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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玄關、口訣是一貫道求道儀式所傳授「三寶」心法，乃「救性」的核

心良方，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點傳師代表濟公活佛點開「玄關竅」，指點生死門戶，

只要在玄關處守住心念，力行十條大愿，則一切的脾氣習性自然消解，隨之體悟

生死，不因生而樂、不因死而懼，達成「修性」最終目標，返溯理天聖域，47郭明

義就說：

玄關的修持就是能讓人心靜下來，篤定專一的去面對世間的一切因緣，所

以只要心念轉變⋯⋯隨之人生觀，行為準則都會改變，就像擦鏡子不如擦

臉，只要把淹蓋佛性的污垢打掃乾淨，人生一切因緣、際遇都會隨著改

變。⋯⋯若能在玄關上細參，則可以看清生死的真相，不再被生死所羈絆，

不畏懼生死，這才是最可貴的。⋯⋯透過玄關修持，每個人都能對生命有

一番徹底的了悟。尤其求過道的人，命終後都是往生理天，所以生與死並

不是很嚴重的差別。48

47　一貫道之宇宙論確定於十五代祖王覺一，他將宇宙之空間結構分成理天／氣天／象天，並依此分判

修行層級。參鍾雲鶯，《王覺一生平及其《理數合解》理天之研究》。

48　郭明義，《三寶心法與祖師禪》，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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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大愿」乃誠實面對自我生命中的有所肯定與否定，並貞定、厚實自我肯定，

減褪生命中因累世業力自我否定，透過默守玄關的究竟工夫，以自覺的力量澄澈

自我生命，藉著與天約，49體貼生命之源的　無生老 ，生命不再被輪迴所轉、被

生死所限，這是一貫道修道的終極真實，也是藉「修性」工夫而達「救性」之三

期末劫的使命。

當然，我們也可以反問，吾人何以得知一貫道「修性」工夫可確實如其所言

可以了斷生死、超越輪迴？在《一貫道疑問解答》之「效果也有證驗嗎？」即解

答了眾人的疑惑：

眾生若能修一貫大道，積德感天，在生前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躲災避難

之證驗，不勝枚舉，死後超生，得脫輪迴。不但靈性可以到壇說明，其遺

留之色身，亦有證明可驗。按釋道兩家，長老師傅圓寂羽化之時，有坐化

筋垂之象，足為功行圓滿之徵，然而千百中，乃不得一焉；又足證修之者眾，

得之者寡也。吾道中凡經過點傳者，無論功德之高深微末，死後皆是面帶

笑容，顏色如生，不走四門，50冬不挺屍，夏不腐臭，甚有多至數日不變，

異香滿室者。除信道不篤，與反道敗德者，則不敢論定外，其餘則比比皆

是，童叟同然。色身既有此表象，足可證其靈性已登善境，當無疑義矣！ 51

一貫道稱人之死亡為「歸空」，亦即回歸虛靈不昧的本體，也就是歸根與善終的

意思。52而其證明即是死亡後身軟如棉，一貫道以此證明求道、修道可以超生了死

49　一貫道從求道之始，透過「立愿」進行與天之約，並於修道歷程中，因應每一修行階段的身分轉換，

藉由「立愿」，向上天表明修道度人的決心。參鍾雲鶯，〈禮儀與實踐一貫道表愿文所呈現天人之

約的意義〉，頁 35-78。

50　人之投胎輪迴於四生之說，一貫道明顯納入佛教之輪迴轉生之說。一貫道認為，未求道之人，死亡

後靈魂將由七孔而出，若由百會穴出，屬胎生，投胎富貴人家；由肚臍出，屬胎生，投胎一般人家；

由眼睛出，屬卵生，投胎飛禽鳥類；由耳朵出，屬胎生，投胎走獸類；由鼻孔出，屬化生，投胎昆蟲類；

由嘴巴出，屬濕生，投胎水族類，唯有從玄關正門出，才可以返回理天聖域，不受輪迴所限，脫離

流浪生死之苦。一貫道這樣的說法在東南亞區域傳道，頗為當地人所接受，如越南、柬埔寨。筆者

西元2013年7月至柬埔寨考察時，發現一貫道在柬埔寨的 堂，幾乎都擺設著四生六道輪迴轉生圖， 

藉以教育當地人求道、修道的重要性。

51　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42-43。

52　黃郁雯說：「一貫道親認為『歸空』就是善終。『歸空』是一貫道對逝世、死亡的特有名相稱語。『歸

空』即是『歸根』，意旨回歸生命的根源本處；字義是復歸於空，原本即空之意。求道即是善終的

保證：求道者以『明師一指點』的殊勝及彌勒的鴻慈大愿，而得以『一指超生』；且以自身生命的

信力相印於祖師本懷、大道本然，終而能回歸至善的終極處。參黃郁雯，《臨終處境的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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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明，如寶光崇正道場，為了應證修道者身軟如棉的普遍性，在出殯前的入殮

封棺禮，都會由奉安官（點傳師擔任）為歸空者手抱合同，以證其返歸理天聖域。53

由於歸空者已死亡多日，有些甚至長達數月，然封棺前亡者的雙手可以輕易的讓

奉安官替其將合同抱上，並且身體柔軟無比，因此一貫道道親皆視此為返歸理天

的證道象徵。

從「救性」信念，落實至度人「求道」、「修道」，以迄「超生了死」的目標，

在這過程中，需誠實面對自我生命的種種的事件、困頓與挫折，透過身體修煉與

守玄的工夫，逐步圓滿此一身心修煉，在生命的最後，以「身軟如棉」應證超生

了死、了斷輪迴的真實性，完成其救人性命的末劫使命。

四、聖凡雙修――救性與救命之修行觀在當代的意義

由於一貫道以入世修行為主，故世俗生活之所需，皆是自給自足，因之，他

們強調以凡養聖，以聖度凡，聖、凡不雜不離，藉事磨煉，培養二六時中不離道

的修行觀。是以他們對於養活家庭與己身的百業，有其聖業與凡業的解釋，筆者

整理了一貫道內部作品《復初淺言》對凡業與聖業的解釋，以作說明：54

以一貫道道親臨終陪伴經驗為例》，頁 4。

53　參張佳梅，《宗教倫理秩序的整合關係—以寶光崇正奠禮為例》。

54　下表為筆者整理自佚名，《復初淺言》，頁 62-64。

凡

業

顧名思義，凡業

乃是平凡人、一

般人所做的事業。

亦即是一般人，

為了「後天」的

名、利、財、勢、

家庭、享受等等，

肉身的生活所做 

的事業。

士：讀書人、教育界者、公務員、當官者。

他們為了學校的學業，學生的課業，和

人民的一切利益，而忙於種種業務。

構成人類物質生活之

態式。……凡業乃是

為了人類物質生活，

大凡一切衣、食、住、

行，用之所需。

農：耕種者、農夫。他們為了五穀和果菜的 

收成而忙碌，叫做農業。

工：工業界人，工廠作工者。他們為了物品 

的生產而忙碌，叫做工業。

商：生意界人，貿易商。他們為了物品的交 

替，運轉有無而忙碌，叫做商業。

家：家庭管理，家庭主婦。他們為了先生、 

孩子，家庭，三餐，一切家務的料理而

忙碌，亦可稱之為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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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業

聖業乃是智慧卓

越、眼光深遠的

人，為了自己靈

性的昇華、人類

的幸福、世界的

安樂所致力推展

的犧牲奉獻、濟

世化人、救苦救

難、代天宣化之

「先天」德業。

士：讀書明理，代佛學言，替天行道，文質 

彬彬之講師，稱之為士。 士是文，農是武，工

是修道，商是辦道，

家當然就是總務，在

各種人才皆俱備下，

聖業才得以推展。如

此，一方面充實自己

的內德，另一方面去

實行外王，正己化人，

以喚醒人類的良知，

維繫社會的安定，重

整世界的道德，促使

世界大同之早日實

現。

農：開墾荒地，傳播真理，把道德荒蕪之荒 

地，開闢成人人有道之良田，那些開荒

傳道者，稱之為農。

工：學習道中大小事情，上至辦道，下至服 

務，凡是勞動的人才，稱之為工。

商：道的推銷員，現在大開普度，道在大減

價、大清倉、大拍賣，凡是以和藹親切

的態度，在度人成全之道親，稱之為商。

家：整理 堂，送往迎來，照顧道親，處理 

壇務之壇主、人才，稱之為家。

凡業既是提供生活所需，故我們無法離開凡業而獨自生活；聖業則是透過己身的

專長而投入自我超越與利益眾生的修行中，故聖凡二者，實可以相輔相成。惜因

多數人沉迷凡業的私慾之中，導致輪迴不已！因此，如何調整聖業與凡業，讓凡

業成全聖業、聖業成就凡業，成為一貫道修行觀可以符合現代社會的主因。

本文一再強調，不離人群的關懷是一貫道以儒為宗的修行信念，而救命與救

性的修行觀，展現了入世修煉既內在又超越之本我的可能性與普遍性，亦即修道

不但可以不斷人倫關係，還可以超脫生死的限制，這樣的修行方式，不但可圓滿

人世間的責任，亦可以完整、提升生命的期待與自覺，這樣的修行方式，一貫道

稱之為聖凡雙修，《一貫道疑問解答》即說：

吾人入道，純為修道；所以入道之後，須有修行之功夫。一貫道修行之功夫，

為半聖半凡。一面修道，一面謀生。無論士農工商，均可不妨礙其本身職

業。至於修道功夫，可分兩端：一為內功，即是修身成己，使「私慾淨盡，

天理流行」，求其放心的功夫；一為外功，即是勸善成人，普渡眾生，與

人為善，拯災救世，量力而為的功夫。是以吾人入道之後，應作之事雖多，

總其大概，不外內外兼修，聖凡雙顧之二端也。55

55　郭廷棟等，《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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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修道、一面謀生之半聖半凡的修行方式，使四民素其位而行，不妨礙社會百

業的運作，維持人倫社會之基本功能。人之可貴，絕不是只求溫飽或縱情於物慾

之流，故需在凡俗中修聖，在修聖中度凡，既救人命（外功）， 亦救人性、修己性，

內外兼顧、聖凡雙修。聖凡雙修的修行信念，可說是一貫道在近代傳播快速與弘

揚海外的原因之一。

一貫道所談之聖凡雙修的修行觀，就提昇個人的生命境界與價值意義而言，

適合社會各階層者，只要願意，每個人都可以讓自我生命保持光明朗澈，且無需

放棄世間的家庭、職位與財富，由於有了神聖的信念，可以在己位上發揮正面的

影響力，不因私心而沉淪，既可避免集體造業，更可使整體向上提升。故雖有財

富卻不被物慾所惑，雖有能力卻不驕矜，雖有權力卻不為名利所絆，以神聖心處

理凡間事，就地創造淨土。

半聖半凡的修行法，可說是最適合各個時代的修行法，最主要的信念在於不

管身處何境，不論是生在遭受各種苦難與挫折的窮苦家庭，或是生在養尊處優的

富貴人家，每一個人皆可以修道。這樣的信念，讓一般平民百姓或社會弱勢者，

因「一　 之子，一師之徒」的信念，以及立基人之先天本性同源的教義思想，

得以真實感受到人皆平等的對待，並都得到應有的尊重。由於一貫道道親相信今

生之所受乃因前世之所為，因此，藉著在道場的學習、付出與奉獻，不但可以改

變後天的習性，進而改變今生的命運，了脫輪迴不已的苦難；聖凡兼修的理念，

可以讓富貴者成為富而好禮、富且智、仁、勇之福德兼具的修道人，並成為社會

的典範。

聖凡兼修的修行觀，乃在悲憫之「救命」中，以各種慈善、文教、救濟行動，

落實救人命、挽人心，改善社會風俗之信念。就慈善救助而言，透過己身力行的

行動力，結合眾人之力，組織團隊，共同為需要救助者，及時提供生活所需，以

救人之命，是以我們可以看到一貫道各道場所成立的慈善會不勝枚數，每年例行

性捐助的金錢與物資，皆透過慈善組織，公開地運行，賑濟如社區孤、老照顧、

冬令救濟、低收入戶救助、偏遠地區學童獎學金助學、偏遠學校改建等，緊急災

難發生時更是全體動員，921大地震、南亞大海嘯、88水災、中國汶川大地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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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救命為先；而在文教宣講救人心的行動上更是多元：讀經活動、孝親活動、

素食護生、重陽敬老、受刑人座談等。這些慈善救助與文教宣講，皆以救人命、

創造慈善社會為主。就一貫道的觀點而言，這些慈善救助與文教宣講，皆需藉由

「凡業」的生產經營才得以持續，因此，藉凡業以修善德，乃一貫道提倡聖凡雙

修的原因。

一貫道修行觀雖以超生了死作為終極目標，但其過程絕不是自了漢，或朝向

虛空，而是從救命的信念中，厚實修性的底蘊，在真實的世間境況中，修煉明師

一指的本心本性，因此，藉聖修凡，身心一如，內外一致，符合良知天理，不受

物所迷、不被利所惑、不為名所牽、不因勢而墮，這些都是因修聖而有的清明心，

因此，一貫道所談的修性，乃藉事而磨煉，而非空談，這也是其提倡聖凡雙修的

原因。

我們可以觀察，一貫道以聖凡雙修的方式完成救命與救性的末劫使命，這樣

的使命感來自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自我要求，而此一自我要求，實乃人類世界對

於意義建構的三種需要，丁仁傑研究 Poggi的權力論述，他解釋人在這個世界，

其存在的被需要感，包含三個層面：

解釋世界概念體系的需要、社會規範的需要、社會需要在象徵性的層次上予

以神聖化與強化，56我們可以藉此解釋一貫道之聖凡雙修的入世修行觀。

首先，就解釋世界概念體系的需要而言，丁仁傑認為，我們不能只藉由感官

來理解這個世界，而需要將概念和意義的範疇加諸於在對外在世界的知覺上。因

之，「一個社會裡，某些團體通常會試圖將一套整合性的概念或範疇加以周延化，

將之提供給其他的部門，並且持續的去證明『這一套概念是對的』⋯⋯而同樣的，

提出了這一套概念體系的特別團體，也會在這個社會中取得其獨特的地位。」一

貫道之「聖凡雙修」的入世修行觀強調，修行絕不是自了漢，也無法與世界隔絕，

為了讓更多人進入一貫道修行，他們認為更應該接近人群，並在世間的凡業中呈

現一貫道的尊貴與價值。一貫道以其「聖凡雙修」的入世修行觀，彰顯了本身救

56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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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理念的當代實踐，而且他們認為，這一套概念既適合救人身命，也適合救己之

性。故而在當代華人宗教團體中，「聖凡雙修」概念雖存在許多救世團體之中，

然而清楚解釋其修行觀念，且強化其意義的，非一貫道莫屬。

其次，就社會規範的需要而論，丁氏指出，「規範」指的是一套關於人們應

該如何相互互動的行為期望，它的存在能有效促進社會合作與整合。於是「社會

中特定的團體，有可能去產生這樣的一套『相互期望』，並努力促成這一套『相

互期望』在社會裡被執行，這有助於提升人們的相互信任，和提升社會的集體意

識，進而在功能上有助於社會更順暢的運作。」以一貫道的入世修行性格，他們

的自我期待是既凡且聖，亦即他們並不放棄世間應有的社會身分，因為各階層的

社會身分可以發揮不同的力量，度化更多的眾生邁入修行的人生，因之，「聖凡

雙修」是一貫道對道親們的相互期待。就他們的運作模式而言，白天各自在自己

的工作崗位努力，下班時間與假期則參與道場的班次與社會公益服務，而「聖凡

雙修」的模式，成為世界各地一貫道道親的修行信念，也因「聖」的內化，使他

們在「凡」的表現備受肯定，體現一貫道道親所說的「聖凡如意」。

最後，丁仁傑所說的「社會需要在象徵性的層次上予以神聖化和強化」說明

了「社會若需要感受到某種被強化的狀態，它被必須透過某種『非工具性形式』

（non-instrumental）的包裝，⋯⋯而這個包裝是藉由強烈的情感感動和模式性的

活動等中的象徵性過程來體現。」一貫道一再強調其乃「真儒應運」，並且透過「聖

凡雙修」而彰顯其入世修道的真實性。為了呈現其「真儒應運」，一貫道積極舉

辦各類具有儒家標誌的活動，如讀經班、春秋祭祖、孝親活動、祭天儀禮、成年

禮等活動，爭取成為民間社會之儒家代言人。而這些活動並不是由專業人士規劃，

而是由一群「聖凡雙修」的道親們群策群力而成，故其所舉辦的活動是彈性的有

機模式，非機械性的一成不變，更能夠被民間社會接受。因之，我們可以看到一

貫道乃以舉辦與「儒家形象」相關的活動自我包裝，就現況而言，全球各地的華

人儒家型活動，結束前只要播放「一貫道宗旨」與「禮運大同篇」歌曲，就一定

是一貫道所主辦的活動，而且這些活動的參與者，皆是當地來自不同職業與階層

的「聖凡雙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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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丁氏所言人類在這個社會上的三個面向的渴望，正是人類追求

自我超越與提升之過程的需要。一貫道之聖凡雙修的理念與做法，主要在於人人

相信人性本是光明、無染、良善、圓滿，故願意在「借假修真」的「救命」行動中，

以及「返本溯源」之修道（修性與救性）信念中， 實踐人人皆可由凡修聖的理想，

無形中此實踐也強化了所有參與者的信念，而在經驗與時間的積累中，形成一股

不可取代的氛圍，並體現了每一個人解釋世界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正因滿足了

人們對自我期待與神聖的要求，一貫道的道親，個個皆在聖凡雙修中體現自我，

以具體行動宣示其修行理念。

五、結論

本文乃從一貫道之救命與救性的教義思想，以及聖凡雙修的修行觀，論述一

貫道的入世修行觀。

就「救命」而言，一貫道乃在「借假修真」的理念上，安頓個人的生命與安

頓身受災難者的生命，通過行功勸善、修己俟命；慈善救濟、安身立命；宣講教化、

度人修命等外功而實現其理念。

超生了死乃一貫道的核心信念，一貫道宣稱只要求道就可以超越生死，不再

換「身」輪迴。是以「求道」成為一貫道「救性」的基本門檻。求道之後，修持

存天理、去人慾之放心工夫，誠心力行十條大愿與玄關修持之內功，如此最後必

可達本還原，了脫生死。一貫道並以人死亡後，身體柔軟如棉象徵回返理天聖域。

「救命」與「救性」的理想，必需在聖凡雙修的修行觀中才得以實現， 亦

即修行乃在日常生活中展現。聖凡雙修的修行觀，最重要乃宣揚「人人都可以修

行」、「時時都可修行」、「處處都是修行地」的信念，並在此一信念中，透過

身體力行，落實救劫之時代使命與挽救世道人心的社會責任，同時也彰顯一貫道

積極入世的修行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