光明。人

生一分一秒存在的價值，在於

本身能為人付出。但願我們大

家一起共創彼此的價值，共同

達到我們宗教和平協進會的使

命，就是「促進宗教和平」。

淨耀法師的開示是本次宗教和

平生活營的完美句點。

TCRP 在台灣邁入二十年，

感念著 TCRP 歷任理事長，天主

教馬天賜神父、佛教淨心長老、

一貫道李玉柱前人，現任的天

帝教李子弋（維生）先生，一

棒接一棒的帶領著 TCRP。這是

一股什麼力量支撐著、推動著

呢？應該就是上天對世人的愛，

上天對世界的願，愛一切生命，

願 世 界 和 平。 這 是 TCRP 的 使

命，也是每個宗教徒努力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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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宗教交流



133

宗教與和平
 years

宗教與和平
 years

紀念特刊

20
 紀念特刊

years與




 20years

與

蘇菲亞教堂交融著基督宗教與伊
斯蘭教的藝術文化之美，吸引全
世界不同的宗教信徒來體會

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Asian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ACRP

1996.10 在泰國阿猶太雅（Ayutthaya）第5屆會員大會

2002.6 在印尼日惹（Yogyakarta）第 6 屆會員大會

2008.10 在菲律賓馬尼拉(Manila)第 7屆會員大會

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World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Peace, WCRP

1994.11 在義大利（RivadelGreda）第 6屆會員大會

1999.11 在約旦安曼（Amman）第 7屆會員大會

2006.8/25-29 在日本京都（Kyoto）第 8屆會員大會

世界宗教議會理事會
Council for a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CPWR

2001.9. 協辦中國佛教會與世界佛教華僧會在台北

共同召開「世界宗教合作會議」有二十九個國家，

二十種宗教，一三九位宗教領袖出席，針對如何

促進宗教和諧、減少衝突、生化科技等議題，進

行討論。目前正積極爭取加入「世界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亞洲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等國際性

宗教組織，使台灣的宗教活動進一步與世界宗教

活動緊密結合。

2002.10 在美國芝加哥（Chicago）第一次「促進國際城

市聯盟與世界和平」國際研討會

2003.10 西班牙（Manresa）第二次「促進國際城市聯盟

與世界和平」國際研討會

2004.7 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聖山（Montseerrat）全球大

會會前會

2004.11在台灣台北「2004 年夥伴城市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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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近代印度偉人甘地

（Mahatma Gandhi）的傳記中，

知道甘地受一位耆那教大師瑞強

德拉（Raychandbhai）的影響，

承認許多不同的觀點，包括宗教

的差異，都是合理合法的。甘地

因此認同：「一切宗教乃是殊途

同歸。只要可以抵達同一目的

地，走上不同的道路，又有什麼

不好呢？我信仰世間一切偉大宗

教的基本真理。我相信這些真理

都是上帝賜予的，也相信對於獲

得啟示的那些人而言，這些真理

乃是必要的。」

換句話說，多元的宗教信

仰，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至高

的實在，即是人性及神性的超

越，即是從有差別位格的上帝，

轉為非位格無差別的實在，佛教

稱之為「實相法」，在其他宗教

則稱為「絕對的真理」。甘地是

從多重面相看實在，所以承認多

重面相的差異，並不違背絕對的

真理。不同的宗教之間，所爭論

的是實在的差異面，若能體驗實

在本是同體，就不會有什麼爭執

了。當然，我們也未必要完全贊

同甘地的觀點，然而甘地的觀點

確實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我想談一個真實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有幾個朋友，共

同發願要挽救中國的佛教，於是

有的去了南方的泰國，有的去了

東北方的日本，有的進入深山中

苦修。十多年之後，居然都在美

國重逢，所學各不相同，但又都

是佛教，因此再一次相約，如何

合作做一些具體的工作。其實，

同一宗教的各教派之間，或者在

不同宗教的各團體及個人之間，

能夠合作、應該合作的空間是非

常大的。

所謂合作，也未必是要納

入同一個組織體來運作。它可以

是彼此呼應，放棄暴力、拋開宿

怨、不算舊帳，共同來消弭飢餓、

疾病、自然災害及種族戰禍的根

源，共同為後代的子孫，保留地

球的環境資源，共同保護人類的

心靈，不被仇恨、貪婪、嫉妒、

忿怒、驕慢、自卑、猶豫、恐懼、

憂愁、狂傲、失落感等所污染。

如果各宗教都能有這樣的共識，

並各自從影響鼓勵自己的信徒做

起，則世界各國的主要宗教，不

但能夠影響人民，也能影響政治

家及工商界的企業家，這便是大

大地跨出了宗教合作的第一步。

（文章內容節錄自法鼓山聖嚴法

師於 2001 年 9 月 20 日台北圓山

飯店「世界宗教合作會議」閉幕

典禮之演說）

二○○一年達賴喇嘛來台

訪問，慨然將邀請單位供養他的

十萬元美金，自己再另加五萬元

美金，捐給九二一地震災民協助

重建工作。達賴在法會中提到慈

悲，說到激動處，他不禁流下淚來。

我也感動得哭了。堂堂一位世界

級的大人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為世界作了這麼多貢獻，台灣卻

有一些「是非人」質疑他的動機是

為了斂財。其實台灣再怎麼不景

氣，經濟條件還是比流亡藏人好

太多了。結果反而是比我們窮困

的人，在我們危難時大方地給予

我們協助。

慧雯說他好辛苦呀！我說這

是他的路，他選擇以這種方式來

渡眾。馬神父說想安排我和達賴

見面，我當然願意，但並不希望給

大家添麻煩，若因緣成熟，我自然

有機會與這些偉大的靈體以「身

相」得見。在精神上，我早已是他

的信徒了。

二○○五年，奇妙的緣分帶

領我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參加達

賴喇嘛七十大壽的長壽法會，我

竟然能站到達賴喇嘛的身邊，聽

他說話。很難想像他一個人竟然

肩負著十幾萬流亡藏民的生計，

還包括全世界藏傳佛教信徒與非

信徒在精神層次上的修持。很多

人看到他都會哭，而他看到每個

人卻都是笑。他就是有這麼大的

攝受力，那麼有把握地去安慰別

人，感動別人，引導別人。達賴喇

嘛離開時還特地向前來和我握

手，並對我說話。雖然他只說了一

個簡單的字，卻對我有很大的鼓

勵。

（以上內容節錄自《你的耶穌我

的佛陀》，陳世賢，光啓文化事業

出版，2007年）

達賴喇嘛來訪

聖嚴法師 -

 宗教的了解 與

       宗教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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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我與耕莘文教院的馬天賜

神父代表台灣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TCRP） 前 往 美 國 芝 加 哥

參 加 CPWR(COUNCIL FOR 

A  P A R L I A M E N T  O F  T H E 

WORLD'S RELIGIONS) 所 舉 辦

的國際研討會。與會者還有國際

佛光會依法法師與世界宗教博物

館，以及來自全世界二十多個國

家、將近一百名宗教人士與學者

專家，共同就「促進和平與城市

聯盟」的主題進行為期一星期的

研議。

這般規模的全球性宗教和平

會議於 1893 年首度在芝加哥召

開，百年後，由另外一批人接續

此龐大計畫，並成立 CPWR，以推

動世界和平為宗旨。世界和平，

芝加哥高登研討會紀行
COUNCIL FOR A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多麼偉大的夢想呀！這個普見於

所有團體與個人的共同願望，有

可能完成嗎？這是今日不做，明

天就會後悔的工作。1999 年舉行

第一屆全球大會，地點選在種族

衝突嚴重的南非開普敦，當時有

上千名宗教、政治領袖皆熱情與

會，包括來自台灣法鼓山的聖嚴

法師、世界宗教博物館創辦人心

道法師等人，還有以寬恕和包容

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總統曼

德拉與達賴喇嘛。此次大會的首

要目的在「認識」，建立初步的

互信基礎，宣示意義較重。

而此次在芝加哥所舉行的

會議，則以「對談」為主，找到

究竟我們能為世界和平做些什

麼？大會每天安排不同的專題

演講，議題從分享各國宗教合作

的經驗、到為何要合作？要與誰

合作？合作什麼？如何合作？到

如何將區域性合作推廣為全球合

作？而合作的信任感如何產生？

如何將嘴上說的理論化為實際的

行動等。至於分組討論則針對個

人靈修經驗、文化認同、宗教合

作狀況、以及推動和平運動所面

臨的困境等問題彼此分享。

在還沒有來美國之前，我從

不知道「911 事件」對美國的傷

害竟如此之深，種族問題、宗教

衝突的陰影，盤據在大多數美國

人的生活周遭，他們揮之不去、

也解決不了，民眾渴望安全的生

活環境卻不可得，對和平的盼望

既使與敵對的國家人民幾無二

異。既然如此，那麼問題的徵節

點在哪裡？正如一位錫克教的信

徒所說的：「我們都說世界上的

宗教都是好的，但是為什麼把幾

種好的東西放在一起，會變成不

好的？」

陳世賢（台東聖母醫院執行長、《你的耶穌我的佛陀》作者）／圖文

陳世賢（左二）代表參加芝加哥高登會議，與泰國法師、
菲律賓天主教代表、印度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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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到發生在波西尼亞的

經驗，他說當地如果想要和平，

首先要把這些宗教領袖全關起來

才有希望。當初聯合國部隊進駐

時，曾要求三大宗教握手言和，

教長們也共同簽下和平宣言。但

是等聯合國部隊一離開，這幾位

宗教領袖馬上又開始批評對方，

並鼓動民眾要去消滅「異教徒」。

「不要問神是否真實存在，

但問我們是否有誠實待人。」我

們發現和平的最大阻力在於人，

因為人會被誤導、或為了私利而

蒙蔽良心，忘記作一個人至少應

具備的同情心與悲憫。所有宗教

經典都教我們要付出「愛」，不

是口頭上的愛，而是化為一種行

為 ------ 一種讓對方感受得到

的愛的行為。其實愛是需要學習

的，尤其是不同的種族文化，卻

相處在同一個地方的人，更需要

多些機會來彼此瞭解。衝突都是

肇因於不瞭解，瞭解才不會造成

誤解，合作才有可能。這就是

大會選擇在芝加哥召開的原因，

因為這裡有一個很成功的合作案

例 --- 史寇基組織（SKOKIE）。

史寇基組織的成立緣起自多

年前的一場殺戮，一名宗教狂熱

份子槍殺多名不同信仰者，自己

最後也舉槍自盡，發生地點就是

大會安排的參觀行程 --- 羅傑公

園（ROGERS PARK）。此區位

於芝加哥北部，圍繞在公園周遭

住著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人們，

白人、黑人、黃種人、阿拉伯人、

印地安人、猶太人等，他們又分

別隸屬於不同的宗教信仰與派

別，生活習慣差異極大，原本彼

此都不相往來、井水不犯河水，

而槍殺案的發生讓所有人都不敢

出門，大家才驚覺必須正視此

事。

先是由各宗教共同為罹難

者勸募喪葬費，舉行聯合公葬。

然後他們成立史寇基組織，由不

同的宗教團體提供師資，在社區

內各校開辦不同民族的語言、音

樂、舞蹈等課程，共計有八國語

言、26 種不同文化，並在每年舉

辦類似嘉年華的慶典，幫助小朋

友學習、認識多元文化。然後成

立圖書館，供社區使用，並提供

各教團學生工讀的機會，讓她們

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起

為各宗教間的互動努力，以培養

她們成為日後的領導者。

整個參觀過程很令人感動，

在參訪不同的宗教會所以及和

學生面對面的互動中，我們真的

看到了「希望」，史寇基組織很

紮實地在實踐和平的夢想，不但

社區變得更加團結和諧，小朋友

也在歡笑中學習到更寬闊的世界

觀。

至於台灣有什麼宗教合作

的經驗嗎？如果大家記憶猶新的

話，應該很容易憶起九二一大地

震時宗教界的奉獻熱情與努力。

我們在會議中報告當時宗教界如

何有效整合救援力量，組成「陪

伴聯絡網」，並出版「陪伴」月

刊的始末；佛光會依法法師亦針

對女性在宗教交流所扮演的角色

做專題演講。另外，世界宗教博

物館的成立、與提供不同宗教

人士相互認識的「宗教和平生活

營」、反毒活動等，也都值得我

們與國際友人分享。而當印度、

薩爾瓦多發生地震時，台灣也全

力前往救援。這就是合作產生的

良性互動。不過我相信我們還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去做！不是只侷限在台灣，

而是要擔當起世界公民的角色，

積極投入國際做出貢獻。否則，

試問我們有什麼資格加入某些團

體、期待獲得他人的認同？

這個研討會的「氣質」很特

殊，因為與會者都是極具宗教熱

誠與靈修經驗的有心人，所以很

容易交心。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

人與我們一樣有志一同，並且一

直在為世界和平作努力。和平，

不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所有家

庭、媒體、政治、宗教領導者的

共同責任，因為每個舉動都會影

響到我們的後代子孫。信任遠比

同意更為重要，我們需要時間來

教育民眾，少點批評，多些理性

的對談。我們不希望愛心，總是

在不幸發生後才受到重視。這便

是高登協會希望進行的下一步驟

「城市聯盟」計畫，以正向的活

動主題來提醒世人和平的可貴，

比照奧運模式，藉由城市間的串

連，來幫助不同文化的交流。

這些都是極為宏觀的和平計

畫，台灣將以怎樣的條件來推薦

給國際的好朋友呢？且讓我們拭

目以待！

本文節錄自「城市聯盟與和

平運動」，作者陳世賢，曾任職

於世界宗教博物館、撰寫人間福

報佛祖舍利專欄、並主編「各宗

教團關懷 921 災後重建 --- 陪伴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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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宗 教 議 會 (Council 

f o r  a  P a r l i a m e n t  o f  Wo r l d 

Religions) 今年在西班牙巴塞

隆 納 (Barcelona) 盛 大 舉 行，

會議時間是 2004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包括各國之宗教領袖、

學者等，大會有一萬餘人參加，

會中發表論文共四百餘篇，盛況

空前。本人榮獲世界宗教議會邀

請，參與世界宗教議會在西班牙

聖山 Montserrat 之會前會 (Pre-

assembly)，原來還邀請我在 12

日於巴塞隆納大會發表一篇論

文，因為時間過於緊迫，未能準

備論文，故僅同意參加會前會，

而一切食宿費用，以及註冊費都

是完全由大會支付。

世界宗教議會是世界最大的

跨宗教組織，第一屆在 1893 年

舉辦，一百年後在南非好望角的

第二屆大會時，德國神學家孔漢

思 (Hans Kühn) 提出全球倫理

的觀念，獲得世界各國宗教領袖

一致通過。今年巴塞隆納正舉辦

2004 Forum，而世界宗教議會躬

逢其盛，會前會 (Pre-assembly)

則是集合各國宗教家、宗教領

袖、及宗教學者四百餘人共同為

巴塞隆納第三屆大會暖身。

今年之世界宗教議會共有四

個主題：

1. 潔淨水資源、 

2. 難民問題、 

3. 消除宗教之戰爭、 

4.免除第三世界債務。由與會者選

擇參與其中一個主題，本人選擇參

與第一組，即是 1.潔淨水資源。

來自台北與會者，多是心

道法師世界宗教博物館的信眾，

有二十餘人，他們都是自費參加

該會學習的年輕人，心道法師

同意承辦今年十一月 CPWR 之

Goldin Institute 2004，故他也是

大會之貴賓身份，其他還有一位

回教代表及一位天帝教代表參加

巴塞隆納大會，台灣跨宗教組織

( 中華民國宗教和平協進會 ) 之

代表，則僅有本人而已。

該會議目的：旨在促進宗教

間的合作交流，討論世界各國所

關切的問題及對策。

我們在 7 月 4 日抵達巴塞隆

納，隨即被接送到 Montserrat 鄰

近之旅館，晚上參加了由大會主

席 Dr. William Lesher 所主持的

歡迎會。

7 月 5 日 下 午 一 點： 大

會 正 式 開 幕， 由 Dr. William 

Leshe r,Mon t se r r a t  Monas t e ry 

Abbot，和巴塞隆納市長主持並

致詞，並有各國年輕人表示出他

們對未來所提出理想和展望。

(1). 不同宗教、不同議題之分

組討論：由不同議題的人士

共同組成，除了自我介紹

外，分別對自己國內與自己

議題相關的情形作一介紹及

說明。我是屬於潔淨水資源

組，故將世界上缺水之情況

及原因作一分析，並把台灣

水資源稍作介紹，此外，對

於台灣水利局推動省水系

統、以及部分大、中、小學、

2004
世界宗教議會

馬遜（華梵大學校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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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而山中聖本篤寺院之僧

侶日日如斯修行生活，歷千

年矣。 

(5). 參 訪 Montserrat 修 道 院

之 晚 間 彌 撒， 由 該 院 之

Montserrat 兒童合唱團歌

唱聖詩，如翠谷清音，可繞

樑三日。

(6).7 月 7 日回到原來最初的組

別，人人都必須表達未來在

自己所屬機關團體如何對所

關心的議題作出貢獻。我提

到要普遍的宣導重視水源，

並可由宗教和平協進會及華

梵大學環境及防災設計學系

各種場所，推廣愛惜水之觀

念。

(7). 當天下午離開 Montserrat，

前往 Barcelona，而我亦於

當日黃昏離開西班牙，結束

了三天緊密的會程。

會後感想與結論：

(1). 這一會議動員人力極為龐

大，許多世界各國來的義

工，他們都是自費，出錢出

力，很令人感動。

(2). 西班牙是以天主教立國，難

民很多，大多來自是回教，

西班牙政府要負擔他們的居

住、教育、工作、信仰以及

社會福利等問題，雖然文化

差異大，當然免不了有不適

應的情況，但是政府、學校、

宗教團體及民間都做出了極

大的努力來解決問題，令人

感佩。

(3). 自從 911 後，全世界的宗教

團體都動了起來，宗教間如

不能合作締造和平安詳的環

境，則世界一切努力不可能

有好結果。如今台灣政界人

士挑起族群間衝突問題，前

景堪憂，令人惋惜。

(4). 會中有一位以色列女子和一

位巴勒斯坦女子出來報告她

們國內之衝突，以及她們的

孩子所遭到炸彈攻擊，她們

自身飽受威脅，但她們仍願

號召女性，為了不要傷到家

人，要影響自己的丈夫、孩

子放下仇恨，儘快恢復和平

共榮。

(5). 與我同組有一位波斯尼亞

人，他是回教徒，南斯拉夫

原來是共產國家中最富裕

的，後來波塞各族內亂四

年，如今已然平復。他含著

眼淚告訴我們，那四年天天

生活在恐懼中，如今雖然由

塞爾維亞人統治，但是他認

為人基本上只要與家人平靜

過日子就好了，若是忘不了

仇恨，去炸去毀，冤冤相報

何時了呢？聽他之言，深感

其理，不覺動容。

(6). 世上有許多國家，還在戰

爭，還在內亂，還在缺水斷

電，還在恐懼和驚慌中過

日子，台灣有幸能避免，希

望國人能珍惜富有無虞的生

活，眼光要放得更大更遠，

族群間包容尊重，方能共同

創造美好的未來。

2004/7/12

台北動物園省水措施之情形

作一報告，特別介紹華梵大

學山水之淨化及廢水處理系

統。

(2). 同宗教、同議題之分組討

論：7 月 6 日是以同宗教、

同議題分組，討論水與宗教

的關係。我所參加的是佛教

組，座中有一位西藏仁波

切、心道法師、美國佛學家

Prof. Lindsay，瑞士佛學家

Olef、美國萬佛城的一位年

輕法師共八人。我們各自發

表了一些佛教對水的看法，

有很多有趣的論點。

1. 水是太空中尋找生命的根據，

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

2. 佛教云：「智慧如水」，所

以我特別延伸：Water cleans 

t h e  e a r t h ,  a n d  W i s d o m 

purifies the mind.

3. 大悲水救治一切病苦

4. 西方極樂世界有八功德水，

水有八種性質象徵善人之八

種功德。

5. 觀無量壽經中，亦可以「大

海」作為觀想對象。

(3). 接著是由不同宗教、同議

題的專題討論，並於每組找

一位代表綜合該組之各個重

點。

(4). 下午與心道法師等一行抽空

坐纜車直扺 Saint Cova 和

Saint Joan，見到發現該寺

院所供奉黑聖母之崖洞，十

分幽靜，沿途有精緻雕塑之

聖經故事，山形奇特、風景

絕佳，故稱為西班牙第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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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無法取得安全飲用水的十一億人口當中，百

分之六十五是亞洲居民；而在開發中國家，百分之

八十的疾病與死亡乃是導因於水源性疾病。匯集各

個城市的力量，來共同面對這長期而致命的全球危

機，此時此地無非是最佳良機。

因為大家的共同參與，夥伴城市會議才能成為

每個人學習的重要契機。我們在此分享經驗以裨益

他人、從同僚的工作中反省學習，在處理全球水危

機的問題上，探索各種結盟合作的可能方式。

我們盼望著與各位共享這麼重要的議程。我們

也期待，在和平、正義與生態永續中所發展出來的

夥伴情誼，能夠歷久而彌新。

願世界和平 

Diane Goldin 

Goldin Institute 創辦人

Travis Rejman 夥伴城市計畫主持人

親愛的朋友們 :

歡迎蒞臨夥伴城市國際會議！這是我們向台灣

政府與民間領袖學習的機會，也是彼此相互學習、

並且認真去了解與處理家鄉與全球水危機的機會，

熱切期盼各位的參與。

我們很榮幸能與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心道法師共

同主辦夥伴城市國際會議。從大會的主題、議程、

物流，到接待等事務，都由世界宗教博物館和台北

的協辦單位大力承接。讓我們一起向主辦單位致上

感謝之意，若非他們長達數月的準備與安排，這次

特別的會議就不能夠順利舉行。

今年的夥伴城市國際會議，聚集了來自二十多

個城市、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各界領袖。他們分別

來自於阿根廷、巴西、東埔藥、伊朗、以色列、墨

西哥、菲律賓、盧安達、西班牙、斯里蘭卡、台灣、

土耳其、烏干達、美國與辛巴威。在這裡，我們得

以共同分享彼此的實踐方案，學習世界各城市創新

與有效的運動方式，並探討跨城市、跨社會部門的

運動對於處理全球水危機上可能具有的貢獻。

全世界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無法取得乾淨

的飲用水，這件事實突顯了本次會議的重要與急迫

2004 夥伴城市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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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八月底，我與佛教

淨心長老、台北清真大寺馬孝棋

教長、天帝教郝光聖副理事長代

表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

（TCRP）出席在日本京都舉行的

第八屆世界宗教和平大會（VIII 

World Assembly of Religions for 

Peace），同行的還有法鼓山副住

持果品法師和常智法師。與會貴

賓包括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

伊朗前總統哈他米、大會主席哈

珊王子，以及來自全世界一百多

個國家，兩千多位宗教領袖，當

然還包括千百年來始終水火不容

的幾大宗教代表，齊聚京都國際

會議廳，一 起為「解決暴力衝

突」、「建構和平」與「環境安

全」三大議題進行為期四天的討

論。 

一九七○年，當時美俄兩

大核武強國處於冷戰，全人類的

生命緊繃在毀滅性武力的詭異平

衡之中，戰爭一觸即發。全世界

的宗教領袖有感於宗教對於世界

的責任，特地選在象徵平和安全

的平安京 --- 日本京都，成立

跨宗教的組織「世界宗教與和

平協會」（WCRP），每五年在

不同的國家舉辦一次世界大會。

今年，新的一批宗教領袖承繼了

前輩們的宏觀遠見，重回這塊期

許世界和平的發源地，重新省視

三十多年來我們究竟繳出了怎樣

的成績單：中東戰亂、以阿衝突、

庫德族的殺戮、九一一的恐怖攻

擊、愛滋氾濫、貧窮、暴力，再

加上南亞海嘯的天災人禍等等，

犧牲了千萬人的性命似乎仍不足

以喚醒人類的覺知，最糟糕的是

世人似乎都知曉問題所在，卻找

不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法。掌握

權勢的野心家依然故我，言者諄

諄，聽者藐藐。孰是？孰非？始

終致力於靈性修行的我們，是否

對安定人心做出了貢獻？我不禁

疑惑，這場幾乎集合了全世界最

有靈修經驗的領導者，究竟可以

帶給世界怎樣的啟發？能做什

麼？做得了什麼？

這也是一場很昂貴的會議，

對於經費始終拮据的 TCRP 來說，

實在需要考慮再三。再則，大會

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對待台灣

極不公平。TCRP 從一九九五年起

即提出入會申請書，卻始終得不

到回應。TAIWAN 的名稱不能出現

2006 第八屆世界宗教和平大會

陳世賢（台東聖母醫院執行長、《你的耶穌我的佛陀》作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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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傳統能劇歡迎世界各宗教界代表

在大會手冊、甚至個人名牌，對

於 WCRP 而言台灣既不是會員也

不是觀察員，台灣什麼都不是。

說來可笑，一個號稱超越宗教的

世界和平組織竟然會向政治現實

低頭，教我們如何期待它能伸張

公理正義？

大會秘書長溫得利博士（Dr. 

Vendley）曾為台灣的會籍大力奔

走，他懇切的請我們包涵，並特

地來信邀請，他說 ：「WCRP 如

果沒有台灣的加入就沒有任何意

義，請我們無論如何務必參加。」

為此，我們重新反省宗教對話的

目的，最後理事會達成協議，不

拘泥於會員名稱，而是要更積極

地投入國際活動，將台灣的成功

經驗與世界分享。中國政府的百

般刁難，無非是想擠壓台灣的聲

音，台灣越活躍，台海問題越會

受到國際矚目。況且台海安全的

最關鍵對象就是中國，最需要溝

通與對話。我們將台灣與中國的

宗教對話視為 TCRP 在國際宗教

對談的最大任務，並相信宗教界

的和平對話必有助於海峽兩岸建

立共識、維繫友誼，避免武力的

衝突。

滿懷興奮、夾雜著疑惑、

也深感責任重大，我們來到了京

都。

和平會議的不安全感

由於出席人數眾多，與會

代表皆由接駁公車接送到京都國

際會議廳。沒想到當車子抵達會

場，我們卻全部被鎖在車上將近

半個鐘頭。會館外的工作人員慌

張忙亂，沒有人來解釋原因。與

其胡亂猜測不如靜觀其變，大家

紛紛利用時間與各國代表交流，

表現出相當的智慧與風度。後來

才知道是因為小泉首相要來參

加，抗爭團體揚言鬧事，所以安

檢特別嚴格。上千人同時擠在窄

小的安檢門口，怎會不亂？說來

諷刺，倡導和平的會議卻充滿不

安全感，各國貴賓反而被當作危

險份子而受檢，日本人在此是失

禮了。

有人笑稱這是一場全世界

規模最大的「宗教大拜拜」！是

嗎？動用了那麼多的人力、資

源，不會只為了演一齣肥皂劇

吧？隨著會議展開，我心中的種

種疑惑逐一明朗清晰，眼界大開：

沒有高來高去的誇言口號，大家

都是來真的！大會主席哈珊王子

首先發難，他認為宗教徒不能只

侷限在宗教領域，而是應該理性

的面對世界變遷，同時考慮到政

治、經濟、文化等相關層面，要

尊重各宗教最深的根源，承認彼

此的差異，保持對話與相互了

解，分享各自的道德守則，落實

成實際的行動，支持各宗教的意

見與基層活動，尊重各組織不同

的運作方式，從小區域內尋求和

諧，對大環境提出共同承諾。他

不懂為何各教、各國依然缺乏溝

通與互信？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立

類似歐盟一樣的團體？目前 WCRP

正積極的透過聯合國與非政府組

織、非營利組織、尤其是與恐怖

組織保持密切聯繫，設法透過和

平手段促成文明的和平協議。但

絕不能對恐怖攻擊行為保持沈

默，否則正義的大門將永遠不會

打開。

最好的方法就是運用媒體，要

引導媒體，幫助媒體了解他們所不

了解的部份。為何宗教被政治所利

用？有人說宗教領袖成為戰爭的罪

人，因為有人濫用宗教。

安檢極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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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幫助教育媒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全世

界將近六千五百萬人喪生，其中

四千萬是無辜的平民，人類學到

經驗了嗎？有人說許多戰亂因宗

教而起，我確信宗教的宗旨絕非

如此，但是否也意味著宗教有不

容忽視的大力量？只要我們善加

發揮。找出問題的根源，一一解

決。問題若在宗教教義，那麼就

先從有共識的教義建立起互信基

礎，再針對不同教理尋求雙方可

接受的概括解釋；問題若在政治，

就考慮最多數人利益的智慧加以

解決。如同法律不可能解決所有

問題，法律也只有在大家都願

意遵守時才有意義，所以要靠協

商。就像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而且要持續進行，才有可能解決

的一天。

一名曾在南非工作，後來

被南非政府所驅逐出境的記者，

他提到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為何

宗教被政治所利用？有人說宗教

各大媒體均有廣泛報導

領袖成為戰爭的罪人，因為有人

濫用宗教。但他認為宗教不應與

政治分離，如伊斯蘭社會與基督

教社會無法劃分清楚， 要化解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衝突，也一定

要考慮到宗教。暴力不是宗教的

失敗，而是人的失敗。宗教應當

擔任溝通的角色，讓政治與宗教

成為區建設的重要力量，運用宗

教的影響力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

信任，比如阿拉法特的努力，至

少實現了以阿雙方一定程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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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運用

媒體，要引導媒體，幫助媒體了

解他們所不了解的部份。

第二天，日本的各大媒體

皆以顯著的篇幅報導本次會議，

主題皆圍繞在和平的主題。我試

著想像這樣的會議如果在台灣舉

行，台灣的媒體會怎麼說？話題

大概會圍繞在政治與八卦吧，然

後政治評論員七嘴八舌酸溜溜的

說些看笑話的冷言冷語吧。台灣

人都愛看這些嗎？我不認為。

我知道他是我的朋友

此次會議不見達賴喇嘛或者

西藏代表，也不見北韓的代表，

因為日本拒絕發給北韓簽證。我

不禁疑惑，難道和平是有限度

的、有條件的？在最可能發生衝

突的地區進行和平工作不是我們

最重要的課題嗎？為此，南韓代

表向大會提出嚴正的抗議，認為

WCRP 和日本不應該對任何單位有

偏見，宗教應相對的中立，應對

所有人表示同樣的尊重。

另一個大會很難自圓其說

的議題是希望解決貧困，而大夥

兒卻在京都錦衣玉食，感覺相當

矛盾。倘若大家願意犧牲一點享

受，將節省下來的經費直接去幫

助幾個小村莊會不會更有意義？

身為宗教團體的領導者實在不該

為自己找藉口，應該要更犧牲、

更謙卑。中國人常說「相由心

生」，我總以為宗教薰陶應該能

改變個人氣質。然而，卻有部份

代表不僅與「修道人」的模樣相

去甚遠，甚至表現出令人討厭的

凡俗惡習，感覺倒很像是幫派流

氓，充滿高傲、貪婪、自以為是。

對不起！我的宗教潔癖是不

夠寬容的。但在這樣的會議裡經

常有人在無意間提醒了你，幫助

你反省。一位日本法師談到他們

對宗教的態度，出生禮是神道教

的儀式，結婚時上基督教教堂、

死亡時則採用佛教。宗教是日本

人生活的一部份，不分別、不比

較。曾有一位朋友問他：「你的

那一位朋友是不是另一個種族的

人？」他回答：「我不知道他是

哪個民族，但我知道他是我的朋

友。」我們確實不該丈量朋友，

否則別人也同樣丈量我們，朋友

不是比較和喜好，就像宗教沒有

誰好誰壞，誰對誰錯，否則永遠

沒有友誼。「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珍惜一切緣份，以慈悲智

慧向一切眾生學習。

經濟與性靈的發展要並進

日益商業化的世界，人們關

注的焦點似乎只有賺錢與利益，

然而隨著經濟高度發展，生活壓

力卻更大、人心也更苦，表示這

樣的發展趨勢仍不夠完整。太多

的經驗顯示，宗教似乎是文明病

的解藥，宗教確實有能力為世界

做出更多的貢獻。

大會依各不同主題安排分組

討論，藉由小團體的討論分享區

域心得。我所參加的是和平教育

的推動， 我以台灣的宗教合作在

社會關懷的實例與生活營的經驗

與各國分享，尤其是每年舉辦的

生活營，確實很紮實地在年輕學

子心中種下了和平的種子。至於

和平教育，我覺得台灣並沒有，

有的頂多是生命教育，但如今也

在升學壓力下被犧牲了。教育是

一種質變的過程，倘若學校只重

視考試成績，家長只忙著賺錢，



144

電視節目只對灑狗血的暴力與社

會案件或政治投機客在國會殿堂

裡低劣的演出有興趣，那麼我們

如何期待未來的主人翁會有高尚

的人格？政黨領袖每次遇到政爭

困境就會去向宗教領袖請益，但

師父說得貼切，弟子的錯誤卻依

然一再發生，可見得好的教育一

定要透過實踐，不斷的省視、檢

視、練習再練習，否則永遠只是

空談的理論。

這次中國大陸派來四十位代

表，以道教居多。一位道長也提

出道教對於世界和平的觀點。理

論上說得很對，但在我聽來卻顯

得空泛無力。我實在很想問他，

中國大陸的和平教育是什麼？為

什麼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與台灣

有血脈情誼，卻經常在國際場合

聲稱絕不放棄以武力解放台灣？

為何以七百多顆飛彈對準台灣？

為何一再地在聯合國、奧運、世

界衛生組織、甚至在 WCRP 多方

阻擾台灣、打擊台灣？我真的好

想問他們，但我想他們是回答不

了的。強行追問只會破壞彼此難

得建立起來的友誼 --- 雖認識

不多，但至少彼此尊重。這些惱

人且處理不了的問題，都在彼此

很識相的微笑中心領神會。我知

道兩岸和平只能慢慢來，不斷的

做，從建立起共識，創造好的對

談環境，等待因緣俱足的一天。

TCRP 沒有自己的辦公地點、

沒有常設人員，沒有經常性的國

際連絡組，沒有屬於自己的網

頁，只能靠各團體各自的人際關

係去單打獨鬥，甚至連屬於 TCRP

的名片都沒有。TCRP 看似屬於各

宗教團體的大家庭，卻又不隸屬

任何單位，這樣的組織要如何運

作呢？經費在哪裡？人在哪裡？

總不能永遠依賴新任理事長來提

供新的會址，永遠搬來搬去打游

擊，而應該持續推展的會務，只

能在不斷的變動中摸索前進。

具體可行的計畫

由於台灣並非正式代表，

所以不能參加重大的決策會議，

我們只能利用機會增加與其他國

家的友誼。不為的，只為了向他

們學習。再說，要找到這樣一個

能同時認識這麼多國家重要領導

人的場合並不容易。與偉大的人

格者接觸，更覺得自己的渺小與

不足。台灣若想要發揮國際影響

力，勢必要更積極的投入，要能

提供建設性的方案才能建立舉足

輕重的角色，否則永遠只是旁觀

者，永遠只能做點狀的交流。

當然，網路是一個全新且障

礙較少的通路。有人建議 WCRP

應該要成立一個屬於青年和孩童

的高峰會，作為一種準備與過

渡，以 WCRP 為入口，可以讓人

下載一些與和平工作相關或令

人印象深刻的相片，這也是一種

推廣，讓世界知道我們在為和平

短時間接觸，通常感受最多的是
信仰在人們身上表現出來的氣灿

我方與大陸代表的
第一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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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其實社會的負面新聞很

多，只是我們都沒有利用這些機

會教育民眾。民眾大多是偷懶

的，我們給什麼，他們就吸收什

麼，所以我們要善用方法，將負

面的消息導引出正向的能量。和

平教育的範圍也不能只侷限在學

校，要推廣到社區，為不同年齡

層的學童出版講述和平教育歷史

的專書，也要為教徒、神職人員

準備尊重不同宗教的教材。

確實，該做的能作的事還真

多，我認為這正是 TCRP 最能發

展的方向。台灣何其有幸，沒有

宗教衝突，宗教也始終扮演社會

安定、急難救助與教化人心的力

量。然而，宗教間的合作卻始終

缺乏具體的能量：TCRP 沒有自

己的辦公地點、沒有常設人員，

沒有經常性的國際連絡組，沒有

屬於自己的網頁，只能靠各團體

各自的人際關係去單打獨鬥，甚

至連屬於 TCRP 的名片都沒有。

TCRP 看似屬於各宗教團體的大家

庭，卻又不隸屬任何單位，這樣

的組織要如何運作呢？經費在哪

裡？人在哪裡？總不能永遠依賴

新任理事長來提供新的會址，永

遠搬來搬去打游擊，而應該持續

推展的會務，只能在不斷的變動

中摸索前進。

和平教育的理想是普世價

值， 宗教組織要更主動介入一

些外圍組織才能發揮更大的作

用，否則影響力有限。對媒體亦

須進行宣傳，宣傳宗教團體對於

和平的共同聲音，建立共識，形

成網路。舉辦和平論壇，正視暴

力衝突的慘痛教訓，尋找出戰爭

模式，尋求解決之道。絕不允許

任何假借和平之名的暴力產生。

尤其在戰亂的地區更要提供宗教

方面的幫助。宗教有極特別的優

勢和專長，有能力讓人們得到心

靈的撫慰。

宗教有特別的優勢和專長

最後一天的總結報告，三大

主題分組各推派代表向大會報告

其討論內容。許多尖銳的問題被

當場提出，不斷地挑戰大會的因

應能力。

在「解決暴力衝突」方面，

報告人特別提到預防的重要，如

何在暴力發生前即採取積極的作

為。戰爭前夕 WCRP 該作什麼？當

然，信任是最重要的，要從教育

做起，在彼此的差異基礎上進行

和平教育、成立和解委員會。和

平教育的理想是普世價值， 宗教

組織要更主動介入一些外圍組織

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否則影響

力有限。對媒體亦須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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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宗教團體對於和平的共同聲

音，建立共識，形成網路。舉辦

和平論壇，正視暴力衝突的慘痛

教訓，尋找出戰爭模式，尋求解

決之道。絕不允許任何假借和平

之名的暴力產生。尤其在戰亂的

地區更要提供宗教方面的幫助。

宗教有極特別的優勢和專長，有

能力讓人們得到心靈的撫慰。

在「貧窮與愛滋病的防治」

方面，要加強政府的組織、與

非營利組織和聯合國的合作，提

出青年發展目標，配合世界衛生

組織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在貧困地

區，給予愛滋病患者尊嚴及保護

行動。在宗教團體中進行愛滋病

的宣導，總結各國的經驗，推行

一些示範性活動。尤其要特別關

照婦女與孩童，利用宗教的網絡

連接形成力量 ，提供醫療、及經

濟上的援助。在環境安全方面，

提出共生的觀念，不應局限在單

一區域，要提供鼓勵的措施以及

宣傳的教材。大會特別頒獎給利

比亞的一個婦女跨宗教組織，這

是非洲第一個受獎的團體，也是

第一個在 WCRP 得獎的婦女團體。

她們毫不居功，她們說這是大家

的獎，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猶太教拉比的羨慕與祈禱

一位來自聖城耶路撒冷的猶

太教拉比，他說以色列的土地屬

於以色列人，而讓以色列痛苦的

是圍繞地中海的國家，他們殺害

猶太人，今天這些國家代表仍不

願和以色列人坐在一起。他說以

色列的土地屬於以色列人，而讓

以色列痛苦的是圍繞地中海的國

家，他們殺害猶太人，今天這些

國家代表仍不願和以色列人坐在

一起。他拿出一張相片和一本可

蘭經，他說相片上這三名以色列

士兵目前仍被真主黨所俘虜，他

希望透過溫得利博士轉交一封信

給真主黨領袖，請求釋放以色列

士兵，並請在場的所有宗教領袖

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勸說自己的政

府，不要再因為錯誤的信念殺害

他人。

劍拔弩張的經文解釋

在「建構和平」方面，來自

孟加拉的伊斯蘭和平建設組織談

到裁軍，因為暴力本身會造成無

止境的循環，以暴絕不能治暴。

但商業市場的不公平發展造成了

世界上半數人口的貧窮問題，無

形中助長了暴力發生的可能性。

儘管國與國之間有時會因為領土

與主權出現不可避免的衝突，但

唯有共同安全性的建立，才能實

現共同渴望的安全理想。當一個

國家對另一個國製造不安全因

素，他絕不可能安全的。人人皆

渴望自由，但要在同情心中尋求

和解機會。期待各國建立和平組

織，謀求軍事和政治上的保證，

積極行動，或許需要長時間的努

力，但至少讓和平有機會實現。

沒有受過恐怖的威脅，無法

深刻感受安全與和平的重要。伊

拉克什葉派代表提到賽拉姆前政

府以各種手段對自己的國民施以

嚴重的暴力，人民生活在鮮血與

恐怖威脅之。當他倒台後，幸虧

有許多國家的軍隊進駐維安，伊

拉克人民才得以喘息。

斯里蘭卡代表也提到，他們

所愛的國家這二十五年來因內亂

衝突，數百萬人民因而受苦。他

希望透過 WCRP 居中斡旋，讓政

府與依拉姆組織能早日達成停火

協議。此動議被視為決議正式提

出。

接著三十幾位蘇丹代表一起

上台，他們雖隸屬於不同宗教，

卻一起在沒有政治力控制的地區

推展和平教育。黝黑的皮膚綻放

著燦爛的笑容，他們高舉起彼此

的手，為宗教和平作見證。全場

響起如雷的掌聲。
地球暖化問題當時已是各國共同
關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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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來自聖城耶路撒冷的猶

太教拉比，他說他很羨慕 WCRP

的秘書長溫得利博士的工作，可

以與這麼多國家的宗教領袖成為

好朋友。他提到六十年前的納粹

大屠殺對猶太人所造成的傷害，

也感謝聯合國給了以色列成立國

家的機會。他特別引用可蘭經經

文第七章 137：「我使被欺負的

民眾，繼承了我曾降福其中的土

地的四境。以色列的後裔，能忍

受虐待，故你們的主對他們的最

佳諾言已完全實現了……」他說

以色列的土地屬於以色列人，而

讓以色列痛苦的是圍繞地中海的

國家，他們殺害猶太人，今天這

些國家代表仍不願和以色列人坐

在一起。他拿出一張相片和一本

可蘭經，他說相片上這三名以色

列士兵目前仍被真主黨所俘虜，

他希望透過溫得利博士轉交一封

信給真主黨領袖，請求釋放以色

列士兵，並請在場的所有宗教領

袖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勸說自己的

政府，不要再因為錯誤的信念殺

害他人。

（溫得利博士上台接受猶太

教拉比的祈禱信與可蘭經）

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佔世界

相當多的人口，雙方必須和平，

否則世界不可能和平。以色列正

在拆除隔離牆，設立定居地，有

一萬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所逮

捕，他認為以色列已經違背了國

際法，他質疑聯合國安理會有雙

重標準，使得弱勢國家的權益遭

受忽視，他請 WCRP 正視以色列

對巴勒斯坦的侵略，停止宗教衝

突。

接著發言的是巴勒斯坦最高

法院的代表，他是回教穆斯林，

他說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佔世界相

當多的人口，雙方必須和平，否

則世界不可能和平。以色列正在

拆除隔離牆，設立定居地，有一

萬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所逮

捕，他認為以色列已經違背了國

際法，他質疑聯合國安理會有雙

重標準，使得弱勢國家的權益遭

受忽視，他請 WCRP 正視以色列

對巴勒斯坦的侵略，停止宗教衝

突。並認為猶太教拉比歪曲了古

蘭經的經義，他不應如此選擇了

對自己有利的說法。

（現場不時傳來鼓掌，顯然是理

念相同者的呼應）

到底正義是什麼？什麼是非

正義？什麼是以色列人的正義？

什麼是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尤其

在這聖城耶路撒冷，請你將手放

在自己受了傷的胸口，去體受對

方傷口的痛苦。 溫得利博士手

拿著雙方送給他的經典，他說：

「這些經文，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建築在人類對真善美的信仰與期

望。請大家靜默，我們一起為世

界祈禱。」

聯合國維安工作

戰爭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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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天主教神父上台致詞，

他也來自中東，他先向剛剛報告

過的幾位宗教代表尊稱「兄弟」，

接著論及他們剛剛所談到的不平

靜和被俘虜的人民，大家都積極

的想要做些什麼。但他認為今天

被囚禁的不是那一萬名囚犯，而

是所有居住在當地的人民，包括

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

嫩、伊拉克等，大家都是戰爭的

受害者，人人都受到威脅，每個

人都會問「為何你們要殺害我

們？」到底正義是什麼？什麼

是非正義？什麼是以色列人的正

義？什麼是巴勒斯坦人的正義？

尤其在這聖城耶路撒冷，請你將

手放在自己受了傷的胸口，去體

受對方傷口的痛苦。他承諾會盡

力而為，期許更深度的對談來增

進彼此的了解，以謀求共同的安

全與和平。

（他也拿出一本可蘭經送給溫得

利博士）

溫得利博士手拿著雙方送給

他的經典，他說：「這些經文，

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建築在人類

對真善美的信仰與期望。請大家

靜默，我們一起為世界祈禱。」

會場裡，我們受到日本傳

統茶道的招待，彼此相敬以禮。

我有感而發，如果大家都可以這

麼和諧相處，世界上怎麼會有衝

突？過去十五年，國際間的武裝

衝突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死亡總

人數、大屠殺都顯著減少，貧窮

指數下降，停火協議與侵犯人權

的而被起訴的國家增加，聯合國

的維安行動次數在十年內有了四

點五倍的成長，儘管有些是失敗

的，但半數以上的成功經驗仍有

積極性的作用。這些進步是過去

冷戰期間人們所不能想像的。

聯合國的人權報告書

結束會議，我們帶著滿滿

的收穫，搭乘美國西北航空的飛

機返台。西北航空的安檢十分嚴

格，為了預防恐怖份子攜帶液態

炸彈，所有旅客隨身攜帶的瓶瓶

罐罐全都遭到查扣，包括礦泉

水、香水瓶等，整個過程耗時既

久也造成相當不便。我們可以體

諒美國在九一一攻擊事件後的恐

懼，但美國確實應該反省國家安

全為何會走到這個地步？身為最

早強調人權的國家，這樣嚴格的

海關能否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呢？

一般人的人權是否有得到尊重和

保障？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保證

永遠安全，我們身在其中，都是

相對的弱勢團體。從九一一到核

能會談的破裂，我們知道非從失

敗中找到經驗法則解決問題，否

則安全永遠只是妄想。安全是建

立在與他人的共同安全的基礎之

上。安全不能只是保障一個國

家，要實踐世界共同安全才行。

誠如聯合國建構世界和平

小組二十人之一的 HANSCOLE 先

生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

全，所有問題都存在著矛盾。為

了安全，要多方考量，包括信仰、

精神、種族、男女等。他以德國

今年舉辦世界盃足球賽時球迷的

動亂為例，曾有人建議動用軍

隊，但政府還是寧願選擇其他較

為平和的解決方法。

曾與聯合國安南主席並肩

工作、加拿大人類安全中心的馬

克博士，他以去年十月在聯合國

大會提出的人權報告書的數據，

讓我們看到和平工作的曙光。過

去十五年，國際間的武裝衝突減

少了百分之四十，死亡總人數、

大屠殺都顯著減少，貧窮指數下

降，停火協議與侵犯人權的而被

起訴的國家增加，聯合國的維安

行動次數在十年內有了四點五倍

的成長，儘管有些是失敗的，但

半數以上的成功經驗仍有積極性

的作用。這些進步是過去冷戰期

間人們所不能想像的。而避免衝

突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民主化。

民主不會壓迫人民，故因內戰而

死亡的人數便會減少。二是經濟

繁榮。經濟繁榮解決了貧窮，經

日本世界宗教會議，台灣沒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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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繁榮可以說是戰爭最佳消滅

劑。當然貧富差距是未來亟需關

注的課題。

現在的世界其實並不需要

特殊的倫理理論，需要的是共通

的倫理，宗教可擔當各領域間的

溝通橋樑，藉由交流對談，找出

共通的倫理基礎，建立社會的共

識，再藉由人民的力量落實到實

際的和平行動。

重返台灣，亂象依舊，讓

人感慨萬千。相較於以上國家的

迫切危機，我慶幸台灣至少還在

相對的安全環境中過著安居樂業

的生活。國人應該珍惜，不要再

將資源浪費在空轉內耗，可以做

的、應該做的事情還有那麼多。

與其空談理念，不如起而力行。

而宗教作為一個偉大的理論，更

應棄絕革命的暴力手段，要超越

自我，幫助人心提昇到更高的

領域。現在的世界其實並不需要

特殊的倫理理論，需要的是共通

的倫理，宗教可擔當各領域間的

溝通橋樑，藉由交流對談，找出

共通的倫理基礎，建立社會的共

識，再藉由人民的力量落實到實

際的和平行動。

如史懷哲所言：「儘管我

的認知是悲觀的，但我的心願和

希望是樂觀的。」既然和平是我

們共同的渴望，那麼請從自己開

始，放下成見，打開心胸，讓我

們一起加油！



150

國際宗教交流 -
我在伊斯坦堡所看到的葛蘭運動

應「安納托利亞協會」之

邀，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前往土耳

其伊斯坦堡 Istanbul 參訪。這

也是我第一次進入完全屬於伊斯

蘭（Islam，舊稱回教）的世界，

全世界有 16 億穆斯林（Muslim，

伊斯蘭教徒）、佔全球四分之一

的人口，但是台灣民眾對於穆斯

林的認識卻普遍淺薄，包括我在

內，過去僅從書本和媒體去認識

伊斯蘭信仰，自以為瞭解了「念、

禮、齋、課、朝」五功，但實際

參與了穆斯林的生活，便發現自

己的不足，甚至誤解。這就是佛

教所謂的「所知障」。信仰生活，

從來就不光是書本裡的知識、常

識或儀式，而是落實在人們心中

「人與神的關係」以及落實在日

常生活的具體表現。

伊斯坦堡曾是東羅馬帝國

首都，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

口，位處歐亞兩大洲的交接處，

揉合了古今文化、傳統與現代，

以及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兩大信

仰，整座城市呈現繽紛多彩的異

國風情。而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了解「葛蘭運動」，土耳其

文 Hizmet，意味著「服務」，

如同基督教徒投身的宗教行動與

慈善事業，葛蘭運動是以伊斯蘭

信仰為基礎、法土拉．葛蘭（M. 

FethullahGulen）的思想為骨幹

的多元文化組織。

有人幫我嗎？

法 土 拉． 葛 蘭，1941 年

生 於 土 耳 其 埃 爾 祖 魯 姆 省

（Erzurum），是虔誠的伊斯蘭

教 徒 及「 蘇 菲 」（Sufism） 導

師，土耳其當代重要思想家、宗

教家、教育家。他的思想鼓舞了

許多個人或團體自發性地參與行

善利他的工作。葛蘭運動有幾個

特殊的地方是：沒有最高領袖、

沒有規劃或特定指標。至於工作

人員雖然多為穆斯林，卻非宗教

組織，所謂的「成員」沒有一定

的數目，採完全是開放而「鬆

散」的運作，可隨時退出。鬆散

這字眼最是有趣，意味著相當的

彈性和自由度，這對於有組織的

團體而言是很不可思議的。入會

費五里拉（約台幣一百元），每

個月約增加兩千人，目前全土耳

其有四十萬會員。土耳其人口

七千六百萬人，經常性參與葛蘭

運動的人數粗估在一百萬至八百

萬人之間。

其中，國際人道救援組織

KIMSE YOK MU（簡稱 KYM，

意思是「有人幫我嗎？」、「有

你真好」）開始於 2005 年，在

全世界六十個國家皆有成立分

會，以「救濟、教育和文化交流」

對抗現今世界的三大敵人：「貧

窮、無知、誤解」。以救濟為例，

多年來 KYM 支援了 2005 年巴基

斯坦地震、2010 年海地地震、協

助處理蘇丹缺水問題、在緬甸海

地蓋學校、2011 年並為八千多失

明人提供醫療。

我們前往 KYM 媽媽拉海分

會拜訪，分會副總經理阿瑁說：

圖文：陳世賢（台東聖母醫院執行長）

土耳其人結婚時，親友會以贈送傢俱的方
式祝賀，玻璃吊燈是很常見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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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是被幫助的人。現

在我們能力了，就應該去幫助別

人。」他向我們介紹 KYM 標

誌的意涵：眼睛就是要看到需

要和尋找需要的人，眼淚代表

悲憐之心，下列的文字說明人們

要互相合作。其中「姐妹家庭

制度」（Sister Family），即由

KYM 主動扮演橋樑，讓每一位

離鄉在外的土耳其人一定有人會

去照顧。至於經費來源，古蘭經

教義是施善，每一位穆斯林皆應

捐出所得的 2.5 ﹪（即為五功的

「課」），所以經費始終不是問

題。至於捐款方式有小額捐款、

手機簡訊捐款等。阿瑁說：「所

有穆斯林家庭也都會讓孩子從小

就開始捐款、做善事，祈求父母

身體健康、阿拉赦免其罪。」

我印象最深的是分會隔壁

的一間小雜貨鋪，裡面整齊陳列

著許多日常用品，吃的、喝的、

穿的，賣相都不錯。原本我以為

這是分會所經營的賣場，結果不

是，這是提供救濟的物流中心，

住在附近任何有需要的人，每半

年一次可以拿七件全新的衣服，

三個月補給一次日常用品。媽媽

拉海分會負責照顧一千兩百個家

庭，整個土耳其 KYM 有 28 個分

會，照顧約四萬個家庭。

我問阿瑁：「你說任何有需

要的人都可以來拿。你怎麼知道

他們是不是有需要的人呢？」

阿瑁說：「來拿的就是有需

要的人呀。」

「不會有人多拿嗎？」

「為什麼要多拿？」阿瑁楞了半

晌，似乎這裡沒有發生過這樣的

事，他繼續說：「多拿表示他需

分會設有小型百貨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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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沒有關係的。」

「拿多少東西，難道你們都不登

記嗎？」

阿瑁笑得很尷尬：「不需要的。」

「你們不用向政府或捐贈者交待

嗎？」

「我們是私人機構，所有捐給我

們的人都相信我們，我們不用對

誰交待。」

呵！很難想像這樣的單位如

果在台灣會是怎樣？貪心的人來

搶有好康的，政府也不可能不管

吧？結果許多社服團體為了應付

政府的監督機制，反而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和時間打關係寫報告。

這讓我想起 59 歲過世、台東成

功家婦中心的黃菊妹修女，她獲

得內政部表揚為特優社工員的同

時，卻被診斷出罹患乳癌末期。

她說：「得到人間的表揚，沒有

太大的意義。去彰顯主的榮耀在

人間，這才是修女應該做的工

作。」身為有信仰的人，需要面

對的只有天主呀！

離開媽媽拉海分會前，雙

方互贈禮物作為紀念。台灣人好

禮，禮物一個接著一個，讓阿瑁

經理很不好意思。他說：「你們

送了這麼多，我們卻只有這個盤

子，但我們把心全部送給你了。」

美感很重要

葛蘭運動非常重視教育，

以基金會之名在世界各地廣設

800 所學校。我們到位於伊斯坦

堡的 Fatih（法堤）參訪，負責

接待我們的是工程學院院長傑德

（Jade）。

土耳其境內有二十一所法堤

大學，全世界共有 28 所，並設有

三所醫院，讓學校培養出來的醫

師有實踐理念的地方。法堤大學

與台大、成大、中山都是姐妹校，

學費一年約台幣三十萬，外籍學

生大多會爭取獎學金。土耳其人

大學畢業生的比例約為 40%，目

前全校有 12000 名學生，2% 是外

籍學生，採雙語教學（土耳其語

和英文）。學校設有中文系，看

準的是未來進軍大陸市場，其中

有四名台灣來的學生，分別就讀

土耳其文學系、國際關係、與管

理系。

我問傑德：「你們在學校會

特別去強調葛蘭運動嗎？」在台

灣許多宗教團體所設立的學校會

有一些特別要求，譬如，有些佛

教大學要求全校吃素、穿制服。

傑德說：「不會的。但是如

果學生想知道，我們會提供機會

讓他們瞭解。我們喜歡和學生互

動，學生喜歡我們，就會想瞭解

我們背後的精神。」

接下來我們到「巴贊報社

和銀河電視台」參觀，巴贊時報

包含五個印刷廠，每天發行一百

KYM 參與 2011 年地震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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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報社就可以看到報社的精神象徵

萬份的銷售量，是土耳其第一大

報。雖然也有網路電子報，但是

實體報紙的銷售量仍逐年上升，

基本上支持葛蘭運動的人都會訂

閱這份報紙。他們說土耳其人民

喜歡紙上閱讀，尤其在網路充斥

似是而非的錯誤訊息，報社編輯

善盡媒體守門人的責任，提供正

確且即時的新聞。報社門口有幾

個大字「5NIKIT」，這是報社

的創立宗旨，意思就是要提供正

確、快速、確實的新聞內容、以

及版面的「美感設計」。確實，

報紙層次分明的清爽設計，讓人

一眼就知道這是巴贊日報。至於

銀河電視台，以四種語言：英、

土、阿、俄語，對外播送，提供

即時新聞給當地上百家電視台，

他們並積極推動與社區的關係，

每個月大約有三千人來參觀。

巴贊時報特別重視「設計」

的這部分讓我很驚喜，這會讓我

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接觸「人

間」、「天下」這幾本雜誌的感

動。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許多

宗教團體的出版品實在讓我不敢

恭維，編得很「難看」。靈性高

的人理應要很有美感才對，實則

不然，美感有時候需要培養的。

或許有人會說內容才是最重要

的，若能編得更好，讓人閱讀時

更歡喜，為什麼不做呢？如果你

看過早期手抄本的聖經或者古蘭

經，你會被書裡面的每一頁每一

筆的專注和用心所感動，那是人

們對於信仰的虔誠表現。

住在台灣的穆斯林告訴我，

在台灣很多電話亭或車站，常看

到許多宗教善書供人免費取閱，

經常覆滿塵土，看起來破破爛爛

校園裡到處看得到依據不
同地區的文化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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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沒有價值。穆斯林說他們絕

對不會把古蘭經到處亂放，因為

經典很重要，怎麼可以亂丟，任

其風吹日曬雨淋呢？

有些東西，不同才好

2014 年 3 月，土耳其總理埃

爾多安日前宣佈，全面禁止使用

「推特」，因為推特未能遵守土

耳其政府要求刪除部分消息的規

定，此舉引發國內外輿論強烈反

彈。埃爾多安說，他並不在乎國

際社會是如何評論的，所有人都

將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強大。原

以為「言論自由」早已是普世價

值，正如民主、自由、非暴力應

該都是，實則不然，包括近日在

台灣發生的許多街頭運動，起因

還是溝通不足。大家都在學習，

只是不曉得還要留多少血、淚，

人們才願意多一點對話！

葛蘭確實有先見之明。早在

1994 年，葛蘭即協助成立了「記

者與作家基金會」（Journalists 

and Writers Foundation），推動

社會各階層不同團體的「對話」。

這個基金會是當時土耳其唯一的

一個對話單位，因為土耳其人覺

得和其他單位討論很奇怪，後來

才有其他組織成立類似的單位。

接待我們的是曾在美國紐約擔任

記者的庫茲烈，他表示奧圖曼帝

國原有七十六個不同的民族，

1929 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

許多民族都因民族主義的想法尋

求獨立，造成土耳其近百年的動

盪。庫茲烈表示，如果說土耳其

只能有一個民族一種語言時，那

勢必行不通的。現在土耳其成立

了共和國，大家會說所有國內的

民族都是土耳其人。

庫茲烈說：「葛蘭是知識

份子，他創造了一個對話平台，

讓討論回到桌子上，而不是街頭

或者戰場。不一定非要討論不同

之處，討論共同點就可以幫助社

會。幫助社會也不是一定要用宗

教的名義出發，才不會被排斥。

若只是談宗教，範圍自我設限

了。」

目前基金會有五個部門都是

為了對談和交流而設立，後來成

立了講庫德族語的電視台，學校

也開始有庫德族與的教育。庫德

族分布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

土耳其邊界之間，這四個國家雖

然在國際事務上常有歧見，但都

對庫德族問題有個共識，那就是

全力阻止庫德族獨立。2011 年敘

利亞內戰，至今死亡人數突破 13

萬人，流亡國內外的庫德族難民

超過 600 萬人。

庫茲烈沈重地說：「從前

在土耳其，庫德族語是不能在公

開場合使用的，甚至在學校的教

科書裡，談到土耳其歷史被敵國

侵佔，講的都是「恨」。一直談

過去的仇恨，未來是不會有和平

的。」

千百年的恩恩怨怨，確實

剪不斷理還亂。其實，台灣的

二二八、白色恐怖、還有與中國

大陸的兩岸關係不也如此？

庫茲烈表示：「所以，協會

以傳遞文化、保存文化，去分享

不同民族文化的共通點。我們交

談、我們發現、我們改變、邀請

志同道合的土耳其人一起加入，

一定有可以交談的議題。文化愈

不同愈好，否則世界將變得十分

無趣。政策的不同代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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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做做看，不行，再換另外一

條路。這個時代是民主時代。」

我問了一個政治問題：「以

你所了解的台灣和中國大陸是怎

樣的關係呢？」

庫茲烈回答：「如果說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想很多台灣

人會難過。相反的，如果不是，

許多中國人會難過，我覺得這應

該是由你們自己去決定。」

我不禁好奇，在遙遠的國度

的他對台灣的認識會是如何？

他說：「台灣是一個島、一

個國家，如果我有機會去台灣看

看，一定會更認識台灣。實際去

接觸所得到的資訊通常會最好也

最正確，而文化對談是不會被拒

絕的。」

聖蘇菲亞教堂

文化，確實是比較不會引

起爭議的交流。在土耳其的最佳

見證，就是有一千五年歷史的聖

蘇菲亞教堂，聖蘇菲亞（拉丁語

Sancta Sophia），希臘語的意思

是上帝智慧。教堂始建於4世紀，

有綉直徑達 56 米的巨大圓頂，堪

稱拜占庭式建築代表。直到拜占

庭帝國滅亡為止，聖蘇菲亞教堂

一直都是屬於基督教的教堂，時

間長達 900 餘年。

鄂圖曼土耳其人在 1453 年

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舊

稱），蘇丹穆罕默德二世驚艷於

聖蘇菲亞教堂的美，不捨得將它

破壞，便用灰泥覆蓋牆壁上的基

督教馬賽克鑲嵌畫，重新繪上代

表伊斯蘭教的花草圖案及可蘭經

文，並掛上以阿拉伯文書寫的伊

斯蘭教聖人名字的大圓盤，另外

在外面增建喚拜樓。在最少的破

壞下，聖蘇菲亞教堂搖身變為一

座清真寺，同年舉行第一次的穆

斯林禮拜，聖蘇菲亞教堂便以清

真寺的樣貌度過了 400 多年。隨

著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1934 年

土耳其國父凱穆爾取消了教堂的

宗教用途，將其變更為博物館，

長期被掩蓋住的基督宗教畫像也

得以重見天日，與伊斯蘭文化同

時呈現在世人眼前。

曾經輝煌、幾經戰亂，如今

在聖蘇菲亞教堂這座建築裡，基

督宗教的聖像和伊斯蘭教聖人的

名字並列著，神父、修女、穆斯

林以及來自世界各地不同信仰的

人們一同仰望人類對於信仰的讚

歎。十四年前，我在我在寫的第

一本書《心領神會》與聖蘇菲亞
蘇菲亞教堂內基督宗教與
伊斯蘭教文化共同呈現

蘇菲亞教堂主祭台上的聖母
與聖子馬賽克鑲嵌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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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第一次相遇，如今，我站在

她的中心點，與眾人眾神一起為

世界和平祈禱。

那個清真寺祈禱最有感覺？

因相愛，別人認出我們是基

督徒。至於如何認出穆斯林呢？

伊斯蘭的原意是接納和順從，順

從禮拜真主阿拉，將恩典慷慨地

分送給身邊的人。正如大海的水

來自不同的河流，心中對真主有

愛的人會聚集到同一個地方。對

我而言，我與這些心中對真主有

愛的人聚集到一個我在伊斯坦堡

停留最久的地方 --- 藍色清真

寺。

藍 色 清 真 寺 Sultan Ahmed 

Mosque (The Blue Mosque) ，

建於 1609 至 1616 年，是鄂圖曼

帝國輝煌時代的傑作。寺的外圍

矗立了史無前例的六根喚拜塔，

寺內四支被稱為「象腿」的巨形

石柱支撐起大圓頂，每支巨柱和

外牆再撐起四個半圓頂，外圍牆

和半圓頂再被三十多個小圓頂圍

繞，牆面上則鋪滿兩萬多片花青

色勾繪藻紋的磁磚。美不勝收！

我跟隨土耳其地陪、目前就

讀台大研究所的柏宏一起進到藍

色清真寺，我學習當個穆斯林，

一起洗淨、禮拜、祈禱。穆斯林

一天五次朝麥加的方向禮拜（即

為五功的「禮」）。想到此時此

刻，我正與全世界十幾億人朝同

一個中心點禮拜，如此充沛的精

神能量電得我頭皮發麻，渾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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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皮疙瘩。很像我第一次讀到這

段話的感動：「吁，瑪利亞， 

無原罪之始胎，我等奔爾台前，

為我等祈。」充滿動態與虔敬。

離開藍色清真寺，我不禁問

柏宏：「你覺得你在那個清真寺

祈禱最靈驗？」我故意使用靈驗

這字眼，因為很多人的信仰是與

神談條件的交換行為。

柏宏微笑說：「對於穆斯林

來說，每間清真寺都是禮拜真主

阿拉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當晚，我沒有隨團去洗土耳

其浴也沒有去看蘇菲旋轉舞，我

留在藍色清真寺，靜靜地坐著，

體會我與阿拉的交流。有趣的

是，現場竟然開始打燈光、架起

大螢幕、甚至搬來了電視轉播的

吊桿。入夜後，進來的人愈來愈

多，擠得滿滿的。晚上，我回到

旅館，打開電視，竟然就看到藍

色清真寺的現場直播。隔天，我

問柏宏。他說，昨晚是土耳其人

一年當中最重要的三個祈禱夜之

一---培拉特夜（BeratGecesi），

意思是「寬恕之夜」，穆斯林會

一起到清真寺祈禱。

多麼奇妙呀！我在伊斯坦堡

就只有這一晚有時間留在藍色清

真寺，竟然就在這麼特別的日子

與這麼多穆斯林一起祈禱。感謝

阿拉！感謝天主！感謝佛陀！

 （以上內容刊載於《天主教週

報》，陳世賢，2014 年 5 月）

左頁上圖：

清真寺中虔誠祈禱的女性

左頁下圖：

藍色清真寺外觀的最大特色就是六座喚拜
樓

本頁右圖：

清真寺裡隨處都可以看到讀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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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簡介
Introduction to I-Kuan Tao

一貫道是近代中國宗教史上

的一個奇蹟。在台灣，一貫道是內

政部登記有案的廿七種宗教之一，

不僅蓬勃發展，更傳揚到世界各國，

因此引起各界對一貫道的高度興

趣。

 I-Kuan Tao is a miracl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Taiwan, it is one of 

the 27 religions registered in the 

government’s Inter ior Minist ry. 

Pe o ple  t a ke  g r e a t  i n t e r e s t  i n 

I -Ku a n Tao,  not  on ly  because 

o f  i t s  t h r i v i n g  d e v e l o p m e n t 

b u t  b e c a u s e  o f  i t s  v i g o r o u s 

propagation in s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歷來對一貫道的起源，眾說紛

紜。一般來說，學者較傾向採信一

貫道是源於「先天道」之說。而一

貫道本身對自己起源的看法，是認

為人間有一個「道統」傳承，長期

的在世間傳道淑世，而最早的傳道

聖人可遠推到 6000 多年前的伏羲

氏一畫開天，一貫道尊稱之為傳道

的第一代道統祖師，一直傳到 1886

年劉清虛祖師才正式將這個傳道

團體正名為一貫道。而現代一貫道

則由張天然師尊、孫慧明師母在

1930 年正式普傳至今，已經傳到全

球五大洲 80 個國家以上。

As to the or igin of I-Kuan Tao, 

t h e o r i e s  a b o u n d .  G e n e r a l l y, 

s chola r s  t end  t o  ag ree  on  t he 

theory that I-Kuan Tao originated 

from “Xiantian Tao”. For I-Kuan 

Tao bel iever s ,  t he re  i s  a  “Tao 

Li ne age”  wh ich  nu r t u r e s  a nd 

b e n e f i t s  t h e  u n i v e r s e  f o r  s o 

long period a t ime. The earliest 

e v a n g e l i s t — F u  X i —  c a n  b e 

t raced back to 6000 years ago, 

who created the world and was 

recognized as the f irst Patriarch 

i n  t he  Tao Li neage.  Not  u nt i l 

1886 did the Patriarch Liu Chin-

Shu named the religion “I-Kuan 

Tao.”  In 1930,Pat r iarch Zhang 

Tian ran (a lso cal led Sh i  Zun,) 

a n d  M a t r i a r c h  S u n  S u z h e n 

(also called Shi Mu) took on the 

leadership and I-Kuan Tao has 

f lourished and been spread to the 

f ive continents, namely over 8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1930 年張天然師尊、孫慧明

師母由山東濟寧到濟南，進而到

天津，持續向外傳道，至民國卅六

年，張天然師尊病逝前，一貫道已

傳遍全中國大陸，並傳到周邊五個

國家地區。1945 年 10月台灣光復， 

1946 年起陸續有來自中國大陸大

江南北各省份的老前人輩來到台

灣傳道，這些大陸老前人輩人數大

約有近 300人。

In 1930, Patriarch Zhang Tianran 

and Matriarch Sun Suzhen went 

f rom Jining, Shandong to Jinan 

a n d  a d va n c e d  t o  Tie ng i ng  t o 

continue their missionary work. 

Before  t he  dea t h  of  Pa t r ia rch 

Zhang Tianran, in 1947, I-Kuan 

Tao had been spread all over the 

ma i n la nd  Ch i na — eve n  t o  t he 

neighbor ing f ive count r ies.  In 

October,  1945,  Ta iwan ga i ned 

r e s t o r a t i o n  f r o m  J a p a n e s e 

c o l o n i a l  r u l e ;  s i n c e  t h e n , 

approximately 300 predecessors 

came f rom main land Ch ina to 

Taiwan to propagate the Tao.

自1949 年起台灣海峽兩岸隔

絕以來，一貫道在台灣海峽兩岸

都遭受到執政當局嚴格的禁制，在

台灣被禁制了三十多年〈1950 ～

1987〉，經長期的溝通，1987 年一

貫道才得台灣政府解禁， 1988 年

3月 5日成立「中華民國一貫道總

會」。1995 年 9月 4日在金邊成立

「柬埔寨一貫道總會」，1996 年 10

月 6日在美國洛杉磯成立「世界一

貫道總會」，之後陸續成立印尼一

貫道總會（2000）、泰國總會（2000）、

馬來西亞總會（2001）、紐西蘭總會

〈2004〉、美國總會（2006）、日本

總會（2006）、奧地利總會（2007）、

澳大利亞總會（2007）、英國總會

（2007）、巴拉圭總會（2009）、南

非總會〈2011〉、巴西總會〈2011〉。

並在全球五大洲八十個國家以上有

一貫道常設性的道場持續傳道。

From 1949 to 1987, I-Kuan Tao 

wa s  sup pre s se d  i n  bo t h  s ide 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le 

s t i l l  ba n ne d  i n  C h i n a ,  i t  wa s 

legally recognized in Taiwan, in 

1987, and has f lour ished since 

then. On March 5th, 1988, I-Kuan 

Tao Association in the Republic 

o f  C h i n a  w a s  f o u n d e d .  O n 

September 4th, 1995, I-Kuan Tao 

各宗教簡介

C100 Y100

M100 Y100

白色

C100 M80

一貫道道徽(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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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 t ion  i n  Ca mbod ia  was 

established in Phnom Penh. On 

October 6th, 1996, I-Kuan Tao 

World Headquarters was founded 

a t  L .  A.  i n  t he  Un it ed  St a t e s . 

After that, we have I-Kuan Tao 

Associations in Indonesia (2000), 

Thailand (2000), Malaysia (2001), 

N e w  Z e a l a n d  ( 2 0 0 4 ) ,  U S A 

(20 06),  Japa n (20 06),  Aus t r ia 

(20 07 ) ,  Au s t r a l i a  (20 07 ) ,  U K 

(2007), Paraguay (2009), South 

Africa (2011) and Brazil (2011). 

In other words, there are standing 

Tao fields constantly propagating 

the Tao in the f ive cont inents , 

namely over 80 countries.

一貫道的道親，大都是以來源

地的佛堂為單位隨緣發展。普遍以

「渡人有功」的信念，以及「無生老

母」為信仰的核心，配合簡化的儀

式和「先得後修」的理念，加上領導

者刻苦自己以身示道等因素，迅速

拓展弘道，並逐漸由早期小型公共

道堂為重心的方式，走向以大型公

共道場為道務中心的型態發展。據

估計在臺灣一貫道道親人數有 300

萬人。

 I - K u a n  T a o  p r a c t i t i o n e r s 

c u l t i v a t e  t h e m s e l ve s  m a i n l y 

at  the temple where they were 

i n i t i a t e d .  T h e y  b e l i e v e  t h a t 

br ing ing people to receive the 

Tao is  a  mer it .  And thei r  core 

bel ief is in “Wusheng Laomu,” 

i n t e g r a t e d  i n  t h e  s i m p l i f i e d 

r i t u a l s  a n d  t h e  c o n c e p t  o f 

“acquisition prior to cultivation.” 

In addit ion ,  the assiduous and 

f r uga l  i n i t ia tor s  man i fes t  Tao 

th rough thei r  r ighteous deeds. 

All these elements together bring 

about the blooming development 

o f  I - K u a n  Ta o — f r o m  s m a l l -

s c a l e d  w o r s h i p p i n g  h a l l s  t o 

b ig- s c a le d  pu bl i c  Ta o  f i e ld s . 

I t  i s  e s t i m a t e d  t h a t  t he r e  a r e 

3,000,000 Tao pract it ioners in 

Taiwan.

一貫道的禮儀是承襲「先天

道」的傳統，再加以簡化而成。

一貫道的名稱本於《論語‧里

仁》，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

一貫兩字乃一貫道的由來，是與儒

家思想關係最為密切的傳道團體，

主張盡心知性以知天，盡人道，達

天道，明心見性，超生了死。而對於

聖佛神真則虔誠禮敬之。所以，一

貫道乃以儒為本、以釋為相、以道

為用的傳道修行團體，並同時認為

基督宗教、伊斯蘭教暨各大宗教都

是闡揚真道而因地設教，都是化濟

一方的聖人。一貫道尤其主張「宗

教同源」，不分彼此，對世道人心，

裨益至深，可說是宗教界的大同思

想。

 T h e  r i t u a l s  o f  I - K u a n  Ta o 

der ived f rom those of Xiant ian 

Tao, and have been simplif ied. 

The te r m “I-Kuan” comes 

from a passage of The Analects, 

(4:15), where Confucius said that 

h is  doc t r i ne  i s  t ha t  of  an  “a l l 

per vading un it y.” The words I 

Kuan (一貫 ) mean “consistency.” 

I - K u a n  T a o  l a y s  s t r o n g 

i mpor t a nce  on  Con f uc ia n i sm, 

a dvoca t i ng  t r a d i t iona l  va lue s 

such as  fami ly,  honor,  respect 

and moderation. Besides, I-Kuan 

Tao integrates Buddhist thoughts 

into the core of the belief system. 

Lao Tz u desc r ibed t he  Tao a s 

the ultimate principle beyond all 

principles and the ultimate power 

b e yo n d  a l l  p owe r s ,  o f  w h ic h 

t h e  t e a c h i n g s  a b o u t  t h e  Ta o 

have become the cent ral tenets 

of  I - Ku a n  Ta o.  A l s o ,  I - K u a n 

Tao embraces and incorporates 

C h r i s t i a n  a s  we l l  a s  I s l a m i c 

teachings, seeking the common 

thread of truth and wisdom that 

can br ing the d if ferent  bel iefs 

closer to oneness. In other words, 

I-Kuan Tao at tempts  to  c reate 

"The World of Great Unity."

一貫道的宗旨，乃是在我國傳

統的四維五倫八德基礎上，主張尊

崇禮義廉恥的綱常，滌除功名利祿

的俗慮。平時對於道親的教化，則

以下列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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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

同。」

T he objec t ives  of  I -Ku a n Tao 

are based on “the four anchors”, 

“ the f ive ethics” and “the eight 

virtues” from Confucianism.

I-Kuan Tao is preached for the 

objectives as follows:

“Worship the Heaven & Ear th, 

salute to the God, be pat r iot ic 

to  the  cou nt r y  and devo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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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t i e s ,  a n d  b e  a p p r o p r i a t e l y 

behaved and cour teous. Respect 

pa rent s  i n  f i l ia l  pie t y  a s  wel l 

a s  t e a che s ;  t r u s t  f r i e nd s  a nd 

n e i g h b o r s .  R e c t i f y  o u r  s i n s 

t ow a r d  r i g h t e o u s n e s s ,  h o n o r 

Five Eth ics and Eight Vi r t ues, 

elucidate  sagacious doct r ines , 

and faithful ly obser ve guiding 

r u l e s .  C l a r i f y  o u r  h e a r t  a n d 

pur ify our mind, restore to our 

ver y natu re, and enl ighten our 

intuitive ability and conscience. 

Reg ulate  ou rselves and others 

a l i ke;  en l ighten ou rselves and 

o t h e r s  a s  w e l l ;  t u r n  h u m a n 

nature toward perfection to help 

assure peace and well-being for 

the entire world.

在臺灣數十年來，一貫道為了

落實傳道宗旨，在社會福利文教慈

善公益方面至誠付出奉獻，諸如：

以「人溺己溺、濟世助人」之同體精

神成立基金會慈善會從事社會救

濟，嘉惠社會各界；創辦一貫道學院、

提倡國學講座、兒童讀經等，以發

揚中華優良文化；設立圖書館供研

究道學或嘉惠青年學生；設立醫療

診所並經常辦理義診、施藥；成立

國樂團參與各項文藝季活動；設立

靈寶塔，濟助窮困喪家；社會重大

災難急難救助等。有時也配合政府

政策，加強宣導反毒、倡導身心靈

環保觀念及天然素食養生、提倡健

康休閒、保護婦幼免遭傷害，或到

監獄中宏道佈教等，對提昇宗教教

化功能以淨化人心、匡正風氣、促

進社會安定方面，可說盡心盡力。

希望各宗教和平和諧合作愉

快，祝願我們的社會更祥和、人民

生活更美滿幸福。  

For decades in Taiwan, I-Kuan 

Ta o  h a s  b e e n  f u l ly  de d ica t e d 

t o  s o c i a l  w e l f a r e ,  c u l t u r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n d  c h a r i t i e s . 

Nu merou s  cha r i t y  f u nd s  have 

b e e n  s e t  u p  w i t h  t h e  s p i r i t 

o f  “ n u r t u r i n g  t h e  wo r l d  a n d 

a s s i s t i n g  p e o p l e  i n  n e e d ”  t o 

f u l f i l l  t h e  o b j e c t i ve s .  T h e r e 

a r e  I - K u a n  T a o  I n s t i t u t e s 

es t abl ished a rou nd the island , 

hold ing cu lt u ra l  lec t u res ,  and 

s e t t i n g  u p  m a n y  s u t r a  s t u d y 

classes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excel lence of Chinese cult u re. 

Fr e e  m e d ic a l  c a r e  i s  o f fe r e d 

to the poor f rom t ime to t ime. 

We bu i ld  mau soleu m pagod as 

and provide f ree spaces for the 

poor. Whenever major disasters 

occur, you can see I-Kuan Tao 

v o l u n t e e r s  i n  t h e  s i t e  r e a d y 

t o  g i v e  t h e  v i c t i m s  h e l p i n g 

ha nd s .  Bes ide s ,  we  a s s i s t  t he 

gove r n m e n t  t o  p r o m ot e  a n t i -

drug act ivity and preach to the 

p r i s o n e r s .  A l s o ,  I - K u a n  Ta o 

a d vo c a t e s  t h e  e n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ot ec t ion  on  body,  m i nd a nd 

soul. That’s why almost all Tao 

p r ac t i t ione r s  a re  vege t a r ia n s . 

We promote healthy recreations, 

and t r y  to  protec t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danger. All in all, 

I-Kuan Tao practit ioners do the 

utmost best to rectify the trends 

and promote the social peace.

We hop e  r e l ig ion s  of  va r iou s 

kinds can cooperate and coexist 

harmoniously, leading all human 

beings to a happy and peaceful realm.

天主教
信仰簡介

二千年以前，在以色列一

個村莊中有很一個男孩奇蹟地出

生，被起名為耶穌─厄瑪努爾，

意思是救主，神與人同在。耶穌

長大之後，以言以行地教導人什

麼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使得人們

對神及對自己能有良好的理解及

互動。神並不是一個單獨的權威

者，而是一個愛的共融。祂是宇

宙的創造者，依其肖像創造了人

類，邀請人類參與及分享祂的

共融，跟祂與祂所造的世界建立

一個穩固的關係，得到光榮與滿

足。由祂作為我們的天主，我們

作為祂的百姓，是祂所喜悅的兒

女。

耶穌在世界上的最後三年，

以言以行地證明祂所教導的。祂

以比喻及講道介紹了天國，以愛

及關懷的行為表明神對人的愛與

照顧。祂治療人們各種各樣的疾

病，寬恕了罪人的罪過，解放了

受到魔鬼的壓迫，甚至使死人恢

復生命。因此，耶穌也被稱為基

督─默西亞。祂不希望單獨做救

助的工作，從而揀選了幾位朋

友，組織、培養他們之後，也派

遣他們去帶領救助的工作。

雖然耶穌做了那麼多好事，

但人仍然不接受祂，甚至將祂處

死。然而，耶穌依照預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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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從死者中復活了，祂升天之前

也派遣他的門徒從耶路撒冷到世

界各地向所有受造物宣揚福音。

這就是天主教會的起源，目前已

成為世界各角落，透過耶穌的教

導所傳的信仰團體。天主教自稱

為大公的（catholic），清楚地

表達我們對自己信仰的認知：天

主教會是普遍的、寬容的、包容

一切的。我們藉著天主聖神的帶

領，在天主教團體內保持團結和

共融，也與其他基督宗教的兄姊

保持聯繫和合一，與其他宗教信

仰的手足保持交談和合作。天主

教中文名稱，是明末來我國宣佈

福音的傳教士所擬定。它原來的

名稱是「基督宗教」，是指耶穌

基督所創立的教會。後因時代的

變遷出現信仰態度不同的基督宗

教一東正教、基督教的各教派，

統統稱為「基督徒」。 天主所

啟示的一切主要記載在聖經中，

是天主教的信仰基礎，揭示天主

對人的計劃；要人與天主共融，

分享祂的幸福。天主教相信各民

族同出一源，也同有一個最後歸

宿，就是天主。祂的慈愛與救援

普及於所有的人。人是天主按照

自己的肖像所造，那麼我們彼此

皆為手足，因為我們共有一位

「萬民的天父」。耶穌是天主聖

子，降生到世界上是為把人類從

罪惡中拯救出來。祂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人類在祂內獲得

生活的圓滿；天主也藉著祂使一

切與自己重歸和好。聖母瑪利亞

是耶穌的母親，在耶穌救世的事

業裡，沒有比聖母瑪利亞更直接

參與的人。天主教恭敬聖母，而

並非像欽崇唯一的天主那樣敬

拜，我們向她祈禱是請她為我們

轉求天主的恩佑。

教會是基督徒的信仰團體。

彌撒聖祭是天主教的中心禮儀，

是我們公開欽崇天主，重行耶穌

的救世事蹟，並與人一起分享天

主恩寵、表達信友基本信仰的時

刻。教會中有七件聖事，就是「聖

洗」、「堅振」、「聖體」、「告

解」、「聖秩」、「婚配」與「傅

油」，是神與人之間的溝通方法，

由耶穌基督所建立，透過教會行

使這些禮儀，繼續聖化人們，引

領世人與天父合一。

的確，所有與耶穌接觸過的

人會發覺神離我們並不遠，因為

我們出自於祂，在祂內生活、行

動和存在。「那裡有仁，那裡有

愛，就是天主的所在。」天主教

會本著基督精神，以奉獻犧牲的

服務態度，關懷社會，直到永遠。

The Chinese term “Tian Zhu 

Jiao”（天主教） was given 

by the missionar ies  who came 

to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o  spread the Gospel . 

By calling itself ‘Catholic’,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clearly 

expresses i ts  understanding of 

itself and the Catholic faith: the 

Catholic Church is ‘universal’, 

for all people, and its teaching is 

truthful.  The Church is not a sect 

and its doctrine is not heretical. 

L e d  b y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  w e 

Catholics are one and are united 

with all Catholic communities; we 

are in communion with Christians 

of other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and i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ligions.

God’s revelation is in the Holy 

Bible,  and i 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man Catholic faith. It 

reveals God’s plan for humanity: 

God wills  to be in communion 

w i th  a l l  men  and  women  and 

share His happiness with them. 

Catholics believe that all peoples 

and nations come from the same 

origin and have the same goal, 

wh ich  i s  God .  His  mercy  and 

salvation reach out to everyone. 

Man is created in God’s image. 

That is why we call each other 

b ro the r s  and  s i s t e r s ,  because 

we all have the same “Father in 

Heaven.”

Je sus  i s  t he  Son  o f  God ,  and 

he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mankind  f rom s in .  He  i s  “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In 

him man will find the fullness of 

life. Through Him, all creation is 

reconciled to God. The Blessed 

Vi rg in  Mary  i s  the  mothe r  o f 

Jesus .  She  par t i c ipa tes  in  the 

salvific work of Jesus more than 

any  o ther  person .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venerates Mary, 

but does not worship her, since 

worship pertains to God alone. 

We pray to Mary to ask her to 

pray to God for us. 

The Church is  an  assembly of 

Christians. The Holy Mass is the 

center  of  the  l i turgica l  l i fe  in 

the Church. At Mass we worship 

God openly, commemorate Jesus’ 

work of redemption, participate 

i n  i t ,  sha re  God’s  g race  w i th 

others  and proclaim our  fa i th . 

There are seven sacram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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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Baptism, Confirmation, 

Holy Communion (the Eucharist),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H o l y  O r d e r s , 

M a t r i m o n y  a n d  A n o i n t i n g  o f 

the Sick. The seven sacraments, 

w h i c h  w e r e  i n s t i t u t e d  b y 

Jesus ,  connect  man wi th  God. 

By  admin i s te r ing  them to  the 

faithful, the Church sanctifies its 

members and leads them to union 

with God the Father.

I n  f a c t ,  w h o e v e r  h a s  h a d  a n 

encounter with Jesus knows that 

God is not far from us. This is 

because  no t  on ly  do  we come 

from God, but we also live, act 

and exist in Him. “Where there 

i s  l o v e ,  t h e r e  i s  G o d . ”  Wi t h 

the spirit of Jesus, the Catholic 

Church serves  with a  spir i t  of 

sacrif ice and cares for  society 

until the end of the ages. 

天帝教簡介

我們是「救劫」的宗教！ 30

多年來，天帝教以凝聚正氣的力

量，改變詭譎多變的氣運，廣渡

原人，共同參加救劫行列。每天

積極祈禱  上帝大顯神威，化延

世界核戰毀滅浩劫，以及致力兩

岸真正和平統一。

我們強調，「救劫」是天

帝教的時代使命，在中華民國臺

灣、日本、美國等地教院，日日

都虔誠祈禱。天帝教的教主是  

上帝；在人間不設教主，而以首

席使者普化教政，引領教徒同奮

弘揚真道，貫徹天命。教主  上

帝，是  宇宙主宰玄穹高上帝的

簡明尊稱，亦即中國人「齋戒沐

浴，以事  上帝」的  上帝。

上帝創造宇宙之後，即垂傳

道統，樹立教脈，為道統第一代

天帝教教主。

爾後每當宇宙間發生重大嬗

變之際，因應情勢  上帝遴派代

表或使者，降生於各地區，創教、

行道、教化，雖然各代所創教名

不同，但是道統從未改變。

際茲核戰威脅、全球瀕臨毀

滅邊緣，道統第五十五代天人教

主李極初氏（李玉階大宗師綉涵

靜老人）多次哀求  上帝，懇請

宇宙最古老的天帝教重來地球，

拯救天下蒼生。民國 69 年（公

元 1980 年）12 月 21 日，蒙  上

帝頒詔允准天帝教傳來人間，由  

上帝位居無形親自擔任教主，並

派李極初氏為天帝教復興第一代

首任首席使者，駐人間弘揚  上

帝教化，為拯救天下蒼生而奮

鬥。

民國 71 年（公元 1982 年）

2 月 15 日中華民國內政部以臺內

民字第 62884 號函覆天帝教「准

許自由傳播」，又於民國 75 年

（公元 1986 年）7 月 16 日以臺

（75）內民字第 417908 號函，

准許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

天帝教的教壇、聚會處所，

統稱「教院」。而教院依其任務、

地域，細分為～極院（最高領導

中心，現設在南投）；始院（為

弘教核心，設在臺北）；統院（設

於洲際，如：亞洲統院）；主院（設

於國家，如：中華民國主院）；

掌院（設於省、都、直轄市，如：

某省、某市掌院）；初院（設於

縣市，如：某市、某縣初院），

其下尚設有堂、親和所、服務處

等，並就任務需要，在臺灣布建

天、地、人三大道場。天帝教深

具「大同觀」與「奮鬥觀」。其

中，「大同觀」～初階「宗教大

同」、中程「世界大同」、終極

「天人大同」。「奮鬥觀」～向

自己奮鬥、向自然奮鬥、向天奮

鬥。因此，天帝教教徒互相稱謂

「同奮」，具有互相勉勵、努力

奮鬥的意思。同時，天帝教強調

性命雙修，教徒同奮們在「性功

鍛煉」與「命功鍛煉」下，修持

「五門功課」。

「五門功課」如下：

奉行教則：天帝教以「廿字

真言」亦稱「人生守則」為教則；

「廿字真言」為「忠、恕、廉、明、

德、正、義、信、忍、公、博、孝、

仁、慈、覺、節、儉、真、禮、和」

20 個字，並要求同奮自選 2 字，

終生身體力行。

祈禱誦誥：以「不為自己設

想，不求個人福報，」的心念，

天天持誦「皇誥」～慈心哀求，

金闕玄穹主，宇宙主宰，赦罪大

天尊，玄穹高  上帝，以及《寶

誥》，目的在為天下蒼生祈福，

希冀結合正氣力量，祈求  上帝

化延毀滅浩劫，促使兩岸早日和

平統一，恢復中華文化，  上帝

真道早日普化全球，達到宗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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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的理想

境界。

反省懺悔：教徒同奮必須早

晚反省懺悔，認錯改過。這是各

宗教共有的功課，因為唯有通過

反省懺悔，認錯改過，才能自新

精進，正氣充盈。

填記奮鬥卡：天帝教教徒同

奮天天都要填寫「奮鬥卡」，自

省自察。（以上四點是「性功鍛

煉」的明鏡）

靜坐：依「昊天心法」所示～

不守竅、不運氣、不調息、不觀

想，是一「自然無為心法」，以

及平衡性功煆煉的法門。（靜坐，

是屬於「命功鍛煉」）

此外，天帝教另有 6 本修持

經典～《天人日誦大同真經》、

《天人日誦平等真經》、《天人

日誦奮鬥真經》、《天人親和真

經》、《天人日誦廿字真經》、

《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同

時，還有 3 本在天帝教稱為「三

寶」的重要文獻～大經、大法，

以及大寶。

大經～天帝教教義《新境

界》，是為帝教永垂萬綉之本，

本書綱領為  天帝真道，希望世

人奉行，邁向精神重建、道德重

整，人心能於不知不覺間潛移默

化，世界末劫得能消弭於無形。

大寶～《宇宙應元妙法至

寶》，是天帝教獨有的靜坐法門，

是一種「自然無為法」，為金闕

傳習下來，並經過首任首席使者

（李玉階大宗師綉涵靜老人）親

證的法華上乘昊天虛無大道自然

無為心法（簡稱「昊天心法」）。

大法～《天帝教教綱》，

即天帝教建教憲章，如同國家的

《憲法》，規劃天帝教體制，啟

迪布化，全部條文 10 章、附件

15 宗、附錄 2 則等。

天帝教最特殊之處，是不

侷限教徒同奮於一教一派，「信

仰天帝教，仍可以信奉原有的宗

教」，以示萬殊一本、萬教同源。

天帝教的輔翼組織，計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

社、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心字

會、社團法人中華天帝教總會、

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等。

多年來，這些輔翼單位本著

「敬其所異，愛其所同」的精神

與宗教大同的觀念，熱情的參與

宗教會通、對話、聯誼，與外界

善心社團接軌，主辦或協辦各型

活動，期望自然無爭，共推教化，

展現和諧樂活的社會。天帝教積

極發展宗教哲學活動，以學術交

流為基礎，30 多年來，多次主辦

或協辦兩岸宗教與哲學講座、研

討與座談會，為中國文化傳承與

兩岸和平做出正面的貢獻。除進

行學術交流、心靈講座外，更具

體的從事急難救助工作，如：天

災急難救助，受刑人家屬輔導，

居家老人照顧等。天帝教為讓廣

大民眾重視健康，開辦「奮鬥初

乘靜心靜坐班」，參與者不拘身

分，不必皈依。這是一種以「六

合一」為主的自然養生方法，人

人可學、易學，是提供身、心、

靈健康的方便法門。天帝教首任

首席使者李極初氏（李玉階大宗

師綉涵靜老人）於民國 83 年 12

月證道回天後，由李維生（李子

弋先生）樞機使者暫代首席使者

2 年，並於民國 86 年公開經天人

遴選後，正式繼任第 2 任首席使

者；民國 96 年 3 月，童光照（童

明勝先生）樞機使者經天人共鑑

拜命膺任第 3 任首席使者迄今。

目前天帝教在臺灣、美國、日本

等地都設有奮鬥、弘教據點，全

球教徒同奮數十萬人。其中，臺

灣有 55 處教院、教堂、道場、

天人親和所、青年團體新境界；

美國有 3 處；日本有 5 處；加拿

大教院正籌備中。

The T'ienti Teachings 

The T'ient i  Teachings Hold 

Faith in God-the Supreme 

R u l e r  o f  t h e  U n i v e r s e .  T h e 

rel igious founder to whom the 

T'ienti Teachings give homage is 

the Lord of Heaven (T'ienti) , the 

Supreme Ruler of the universe, 

of whom ancient Chinese said, 

"Purify mind and body to serve 

the Lord on High." This is none 

other than God, in whom Western 

people hold common belief. The 

religion which takes the Lord of 

Heaven's cosmic Tao as its basis 

is the T'ienti Teachings. There are 

four essentials to observing the 

cosmic Tao of T'ienti:

- - E m u l a t e  t h e  c o s m o s  i n  i t s 

cease le s s  mot ion  and  t i r e l e s s 

striving. That is to say, Heaven's 

w o r k i n g s  a r e  s t e a d f a s t ;  t h e 

superior man strengthens himself 

to act with them.

--Emulate T'ienti, who strikes a 

balance among natural  laws of 

the  cosmos ,  t hus  ma in ta i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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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harmony.

- -Emula t e  t he  s e l f l e s snes s  o f 

Heaven and ear th ,  which g ive 

r o o m  f o r  a l l  t h i n g s  w i t h o u t 

partiality.

- -Emula te  T ' ien t i ' s  mercy  and 

strive as this epoch draws to an 

end ,  knowing  tha t  t he  a im o 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s to save our 

world and its people.

The eternal mandate of the T'ienti 

Te a c h i n g s  i s  t o  r e s c u e  f r o m 

C a t a c l y s m .  U p o n  c r e a t i o n  o f 

the universe, T'ienti established 

teachings  and se t  up a  l ine  of 

t r ansmi s s ion .  T ' i en t i  was  t he 

prime hierarch of the primordial 

T'ienti Teachings. Thenceforth, 

a t  c ruc ia l  t imes  of  tu rmoi l  o r 

massive cosmic transformation, 

T ' i e n t i  n e v e r  f a i l e d  t o  m e e t 

c i r c u m s t a n c e s  b y  s e n d i n g 

a n  e m i s s a r y  o r  e n v o y  t o  b e 

born on a  cer ta in  planet .  This 

emissary would meet  the need 

o f  tha t  t ime  and  env i ronment 

b y  f o u n d i n g  a  w o r l d - s a v i n g 

religion,  by practicing the Tao 

and transforming people's hearts. 

Though names  of  re l ig ions  in 

each  e ra  d i f f e red ,  t he  l i ne  o f 

transmission came down through 

time.Nevertheless, people of this 

world pile evil upon evil as they 

compe te  fo r  wea l th ,  s ex ,  and 

power. Inborn resentments lock 

into cycles of vengeance, and a 

miasma of  violence mounts  to 

Heaven, causing an epoch-ending 

cataclysm in this era. Millennia 

of efforts by traditional religions 

have been to no avail. It is time 

to get back to the source. Only 

i f  the  Lord  o f  Heaven ' s  g rea t 

cosmic Way reappears on earth, 

with the transformative influence 

of the T'ienti Teachings, can this 

late era be saved from cataclysm.

The  T ' i en t i  Teach ings  have  a 

twofold mission for our t imes: 

(1) .  Diminish  the  Calamity  of 

World-Wide Nuclear War.  (2). 

Secure Taiwan as the Base for 

Revival of the T'ienti Teachings; 

Promote the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China; Pursue Blessings and 

Peace for Mankind.

T h e  c o r e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t h e 

T'ienti Teachings is to give life 

u n c e a s i n g l y ;  t o  e m b o d y  t h e 

benevolent  wi l l  of  Heaven;  to 

grow closer with one's relatives, 

treat  people with benevolence, 

and cherish things.  First  fulf i l 

the human Tao by being upright, 

putting one's family in order, and 

serving one's country; then fulfil 

Heaven's  Tao by accumulat ing 

m e r i t  a n d  h e l p i n g  o t h e r s  t o 

find salvation. Advance on the 

marve lous  pa th  of  cu l t iva t ing 

self-nature and the body; broadly 

r e a l i z e  t h e  t r u t h  o f  H e a v e n ' s 

oneness with mankind.  On the 

theore t i ca l  founda t ion  o f  The 

Ul t imate  Realm-- the  Teaching 

Tex t  o f  t he  Lord  o f  Un ive r se 

Church - -have  r ecour se  to  the 

t ru th  o f  T ' i en t i ' s  cosmic  Tao . 

Strive to attain religious unity, 

wor ld  un i ty,  un i ty  o f  Heaven 

a n d  m a n ;  a s p i r e  t o  m a k e  t h e 

universe your home.We pray for 

world peace and actively create 

a  new realm for  human l i fe  in 

the cosmos. More than this, we 

hope you can join these ranks and 

strive together with us.

天道簡介

一、天道意義

「天道」是引導性靈回到無

極理天的康莊大道。際此午未交

替，三期末劫，宇宙造物主　維

皇上帝特命彌勒古佛掌天盤、南

海古佛掌副天盤暨劫盤，以及天

然古佛（靈性導師）掌理道盤，

共同辦理末後一綉普渡收圓，導

引九六原靈返回理天聖域，完成

三曹普渡之三天大事。

二、天道性理真傳

道乃性理之本體，無極之

真、先天之妙。在天謂之「理」，

賦予人謂之「性」。此性理即吾

人之天根、萬彙之生源，生既由

如是處來，死也應由如是處去，

乃是生死必由之真徑正路。所謂

「性理真傳」、「維皇降衷」、「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指此心

法也！此心印大法，須受　維皇

上帝之大命，應運執掌道脈之先

王聖哲暨祖師者，才得以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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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道明師

天道之道統淵源悠久，歷代

掌道之先王聖哲暨祖師者皆奉　

上帝明命而應運相授，傳遞一脈

正宗單傳之先天大道，保持完整

道統文化亙古迄今而不變！時至

白陽三期，天道應運普傳，吾道

之　先師張公天然，是濟公活佛

於民國前廿三年七月十九日分靈

降生於山東濟寧。庚午年（民國

十九年），奉天命繼承十七代路

祖之道脈，受命為十八代弓長祖

師，繼續辦理末後一綉收圓大事。

民國卅六年中秋，天降丹詔，　

恩師於四川成都駕返天府，悲訊

傳來舉國哀慟，蒙　維皇上帝敕

封為「天然古佛、萬國教主」，

繼續為一萬零八百年普渡收圓效

命，率九六原人共返無極聖域，

履一元會而不變，永為天道大明

師、靈性導師。

四、天道宗旨

天道之宗旨為傳授性理真

傳，渡化芸芸眾生同登禮門義路；

宣揚中華優良文化，誨人克明峻

德，諄諄善誘，實踐倫理道德，

發揚人性光輝，挽救世俗頹風，

淨化人心，安定社會，保養天地

之正氣。人人明善復初，將天道

闡揚於宇宙之間，弘展於大千世

界，化娑婆為蓮花，臻世界大同

之理想也！

五、台灣為天道道務發祥地

天道於民國卅五年，首先由

吳信學、鄧明坤、鄭德祥三人奉

恩師允准、活佛贊助，來臺開荒。

由於佛光指引，寶筏穩駕，拯救

原靈，上岸者無數！民國卅六年

中秋節，由於師尊色身隱歿於四

川，道務從此嚴重分歧。劉師母

為主持穩定道務，整理道綱，於

民國卅七年請示上帝慈示「十大

綱要」。同年由孫道長錫綉等倡

導「正義輔導委員會」遵行十八

道綱，發揚師德，擁護師權，輔

助劉師母完成師尊未竟之志。民

國卅八年，天道在大陸止渡。民

國四十年孫道長來臺，指導師道

一脈道務，繼續發揚正宗。民國

四十三年由鄧公明坤前人等成立

「天道功德保管委員會」，以建

立功德保管透明之道務運作公開

化制度。民國六十四年關法律主

奉　上帝之命批示「天命推薦準

則」，按統一推薦保舉之規定程

序辦理。民國七十九年成立「中

華民國天道總會」，為全國性宗

教社團法人。民國九十三年，　

上天為整頓道務，關法律主奉承

　維皇上帝聖諭，批示「三大綱

領、五大原則」，所有同人恪遵

無誤，使眾生之靈性有師尊及

正宗修道團體為所依靠。民國

九十七年，天道申准獨立宗教。

六、結語

天道既然是生命的根本，則

必然也是生命回歸本源所必須遵

行的道路。人如果能效法聖人所

謂「逝曰反」之精神，回歸天道

本源，則能超脫生死的拘束。眼

見當今時代之紛亂，在於人性的

沉淪，欲撥亂反正，必須正本清

源，直指人心，宣化正宗道義，

啟迪人的內在自覺，遵守道德行

為規範，力挽世道人心向善，促

進社會安和樂利。所幸　上天慈

憫，垂降天道以拯救世道人心；

期望賢明之緣人共同闡發天道哲

理，進而推廣行遠，建立一種能

使大眾都能共同擁護、愛戴的公

義準則。透過真誠關懷，互相信

賴、切磋研商，探討真理，不分

彼此和諧相處，使國際社會團結

和平，達到人人共享生命價值意

義之理想境界，這便是天道普傳

之目的所在！

T i a n  D a o  i s  t h e  a b s o l u t e 

and spir i tual  path to  lead 

souls back to ult imate heaven. 

A t  t h e  t u r n  o f  Wu  We i  s p a n , 

apocalypt ic ism,  Great  Lord of 

Al l  Beings  (Lao-Mu) mandate 

M i - L e  P r i m o r d i a l  B u d d h a  t o 

c o m m a n d  Ti a n  a f f a i r s ;  N a n -

Ha i  P r imord i a l  Buddha  t o  be 

an  anc i l l a ry  and  to  command 

c a l a m i t i e s  a f f a i r s ;  Ti a n - R a n 

Primordial Buddha to command 

D a o  a f f a i r s .  T h r e e  o f  t h e m 

c o l l a b o r a t e  o n  w i d e s p r e a d 

edification, shou-yuan (redeem 

al l  souls  return to the s tate  of 

origin),  and the final salvation. 

T h e y  h a v e  t o  l e a d  q i a n -

kun  p r imi t ive  sou l s  r e tu rn  to 

ult imate heaven, administering 

g r a n d  a f f a i r s  r e g a r d i n g  t h e 

widespread edification of three 

spheres.

T h e  e s s e n c e  o f  n a t u r e  a n d 

t r u t h  i s  D a o ,  w h i c h  r e f l e c t s 

genu ineness  o f  the  empt iness 

a n d  m a r v e l s  a n d  w o n d e r s 

o f  h e a v e n .  D a o  h a s  b e e n 

designated as  t ruth in  heaven; 

human beings are endowed with 

nature via Dao. This nature and 

t ru th  i s  the  source  o f  be ings , 

t h e  m i n e  o f  a l l  t h e  c r e a t u r e s 

and  ex i s t ence .  You  mus t  t u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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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where you came since 

i t ’s  the  genuine  and  heavenly 

portal  of  bir th and death.  This 

paramount dharma is  so-called 

t r u e  t e a c h i n g s  o f  n a t u r e  a n d 

truth. Only the accredited sages 

and Pat r iarchs  were  mandated 

to  impart  paramount  Tian-Dao 

dharma.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i a n -

Dao  ca r r i e s  on  long - s t and ing 

t r a d i t i o n ;  a l l  t h e  p a s t  s a g e s 

and Patriarchs were ordered to 

c o m e  d o w n  i n  a u t h e n t i c  a n d 

o n e  c o n t i n u o u s  D a o  l i n e a g e 

by  the  manda te  f rom God ,  t o 

i m p a r t  Ti a n - D a o  i n  r e s p o n s e 

t o  t h e  n e e d s  o f  t h e  t i m e s , 

t o  m a i n t a i n  i n t a c t ,  r e l i g i o u s 

t r a d i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e t e r n a l l y .  T o  t h e  t h i r d 

d u r a t i o n ,  t h e  Te r m  o f  W h i t e 

(10 ,800  years ) ,  Tian-Dao was 

propagated  widely  in  reply  to 

t h e  n e e d s  o f  t h e  t i m e s .  O u r 

sp i r i tua l  mentor,  Zhang  Tian-

R a n ,  a s  t h e  i n c a r n a t i o n  o f  J i  

G o n g  L i v i n g  B u d d h a ,  w a s 

born  on  the  Ju ly  19 ,  1889 ,  in 

J i  N i n g  C o u n t y,  S h a n  D o n g 

P r o v i n c e ,  C h i n a .  I n  1 9 3 0 , 

Z h a n g  T i a n - R a n  s u c c e e d e d 

t o  t h e  p o s t e r i o r  s e v e n t e e n t h 

P a t r i a r c h  a n d  w a s  m a n d a t e d 

to  be  the  pos ter ior  e ighteenth 

P a t r i a r c h ,  G o n g  C h a n g 

Patriarch; continued shou-yuan 

(redeem all  souls return to the 

s t a t e  o f  o r ig in )  and  t he  f i na l 

sa lvat ion.  At  the  Mid-Autumn 

F e s t i v a l  i n  1 9 4 7 ,  P a t r i a r c h 

Zhang passed into par inirvana 

in Cheng Du County, Si Chuan 

P r o v i n c e ,  C h i n a .  W h i l e  t h e 

b a d  n e w s  s p r e a d ,  t h e  w h o l e 

n a t i o n  m o u r n e d  t h e  p a s s i n g 

of  Patr iarch Zhang.  The Great 

Lord  o f  Al l  Be ings  (Lao-Mu) 

conferred Tian-Ran Primordial 

Buddha or  Universal  Patr iarch 

o n  P a t r i a r c h  Z h a n g ,  w h o 

p e r s i s t e d  s h o u - y u a n  a n d  t h e 

f i n a l  s a l v a t i o n  f o r  1 0 , 8 0 0 

y e a r s .  T h e r e f o r e ,  P a t r i a r c h 

Z h a n g  b e c o m e s  s p i r i t u a l 

m e n t o r  o r  s p i r i t u a l i t y  g u r u 

e t e r n a l l y  a n d  l e a d s  q i a n - k u n 

p r i m i t i v e  s o u l s  g e t  b a c k  t o 

u l t imate  heaven ,  th i s  remains 

c o n s t a n t  f o r  o n e  E p o c h 

(129,600 years).

I n  1 9 4 6 ,  Wu  X i n - X u e ,  D e n g 

M i n g - K u n ,  a n d  Z h e n g  D e -

X i a n g  r e c e i v e d  p e r m i s s i o n 

and contr ibut ions  to  pract iced 

D a o  a n d  o p e n e d  u p  v i r g i n 

l and ,  such  a s  Ta iwan .  Due  to 

the guidance of  Buddhas,  they 

r e d e e m e d  a n d  e n l i g h t e n e d 

n u m e r o u s  i n d i v i d u a l s .  I n 

1947 ,  Pa t r i a rch  Zhang  was  a t 

r e s t ,  t h e r e b y  c a u s i n g  s e v e r e 

re l ig ious  fac t ion .  To s tabi l ize 

the  Dao bus iness ,  Ms.  Zhang, 

L i u  S h u a i - Z h e n ,  a s k e d  f o r 

i n s t r u c t i o n s  f r o m  G o d ;  G o d 

i n d i c a t e d  t h e  T e n  M a i n 

Schemas  in  1948.  Meanwhi le , 

S e c r e t a r y  S u n ,  S u n  X i - K u n , 

p roposed  and  e s t ab l i shed  t he 

Board of Zheng Yi Counseling 

a n d  t h e  E i g h t e e n  D a o 

C o m p e n d i u m s ,  i n  s u p p o r t  o f 

P a t r i a r c h  Z h a n g  a n d  a s s i s t e d 

M s .  Z h a n g  t o  a c c o m p l i s h 

unfinished Dao business. Tian-

D a o  c e a s e d  o p e r a t i o n s  i n 

1949 .  In  1951 ,  Secre ta ry  Sun 

c a m e  t o  Ta i w a n  a n d  d i r e c t e d 

au thent ic  Dao bus iness .  Deng 

M i n g - K u n ,  W o r l d  L e a d e r , 

i n s t i t u t e d  t h e  C o m m i t t e e 

o n  T i a n - D a o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t o  p u b l i c i z e  a  c e n t r a l i z e d 

s y s t e m  o f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i n  1 9 5 4 .  G u a n  F a - l u - z h u , 

i n  1 9 7 5 ,  w a s  m a n d a t e d  t o 

i n d i c a t e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o f 

Authorized Recommendat ions; 

a l l  c a n d i d a t e s  s h o u l d 

m a k e  o b e i s a n c e  t o  r u l e s  o f 

recommendation and selection. 

In 1990, Tian-Dao Association, 

t h e  n a t i o n a l  r e l i g i o u s 

co rpo ra t i on ,  was  founded .  I n 

2004, Guan Fa-lu-zhu indicated 

the Three Main Frames and the 

F ive  Main  Pr inc ip les ,  making 

a l l  the  be ings  to  comply  wi th 

these  regula t ions  wi thout  any 

excep t ion .  In  2008 ,  Tian-Dao 

b e c a m e  t h e  i n d e p e n d e n t  a n d 

legitimate religion.

Tian Dao is  the authentic path 

to  ge t  back  to  the  e s sence  o f 

s o u l s .  B y  v i r t u e  o f  s i n c e r e 

concern ,  the  pursu i t  o f  t ru th , 

and  ha rmonious  r e l a t ionsh ips 

with each other, we can achieve 

the ideal world peace and share 

t h e  v a l u e  o f  l i v e s  a n d  s o u l s ; 

that’s the purpose of Tian Dao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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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教簡介

一、信仰：

本教所信仰的不是一個對

象或一個人物，而是一個信念：

『道』，這其中包含了『天道』

或『天德』的意義，即是『宇

宙真理』，它是普遍的、絕對

的、超越時空的、超越物質的，

大可含蓋宇宙天體，小可細入

微塵之中，亦曰『一』，乃是

『元性』－萬物生長的靈原，

是曰『無形』、是曰『道』。

道無所不包，歷久長存。本教

教主為眾佛群仙恭稱曰『一綉宗

主』，乃本教信仰的中心。

『天德』二字蘊含有『天

之德』之義，即天地宇宙不偏

不倚、大公無私，對萬物皆平

等。在天地宇宙的孕育下，萬

物生生不息，在天地間和諧並

存。本著天地有好生之德，本

教祈以上天之『道』『德』教

化人類心靈，消災止劫，世界

生生不息。

二、宗旨：

本教宗旨乃『承緒中華道

統，奉行廿字，重整道德，正

己化人，提倡宗教大同，促進

世界和平。』

三、教義：

本教教主為教化眾生，集

儒之『忠恕之道』、釋之『慈悲

喜捨』、道之『道德無為』、耶

之『博愛救世』、回之『清真自

律』五教精義，創本教廿字教義：

「忠、恕、廉、明、德、正、義、

信、忍、公、博、孝、仁、慈、覺、

節、儉、真、禮、和」，做為個

人正心修身的指標。

四、經典與儀規

( 一 )、經典：

本教教主為宣化教人，邀恩

諸天聖佛，口吐真經百十餘篇，

總賅教義百二十餘萬言，字字珠

璣，為濟世度人、成世正道之寶

典。本教彙集在台流傳之全部經

典，分類整編完成，定名曰『德

藏經』。計分經、律、論三藏，

及行品為四類，共八部二十九

卷。

( 二 )、儀規：

1. 教規：宗教重戒律，以為

修持達道的方法，本教弟子均須

嚴守廿字規範，正己化人。本教

十六戒條：( １) 戒不敬天地。

( ２) 戒不孝父母。( ３) 戒不睦

手足。( ４) 戒拋撒五穀。( ５)

戒吸食鴉片。( ６) 戒賭博亂淫。

( ７) 戒挑撥是非。( ８) 戒借道

歛財。( ９) 戒明瞞暗騙。(10)

戒不信不愛。(11) 戒好酒貪杯。

(12) 戒不信聖訓。(13) 戒巧裝

異 服。(14) 戒 放 蕩 形 骸。(15)

戒不守廿字。(16) 戒毀謗神祇。

2. 儀禮：含禮佛、壇務儀

禮、祀禮及祭禮等均依德教宏規

施行。

五、組織與傳承

( 一 )、神職執事與皈依：

本教為師傳宗教，依據本教

教章之規定，　宗主（大宗師）、

開山祖師以下，由道監、開導

師、副開導師、協理開導師等四

階神職皈依弟子，分層執掌道

務。首席道監一人，對內主持道

務會議，對外則代表本教最高領

導者。各階神職人員之產生，均

依本教教章之規定辦理。本教所

有皈依弟子，均應奉行廿字，嚴

守教規，服從戒律，在本教神職

人員指導之下擔任道務、壇務工

作之執事生，並依本教教章之規

定，參加本教總壇之各級修行教

育訓練，以奉派擔任神職人員。

未皈依本教，但信奉廿字且護持

本教者，為本教廿字信士。廿字

信士於本教總壇完成皈依訓練，

在本教各道壇由主持開導師，依

本教 儀規行皈依禮後，為本教

皈依弟子。

( 二 )、建教體制：

本教建教體制，依本教教

章之規定，係以道壇體制、教會

體制與精神療養體制建立之。總

壇凌雄寶殿下現有十餘處地方道

壇，總會下現有十處地方教會。

六、展望

今天的世界由於資訊交通的

發達，已無距離空間之分，人類

在地球生存必將融合、互助，成

為宇宙天體中的一個單位體，因

此宗教在未來的世界，將扮演的

是超越一切形而上的層面，乃促

進各種族凝結的膠劑、達成人類

共生共存的酵素，為做宇宙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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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的先導教育；本教未來的展

望是期望與各宗教聯合，共同推

展文化性、教育性、慈善公益性、

生活性、國際性等工作。

Y i  Q i  m a s t e r,  t h e  m a s t e r 

o f  T i a n  D e  r e l i g i o n , 

the  re incarna t ion  o f  Wu Xing 

Buddha, 

S y m p a t h i z e d  w i t h  t h e 

g r i evous ly  o f  wor ld  ca l ami ty 

and the mortal indulges in void 

r e p u t a t i o n、p r o f i t s  a n d  l u s t .  

Master cannot bear to all living 

c r e a t u r e s  s u f f e r  t h e  a b y s s  o f 

m i s e r y ,  s o  h e  s u m m a r i z e d 

doc t r i ne s  o f  a l l  r e l i g ion  i n to 

“twenty words of  t ruth”,  hope 

can arouse human conscience, 

help  morta ls  back to  the  r ight 

p a t h ,  i n  o r d e r  t o  a v o i d  ” T h e 

t h i r d  c a l a m i t y ”  ( Ya n  K a n g 

calamity).

“twenty words of truth”:

1.royalty (zhong) 2.forgiveness 

( s h u )  3 . i n c o r r u p t n e s s  ( l i a n ) 

4 . i n s i g h t  ( m i n g ) 5 . v i r t u r e 

( d e )  6 . u p r i g h t  ( z h e n g ) 

7 . j u s t i c e  ( y i )  8 . f a i t h  ( x i n )  

9 . e n d u r e ( r e n )  1 0 . f a i r n e s s 

( g o n g )  1 1 . a b u n d a n c e 

( b o )  1 2 . f i l i a l  p i e t y  ( x i a o ) 

13.benevolence (ren) 14.mercy 

( c i )  1 5 . a w a r e n e s s  ( j u e ) 

16 .moder ra t ion  ( j i e )  17 . th r i f t  

( j i a n )  1 8 . t r u t h f u l n e s s  ( z h e n ) 

1 9 . c o u r t e s y  ( l i )  2 0 . h a r m o n y 

(he)

“Tian DE religion” is not only 

t h e  o l d e s t  b u t  a l s o  a  m o r d e n 

one, because “Yellow Emperor” 

f o u n d e d  “ D e  r e l i g i o n ”  w i t h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a n d  c o m m o n 

moral  as  the  teachings  of  “De 

r e l i g i o n ” ,  i n  1 9 8 9  “ Ti a n  D e 

r e l i g ion”  fo rma l ly  r eg i s t e r ed 

a n d  a p p r o v e d  b y  M i n i s t r y  o f 

internal affairs .  The followers 

of  “Tian De re l ig ion” “pursue 

twenty words of truth” to self-

control and help others to back 

t o  r i g h t  p a t h .  T h e y  a l w a y s 

s h o w  m e r c y  t o  a l l  l i v i n g 

c rea tu res ,  fo l low na tu re  ru le , 

try to awaken their  conscience 

a n d  p e r s u a d e  m o r t a l s  r e v i v e 

mora l  in  order  to  meet  na ture 

virture. 

“ T i a n  D e  ‘ s ”  n e i t h e r 

discuss  myster ies  nor  worship 

idols .  They make every  effor t 

t o  p e r f o r m  “ t w e n t y  w o r d s  o f 

t r u t h ” ,  c u l t i v a t e  t h e m s e l v e s 

a c c o r d i n g  t o  d o c t r i n e s ,  i n 

tha t  way can  inf luence  o thers 

w i l l i n g  t o  f o l l o w  “ T i a n  D e 

religion”. In brief,  we do these 

from our heart first then extend 

t o  o u r  f a m i l i e s、 s o c i e t i e s、

nations, finally make the world 

become universal harmony.

There  is  no re l ig ion boundary 

taboo in “Tian De religion”, all  

religion are equal here, if  their 

doc t r i ne s  a r e  v i r t uous .  “Tian 

D e  r e l i g i o n ”  a d v o c a t e s  t h a t 

t h r o u g h  r e l i g i o n  e q u a l i t y  t o 

achieve pol i t ics  equal i ty,  then 

universal harmony. 

“Tian  De re l ig ion”  researches 

men ta l  t he rapy  and  doc t r ines 

o f  a l l  r e l i g i o n s .  I n  1 9 3 0  o u r 

f o u n d e r  f o u n d e d  “ r e l i g i o n 

p h i l o s o p h y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n d  “ e a s t e r n  m e n t a l  t h e r a p y 

academy” which were formally 

r e g i s t e r e d  a n d  a p p r o v e d 

b y  g o v e r n m e n t ,  i n  a  l i t t l e 

t i m e  a f t e r  t h a t  o u r  b r a n c h e s 

e s t ab l i shed  one  a f t e r  ano the r 

t o  t h e  n u m b e r  a s  f i f t i e s ,  a n d 

millions of believers.

In  1953 ,  our  founder  (Mas te r 

Wa n g )  p r o p a g a t e d  “ Tw e n t y 

w o r d s  o f  t r u t h ”  a n d  m e n t a l 

t h e r a p y  i n  Ta i w a n ,  a t  f i r s t  

he  e s t ab l i shed  an  a s soc ia t ion 

a t  K a o h s i u n g ,  o v e r  3 0 , 0 0 0 

p e o p l e  j o i n  t h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 

1 9 6 7  f o u n d e r  c o n f o r m e d  t o 

g o v e r n m e n t  d e c r e e  f o u n d e d 

“ C h i n e s e  m e n t a l  t h e r a p y 

r e s e a r c h  a s s o c i a t i o n ” 

m a n y  b r a n c h e s  e s t a b l i s h e d 

sequential ly in different  ci t ies 

and counties.

A f t e r  g o v e r n m e n t  d e c l a r e s 

m a r t i a l  l a w  e n d e d  p e o p l e 

c a n  r e g i s t e r  n e w  r e l i g i o n , 

i n  1 9 8 9  M i n i s t r y  o f  i n t e r n a l 

affa i rs  approved Master  Qin`s 

application “Tian De rel igion” 

f o r m a l l y  e s t a b l i s h e d .  “ L i n g 

Xiong  ho ly  temple”  a t  Fu t ian 

subdivis ion,  Changhua county 

is the headquarter of “Tian De 

religion” local churches locate 

a l l  ove r  Ta iwan  t o  p ropaga t e 

“Twenty words of truth”.

The characterist ic of “Tia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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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Disciples of “Tian De religion” 

h a v e  n o  r e l i g i o n  b o u n d a r y 

t aboo ,  t ha t ’s  mean ing  peop l e 

who had embraced to “Tian De 

re l ig ion”  s t i l l  can  worsh ip  to 

other religion.

D i s c i p l e s  n e e d  s t u d y  m e n t a l 

therapy to  help  others  to  cure 

the  i l lness ,  make  one`s  body, 

mind and soul  clear,  calm and 

health.

D i s c i p l e s  n e e d n ’ t  t o  b e 

v e g e t a r i a n ;  t h e y  j u s t  n e e d 

treasure nature resources.

D i s c i p l e s  m u s t  e s t e e m  a n d 

p r a c t i c e  “ Tw e n t y  w o r d s  o f 

t r u t h ”  t h e y  m u s t  w a t c h  t h e i r 

behavior,  so  that ,  they can be 

model of others.

The  core  du ty  o f  d i sc ip les  o f 

“Tian De religion”:

1 . C o n s t a n t l y  i m p r o v e  m e n t a l 

t h e r a p y  t o  h e l p  p e o p l e 

eliminate Five turbidities

2 . P u r i f y  o w n  m i n d  t o  h e l p 

p e o p l e  d e f e a t  T h r e e  p o i s o n s 

(greed, anger, i l lusion).

3.Study scriptures and Master`s 

lectures to help people improve 

T h r e e  w i s d o m  ( d i s c i p l i n e , 

meditation, wisdom).

4 . D e v e l o p  m i n d  o f  i n f i n i t e l y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to 

perform what  you s tudied and 

bel ieve in,  f inal ly glory “Tian 

De religion”.

中華天地正教
簡介

一、宗旨：

天地正教的信仰傳統，是以

「綉」作為信仰的主體，並且視神

與人類的關係為親子關係；「神」

是人類生命的父母，也是宇宙的

「創造主」，所以教團尊稱神為

「父母神」。

如同許多高等宗教相信「父

母神」在末法時代，必定會差遣

祂的代身—佛教宗門等待的「未

綉佛」、「彌勒佛」；基督宗門所

等待的「再臨主」，降生於地上，

作為人類的救主。根據上天對天

地正教宗門的啟示，深信末法時

代被神差遣降生在地上的「未來

佛」、「彌勒佛」或是「再臨主」，

必定是同一位真人，而在天地正

教將此位尊稱為「彌勒慈尊」，

並侍奉彌勒慈尊為本尊。

由於人類受到罪業的綑綁，

不管盡上自身多大的努力來修

道，也只能清算來自祖先、來自

民族、以及自犯罪。人類無法靠

自己的力量就能清算掉「原罪」

的糾葛與綑綁。因此，宗團的宗

旨，是主張人類應藉由「彌勒慈

尊」，解開人類根本的綉因緣而

獲得新生命。

二、教旨

為了能迎接當來下生的「彌

勒慈尊」，教團首重清淨心的培

養，並以感謝與侍奉的心情每日

供奉父母神、彌勒慈尊與祖先，

使我們重建與上天之親子關係並

逐日加深心情的因緣；又，為了

能夠擁有現世與來世的幸福與喜

悅，在地上界的生活首重人格的

圓滿—也就是「愛與靈性的成

熟」，通過學習「彌勒慈尊」所

直接傳達的真理，使我們明辨善

惡，實踐利他與行善的生活；活

出父母神所盼望之真愛的人格，

並且建立理想的家庭，繁衍善良

正直的宗族，再將此範疇擴大至

社會、國家與世界。

三、使命與目標

1. 領受彌勒慈尊的聖言，傳播彌

勒慈尊的大愛

2. 承負並執行彌勒慈尊對眾生的

教導

3. 成為彌勒慈尊的見證人，提醒

眾生勿忘迎接彌勒慈尊，勿錯

失拯救的恩惠

4. 教義是超越教派、宗派，超越

民族與國家，並以實現永遠的

和平世界為願景

5. 侍奉彌勒慈尊為本尊，並視基

督宗教等待的再臨主與彌勒慈

尊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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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
簡介

巴哈伊信徒深信所有神聖

獨立的宗教，其啟示者皆來自於

同一的造物主。且祂們的啟示乃

依照人類的智慧與瞭解以演進的

方式賜予人類。因此各宗教的精

神教育是恆久不變的，所不同的

只是其社會律法。從古至今的啟

示者有印度教的克利希那、猶太

教的摩西、佛教的釋迦牟尼、基

督教的耶穌、伊斯蘭教的穆罕默

德、巴比教的巴孛和今日巴哈伊

信仰的啟示者巴哈歐拉，祂們皆

來自於唯一的造物主。巴哈歐拉

訓誡我們當以上帝的愛與各宗教

的信徒們和睦相處。 

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教義：人

類一家：巴哈歐拉告誡我等應視

人類一致，以人皆上帝之子女，

是同一家庭—人類家庭—的一份

子，在創造者的眼中，一切人民

是平等的，祂的仁慈傾注全體，

巴哈歐拉在其著作中說：『我所

摯愛的人們啊！團結一致的聖幕

已經揭起，你們不要視彼此如陌

路。你們是同樹之果，同枝之葉，

你們是一手之諸指，一體之諸

肢。此為天啟之筆所昭示。』上

帝唯一：雖其名稱多而異。個人

需獨立追求真理：人要解除一切

偏執和成見，於是他才能尋求真

理，不受阻礙。在各種宗教中，

真理只是一個，藉著這個真理，

世界大同可以實現。

各主要宗教之本質同源：各

宗教都來自同一神聖的根源，因

為我們相信，上帝所一次又一次

地給予我們的，實際上都只是一

個宗教，接受各時代的宗教，都

能使我們對於上帝的信心更加完

美。 綉 宗教與科學當攜手並進：

『上帝創造宗教與科學，供我們

為瞭解之量度。注意不要忽視這

一神奇的力量，把一切放在這天

秤上衡量……使你們的全部信仰

和科學調和，不要有相反的地

方，因為真理只有一個。當宗教

消除其迷信將掃除一切戰禍、紛

擾、不和與競爭……然後全人類

在上帝的愛中團結。』 綉 

男女平等：男女有如飛鳥的

雙翼，當平等相待。『男女都屬

人類，上帝視為平等，在神聖的

創造設計中互為配偶互為輔佐。

在上帝眼裡，人類間唯一的差別

在於其行為言語之純潔與正直，

唯有在其形象的相似上最近於造

物者，最為上帝所喜。』『一個

思想純正，教育水準高，科學造

詣深，慈善事業成就卓越的人，

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白是有色，

都是有權享受充份的權利與尊

榮，沒有任何的區別。』

消除各種偏見：所有世界上

的分歧、仇恨、戰爭和流血都是

由這些偏見所發生的。我們應視

全世界如同一國，所有各個國家

如同一個國家，所有各種人民如

同一個民族。宗教、種族、國家

只是由人造成的分歧。在上帝之

前，無所謂波斯人、阿拉伯人、

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等等的

分別，上帝是所有人們的上帝，

一切創造在祂看來只是一個，我

們需服從上帝，努力跟隨祂，拋

除一切偏見，促成世界和平。 綉 

普及義務教育：巴哈歐拉

告誡我們，每一位兒童……男孩

或女孩……必須要接受教育。如

果做父母的疏忽了兒童的教育，

他應對上帝負責。教育的目的是

要造就相信『世界乃一國，萬眾

皆其民』的男女，是造就願貢獻

其愛心與服務世界進步的人。如

人們依此途徑來教育，只需要一

代，就能建立全人類的團結。巴

哈歐拉說：『智識好似雙翼……

對於人類而言……像上昇的梯。

研求的智識是重要的，尤其是可

能裨益全人類的科學，可不是那

由頭到尾只是舞弄文字的學問。

對科學或藝術有所成就者，在世

人中享有偉大的權利。真的，人

類真正的財產就是他的智識。智

識是獲得榮譽、富饒、歡愉、喜

悅、幸福與快樂的途徑。』 綉 

以精神方法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推行世界共同的輔助語言：

世人不能互相瞭解，語文不能

相通是原因之一。巴哈歐拉的教

義是來聯合世人，要使他們像同

一家庭的人。因此，祂的一條律

法，就是要教給全世界各地一種

共同的語文，除其母語外，每人

都要學這種共同的語文。如此，

不論走到那裡，因為大家能互相

瞭解，人們就覺得有如在自己的

家園。 綉 藉世界各國共同福利

以建立世界和平：一個國際仲裁

機構需由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共

同建立起來，以排解國際間的糾

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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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規

信徒當每日祈禱及研讀經典。 

每年齋戒一次。巴哈伊信徒應在

每年三月二日到二十日於日出與

日落間不飲不食。唯十五歲以下

或七十歲以上之教友或病患、孕

婦、哺乳期間的母親、旅行者以

及任何醫生囑咐不能齋戒的信徒

皆可免齋戒。齋戒的目的是要信

徒們利用這段時間，專心於祝禱

與冥思，以期能淨化心靈，強化

對上帝的信念，及善化行為，俾

能成為一個更真、更善、更美的

巴哈伊信徒。以禮待人，與各宗

教之信徒友善地交往。保持清潔。

參加巴哈伊聖日與十九日靈宴會

活動。教育兒童。信徒均需工作，

嚴禁乞討。重視婚姻與家庭生活。

結婚須取得雙方在世父母的同意。

離婚是極受譴責的。巴哈伊信徒

生前需預立遺囑，不宜火葬。支

付胡辜庫拉。禁止賭博。禁止飲

酒，除醫療用途外，禁止使用酒

精與麻醉品。 效忠政府。效忠政

府為巴哈伊經典中所強調的誠篤

正宜的品德之一，巴哈伊信仰的

教義不僅要求教友效忠其所居住

地之政府，並嚴禁信徒參加任何

政治或顛覆社會的活動。只有巴

哈伊信徒才可以奉獻巴哈伊基金。

無神職人員與職業傳教士的設置。

傳教是每一位信徒的義務與特權。

國際間的教友，為了宣揚巴哈伊

教義與表明對人類同胞愛與和平

的信心，自願移居到新的國度，

這些教友稱為拓荒者，是無薪俸、

非職業性的傳教人員；他們在移

居的國家中，一方面尋找工作以

自食其力，一方面則宣揚巴哈伊

信仰以及協助當地教務機構推展

傳教活動。

伊斯蘭教
簡介

“伊斯蘭”(ISLAM) 一詞源

自於阿拉伯文的音譯，其字義是

歸順、服從、安寧、和平。即

本著順從造化養育宇宙萬物的真

主，獲得身心的安寧；社會的安

定與世界的和平。伊斯蘭之教名

來自於古蘭經，在華人地區亦被

稱為回教、清真教。信仰及實行

伊斯蘭教義的人稱之為「穆士林

（MUSLIM）」，乃是阿拉伯語伊

斯蘭的衍生詞。 

回教乃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為一世界性之社會文明體系。

世界回民人口超過世界總人口五

分一，回教國家在聯合國中目

前已超過四十席。當茲世界面

向廿一世紀新文明進化之時代，

回教──伊斯蘭文化不但毫無衰

退跡象，而且正在世界各國蓬勃

發展，論者以其教義易於了解，

律例易於遵循，禮儀中庸正大，

信仰不加誘迫，加之人類本性需

求宗教，回教既能維持人類之福

祉，接近人類意識，可致人類現

世及後世於安寧，自然深入人

心，為理性所接受。

伊斯蘭教的六大信仰為何 ?

( 一 ) 信真主：“認主獨一”，

即相信真主是造化、調養

宇宙萬物，掌管今世與執

掌後世最後審判的唯一主

宰。伊斯蘭教只崇拜　真

主──「安拉」，就是相

信「 萬 物 非 主， 唯 有 真

主」。認　主獨一無二。

真主乃創造天地萬物人類

的主宰及撫育者，　真主

給我們生命及世上所有一

切。真主「安拉」是無物、

無終、無形、無像、無方

向，既不產生，也不被產

生無匹配的主宰。衪是普

慈今世，特慈後世，大仁

大能永生，至公至嚴，深

知能聽能見，創造天地人

神萬物的主宰，而人類是

被產的。人類的意志和理

性，也是衪所賦予的。人

是有限的，衪是無限的。

( 二 ) 信天使：相信真主造化及

差遣的天使，他們絕對忠

誠順從真主，執行真主的

命令，而且是人們行善作

惡的見證與記錄者。天仙

無男女老幼之別，不吃不

喝，不眠不休，是肉眼看

不見的使者，故名之曰「天

仙」，又稱之為「天使」。

我們相信天仙是　真主選

擇的受造物，是真主的使

者。

( 三 ) 信經典：相信真主降示給

人類的經文和啟示，包括

以前的“舊約“( 討拉特 )

和”新約”( 引支勒 )，

但因其中部份失傳或遭竄

改，因此穆斯林只遵從唯

一可信並受真主保護而完

整的“古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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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蘭 經 共 有 一 百 一 十 四 章，

六 千 二 百 三 十 九 節， 七

萬 七 千 九 百 三 十 四 句，

三十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一

個單字，詞藻精美，內涵

教義、法律、教規、教誡、

玄學、哲學、自然科學、

倫理、論理、政治、軍事、

經濟、教育、社會、生理

衛生，人文科學、天文學、

海洋學、歷史、寓言、故

事、預言、禱告詞等。

( 四 ) 信聖人：相信真主在不同

時代，對每一個民族所差

遣以警告世人並引領於正

道的眾使者，始自於阿丹

（求真主賜他平安）而終

至於最後的先知──穆罕

默德聖人（求真主賜他平

安）（簡稱穆聖）。我們

尊敬並聽從他們的教誨，

但絕不崇拜他們。

( 五 ) 信後世：相信人死後，至

世界末日來臨時，將要復

活，並接受真主公正的審

判；在今世時，歸信真主

並行善者，將得到天堂樂

園的報賞；不信真主而多

行不義者，將受到火獄的

刑罰；今世是短暫的，而

後世是永恆的。

( 六 ) 信前定：相信宇宙一切事

物之發生皆係真主的安排

與事前制定的，但是真主

亦賦予人類理智選擇善惡

行為的自由，個人需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 

伊斯蘭教的五大功課有哪些？

( 一 ) 唸：即誦唸“清真言”宣

示“宇宙無應受拜之主，

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

主使者”。

( 二 ) 禮：堅守每天五次禮拜與

星期五聚禮日的主命拜

功，按時敬拜真主。

( 三 ) 齋：每年伊曆九月，奉行

一個月之齋戒，每日自晨

至昏，禁絕飲食、男女、

娛樂；虔誠敬主，堅忍自

省，去慾止惡並行善。

( 四 ) 課：每年結算財產一次，

以富餘總值的四十分之一

出散天課，濟貧扶弱，用

於合乎教法之福利事業，

善盡富者之社會責任，消

弭貧富之界限。

( 五 ) 朝：如能力、條件許可，

一生需去阿拉伯半島之聖

地麥加朝覲一次。

What is  Is lam
I s l a m  i s  n o t  a  n e w  r e l i g i o n , 

b u t  t h e  s a m e  t r u t h  t h a t  G o d 

r e v e a l e d  t h r o u g h  a l l  H i s 

prophets to every people. For a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lam is  both  a  re l ig ion and a 

c o m p l e t e  w a y  o f  l i f e .   I s l a m 

i s  a  r e l i g i o u s  s y s t e m  b e g u n 

i n  t h e  s e v e n t h  c e n t u r y  b y 

M u h a m m a d .  M u s l i m s  f o l l o w 

t h e  t e a c h i n g s  o f  t h e  Q u r ’ a n 

a n d  s t r i v e  t o  k e e p  t h e  F i v e 

Pillars.  In the seventh century, 

Muhammad c la imed the  angel 

G a b r i e l  v i s i t e d  h i m .  D u r i n g 

these angelic visitations, which 

con t inued  fo r  abou t  23  yea r s 

un t i l  Muhammad ' s  dea th ,  t he 

a n g e l  p u r p o r t e d l y  r e v e a l e d 

t o  M u h a m m a d  t h e  w o r d s  o f 

A l l a h  ( Q u r a n ) .   I s l a m  m e a n s 

“submission,”  der iving from a 

root  word that  means “peace.” 

The word Musl im means  “one 

who  submi t s  to  Al lah .”  I s lam 

means the active submission to 

the  one  God.  I s lam is  s t r ic t ly 

a  mono the i s t i c  r e l ig ion  s ince 

i t  r e s t r i c t s  w o r s h i p  t o  t h e 

one  supreme  Lord  who  i s  the 

Or ig ina tor  and  Crea tor  o f  the 

universe.

The Doctrine of Islam

M u s l i m s  s u m m a r i z e  t h e i r 

doctrine in six articles of faith: 

1. Belief in one Allah: Muslims 

believe Allah is one, eternal,  

creator,  and sovereign.

2. Belief in the angels

3 .  B e l i e f  i n  t h e  p r o p h e t s : 

T h e  p r o p h e t s  i n c l u d e  t h e 

b i b l i c a l  p r o p h e t s  b u t  e n d 

with  Muhammad as  Al lah’s 

final prophet.

4 .  B e l i e f  i n  t h e  r e v e l a t i o n s 

o f  A l l a h :  M u s l i m s  a c c e p t 

c e r t a i n  p o r t i o n s  o f  t h e 

B i b l e ,  s u c h  a s  t h e  To r a h 

a n d  t h e  G o s p e l s .  T h e y 

b e l i e v e  t h e  Q u r ' a n  i s  t h e 

preexistent,  perfect word of 

Allah.

5 .  B e l i e f  i n  t h e  l a s t  D a y  o f 

Judgment and the hereafter: 

Everyone will be resu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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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  j u d g m e n t  i n t o  e i t h e r 

paradise or hell .

6 .  B e l i e f  i n  p r e d e s t i n a t i o n : 

Mus l ims  be l ieve  Al lah  has 

decreed everything that will  

happen. 

The Five Pillars of Islam

These f ive tenets  compose the 

f r a m e w o r k  o f  o b e d i e n c e  f o r 

Muslims:

1 .  The  tes t imony of  fa i th :  “ la 

i laha i l la  al lah.  Muhammad 

r a s u l  A l l a h . ”  T h i s  m e a n s , 

“There is no deity but Allah.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 

o f  A l l a h . ”  A  p e r s o n  c a n 

convert  to  Is lam by s ta t ing 

th is  creed.  This  shows that 

a  Musl im bel ieves  in  Allah 

alone as  dei ty  and bel ieves 

t h a t  M u h a m m a d  r e v e a l s 

Allah.

2 .  P r a y e r  ( s a l a t ) :  F i v e  r i t u a l 

prayers  must  be  per formed 

every day.

3 .  G i v i n g  ( z a k a t ) :  T h i s 

a l m s g i v i n g  i s  a  c e r t a i n 

p e r c e n t a g e  g i v e n  o n c e  a 

year.

4 .  F a s t i n g  ( s a w m ) :  M u s l i m s 

fast  during Ramadan in the 

n in th  month  of  the  Is lamic 

calendar.  They must not eat 

o r  d r i n k  f r o m  d a w n  u n t i l  

sunset.

5 .  P i l g r i m a g e  ( h a j j ) :  I f 

phys i ca l l y  and  f i nanc i a l l y 

p o s s i b l e ,  a  M u s l i m  m u s t 

m a k e  t h e  p i l g r i m a g e  t o 

M e c c a  i n  S a u d i  A r a b i a 

a t  l e a s t  o n c e .  T h e  h a j j i s 

p e r f o r m e d  i n  t h e  t w e l f t h 

m o n t h  o f  t h e  I s l a m i c 

calendar.

One billion people from a vast 

r a n g e  o f  r a c e s ,  n a t i o n a l i t i e s 

and cultures across the globe -- 

f rom the  southern  Phi l ippines 

to Nigeria -- are united by their 

common  I s l amic  f a i t h .  Abou t 

1 8 %  l i v e  i n  t h e  A r a b  w o r l d ; 

t h e  w o r l d ' s  l a r g e s t  M u s l i m 

c o m m u n i t y  i s  i n  I n d o n e s i a ; 

s ubs t an t i a l  pa r t s  o f  A s i a  and 

m o s t  o f  A f r i c a  a r e  M u s l i m , 

w h i l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m i n o r i t i e s 

a re  to  be  found  in  the  Sov ie t 

Union, China,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Europe.

I s l a m  h a s  t w o  m a j o r  s c h o o l s 

o f  t h o u g h t  –  t h e  S h i ’ a  a n d 

the Sunni .  The Sunnis  bel ieve 

t h a t  t h e  c o m m u n i t y  s e l e c t e d 

i t s  o w n  l e a d e r  a f t e r  P r o p h e t 

M u h a m m a d ’s  d e a t h  w h e r e a s 

t h e  S h i ’ a s  b e l i e v e  t h a t  t h e 

Prophet had appointed ‘Ali,  by 

divine will,  to be his successor. 

L e a d e r s h i p  i s  t h u s  d i v i n e l y 

d e s i g n a t e d .  I t  i s  t o  b e  n o t e d 

t h a t  b o t h  t h e  S u n n i s  a n d  t h e 

Shi’as are united in their major 

beliefs i .e. ,  they believe in the 

same God,  the same book,  the 

same Prophets  and pray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differences 

a r e  m a i n l y  t h e o l o g i c a l  a n d 

jurisprudential.

佛教簡介

佛教的信仰，以「三寶」為

依歸，三寶可說是教義的總綱。 

三 寶 是 佛 陀（Buddha）、 達 摩

（Dharmma）、僧伽（Samgha），

簡稱佛法僧三寶。佛是教主，

法是教義，僧是教徒。佛為梵

文，漢譯覺者，以證法（覺悟真

理）而得名；佛復依法攝僧。所

以三寶以法為中心，都是信仰的

依歸，教義的綱領。 釋迦牟尼

佛證覺以後，佛弟子飲水思源，

在十方諸佛中，特別稱釋迦佛為

「本師」。 法又分為證法與教

法。「證法」唯聖者之所獨證，

由於已超越世人思辯所能及的範

圍，所以經中每稱它「不可言說，

不可思議」。為了方便世人理

解、修持，佛陀又宣說契理契機

的教義，那就是「教法」。 一

切教法，以「緣起」為核心。緣

起論，是佛教不同其他宗教的所

在。所謂緣起，經說「此有故彼

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意即：一切現象

都是由種種因緣湊合而生，此其

中，要分析它們的終極實在，都

是了不可得的（故名為「空」）。

依此而論生命，一樣是依種種因

緣而流轉世間，眾苦交煎；也一

樣可因個人的努力，消除致苦的

因緣，而得到層次不等的快樂；

乃至證法而成聖者。由於緣起，

所以生命的苦樂昇沉，不是來自

外力的操縱，而是來自個人意志

所決定的行為；由於緣起，所以

種種生命的苦難也沒有「苦」的

終極實在可得，而可達於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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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滅」。所以緣起論剝脫了一

切形上學的神秘外衣，肯定人類

後天的努力，而不落於宿命論的

窠臼，給予生命無限的安慰與鼓

舞。不論信不信佛教，只要行為

符合標準，就可獲得。所以佛教

肯定一切與人為善的宗教與法

制、風俗的客觀價值。其次若欲

臻於究竟樂之聖者境地，那就必

須有深觀「緣起」佛法的智慧。

聲聞，是指聞佛教法而悟證，另

有一些根性較利的人，雖然生在

沒有佛法流行的地方，卻仍然能

夠悟入「緣起」真諦，是名「緣

覺」或「獨覺」。由於二者修行

方向大同，故此二類皆以「聲聞

教法」歸類之。 聲聞教法，是

出世間法。出世，不是逃塵避世，

而是超越世間。出世法的根本，

在於出離心──肯定世間的本質

是「苦」。世間並非沒有快樂，

但深入觀察之後，不論是身心，

是外界，是個人，是群體，都是

因緣和合而成，因緣離散而毀，

痛苦固然不堪忍受，就是快樂也

沒有所謂的永恆；這種遷流生滅

之世相，佛教稱之為無常。深觀

「無常故苦」的道理，才能放捨

對世間的戀著，而發出離之心，

修出離之行──解脫道。 解脫

道的總綱，不外乎「四諦」、「緣

起」二門。諦，是不顛倒，故有

確實之意。四諦，是以苦、集、

滅、道四者，正確顯示世間生命

的特性（無常故苦），世間苦迫

的原因（業惑成集），消除苦迫

的境地（涅槃寂滅），以及滅苦

的方法（八種正道）。說到緣起，

並非與四諦各別，主要是從苦迫

的現實而層層推究，尋出苦痛的

根源，發現了苦因苦果之間的必

然軌律，又從因緣的改變（修道）

中，使苦因斷而苦果除，達到解

脫。所以四諦不外乎緣起，一樣

透視生命流轉與還滅的規則。 

「苦」義前已略言，今先言「集」

義：眾生世間諸苦，為何不斷生

起？這是由於個體善惡行為──

「業」的積集。業集為何產生？

這是由於煩惱作祟。一切煩惱可

分三類：一、癡類：即是無明。

對於緣起真理一無所知，所以無

常計常，非我（獨立不變的個

體）計我，乃至不知善惡，不知

因果，不知業報，不知凡聖的差

別。二、瞋類：遇逆境而起惡

意，往往由此而發為惡行，傷害

他人，也給自己留下了未來的苦

果。三、貪類：染著自我及有關

自己的一切──如親眷、財富、

名位等。以上三類，無明是生死

根本，由無明故，不解緣起無我

之理，凡事以自我為中心，順我

則貪，逆我則瞋。色界以上瞋心

不起，但是只要仍在三界以內，

就還是凡夫，也就必然有嚴重程

度不等的貪愛與無明，其行為縱

使是善，也因對自我的執著未去

而感得世間苦報，而無法達到出

世解脫的聖者境界。而眾生就在

煩惱、業集、苦報的循環中死死

生生，流轉無已。 反之，煩惱

若已除滅，則行為完全純淨，不

再感得世間苦報，這才能解脫生

死流轉之苦，而實現涅槃（生死

止息）的「究竟樂」──是為「滅

諦」。 然而煩惱不會無故消滅，

它是生命根深蒂固的劣質，必須

仰賴一些方法來對治它，這就是

「道諦」。有八種成聖的正道，

缺一不可：

正見：正確觀見緣起真諦。綉

正思惟：進而深切思惟緣起真諦。

正語：不犯口過。綉

正業：行為正當（不殺、不盜、

不淫）。綉

正命：有合法而又不違「護生」

原則的經濟生活。綉

正精進：為止惡、修善、證得解

脫而努力。綉

正念：專心繫念，以攝亂心。所

念內容，則有益於斷煩

惱、證涅槃。綉

正定：定念成就，獲得定境；由

於定心強大，能夠與觀緣

起的念慧相應，而證入涅

槃。

這八正道，又可歸納為三

學：正語、正業、正命為戒學；

正念、正定為定學；正見、正思

惟為慧學。必須以端正行為的戒

學為基礎，才能進一步端正心理

而入於正定；定學成就的強大心

力，配合緣起智慧，才足以將無

明（不悟緣起）為本的一切煩惱，

消除淨盡。三學圓滿，才能轉凡

成聖，得大自在。 菩薩教法：

由於目標不止於自己達到解脫，

而是希望度化眾生，所以不但要

具足對三寶的信願，對緣起（無

終極實在──空）的智慧，而且

要具足大慈（給予眾生快樂）大

悲的偏執，所以雖因悲願而長處

生死，卻洞達生死的如幻如化而

無懼。長此努力不懈，終將成佛，

而達到超越聲聞、獨覺的，即出

世而入世的圓覺境地。 菩薩所

努力的方向，要而言之，有自利

利他的「六度」，攝化眾生的「四

攝」。六度中，除了本於聲聞教

法而更深廣的戒定慧三學及精進

之四度外，更有本於緣起智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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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布施、忍辱二度。四攝有

布施、愛語（言語柔和）、利行

（言行於對方有利益）、同事（與

對方同甘共苦以共事）──這是

一般領導人所應具備的條件，菩

薩欲令眾生接受教化，也要具足

四攝。所以菩薩長處生死，卻不

以一般無明眾生的起惑（煩惱）

造業，而是以出世智慧配合世間

善行，即利生而自在，即自在而

利生。

軒轅教簡介

 人類歷史上有三大宗教起

源，蔚為三大宗教河系，淵遠流

長枝葉繁茂，期間亦有交流會

通。最為明顯的是亞伯拉罕系三

大宗教─猶太教、基督宗教、伊

斯蘭教。另一大河系即印度民族

所發展的印度教、佛教大系統。

第三大宗教河系源出中國歷史文

化，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

是神祕主義者，而是聖賢所流傳

的信仰系統。

古代的中國 ( 夏、商、周 )

即具有完整的祭祀禮儀和宗教生

活，祭祀的對象是《詩》、《書》、

《禮記》等經典中的上帝、昊天

上帝和祖先。其實這種宗教傳統

溯自上古原始信仰，以軒轅黃帝

集其大成；流傳於儒、墨、道三

家的思想。

儒家重視禮和教育，墨家重

視「天志」與鬼神，道家重視修

道與智慧，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

「天人合一」。軒轅教就是恢復

中國古代宗教，回歸中國宗教河

系的起源。

1949 年，軒轅教教主王寒生

受到黃帝老祖的指示開始傳道。

1957 年正式合法創立了第一個

來自台灣本土 ( 卻淵源於上古中

國 ) 的宗教─軒轅教。軒轅教以

儒、墨、道三家原創性的思想為

體系，完全不受外來宗教影響。

軒轅教的經典有《論語》、《孟

子》、《禮記》、《易經》、《老

子》、《莊子》、《墨論》、《墨

辯》、《黃帝經》……共十五部。

軒轅教十五部經典均無偽託之

作，換言之，軒轅教經典均不斷

有博、碩士論文引為題材。軒轅

教有經亦有論，《寒生論稿》、

《生命光華》..... 均為不朽名

著。軒轅教的科儀祭典均循古

禮，涵蓋生、冠、婚、喪、歲時

祭祀和祝禱。軒轅教的戒律自

「宗法」以至於心法，心齋均有

不同層次的儀軌，鉅細靡遺。軒

轅教的修持，始之於戒律，進而

有天人十二級的境界─人道 ( 倫

常 )、地道 ( 社會 )、天道 ( 神

聖 )。軒轅教亦承繼黃帝武德，

著重武動與養生之學。

    「道家始人精神專一，

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

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

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

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

操，事少而功多，…」司馬談《論

六家要旨》的這一段話就是軒轅

教對道家蘊涵儒、墨、道三家的

中心思想。軒轅教亦自承為傳續

正統道思想的宗教。老子《道德

經》五千言細膩精緻成熟，絕非

一人一時之作 ( 老子曾任周之守

藏史 )。後其道家則以黃老並稱，

有經也致用的《管子》，以道變

法的韓非子、申不害，以運論兵

的姜太公、孫子，講論醫術的黃

帝內經，以陰陽家鄒衍為代表的

齊學，以至於西漢的黃老治術。

在在的指出除了老、莊、列之外，

道家另有所本。

    1973 年，湖南長沙馬王

堆《黃帝四經》出土，解破千古

之謎，原來前後期道家之前，更

有軒轅黃帝的原始道家。中國人

是全世界最注重歷史的民族，太

史公司馬遷《武帝本紀》以充分

的歷史證據將軒轅黃帝列為歷史

的原點；《封禪書》、《武帝本

紀》陳述黃帝修道百年，鼎湖昇

天，宗教啟示及普通信仰均已成

形。直到軒轅教創教才用現代宗

教與神學的觀念，回歸到上古時

代以上帝即道、道即上帝為最高

信仰，以儒墨道為一脈教義，上

宗軒轅黃帝握有大道為宇宙間的

無上神。軒轅教跨越廿一世紀，

為符合科學、哲學、神學的系統

宗教，是世界宗教的三大主流之

一，歷久而彌新，為人類未來開

創新的機運。

基督教簡介

基督教是一個一神論的宗

教，指所有相信耶穌基督為救

主的教會。基督教在歷史進程

中分為許多派別，主要有天主

教、東正教、新教。在中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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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上，基督教新教派簡稱為基

督教。

經典：基督教基本經典是

以《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

兩大部分構成的《聖經》。

基督教強調耶穌救贖的恩

典，只要信奉耶穌基督就是救

世主，願意接受他為主，並決

意以上帝的心意為生活的準則，

讓耶穌基督為自己承擔所犯的

過錯，就是已悔改，可以藉著

洗禮被接納成為教會的一份子。

基督教「因信稱義」的信仰，

也是後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

依據。

台灣的基督教

基督教正式傳入台灣，是

分別由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

馬雅各醫師（1865 年，台南）、

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牧

師（1872 年， 台 北 淡 水 ） 開

始，迄今已有 149 年的歷史。

1949 年後，由中國遷移至台灣

的教派增加。現於台灣的基督

教共超過一百個教派 ( 含地方

教會 )，共有六十多萬信徒，其

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約有

二十三萬信徒。基督教在台灣

所做的包括有宣教、教育、醫

療、政治關懷、社會福利等事

工，一切皆為服務萬民、榮耀

上帝。

The Presbyter 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O u r  C h r i s t i a n  r o o t s  a n d 

heri tage

W h e r e a s  R o m a n  C a t h o l i c  

m i s s i o n a r i e s  c a m e  t o  Ta i w a n 

s o m e w h a t  e a r l i e r ,  P r o t e s t a n t  

mission work that  cont inues to  

th i s  day  began  the  yea r  1865 

i n  Ta i n a n  w i t h  t h e  a r r i v a l  o f  

D r .  J a m e s  L .  M a x w e l l  s e n t  

b y  t h 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 h u r c h 

o f  E n g l a n d  ( n o w  t h e  U n i t e d 

R e f o r m e d  C h u r c h  [ U R C ] ) .  

D r.  M a x w e l l  a n d  c o l l e a g u e s 

w e r e  s o o n  f o l l o w e d  b y  R e v.  

D r.  G e o r g e  L .  M a c k a y  f r o m 

t h e  C a n a d i a n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M i s s i o n  ( t h 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hurch in  Canada [PCC])  who 

began mission work in  Tamsui  

in  1872.  

From the effor ts  of  the Bri t ish 

miss ionar ies  in  the  sou th  and 

t h e  C a n a d i a n  m i s s i o n a r i e s  

i n  t h e  n o r t h ,  a  T a i w a n e s e 

Presbyter ian  Church  began  to  

take shape.  1865 is  considered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PCT. 

L i t t l e  m o d e r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h a d  b e e n  i n i t i a t e d  b y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i n  Ta i w a n ,  u n t i l  

t h e  J a p a n e s e  t a k e o v e r  i n  

1895 ,  however,  many  modern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w e r e  a l r e a d y 

i n t r o d u c e d  b y  t h e  c h u r c h .  

For  example ,  the  f i rs t  school ,  

inc lud ing  the  f i r s t  schoo l  fo r  

g i r l s ,  t he  b l ind  and  dea f ,  t he 

f i rs t  western hospi ta l ,  the  care  

f o r  l e p r o s y  p a t i e n t s ,  a n d  t h e 

f i r s t  p r in t ing  press  in  Ta iwan 

w e r e  a l l  e s t a b l i s h e d  b y  t h e 

Presbyter ian Church.

Dur ing  the  J apanese  co lon ia l  

p e r i o d ,  t h o u g h  u n d e r  

s t r o n g  p r e s s u r e  f r o m  t h e 

a u t h o r i t i e s  t o  u s e  J a p a n e s e ,  

t h e  P C T  c o n t i n u e d  t o  u s e 

t h e  Ta i w a n e s e  l a n g u a g e  i n  

i t s  a c t i v i t i e s .  Because  o f  t he 

increasing mil i tar ism of  Japan 

i n  t h e  l a t e  1 9 3 0 s  a l l  f o r e i g n 

m i s s i o n a r i e s  w e r e  e x p e l l e d 

f o r  a  p e r i o d ,  t h u s  g i v i n g  t h e 

church an  ear ly  exper ience  of  

au tonomy.  Evange l i sm among 

t h e  i n d i g e n o u s  t r i b e s  s t a r t e d 

a t  t h i s  t i m e  d e s p i t e  r u t h l e s s  

J a p a n e s e  o p p o s i t i o n  a n d  b y 

the end of  the war 4,000-5,000 

indigenous  people  were  ready 

for  bapt ism.

I n t e r d e n o m i n a t i o n a l  a n d 

mult i - fai th

In  the per iod s ince World War 

I I  Ta iwan  has  been  inunda ted 

with every variety of  Christ ian 

m i s s i o n s  a n d  s e c t s .  A m o n g 

t h e  P r o t e s t a n t  c h u r c h e s  t h e 

Presbyter ian Church in Taiwan 

remains very much the largest  

d e n o m i n a t i o n .  A b o u t  7 0 %  o f  

t h e  i n d i g e n o u s  t r i b a l  p e o p l e  

a r e  p r o f e s s i n g  C h r i s t i a n s .  

( T h i s  f i g u r e  i n c l u d e s 

R o m a n  C a t h o l i c s  a n d  o t h e r  

P r o t e s t a n t  c h u r c h e s ;  a b o u t  

30% of  indigenous  people  ar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 .  E v a n g e l i s m 

h a s  b e e n  s l o w e r  a m o n g  t h e 

H an  p eo p l e  -  ab o u t  3 . 5 %  a r e  

Chr is t ian ,  inc luding  about  l% 

Presbyter ian.  

The  ma jo r i ty  o f  the  popu lace 

a d h e r e s  t o  t h e  p r a c t i c e  o f  

f o l k  r e l i g i o n ,  Ta o i s m  a n d  i n  

p a r t i c u l a r  B u d d h i s m  s o 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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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o u p s  o f  w h i c h  i n  r e c e n t  

years  have become very social  

act ive.

PCT Con tex tua l  and  Ho l i s t i c  

Mission

T h e  P C T m i s s i o n  m a n d a t e  i s  

b o t h  h o l i s t i c  a n d  c o n t e x t u a l .  

From i ts  very foundat ion PCT 

h a s  u n d e r s t o o d  p r o c l a m a t i o n 

o f  t h e  G o s p e l  i n c l u d e s  b o t h 

evangel ism and social  concern 

a n d  a c t i o n ;  t h e  p r a c t i c e  o f  

which is  very evident  f rom the 

e ffo r t s  o f  ea r ly  mis s iona r i e s ,  

w h o  n o t  o n l y  p l a n t e d 

churches  bu t  a l so  es tab l i shed 

h o s p i t a l s  a n d  s c h o o l s ,  t o  

t h e  c u r r e n t  m i n i s t r i e s  o f  

t h e  P C T .  I n  s h a r i n g  t h e 

g o o d  n e w s  t h e  v i s i o n  o f  

t h e  C h u r c h  e m b r a c e s  t w o 

e l e m e n t s ,  i n c r e a s e d  n u m b e r 

of  Chris t ians  and the spir i tual  

f o r m a t i o n  o f  i n d i v i d u a l s  i n  

t h e i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w i t h  G o d ,  

o t h e r s ,  s e l f ,  a n d  c r e a t i o n 

o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  S i m p l y  p u t  

church growth in  quant i ty  and 

qual i ty.

I n  i t s  C o n f e s s i o n  o f  F a i t h  

(1985)  the  PCT c lear ly  s ta tes  

“ the  Church  i s  the  fe l lowship 

o f  G o d ’ s  p e o p l e ,  c a l l e d  t o  

proclaim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 i s t  and  to  be  ambassadors  

o f  r e c o n c i l i a t i o n .  I t  i s  b o t h 

u n i v e r s a l  a n d  r o o t e d  i n  t h i s  

l a n d ,  i d e n t i f y i n g  w i t h  a l l  i t s  

inhab i tan t s ,  and  th rough  love 

a n d  s u f f e r i n g  b e c o m i n g  t h e 

s ign of  hope.”

Evangel ism – past  and present

T h e  P C T ’ s  t i m e  o f  m o s t  

r a p i d  g r o w t h  w a s  f r o m  1 9 5 5 

t o  1 9 6 5  w h e n  a  T e n - Ye a r  

Double the Church Movement ,  

c u l m i n a t i n g  i n  t h e  c h u r c h ’s  

C e n t e n a r y ,  s u c c e e d e d  i n  

d o u b l i n g  b o t h  t h e  n u m b e r  o f  

churches and the membership.  

T h e  i n d i g e n o u s  c h u r c h e s 

e s p e c i a l l y  i n c r e a s e d  a t  t h i s  

t ime.

F r o m  1 9 7 8  t h 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hurch in Taiwan was engaged 

i n  a n  e x t e n s i v e  e v a n g e l i s m 

e f f o r t  k n o w n  a s  t h e  T e n 

P l u s  O n e  M o v e m e n t ,  w h i c h 

a i m e d  a t  a  1 0 %  i n c r e a s e  i n  

c o m m u n i c a n t  m e m b e r s h i p 

e a c h  y e a r .  A l t h o u g h  n o t  

r e a c h i n g  i t s  n u m e r i c a l  g o a l ,  

n o t e w o r t h y  a d v a n c e s  w e r e 

made:  the addi t ion of  some 80 

c h u r c h e s ,  4 0 , 0 0 0  m e m b e r s ;  

i n c r e a s e  i n  l a y - t r a i n i n g ,  

l i t e r a t u r e  a n d  f e l l o w s h i p ,  

i n c l u d i n g  a  B i b l e  R e a d i n g 

M o v e m e n t  d e s i g n e d  t o  c o v e r  

the whole Bible  in  two years .

I n  1 9 9 0  t h e  P C T  j o i n e d 

a n  i n t e r - c h u r c h  Ye a r  2 0 0 0 

G o s p e l  M o v e m e n t .  T h e  P C T 

i n d i v i d u a l  g o a l  w a s  t o  r e a c h 

a  m e m b e r s h i p  o f  3 0 0 , 0 0 0 .  

T h r o u g h  m a s s  m e d i a ,  p r i s o n 

m i n i s t r y ,  a n d  t r a d i t i o n a l  

m e t h o d s  o f  e v a n g e l i s m ,  t h e 

Gospel  Movement  coordinated 

a l l  p a r t i c i p a t i n g  C h u r c h e s 

u s i n g  i d e n t i c a l  c a m p a i g n 

themes,  posters  and handouts .

F o l l o w i n g  o n  f r o m  t h a t  

e f f o r t  t h e  P C T  i n t r o d u c e d 

the  21s t  Century  New Taiwan 

M i s s i o n  M o v e m e n t  w i t h 

i t s  u n d e r l i n i n g  t h e m e  “ t o 

actual ize  the Kingdom of  God 

t h r o u g h  b u i l d i n g  K o i n o n i a . ”  

The focus of  this  movement  is  

spir i tual  growth and formation 

centered on church community 

p ro jec t s  tha t  enab le  members  

to  be  involved in  the  l i fe  and 

concerns of  their  communit ies  

i n  s u c h  w a y s  J u s t i c e ,  P e a c e ,  

and  In tegr i ty  o f  Crea t ion  can 

b e  a t t a i n e d  i n  Ta i w a n  a n d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L o o k i n g  t o  t h e  f u t u r e  a s  t h e 

P C T  p r e p a r e s  t o  m a r k  i t s  

1 5 0 t h  A n n i v e r s a r y,  a n d  b o r n 

f rom a  des i r e  t o  combine  the 

celebrat ions with a  missionary 

g o a l  a n d  s t r a t e g y,  t h e  O n e -

l e a d s - O n e  N e w  D o u b l i n g 

M o v e m e n t  w a s  l a u n c h e d 

i n  2 0 1 0 .  T h e  b a s i c  g u i d i n g 

p r i n c i p l e s  o f  t h i s  m i s s i o n 

m o v e m e n t  a r e  “ I d e n t i t y ,  

Commitment  and Growth”.  

D u r i n g  t h e  n e x t  f i v e  y e a r s ,  

i n d i v i d u a l s ,  c o n g r e g a t i o n s ,  

p r e s b y t e r i e s  a n d  P C T 

p r o g r a m m e  c o m m i t t e e s  a r e  

a l l  e n c o u r a g e d  t o  e n g a g e  i n  

p r o c l a i m i n g  t h e  g o s p e l  a n d 

c h a l l e n g e d  t o  d e v e l o p  a n d 

i m p l e m e n t  s i x  d i m e n s i o n s  o f  

Holis t ic  Mission through their  

exis t ing networks:  

►Proclaim th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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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e God's  Chi ldren 

►Serve with Love 

►Transform Society 

►Care for  God's  Creat ion 

►Gospel  and Culture

W e  p r a y  t h e  “ O n e - l e a d s -

O n e ”  m o v e m e n t  w i l l  y i e l d  a  

h a r v e s t  i n  t e r m s  o f  s p i r i t u a l  

g rowth  and  numer ica l  g rowth 

b y  t h e  y e a r  2 0 1 5  w h e n  t h e 

c h u r c h  f a m i l y  w i l l  g a t h e r  t o  

celebrate .

S o c i a l  J u s t i c e  a n d  S o c i a l  

Welfare

As part  of  i ts  mission witness  

t h 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 h u r c h 

m a i n t a i n s  a  s t r o n g  s e n s e  o f  

soc ia l  concern  fo r  the  peop le  

i n  Ta i w a n  a n d  f o r  t h e  f u t u r e  

of  the nat ion.  

D u r i n g  t h e  d a r k  e r a  o f  

M a r t i a l  L a w  a  n u m b e r  o f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s ,  i n c l u d i n g  a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Rev.  

D r.  C .  M .  K a o ,  w e r e  a m o n g 

those  impr isoned by the  KMT 

f o r  t h e  p e a c e f u l  e x p r e s s i o n 

of  the i r  idea ls  and  be l ie fs .  In  

add i t i on  the  Ta iwanese  B ib l e  

and two edit ions of  the Taiwan 

Church News were confiscated 

(1977,  1987) .  

In  the  1970s  the  Church  took 

courage  and  became  a  “vo ice 

f o r  t h e  v o i c e l e s s  Ta i w a n e s e ” 

a n d  i s s u e d  t h r e e  c r i t i c a l  

publ ic  proclamations:  

► P u b l i c  S t a t e m e n t  o n  o u r  

National  Fate  (1971)  

► O u r  A p p e a l  -  C o n c e r n i n g 

the  Bible ,  the  Church and the 

Nat ion (1975)  

►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n  H u m a n 

Rights  (1977)  

T h e  1 9 9 0 s  s a w  f u r t h e r  

s ta tements:  

► P u b l i c  S t a t e m e n t  o n  t h e 

Sovereignty of  Taiwan (199l)  

► T h e  A n t i - N u c l e a r  

Declarat ion (1992)  

► C o n c e r n i n g  t h e  P r e s e n t  

Rela t ionsh ip  be tween  Ta iwan 

and China (1993)  

N o t e :  f o r  f u l l  t e x t  o f  

S t a t e m e n t s  v i s i t  h t t p : / / w w w.

pct .org. tw 

W i t h  t h e  l i f t i n g  o f  M a r t i a l  

Law i t  i s  t rue  Ta iwan  soc ie ty 

c h a n g e d  d r a m a t i c a l l y  s t i l l  

today  democracy  s t rugg les  to  

t ake  roo t .  The  PCT cont inues 

t o  i den t i fy  w i th  t h i s  l and ,  t o  

s h a r e  t h e  a s p i r a t i o n s  o f  i t s  

people  and to  be  in  sol idar i ty  

with them. Commit ted to  pray 

and  s t r i ve  fo r  j u s t i c e ,  peace ,  

in t eg r i ty  o f  c rea t ion ,  and  the 

guarantee of  ful l  human r ights  

i n  Ta i w a n  a s  w e l l  a s  i n  t h e 

wider  global  community.  

T h e  o t h e r  d i r e c t i o n  i n  

w h i c h  t h e  P C T e x p r e s s e s  i t s  

s o c i a l  c o n c e r n  t o  t h e  o f t e n 

marginalized people is  through 

t h e  m i n i s t r i e s  o f  i t s  s o c i a l  

service and welfare  agencies:  

►Fishermen's  Service Centre  

► A b o r i g i n a l  C o m m u n i t y 

Development  Centre  

► T a i w a n  W o m e n ' s  

Development  Associat ion 

►Rainbow Project  

► D i s a b l e d  P e o p l e ' s  C o n c e r n 

Centre  

►Labor  and  Migrant  Workers  

Concern Centre  

► D i s a s t e r  R e l i e f  a n d 

Reconstruct ion Centres

OUR LOGO

Along with other  Presbyter ian 

C h u r c h e s  t h e  w o r l d  o v e r  t h e 

PCT shares  the  symbol  of  the 

bu rn ing  bush  t ha t  ”bu rns  bu t  

i s  not  consumed”-  Nec Tamen 

C o n s u m e b a t u r ,  S i n c e  1 8 6 5 

t h 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 h u r c h  i n  

Taiwan has boldly burned with 

t h e  f i r e s  o f  G o d ’s  S p i r i t .  A t  

t imes  i t  has  been scorched by 

t h e  f l a m e s  o f  r e p r e s s i o n  a n d 

harassment .  Yet  i t  s t i l l  s tands 

f a i t h f u l l y  a s  a  l i g h t  i n  t h e 

darkness  and a  beacon of  hope 

i n  t h e  s o c i e t y  o f  Ta i w a n  a n d 

t h e  w o r l d .  We  p r a y  G o d  w i l l  

g r a n t  P C T  c o n t i n u i n g  f a i t h ,  

w i sdom,  v i s i on ,  and  s t r eng th 

to  face the mission chal lenges 

of  the fu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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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教
台灣總會簡介

受到神的感動與召命，決

意要完成神所盼望的創造理想。

懷此濟世救人之聖心宏願，文

鮮明牧師於 1954 年創立「世界

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世人稱

「統一教或「統一教會」，以

「持守純潔」、「真愛—為別

人而活」、「愛天 愛人 愛國」

之信仰精神，展開世界性的宣

教。

1971 年「世界基督教統一

神靈協會」在台灣正式登記立

案，即推行各項德化社教活動，

直 至 2011 年 更 名 為「 統 一 教 

台灣總會」。

1975 年因幾位學生會員休

學投入神職而遭誤解，教會被

迫禁止活動，但文鮮明牧師仍

教示台灣會員：「不要對政府

抱著怨恨之心，要在國內及國

外協助政府。這個國家既然在

宗教方面禁止我們，我們就在

其他方面如學術、反共、文化

等各方面繼續協助政府，通過

我們的行動使他們瞭解我們的

理念與善意。」

因此台灣統一教依據文鮮

明牧師的指導方針，舉辦各項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超宗教活

動以及勝共活動；終讓政府了

解教會的良善理念與作為，先

於 1983 年底，許可登記「家庭

教會」來從事宣教活動，最後

於 1990 年 3 月正式解禁。

在 90 年代，台灣統一教結

合社團大眾力量，推行全民「愛

的純潔運動」、「為別人而活

的真愛運動」與「理想家庭創

建運動」，在各地方舉辦理想

家庭祝福大典，深獲學校、社

會各界好評。

1997 年，文鮮明牧師將「世

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與「世

界和平家庭聯合」合併為「世

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作為

未來活動的主軸，象徵著統一

教已經超越了作為單一教派或

宗教的階段，進入以家庭為中

心的時代，亦即家庭是天國的

基本單位，天國是夫婦一起進

去的。因此極力推動「理想家

庭祝福大典」或「跨宗教和平

祝福典禮」，期望神的真愛、

真生命與真血統通過真父母的

祝福，能夠臨到每一對夫婦中，

建立以神為中心的真愛理想家

庭。

公元 2000 年後邁入多元活

躍的發展階段，不僅興辦各種

組織，推行各項運動，建立跨

國家、跨宗教的國際交流平台，

聯合各界領袖與熱心人士授予

「和平大使」的使命，合力共

同解決現今世界與社會的諸多

問題。提出人類的新未來與天

下 一 家 (One Family under 

God) 的新願景，成為世人所知

的「世界和平運動」。主要推

展活動包含社會弱勢服務、青

年學生之生命教育、真愛家庭

社區講座、家庭小組教會、愛

滋毒品防治教育、婦女培力成

長教育、和平大使愛鄉運動、

跨宗教的合作與對話、舉辦國

際交流活動並參與聯合國活動

及更新，同時在國際上見證台

灣的宗教奇蹟 .. 等等。

統一教期望能夠為台灣成

為神的國而獻上精誠，能夠承

繼神與真父母的愛和恩典，祈

求天運旺臨台灣。  

T h e  F a m i l y  F e d e r a t i o n  f o r 

World Peace and Unif icat ion

T h e  F a m i l y  F e d e r a t i o n 

f o r  W o r l d  P e a c e  a n d 

U n i f i c a t i o n ,  f o u n d e d  a s  t h e 

H o l y  S p i r i t  A s s o c i a t i o n  f o r  

t h e  U n i f i c a t i o n  o f  W o r l d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a n d  c o m m o n l y 

ca l led  the  Unif ica t ion  Church 

o r  U n i f i c a t i o n i s m ,  i s  a  n e w 

r e l i g i o u s  m o v e m e n t  f o u n d e d 

in South Korea in 1954 by Sun 

Myung Moon.

T h e  F a m i l y  F e d e r a t i o n  f o r  

Wo r l d  P e a c e  a n d  U n i f i c a t i o n 

( F F W P U )  i s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oc ie ty  compr ised  of  fami l ies  

s t r i v i n g  t o  e m b o d y  t h e  i d e a l  

o f  t r u e  l o v e  a n d  t o  e s t a b l i s h 

a  w o r l d  o f  p e a c e  a n d  u n i t y  

among a l l  peoples ,  races ,  and 

r e l i g i o n s  a s  e n v i s i o n e d  b y 

Rev.  Sun Myung Moon.  Many 

members of  the FFWPU accept  

a n d  f o l l o w  R e v e r e n d  M o o n ’s  

pa r t i cu la r  r e l ig ious  t each ing ,  

the  Div ine  P r inc ip le ,  and  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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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n as  Unif icat ionis ts .

T h e  F F W P U  w a s  f o u n d e d  i n  

1 9 9 6  b y  R e v e r e n d  a n d  M r s .  

M o o n  i n  o r d e r  t o  e x p a n d  t h e 

m i s s i o n  o f  t h e  U n i f i c a t i o n 

C h u r c h  t o  c r e a t e  a n  a l l i a n c e 

of  people  who general ly  share  

the i r  v i s ion  o f  bu i ld ing  God-

centered  fami l ies  as  the  bas is  

f o r  h e a l t h y  c o m m u n i t i e s ,  

s table  societ ies  and a  peaceful  

world.

F F W P U  c h a m p i o n s  t h r e e 

i d e a l s  m e n t i o n e d  i n  i t s  t i t l e :  

family,  peace,  and unif icat ion.  

P r o m o t i n g  t h e  v a l u e s  t h a t  

make for  s trong famil ies  is  the 

central  mission of the FFWPU. 

T h i s  m e a n s  e n c o u r a g i n g 

m a r r i e d  c o u p l e s  t o  p r a c t i c e  

f i d e l i t y ;  i t  m e a n s  p a r e n t s  

l o v i n g  a n d  c a r i n g  f o r  t h e i r  

ch i ldren ,  p ro tec t ing  them and 

educa t ing  them to  upho ld  the 

h i g h e s t  m o r a l  s t a n d a r d s ;  a n d 

i t  m e a n s  c h i l d r e n  l o v i n g  a n d 

r e s pec t i ng  bo th  t he i r  pa r en t s  

and grandparents .  The FFWPU 

also seeks a “culture of  peace” 

b y  s u p p o r t i n g  i n t e r r e l i g i o u s 

and  in te rna t iona l  coopera t ion 

a r o u n d  t h e  u n i v e r s a l  t h e m e s 

o f  f a m i l y ,  l o v e ,  a n d  l i v i n g 

f o r  t h e  s a k e  o f  o t h e r s .  T h e 

w o r d  U n i f i c a t i o n  i n  t h e  t i t l e  

r e f e r s  t o  t h e  i d e a l  o f  u n i t y  

b e t w e e n  m i n d  a n d  b o d y ,  

b e t w e e n  h u s b a n d  a n d  w i f e ,  

and between heaven and ear th .  

U n i f i c a t i o n  C h u r c h  o r  

F F W P U  h a s  s p o n s o r e d  m a n y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a n d  p r o j e c t s  

o v e r  t h e  y e a r s ;  i n c l u d i n g 

b u s i n e s s e s ,  n e w s  m e d i a ,  

p r o j e c t s  i n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t h e  a r t s ,  a n d  p o l i t i c a l  a n d 

s o c i a l  a c t i v i s m .  T h e  t h r e e 

m o s t  c e n t r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a r e  F F W P U ,  U n i v e r s a l  

P e a c e  F e d e r a t i o n  ( U P F )  a n d 

W o m e n ’ s  F e d e r a t i o n  f o r  

Wor ld  Peace  (WFWP) .  Ma jo r  

b u s i n e s s e s  a r e  a f f i l i a t e d 

c o m p a n i e s  o f  t h e  T o n g i l  

Group in  Korea .  In ternat ional  

news  media  corpora t ions  l ike 

The Washington Times,  United 

P r e s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S e g y e 

Time,  e tc .  Major  profess ional  

b a l l e t  c o m p a n i e s  i n c l u d e  t h e 

Universal  Bal le t  and the Li t t le  

Ange l  Ch i ld ren ’s  Fo lk  Ba l l e t  

i n  K o r e a .  M a j o r  e d u c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r e  S u n  M o o n 

U n i v e r s i t y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B r i d g e p o r t ,  a n d  U n i f i c a t i o n 

Theological  Seminary.  

道教簡介

道教是我國唯一固有宗教，

宗源於黃帝，闡揚於老子，成

教於道陵天師，世稱黃老之學。

道是宇宙之本體，先天地而生，

故為天地之根，萬物之母，老

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無

狀之狀，無象之象，視之不可

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

迎 之 不 見 其 首， 隨 之 不 見 其

後。」「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

一以生。」不但說明了天地萬

物同出一源，而且人類萬物是

無法脫離道而獨立生存的。因

此道教不但極力主張崇尚自然，

化育萬物，同時也強調老子的

「慈、儉、不敢為天下先。」

為行道濟世的指導原則，「慈」

就是教人應有悲天憫人的仁心

和化育眾生的襟懷；「儉」是

要人清心不貪，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知足不辱，不可暴殄

天物，浮華失真而迷失本性，

失德離道；「不敢為天下先」

就 是 要 人 忍 讓 不 爭， 謙 恭 柔

順，為而不有，成而不恃，知

榮守辱，知止不殆。人能慈愛，

即可利民，人能節儉，即無貪

求，人能忍讓，即無爭奪，故

以人能無貪無欲，不爭不奪，

世間即無紛爭，自然可以利物

濟世，福國利民。基上要求，

因此道教規定教徒必須「存天

理、袪獸性、返人性、守靜篤、

致虛極。」而以「遵天法祖、

利物濟世、清靜無為，自然順

化而臻天人合一」為基本教義，

遵天即是順符自然保守天理，

法祖就是宏揚祖德返始報本，

故曰道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

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祖宗者

類之本也。」萬物生存的空間

和所需之物質條件，無不來自

天地，淵於自然，天地扶持萬

物和人類繼續生存和發展，因

此天地天地是生之本；君師領

袖，是領導、教化，推動進步

的樞鈕，是發展生存動力，因

此君師是治之本；人類傳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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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繁衍族類，保存生存的根

源，就是祖先，因此祖宗是類

之本，為了報此三本，道教徒

家中，必須設置神龕和祖先牌

位，二者缺一不可，拜神而同

時祀祖是道教最大特性，不但

充份顯現了教徒崇德報本之精

神，同時也成為中華文化之優

良傳統。 依據道教教義，道教

還有以下之特性，就是道教為

唯一講「氣」的宗教，自元始

祖　以一　化三，萬物生成以

後，無不蘊氣而生，無不秉氣

而存，所以人在修道過程之中，

內煉就是煉氣，古之道士因此

亦稱煉氣士，修道之士須透過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

虛之過程完成精氣神三者合一，

與道合德的天人合一境界，以

達到天地人三者合一的目的，

而做到極高明、極博大、極精

微、極神化、極悠久的五極要

求，在這個前提指導之下，道

教徒的生命觀，就有了「我命

在我，不在於天」的重生貴命

之積極觀念，而產生了導引、

按摩、辟穀、吐納、服氣、結

丹等等激發自然潛能的長生內

煉靈修法，但煉氣固然可以延

生，如果沒有外德的積聚還是

不足得道的，因此在德行上之

規定也十分之嚴格。另一個特

性就是道教確認「萬物有靈」，

亦即一切事物各有主宰，皆與

世人生活密不可分，也是世人

必須謹言慎行時時崇敬的，國

人普遍存有「天地良心」「舉

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即基

因於這種認知。 再一個特性就

是道教講究飄逸自由，世間就

是洞天福地。凡屬宗教，都是

尋求解決人生未可知的問題，

引導眾生去惡歸善，為未來生

命找一個去處。道教則是要在

現實的世界上，建立一個極大

而沒有罪惡、沒有災害、公平、

和諧的樂園，人人皆可在虛靜

自由之樂土上，依據道教之理

念，超脫自在，不為物累的安

居生活，長生久視與天同壽，

一同追求永恒的生命，所以人

活在世間是快樂的事。道教所

指的仙境，並不完全在天上，

人間仙境的十大洞天、三十六

洞天和七十二福地，都是國內

十分秀麗的山川勝地，人在修

道過程中，就是活神仙，任何

人都可以生活一起，一同當神

仙，而且要道者「同塵和光」，

不要離開人群，不要製造階級。 

還有一個特性就是感應和承負，

感應即是凡人為善為惡，只要

一有念頭，上天立即知道，並

不是俟你有了行為，才逃不過

上天的法眼，而是有感即應的，

俗諺：「為人不做虧心事，未

曾舉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

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亦即

導因於道教感應承負的道理，

任何宗教的信教徒所追求的，

無非是現世的安慰和未來的果

報，人生在世的一切功過善惡，

居後的福禍報應，都由各人自

己擔負，而與他人無涉。道教

則謂人之為善為惡，若果報不

及己身，則由子孫承負其禍福，

河上公註曰：「修道於家，父

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正，

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

子孫也」。想爾注亦說：「傷

殺不應度，其殃禍反還人身，

及子孫。」其意即謂，傷害別

人者，如果不能得到度世向善，

將會有惡報，而且禍延子孫。

抱朴子亦云：「但有惡心而無

惡跡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

者奪紀，若算紀盡未自死者，

皆殃及子孫。」正一天師教戒

科經說：「人能修行，執守教

戒，善行積者，功德自輔，身

與天通，福流子孫。」惡事的

報應可在己身及子孫，善事的

報應，同樣的及於自己和子孫，

所以養生延命錄也說：「人修

善積德，而遇其兇禍者，受先

人之餘殃也；犯禁為惡，而遇

其福，蒙先人之餘慶也。」民

間普遍的流傳：「善有善報，

不是不報，祖有餘殃，殃盡必

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祖

有餘德，德盡必報。」及「留

德不留財」的俗諺，就是詮釋

道教承負的教義。 宗教是社會

之公器，其最大功能厥在滌化

人性以安定社會，主導文化以

保全民族；因此必須依循教義

而制訂德目以化育信眾。道教

規納各種教義而要求信眾遵行

者，則以「禮神明、敬祖宗、

愛國家、保民族。」及抱朴子

所訂之「忠孝仁信和順」的行

持六訣，以及「存好心、說好

話、 讀 好 書、 學 好 樣、 作 好

事。」的修身五箴，作為日常

的生活規範。教徒則以「　說

神之法──闡揚真理，旨在宏

道傳教，淨化人性以安定社會。

　揚神之功──祀神敬祖，旨

在崇德報本，宏揚祖德以保全

國族。　體神之心──進修功

德，旨在律己度人，仰體天心

以利物濟世。　續神之德──

強化組織，旨在團結教眾，發

揮力量以福利蒼生。」為推展

教務之四大目標，讓世人都能

沐浴於道的恩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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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Establ ishment

Du r ing Feb.  16th and 19 th 1993,  the chai r man 

o f  t h e  A s i a n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e a ce ,  ACR P,  D r.  Wong-Yong  K a ng  ( Kore a n)  

a nd  t he  v ice - sec re t a r y  M r.  Sh i n’ich i  Nog uch i  

(Ja p a ne s e)  c a me  t o  Ta iwa n  t o  v i s i t  t he  m a i n 

loca l  rel ig ious organ izat ions and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es t abl ish ing one loca l  “Conferenc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e a c e ”,  w h i c h  t h e n  g a i n e d 

s u p p o r t s  a n d  e n c o u r a g e m e n t s  f r o m  t h e 

rel ig ious people  i n  Taiwan.

O n  S e p .  1 7 t h ,  1 9 9 4 ,  t h e  e s t a b l i s h m e n t  

m e e t i n g  o f  Ta i w a n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R e l i g i o n 

a n d  P e a c e  w a s  f o r m a l l y  h e l d  a t  t h e  Ta i p e i  

T i e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C e n t e r  ( T E C ) .  A  t o t a l  o f  

more  t ha n  50  r e p re sent a t ive s  of  Ca t hol ic i sm ,  

C h r i s t i a n i t y ,  B u d d h i s m ,  a n d  t h e  T ' i e n t i  

Te a c h i n g s ,  e t c .  a t t e n d e d  t h i s  m e e t i n g .  O n 

Nov.  25th of  the same yea r,  i t  was approved by 

t he  M i n i s t r y  of  I n t e r io r  a s  n a t ion a l  p e ople’s  

organ izat ion.

 I I .  Pr inciples

B a s e d  o n  t h e  s e n t i m e n t s  o f  r e l i g i o u s 

f rate r n it y,  t he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 ig ion 

a n d  Pe a c e  g o e s  t h r o u g h  r e l i g io u s ,  c u l t u r a l ,  

e d u c a t i o n a l  a n d  s o c i a l  c o n c e r n s ,  a i m s  a t  

i nc reasi ng t he  u nder s t and i ng and coopera t ion 

b e t we e n  d i f f e r e n t  r e l i g i o n s ,  w h i c h  l e a d s  t o  

for wa rd i ng t he  t r u t h ,  good ness  a nd beaut y  of  

t h e  h u m a n  n a t u r e  a n d  t o  i m p r ove  t h e  p e a c e 

and prog resses  of  the hu man socie t ies .

 I I I .  Important Act iv it ies:

T he  ge ne r a l  a s s e mbly  of  Ta iwa n  C o n fe r e n c e 

on  Rel ig ion  a nd  Pe a ce  t a ke s  p l a ce  e a ch  ye a r  

and se t s  i mpor t ant  work i ng or ient a t ions .  A nd 

t h e  B o a r d  of  D i r e c t o r s  (21  p e r s o n s)  a n d  t h e 

Board of  Super v isors  (5  per sons)  a re  se t  up to  

promote a l l  conference af fa i r s .  The President ,  

t he Vice P resident  and the Execut ive Di rec tor s  

(5  pe r sons)  a re  to  plan the  impor t ant  work ing 

i t ems  for  t he  con fe rence.  Besides ,  Sec re t a r y-

G e n e r a l  a n d  t h e  S e c r e t a r y  (2  –  3  p e r s o n s)  

a r e  a l s o  e m ploye d  i n  t h e  c o n fe r e n c e .  T h e s e 

p e r s o n s  a r e  a l l  e m p l o y e d  w i t h o u t  p a y.  T h e 

f i r s t  and the second President  was Fr.  Pouole t  

M a t h i s  f r o m  t h e  C a t h o l i c i s m .  T h e  t h i r d 

a n d  t h e  f o u r t h  w a s  t h e  M a s t e r  J i n g - S h i n 

f r o m  t h e  B u d d h i s m .T h e  f i f t h  a n d  t h e  s i x t h 

president  was the president  of  t he  I-Kuan Tao 

A s so c i a t ion  Re pu bl ic  of  C h i n a ,  M r.  L e e  Yu -

Chu.  

T he  cu r r e n t  (t he  s eve n t h)  p r e s ide n t ,  M r.  L e e 

Ze -Yee,  newly  elec t ed  i n  Apr i l  2013 f rom the 

T’ient i  Teach ings (T’ient i  Chu rch).

 Brief  Introduction of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 igion an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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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t h i s  m o m e n t ,  t h e  n e w  a d d e d  r e l i g i o u s 

g roups a re  Taoism,  Islam,  Bahá' í ,  I -Kuan Tao,  

Tian-De Rel ig ion ,  the Un if icat ion Chu rch ,  the 

O r t h o d ox  Wo r l d ,  S y u a n -Yu a n  R e l ig io n ,  a n d 

t h e  He ave n  Re l ig io n .  T h e  m a i n  a c t iv i t i e s  of  

the conference a re  l i s ted as  below:

1.  Live Camps for Rel ig ion and Peace:

1 . T h e  1 s t  c a m p  w a s  u n d e r t a k e n  b y  t h e 

C h a n g h u a  C a t h o l i c  J i n g  S a n  S p i r i t u a l  

Cente r,  Sep.  1s t  ~ 4th ,  1995

2 .T he  2nd ca mp was  u nde r t a ken  by  t he  Hu iju 

Budd h is t  Socie t y,  Sep.  4th – 7th ,  1997

3.The 3rd camp was u nder t aken by the T’ient i  

Teach ings ,  Oct ,  23rd ~ 25th ,  1998

4.The 4th camp was under t aken by the Hsinchu 

X i a n g s h a n  C a t h o l i c  p a s t o r a l  c e n t e r ,  Au g .  

26th ~ 29 th ,  1999

5.The 5th camp was u nder t aken by the Huafan 

Un iversit y,  Aug.  16th ~ 18th ,  2002

6.T he  6 t h  ca mp wa s  u nde r t a ke n  by  t he  Fuje n 

Un iversit y,  Aug.  27th ~ 29 th ,  2004

7.The 7th camp was u nder t aken by I-Kuan Tao,  

Sep.  2nd ~ 4th ,  2005

8.The 8th camp was u nder t aken by the T’ient i  

Teach ings ,  Sep.  8th ~ 10 th ,  2006

9 . T h e  9 t h  c a m p  w a s  u n d e r t a k e n  b y  t h e 

Un i f ic a t ion  C hu r ch ,  Au g.  31s t  ~  Se p.  2nd ,  

2007

10.T he  10 t h  ca mp wa s  u nde r t a ke n  by  I -Ku a n 

Tao,  Sep.  5th ~ 7th ,  2008

11.T he  11t h  c a mp  wa s  u nd e r t a ke n  by  I -Ku a n 

Ta o  a n d  C a t h o l i c i s m  t o g e t h e r ,  S e p .  3 r d  ~ 

5th ,  2010

12 .T he  12 t h  ca mp wa s  u nde r t a ke n  by  T’ie n t i  

Teach ings  and I-Kuan Tao together,  Ju l .  1s t  

~  3rd ,  2011

1 3 . T h e  1 3 t h  c a m p  w a s  u n d e r t a k e n  b y 

Cathol ic ism,  Aug.  2~5,  2012

1 4 . T h e  1 4 t h  c a m p  w a s  u n d e r t a k e n  b y 

B u d d h i s m ,  C a t h o l i c i s m ,  I - K u a n  Ta o  a n d 

T’ient i  Teach ings ,  Ju ly 25~28,  2013

T he mai n  pu r poses  of  organ i z i ng and hold i ng 

t h e  L i ve  C a m p  fo r  t h e  R e l i g i o n s  a n d  Pe a c e 

a r e  t o  o f f e r  t h e  y o u n g  s t u d e n t s  a n d  p e o p l e  

f r o m  v a r i o u s  r e l i g i o n s  a  g o o d  o p p o r t u n i t y  

t o  c o n t a c t  p e o p l e  f r o m  d i f f e r e n t  r e l i g i o n s ,  

w i s h i n g  t h e m  t o  o p e n  u p  t h e i r  v i s i o n s 

a n d  m i n d .  B y  c o n c e r n i n g  e a c h  o t h e r  a n d 

e x p e r i e n c i n g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c o n c e p t s  a n d 

cu l t iva t i ng  me t hod s  f rom o t he r  r e l ig ion s ,  we 

hope to  promote a  more peacef u l  env i ron ment  

f o r  t h e  s o c i e t y  n o w a d a y s .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i mp or t a n t  pa r t icu la r i t ie s  of  t h i s  l iv i ng  ca mp 

is  i n  the whole processing organ izat ion.  Some 

l e a d i ng  s t u d e n t s  f r o m  t he  fo r m e r  c a m p  t a ke 

responsibi l i t y  of  organ iz ing the whole ac t iv it y  

af fa i r s .  The camp wi l l  be u nder t aken in  t u r ns  

b e t w e e n  d i f f e r e n t  r e l i g i o u s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  

A f t e r  e a ch  c a m p,  a n  a lbu m  a nd  a  DV D  w i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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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of  a l l  speech content s  and exper iences 

o f  t h e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f r o m  e a c h  c a m p  w i l l  b e 

publ ished and del ivered to  a l l  t he  pa r t ic ipant s  

and rel ig ious  organ izat ions ,  wh ich has  ga ined 

f u l l  suppor t  f rom the Min is t r y  of  the Inte r ior.

 2 .  P u b l i c  H e a r i n g  o f  t h e  R e l i g i o u s 

Educat ion

O n  Fe b .  16 t h  19 9 8 ,  t h e  P u b l i c  H e a r i n g  o f  

t h e  R e l i g i o u s  E d u c a t i o n  w a s  h e l d .  T h e 

v i c e  p r e s i d e n t  o f  t h e  L e g i s l a t i v e  Yu a n  a t  

t h a t  t i m e ,  M r.  Wa n g ,  J i n - P y n g  (t h e  c u r r e n t  

president),  was  i nv i t ed  a s  t he  hos t .  A nd more 

t h a n  10 0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s  f r o m  g ov e r n m e n t ,  

t h e  e d u c a t i o n  s e c t o r ,  a s  w e l l  a s  f r o m  t h e 

r e l i g i o n  s e c t o r  j o i n e d  t h i s  p u b l i c  h e a r i n g .  

D u r i n g  t h i s  p u b l i c  h e a r i n g ,  m a n y  s p e c i f i c  

recom mendat ions on the rel ig ious educat ion in  

the elementa r y school ,  h igh school ,  u n iversit y,  

a s  we l l  a s  i n  t h e  s o c ie t y  h ave  b e e n  of fe r e d ,  

wh ich  wa s  t hen  col le c t ed  a nd  a s sembled  i n to 

b o o k ,  f o r  t h e  r e f e r e n c e  o f  o u r  g o v e r n m e n t  

of f ic ia ls  a s  wel l  a s  of  the leg isla tor s .

 3 .  Rel ig ious and Legal  Symposiums

O n  D e c .  1 9 t h  1 9 9 8 ,  c o o p e r a t e d  w i t h  t h e 

“ C h i n e s e  L a w  A s s o c i a t i o n ”,  t h e  “ R e l i g i o u s 

a nd  Lega l  Sy mposiu ms”  was  held  i n  t he  Tien 

E d u c a t i o n a l  C e n t e r ,  Ta i p e i .  S c h o l a r s  f r o m 

t h e  r e l i g i o n  a n d  l a w  s e c t o r s  w e r e  i n v i t e d 

fo r  d e t a i l e d  d i s c u s s io n s  o n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f r e e d o m  o f  r e l i g i o u s  b e l i e f  

a n d  t h e  l a w,  a s  w e l l  a s  o n  t h e  “ R e l i g i o n 

Organ izat ion Law” d raf ted by the Min is t r 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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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I n t e r ior.  T he  sy mposiu m ended  up  w it h  a  

f r u it f u l  outcome,  wh ich had been col lec ted i n  

book and widely ci rcu lated .

 4 .  Publ icat ions

Taiwan Conference on Rel ig ion and Peace has  

p u b l i s h e d  t w o  b o o k s :  “ T h e  G l o b a l  E t h i c s ” 

a n d  “ B a s i c s  f o r  R e l i g i o u s  D i a l o g u e s ”.  T h e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a r e  t o  p r o m o t e  t h e  a t t e n t i o n 

o n  e t h i c  p r o b l e m s  n o w a d a y s ,  a s  w e l l  a s  t o  

e x p o u n d  a n d  t o  p r o p a g a t e  t h e  t h e o r e t i c a l  

b a s i c s  f o r  t h e  d i a l o g u e s  a n d  c o o p e r a t i o n 

bet ween rel ig ions.

 5.  Par t ic ipat ing in the Worldw ide Rel ig ious 

Organi zat ions

(1)  A sia n  Con fe re nce  on  Rel ig ion  a nd  Pea ce ,  

ACR P

15.T h e  5 t h  G e n e r a l  A s s e m bly  i n  Ay u t t h ay a ,  

Thai land ,  October  1996

16.  T he 6th  Genera l  Assembly i n  Yog yaka r t a ,  

I ndonesia ,  Ju ne 2022

17.T h e  7 t h  G e n e r a l  A s s e m b l y  i n  M a n i l a ,  

Ph i l ippines ,  October  2008

(2)Wor ld  C on fe r e nc e  on  Rel ig ion  a nd  Pe a c e ,  

WCR P

18.The 6th General  Assembly in r ivadel  Greda ,  

It a ly,  November 1994

1 9 .T h e  7 t h  G e n e r a l  A s s e m b l y  i n  A m m a n ,  

Jordan ,  November 1999

20.The 8th Genera l  Assembly in  Kyoto,  Japan ,  

Aug ust  25th ~ 29 th 2006

 (3)  C ou n c i l  fo r  a  Pa r l i a me n t  of  t he  Wo r ld ' s  

Rel ig ions ,  CPW R

21.T h e  1s t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Sy m p o s iu m s  o n  t h e 

“ P romot ion  of  t he  I n t e r na t iona l  Coa l i t ion 

o f  C i t i e s  a n d  Wo r l d  P e a c e ”  i n  C h i c a g o ,  

U.S.A.,  October  2002

22 .T he  2nd  I n t e r n a t ion a l  Sy mp osiu m s  on  t he 

“ P romot ion  of  t he  I n t e r na t iona l  Coa l i t ion 

o f  C i t i e s  a n d  Wo r l d  Pe a c e ”  i n  M a n r e s a ,  

Spain ,  October  2003

23.T he  P re -Me e t i ng  fo r  t he  Globa l  A sse mbly 

in  Montseer rat  Ba rcelona ,  Spain ,  Ju ly 2004

24.T he  “ I n t e r na t iona l  Mee t i ng  of  t he  Pa r t ne r  

Cit ies”  i n  Taipei ,  Taiwan ,  November 2004

I n  S e p t e mb e r  20 01,  we  a s s i s t e d  t h e  C h i n e s e 

Budd h is t  Associa t ion and the  World  Budd h is t  

C h i n e s e  M o n k  t o  c o - h o s t  t h e  “ C o o p e r a t i o n 

M e e t i n g  o f  t h e  Wo r l d  R e l i g i o n s ”  i n  Ta i p e i .  

T h e r e  w e r e  2 9  c o u n t r i e s ,  m o r e  t h a n  2 0 

r e l ig ion s ,  139  r e l ig iou s  le a de r s  a t t e nded  t h i s  

m e e t i n g  a n d  l e d  d i s c u s s i o n s  o n  t h e  i s s u e s  

s u c h  a s  p r o m o t i n g  t h e  h a r m o n y  b e t w e e n 

rel ig ions ,  dec reasi ng the  con f l ic t s ,  a s  wel l  a s  

t h e  b io ch e m ic a l  t e ch n olog ie s ,  e t c . .  Now,  we 

a r e  a c t ive ly  se ek i ng  a cce s s ion  t o  t he  “ World 

Rel ig ion  a nd  Pe a c e  A s s o c i a t ion”,  t he  “A s ia n 

Rel ig ion and Peace Associat ion”,  and the other  

i n t e r n a t ion a l  r e l ig iou s  o rga n i z a t ion s ,  hop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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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m a k e  t h e  r e l i g i o u s  a c t i v i t i e s  i n  Ta i w a n 

f u r t h e r  c l o s e l y  i n t e g r a t e d  w i t h  t h e  wo r l d ’s  

rel ig ious ac t iv it ies .

 6 .  S p i r i t u a l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P r o j e c t  f o r 

t h e  9 21  E a r t h q u a k e  V i c t i m s  a n d  o t h e r 

char it y act iv it y

We worked w it h  t he  Fujen  Un ive r s i t y,  T’ient i  

Te a c h i n g s ,  t h e  P r e s b y t e r i a n  C h u r c h ,  t h e 

Medica l  P rofessionals  Al l iance i n  Taiwan ,  and 

t he  o t he r  o rga n i z a t ion s  a nd  a c t ive ly  pl a n ne d 

t h e  “ S p i r i t u a l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P r o j e c t  a f t e r  

t h e  9 21  E a r t h q u a k e ” ,  w h i c h  g a i n e d  m o r e 

t h a n  N T $  2  m i l l i o n s  o f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f r o m 

t he  “ Wo r ld  Re l ig io n s  a nd  Pe a c e  A s s o c i a t io n 

J a p a n  B r a n c h ”.  T h i s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w a s  u s e d 

t o  s u p p o r t  t e a c h e r s  a n d  s t u d e n t s  f r o m  t h e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C l i n i c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F u j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t o  d o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o u n s e l i n g 

a mong  t he  a f fe c t e d  h ig h  s cho ol  a nd  p r i m a r y 

school  s t udent s  i n  t he  Si njhu a ng  a rea  Ta ipe i .  

S i n c e  Ju n e  2 0 0 6 ,  t h i s  c o n t r i b u t io n  w a s  a l s o 

used in  author i z ing Kuangch i  P rog ram Ser v ice 

t o  p r o d u c e  b r o a d c a s t i ng  p r og r a m s  r e p o r t i ng 

about  t he  a ssi s t ances  f rom d i f fe rent  rel ig ious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i n  e a r t h q u a k e -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a f t e r  t he  921  d i s a s t e r.  T h i s  p rog r a m i s  s i nce 

t h e n  b r o a d c a s t e d  i n  t h e  p r og r a m  “ B e a u t i f u l  

W o r l d ”  o n  e a c h  T u e s d a y .  B e s i d e s ,  w e 

a u t h o r i z e d  t h e  “ Wo r l d  R e l i g i o n s  M u s e u m 

D e v e l o p m e n t  F o u n d a t i o n ”  t o  p u b l i s h  t h e 

m o n t h ly  m a g a z i n e  “ Pe i - B a n  Ac c o m p a ny ”  t o  

help  t he  a f fec t ed  v ic t i m s  ga i n  i n ne r  s t r eng t h 

f o r  t h e  s p i r i t u a l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s  i n  s u c h 

hu ge  l i fe  ch a nge .  T h i s  m a g a z i ne  wa s  t o t a l ly  

publ ished in  10 issues.

O n  M a r c h  11t h  2 011 ,  a  c o m p o u n d  d i s a s t e r  

o f  e a r t h q u a k e ,  t s u n a m i  a n d  r e l e a s e  o f  

r a d io a c t iv i t y  h i t  Ja p a n .  We  a l s o  c on t r i bu t e d 

nea rly  NT$ 3  mi l l ions  to  t he  World  Rel ig ions 

a nd Peace  Associa t ion  Japa n Bra nch to  a ss i s t  

i n  d isas te r  rel ief .

 7.  Inter v iew ing other Rel ig ions

Two  i n t e r v i e w s  w i t h  o t h e r  r e l ig io n s  w i l l  b e 

c a r r ie d  ou t  e a ch  ye a r.  I n  20 01,  I s l a m ho s t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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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i n t e r v i e w  i n  J u l y,  a n d  t h e  U n i f i c a t i o n 

Church hosted the other  one in December,  both 

g a i n e d  a n  e n t h u s i a s t i c  r e s p o n s e  f r o m  o t h e r  

r e l i g i o n s .  I n t e r v i e w s  b e t we e n  r e l i g i o n s  a r e  

t o  p r o m ot e  t h e  u n d e r s t a n d i ng  a n d  d i a log u e s 

bet ween rel ig ions ,  t he rel ig ious exchanges and 

the peace i n  the socie t y.

 8 .  Str ive for the Set t lement of  Prayer Room 

in the internat ional  A irpor ts

We  a c t i v e l y  s t r i v e  b y  t h e  C i v i l  Av i a t i o n 

B u r e a u ,  M i n i s t r y  o f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  f o r  

t h e  s e t t l e m e n t  o f  p r a y e r  r o o m  i n s i d e  t h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 i r p o r t s .  P r a y e r  r o o m  i n s i d e 

t he  second t e r m i na l  of  t he  CKS I nte r na t iona l  

A i r p o r t  h a s  b e e n  o p e n e d  o n  A u g u s t  6 t h ,  

2 0 01.  Mo r e  t h a n  30  r e l i g io n  l e a d e r s  f r o m  9 

r e l ig iou s  o rga n i z a t ion s  a t t e nde d  t he  op e n i ng 

c e r e m o n y  o f  t h e  p r a y e r  r o o m .  T h e  p r a y e r  

r o o m  i s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h r e e  s p a c e s .  I n  t h e 

f u nct ion point  of  v iew,  each space is  desig ned 

a c c o r d i n g  t o  d i f f e r e n t  k i n d s  o f  p r a y e r  a n d 

s e t  u p  w i t h  ch a i r s ,  f u t o n ,  c a r p e t s  a n d  o t h e r  

rela ted equ ipments .  With the qu ie t  and elegant  

i n d o o r  e n v i r o n m e n t ,  w a l k- i n  p r a y e r s  o f  a l l  

rel ig ions  can ca l m dow n thei r  m i nd and pray.  

Al l  rel ig ions can get  a long with each o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IV.  Future Prospects

We  h ave  b e e n  d e vo t e d  t o  u n i t e  p e o p l e  f r o m 

d i f f e r e n t  r e l i g i o n s  a n d  m a d e  j o i n t  e f f o r t s  

together  for  the peace of  ou r  socie t y.  Th rough 

the honest  com mu nicat ions and cooperat ion ,  a  

good f r iendsh ip  has  been es t abl i shed bet ween 

each other.  I n  the f ut u re ,  we shou ld be able  to  

play a  more impor t ant  role  i n  work ing for  the 

r e l ig io n  a nd  p e a c e  i n  A s i a  a s  we l l  a s  i n  t he 

whole  wor ld .  We  w i l l  of fe r  ou r  ex p e r ie nc e s .  

I n  a  mult i - rel ig ious  socie t y  i n  Taiwan as  wel l  

a s  i n  t he  whole  Asia ,  on ly  t he  mut ua l  respec t  

and the mut ual  cooperat ion can f u l ly  br ing the 

p owe r  of  r e l ig ion s  i n  pu r i f y i ng  t he  hu m a n s’  

mind and increasing the moral  sent iment s  i nto 

play.  

August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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