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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於民國 81年（1992）因緣

成熟在彰化求道，民國 84年（1995）

間回到家鄉宜蘭就業，由直屬曾文業

點傳師就近轉介到宜蘭冬山鄉廣和

堂學習，當時主班正是黃錫堃總領導

點傳師，初次見面可以感受到這位慈

悲的長者身上所展現儒家「溫、良、

恭、儉、讓」的涵養，對待後學們就

像一家人般的親切又平易近人。

堂舉辦任何活動時，為了成全

年輕的幹部們來籌辦，總是給予最大

的發揮空間，從來不會有太多的指導

或意見，因為黃總領導點傳師覺得年

輕人願意投入修辦的行列，就已經非

常不簡單，至於企劃活動的方向也不

至於偏差，應該給予鼓勵與支持；當

年輕的幹部們將企劃內容向黃總領導

點傳師報告時，通常的回應是「計劃

得很好、感謝大家的付出」，這讓年

輕人很歡喜地不斷去做到最好、去做

到更好。

在積極培育講員人才方面，記得

當時為了道務傳承需要，所以在廣和

堂開設講員訓練班，第一次開始研

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部分內容，

主要講的是孔子的猶龍之嘆：「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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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

老子，其猶龍邪！」這是後學接觸古

文經典的開始，同時感悟到黃總領導

點傳師古文造詣之深，開啟後學研究

經典的興趣；後來才知道黃總領導點

傳師從年輕開始，再忙每天早晨都會

研讀聖賢經典古籍，累積深厚的道學

基礎。

民國 86年（1997），黃總領導點

傳師奉老前人指示，負責宜蘭區道務

整合工作，並在民國 87年（1998）成

立宜蘭天庭道院籌建委員會，為了避

免日後發生產權糾紛問題，由廣和

堂辦事員曾松樹學長協助向主管機關

申請地目變更及請照作業。

民國 88年（1999），為了甄選整

合班講師，培訓宜蘭天庭道院的四位

年輕講師，特別委請道學淵博的沈進

益講師在其家中集訓，其間黃總領導

點傳師非常關心大家學習的情形，這

些年輕講師於民國 89年（2000）起投

入基礎忠恕各整合班巡講行列。

在籌建忠恕會館時，最大的困難

是蓋在山坡地保育區內，水保計劃審

查過程中，又碰到民國 99年（2010）

4月 25日國道三號崩塌事故，審查委

員要求更加嚴格，所以在會館落成後，

黃總領導點傳師慈悲說：「這是天人

共辦的，如果不是上天恩賜，會館是

蓋不起來的。」

在籌建過程中，黃總領導點傳師

非常關心宜蘭地區 堂所負責的興建

經費，尤其是廣和 堂負責的部分，

黃總領導點傳師以私人金錢補足經費

缺口，讓道親沒有募款的壓力。為了

讓入住會館的老菩薩有室外的活動空

間，還個人出資購買聯外道路旁土地，

設置「忠恕公園」做為休閒、聯誼、

品茗、論道的場所；另外為了落實照

顧全心奉獻犧牲的道親年老後安養問

題，特別募集各地道親的善心，成立

「十萬個感動」專款專用基金，黃總

領導點傳師對於道親的照顧，可說是

無微不至、細數不盡。

在宇宙的時空之中，「生、老、

病、死」是自然的事，從黃總領導點

傳師過往的事蹟，讓後學看到一位長

者展現慈悲的力量——但願眾生得離

苦，不求自己得安樂，示現生命真正

的價值所在。黃總領導點傳師的修辦

精神永遠常存在後學們心中，並做為

學習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