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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4年（2025）3月 30日，

基礎忠恕道務總部青年道務部舉辦了

年度的重要活動：前往「發一崇德台

中道場」進行參訪交流。基礎忠恕青

年們懷抱著熱忱與信念，踏入這片擁

有悠久歷史與深厚道氣的聖地。

正如發一崇德領導前人陳大姑前

人（不休息菩薩）所言：「道心堅如

磐石，誠意行於日常。」此次參訪的

主題「開道愿力──度人成全」如何

能深入貫徹？藉由了解發一崇德道場

的辦道精神與文化傳承，激勵青年們

對道的信心與行動力；在交流學習的

過程中，實地巡禮與心靈觸動成為每

一位參與者的寶貴收穫，讓他們獲得

深刻的啟發與成長。

這次交流，不僅是對道理的學習，

更是一次心靈的洗禮。正如陳大姑前

人所提倡的「從心出發，行道成德」，

每一位青年在這段旅程中都找到自己

前行的力量與智慧。接下來，讓我們

透過忠恕青年們的心得分享，一同回

顧這段充滿感動與成長的旅程。

※瑞周天罡單位

都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春暖花開

之時參訪，為今後道務規劃方針，實

不失為尋思謀事的好時機。能參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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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德道場是件令人雀躍且引領期盼

的事，畢竟其道務推展、辦道效能是

大家有目共睹、備受推崇的。果然百

聞不如一見，台中道場點傳師和前賢

們熱心接待，並由百忙中抽空的馬家

駒點傳師慈悲親臨賜導，讓這場參訪

交流含金量直接拉滿。

首節課程由林麗花點傳師慈悲賜

導「啟發修道理念」。「愿化做一尊

佛」，從林點傳師的言談之中深深傳

遞出的道心、道念，令後學自愧但卻

也心生效法，林點傳師提及：務實修

道基本功（正常作息、每日叩首、與

仙佛對話）、跳脫舒適圈等，其實也

就是愿力的自我要求及展現，畢竟既

然走在修辦的路上，豈能沒有自制的

功夫呢？想想我們是貓還是獅子？高

度不同，自然結果也不會等值。

第二節課由盧宛滋講師談「勇敢

開創，快樂耕耘」，一開場便以輕鬆

的互動模式開啟我們慣性思維的盲區；

盧講師雖然年輕，卻展現了大無畏的

道心。「帶著害怕也要向前走」，更

是直白地詮釋了在修辦道之中的心路

歷程，其實也是一份堅定道心的展現，

更是契中後學臨淵履冰的修辦思維。

另外盧講師提醒我們：「不只是志工，

更是一位辦道人」，更是一語道破在

修辦道之中可能會有的迷失；「以愿

導行」的論述，以另類的角度讓「愿」

務實化，也能減緩因「愿力」一詞所

連帶的壓力。

用餐過後分組走訪佛院的祖師

祠、菩薩館、不休息菩薩紀念館等處，

其陳設及規劃內容，讓人深深感受到

前人輩的愿力與精神，可惜因時間的

關係，每組只能看一處場所，實是本

次參訪的一大憾事。回到課堂，兩位

年輕夥伴的道歌帶唱，雖說是臨危受

命，但很明顯平日的準備功夫沒少用

心，這也令後學汗顏，如果某日有這

樣的機緣要後學上台帶唱，後學能不

能、或者說是敢不敢當下承擔、領恩

學習？而這是否也正是我們與發一崇

德的差距呢？從某個角度而言，是能

力不足？還是愿力不夠？值得我們深

度省思。

▲  分組參觀，聆聽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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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來到馬點傳師慈悲賜導的

「道務開創與愿力提升」，早先後學

曾在網路上看過馬點傳師賜導影片，

當下就覺得震撼；而現場聆聽馬點傳

師賜導，更能感受到點傳師掏心掏肺

般，用生命在訴說修辦道應有的心理

素質及具體做法。馬點傳師述說運作

近一甲子的伙食團，其規模之大且穩

定，運作模式的成熟度自不在話下；

但總結來說，就是「追蹤、記錄、傳

承」，如此原則套用在讀經班或者任

何班程上，後學覺得也是挺合適的。

另外馬點傳師也指出道場的「道

風」很重要，並引述不休息菩薩的話：

「好人才、好人才，上下同心道務開，

人人皆是有擔當。」事實上也是如此，

之所謂「家和萬事興」，若能合德同

心，何愁道務不開展呢？更道破「愿

力」才是關鍵之所在，說到底方法、

做法有了，但人能否發心發愿承擔？

才是根本問題之所在啊！而馬點傳師

提及「三水：冷水、汗水、淚水」理

論，更是深深地迴盪在後學內心之中、

久久不能自己，相信也應該令許多學

長們心有戚戚焉。

其實這是成長、追求成功的必然

之心路歷程，是否也與柳宗元〈江雪〉

詩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有類似

的情境呢？

短短幾小時想要了解發一崇德這

座大山、這片大海，無異是以管窺天

般的不足與不夠，故而真的感謝策劃

點傳師、前賢們的用心，更要感恩發

一崇德台中道場的點傳師、前賢們百

忙之中的接待。在雙向溝通時，每組

均安排有點傳師或年輕講師與我們深

度討論、解說；另外工作人員為了讓

我們有舒適的環境，還自個兒委身在

樓梯間吃便當，且有專人泡茶和咖啡、

準備點心麵包等，其用心程度便可看

出來前賢們對於修辦道的態度及自我

要求不一般，更是我們應多加學習、

看齊的好標竿、好模範。改變從自身

開始，讓我們勇敢開創、愿力再起。

▲  馬家駒點傳師慈悲提點「道務開創與愿力
提升」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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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新單位  陳昀伯

感謝　天恩師德、前人輩為道先

驅，感謝點傳師們慈悲給予青年幹部

殊勝的參訪機會，前往位於南投草屯

的發一崇德光慧文教館，雖然只是一

天的交流，亦有著滿滿感動，以及同

是青年修道人「他鄉遇知音」的內心

觸動！參訪團由陳平常領導點傳師慈

悲帶隊，帶領 24位點傳師及約 200位

青年幹部一同參訪。一到目的地，就

看見發一崇德點傳師與青年道親在一

樓熱情合唱迎接，並引導至活動會場。

參訪分成幾大主題：

1. 啟發青年修辦理念──信心與愿

力：由林點傳師慈悲講述，簡潔明

瞭而生動，舉了非常多實例。

2. 基層道務實務策略──青年人才培

養：由青年幹部盧講師介紹。盧講

師從高中青年班開始參與道場，後

續銜接學界伙食團，畢業後進入志

工團隊。盧講師提到：「一個人走

一百步，不難。帶領一百人走一

步，不易。有些事不做不會怎樣，

做了會很不一樣。」

3. 參訪光慧文教館：分為四路參訪崇

德佛院、祖師紀念館、菩薩館、不

休息菩薩紀念館。後學參訪的是菩

薩館，導覽講師口條親切、態度穩

重，說明方式活潑玲瓏，搭配國台

語雙聲道講解，更是讓人印象深

刻，50分鐘的導覽讓人流連忘返。

後學也從中了解到陳大姑前人一生

效法觀世音菩薩濟世救人，來台開

道；其後，藉著嘉義黃先生慨贈粉

彩觀音瓷板的因緣，促成菩薩文物

館的誕生。

4. 道務開創與愿力提升：馬點傳師慈

悲叮嚀：「道務開創要有一群核心

人才 、要發展就要不斷開創。」

馬點傳師句句真實點破道場實際盲

點，不藏私地分享發一崇德道場

五、六十年來開展伙食團、學界

班不容易之處，亦說明辦學界須從

青年團做起，而青年團的來源從高

中班而起，道場教育就是要從小扎

根。並提點修辦要人人回 堂，要

愛做六件事：愛修道、愛辦道、愛

聽課、愛做事、愛度人、愛成全人。

5. 雙向交流──激勵青年開創道務：

此 60分鐘是這次的學習亮點，也

是疑問請益最好之機會！每組有一

到三位發一崇德的點傳師或講師分

享青年道務開創之精要。我們這組

的講師從學界高中班開始接觸道

場，在理念契合、因緣俱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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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協助青年道務，至今也已過參

與學界的年齡上限（<45歲）！益

新單位亦藉此分享遇到的困難點，

並且請益翻轉現況之方針，以利後

續青年道務發展之依據與推行。

雖然參訪時間非常有限，發一崇

德前賢們盡了最佳地主之誼，不藏私

地用心分享，讓兩個道場更加拉近了

距離。處處留心皆學問，時時用心皆

道場！修道人並不孤單，因為有共好

的一群人一直努力而用心地做著，往

共同的目標持續邁進；修道其實很簡

單，做好自己而已！

※瑞周天達單位  張瑞洲

第一節課是「啟發青年修辦理

念」，林點傳師慈悲透過時事，呼籲

天時緊急，再以濟公老師慈訓勉勵我

們要用愿力度人度己，愿成一尊佛。

並提醒大家一些重點：「我不完美，

但我是限量版且獨一無二。我們用十

幾年時間認識別人的故事，但用一輩

子的時間來認識自己。要定位清楚，

才知道方向。人不勸不善，我輩要努

力開口，累積緣分。」這節課，讓後

學學到很多實踐方向。

第二節由盧講師分享社教服務的

實務經營，看似簡單的學界服務，其

中含有大大感動，我為人人，人人為

我。盧講師談到如何在過程中透過接

觸人而知道對方需求，不吝付出，分

工合作，度化有緣，一起成全為同路

人道親；過程中充滿酸甜苦辣、人情

冷暖，也有汗水、淚水、被潑冷水，還

是要堅持下去，只為度人成全的慈悲。

中午準備有美味的便當、茶水，

前賢們滿分爆表的親切感，笑容可掬。

用完餐後，先至光慧紀念館門前拍照，

並由點傳師慈悲介紹紀念館內的白陽

三聖、牆上四幅油畫的含義及歷史軌

跡；從三曹普度，到祖師求道、行道

的故事，以及發一崇德前人輩來台後

遭遇的官考，與如何為道發展而謀求

生計，到最後的苦盡甘來。一幕幕讓

後學感受到前人輩篳路藍縷、一步步

腳踏實地，才有現在的我們能得道、

修道，萬分感恩，盡在不言中。

第三節課由馬點傳師慈悲賜導，

道理深入簡出，詼諧有趣地說明學界

班的起步，要從小開始，有系統學習，

才能讓道深入，創造更多人才。其中

說明了許多觀念，讓後學覺得做事要

一門深入，處處是學問；看比較簡單，

付出則需要很多時間辦活動、絞盡腦

汁，有時還要面對不理解的心路歷程，

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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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節課是互相交流度人成全

的心得，我們這組來了兩位超「仙女」

的前賢（一位還有明星臉），不遺餘

力地為我們解答與分享實務心得；過

程中我們也才知道她們的付出，為了

成全學界學子，大家租房成立公共

堂，讓學界學長們能行功了愿，真的

很用心！

冷冷的天，溫暖的人心，回程

時還貼心為我們準備便當，真的很感

恩！今天讓後學很感動，也反思著還

能做什麼。六祖曰：「迷時師度，悟

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六

祖壇經》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不

要假裝自己很努力，結果不會陪我們

演戲。

※瑞周天達單位  尹昭惠

發一崇德道場令人印象深刻，它

的系統、組織與運作模式十分完善，

讓道場能穩定發展並長久推廣道務。

課程安排與培訓機制井然有序，讓每

位參與者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

向。讓我特別感動的是，許多年輕人

願意投入，不僅積極參與活動，還展

現極高的熱忱與責任感，為道場的發

展貢獻心力。此外，道場提供完整的

學習體系，讓不同年齡層的修行者都

能持續精進，確保道場的傳承。最重

要的是，我深刻感受到年輕學長炙熱

的道心，這樣的氛圍讓我對修道之路

有很大的啟發。

※瑞周天達單位  吳柏毅 

學界

1. 分成社會界與學界，課程分開、國

台語分開；學界師資 45歲以上即

到社會界。

2. 建立完整組織架構，總指揮一人需

德高望重（例如發一崇德是陳大姑

前人）。

3. 人事追蹤需完整，從青少年到學界

接軌。

4. 學界以校為單位，不以區為單位。

5. 國高中班的課程需要迎合國高中生

的興趣，讓他們可以留下來；師資

要年輕。

▲  盧宛滋講師分享社服志工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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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界伙食團活動是週一到週四（經

典學習、辦道、其他活動），社會

界是週五到週日；學界開會固定在

晚上 10點後。

7. 每校有公壇，編列學界預算一校一

年 6,000元，大部份費用是學長姐

出錢並經營，學長姐會負責買菜。

住宿費用與菜錢學生也要分擔。

8. 體制環環相扣，各課程有接續，知

道下個班去哪裡。

長青工作隊

1. 定期的社區服務（針對養護機構的

銀髮族）。

2. 半年四次（要全勤）加一次行前說

明。200位志工分好幾個社區，同

天服務。

3. 四大組織：A.活動：台上帶動。B.多

媒體：拍照、攝影、影片編輯。C.親

善大使：追蹤關懷與紀錄。D.餐飲：

年輕人準備當天午餐。

4. 工作流程：08:00∼ 12:30 出隊服

務；12:30∼ 13:30 午休與檢討；

13:30∼ 15:30 志工充電，四大組

輪流設計。

5. 天赦日：仙佛聖誕辦一日吃素。

外籍

越南道親設立 堂，週五吃越南

菜、講家鄉話，有歸屬感、有凝聚力。

 ※ 瑞周天達單位  藍子芳

發一崇德道場能在各大專院校成

立素食伙食團，後學覺得這不只是解

決吃飯問題，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深耕。

吃飯的時候，自然會聊生活、聊學校，

和一些沒有具體內容的閒聊，透過這

種輕鬆自在的方式，拉近了年輕人之

間的距離。從吃開始，再到活動參與、

認識道場氛圍，最後接觸修辦精神，

整個過程既自然又不會讓人感覺突兀。

反觀後學的地方單位雖然也舉辦

很多青年活動，內容也都很用心設計，

但年輕人的反應還是比較冷淡；後學

認為應該不是活動不夠，而是形式、

語言，甚至接觸的切入點，沒有真正

打進年輕人或者現代人的生活節奏。

▲  祖師殿前聆聽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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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國高中生與大學生，他們

在意的不只是學到什麼，更重視的是

體驗感和陪伴感；其實不只年輕人，

現代人也都是這樣。現在雖已不容易

像發一崇德那樣靠伙食團創造據點，

那就得從現代人和年輕人多的社群軟

體出發，建立社群或者各類揪團揪伴

的 App；後學在社群上觀察到現代人

其實不排斥心靈探索與修行，他們只

是對一開始就直接講求道、講 堂，

會比較有距離感，後學認為循序漸進

的接引模式會較有利。

後學建議，可以循序漸進地分好

幾個步驟規劃接引模式，比如針對目

前後學地方單位的青推課程，可先引

起參與者的興趣、埋下種子，讓其不

排斥，再來談一些命理和心靈相關、

命理與人生選擇之類的主題，從八字、

星座、內在探索（MBTI）等流行的主

題開始，慢慢引導到除了命，也有運，

還有願（愿）力，並引導他們接觸道

的核心，到這時候，他們已經不覺得

陌生、也不排斥 堂，再自然地邀請

他們來參加明道班或新民班，再帶進

求道的機緣，也能增加他們留下來修

辦的意願。

雖然速度慢了些，但換一種年輕

人、現代人聽得懂、感受得到的語言

和順序來成全他們，目標還是度人、

辦道，只是節奏更細膩、方式更貼近

現在人的需求；只要他們願意再來第

二次，我們就成功一半了，未來第三

次、第四次再引進修辦的內涵，應該

是會更順的，只要他們剛開始不排斥。

※瑞周天達單位  藍子芸 

透過彼此分享交流，不僅驚醒、

也激勵了後學，發一崇德的講師們，

週一至週四的每日晚上都在學界伙食

團成全青年學子，週五至週日則在社

會界繼續精進，一週七天，他們將七

天的時間都在道場上付出，日復一日。

誠如不休息菩薩的慈訓：「修

道的路上，你沒有太多自由，你沒有

太多藉口，你沒有太多休息時間，因

為你已立志要修辦，這就代表你已經

不是凡夫俗子。」這樣的精神讓後學

佩服不已，也讓後學開始反思自己，

覺得道務推動艱難時，我們付出了多

少？當自己下班回家只想休息時，還

有許多前賢們仍在默默地耕耘付出。

這趟參訪讓後學深刻體悟到身為白陽

弟子的使命與責任，期許自己在修道、

辦道、行道的路上，秉持著初發心，

時時將使命與責任謹記於心，持續精

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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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單位  呂佳㯣

盧講師以「勇敢開創，快樂耕耘」

為題，為我們揭示志工服務的真諦是

「用心關懷、真誠服務」，唯有發自

內心地真誠奉獻，才能感動服務對象、

帶動新的志工。盧講師告訴我們，所

有活動目標都是為了「度化眾生」，

呼應林點傳師慈悲提到的「參透為何，

才能迎接任何」，讓我們反思，在修

辦過程中，我們是否曾停下腳步，想

想初心？還是在忙碌中迷失方向？凡

事問自己：「Why？」在規劃班程、

營隊、活動時，先想想：「為什麼要

做這件事？」、「如果我是新人，會

想參加嗎？會受到感動嗎？」就像馬

點傳師慈悲說的：「沒感覺，不要談

發展。」倘若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說自己想說的、做自己想做的，只感

動自己，卻無法感動他人，沒有後續，

豈不是很可惜嗎？讓今生與我們有緣

的人，能夠先喜歡道場、認同道場，

產生共鳴，才有機會培養歸屬感與凝

聚力，攜手修辦路。

參觀「不休息菩薩紀念館」時，

彷彿穿越時空，身歷其境感受前人輩

在艱難的時代背景中，那份堅定的修

道意志。每一幅照片、每一件文物，

都訴說著前人輩在逆境中不屈不撓的

故事，讓後學沉浸式感受前人輩那份

「修道人之志節」：「窮途末路亦不

改吾志，高官厚祿亦不變吾心，槍林

彈雨亦不退吾身，心膽俱裂亦不減吾

信，天崩地裂亦不滅吾愿。（不休息

菩薩慈訓）」

當見到陳大姑前人辭別雙親來台

開荒，臨行時父親叮嚀：「世間沒有

過不了的火焰山。」令後學想起我們

基礎忠恕大家長──慈心悲愿的張老

前人，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亦是

毅別高堂，來台傳道，歷經開荒艱辛、

官考打擊，不屈不撓，忍辱負重，化

小愛為大愛，一生無私無我、無怨無

悔地為眾生付出，並留下光明偈：「提

起您的光明念頭，來照耀您的生命；

提起您的空靈觀念，來超越您的生活；

提起您的喜悅心情，來洗去煩惱塵

埃。」

後學近期因為自己的不足，時有

疲憊無力之感，許多前賢夥伴們亦面

臨聖凡相衝、試境考磨。然而在參訪

結束後，前往關懷正處於「逆境的多

重宇宙」中的新道親時，她緊緊抱住

後學說：「拜託！讓我抱一下，我真

的需要吸收正能量！」原來，即使在

最黑暗的時刻，勇敢的人也不會放棄

希望，依然嚮往著光明。那一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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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明白，人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對的「火

焰山」，這座山隨著上天賦予的使命、

累世的因緣、自己的愿力，而有大有

小、有難有易，然而無論如何，每個

人都有自己專屬的人生必修課，需要

以智慧、愿力去圓滿。但願這世間每

個人都能勇敢地跨過火焰山；每個人

都能學習前人輩，成為眾生的貴人，

拉身處火焰山低谷中的眾生一把！

馬點傳師慈悲談到凡人和戰士最

大的差別是：「戰士視一切為『挑戰』，

凡人視一切為『困難』。」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凡夫之所以為凡夫，差別

在於心態與愿力！謹記「困難有時有

陣，修道久久長長（台語，困難偶爾

會發生，修道則是長久之事）」，感

恩今生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

辦，能當自己與眾生的貴人──「於

『㯣』其幸乎」！（呼應孔老夫子「內

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莊子‧雜篇‧讓王》）

「 I ’m not  PERFECT but  I ’ m 

LIMITED EDITION!」我們或許不完

美，但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擁有無

限的潛能。有目的，才能訂目標；有

目標，才能訂方向；有方向，才能走

得堅定而踏實。這次帶給後學無比的

法喜與收穫，深深感恩點傳師們給予

學習機會、感恩發一崇德前賢的用心

規劃，也願延續這份感動與力量，勇

敢開創、快樂耕耘，用生命的光芒照

亮他人，譜寫下一頁的精彩篇章！

※天仁單位  姚利芸

發一崇德道場在一貫道的學修講

辦發展上頗負盛名，因此當得知有機

會參訪時，後學便滿懷期待。而這趟

參訪在點傳師們用心安排下，確實讓

後學收穫滿滿，度過了一天充實且喜

悅的時光。此次主題是「開道愿力──

度人成全」，核心在於學習如何在道

中尋找修行的意義，以及該如何落實

修行。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

正是一貫弟子應盡的本分，而在發一

崇德的前賢們身上，這句話被發揮得

淋漓盡致。他們的修行不僅是自我精

進，更是一種「燃燒自己，照亮他人」

的力量，無論是深入偏鄉投入志工服

務，陪伴那些子女不在身邊的長者，

為他們的晚年生活帶來溫暖與希望；

或是與素未謀面的學弟妹從零開始建

立情誼，傳承道場使命，這些行動皆

展現了前賢們對道的真誠與堅定，使

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得以實現，並

將道的美好與寶貴傳遞出去。



20 NO.437 2025.5

後學也開始思考，在自己身上、

在所屬單位中，該如何應用這些寶貴

經驗呢？最核心的問題便是「割捨自

己」：割捨時間、金錢、執著與慾望。

因為修道的堅定與實踐，必須透過行

動來學習，而這樣的學習需要投入時

間與財力，還需放下對世俗事物的貪

戀與執著，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然

而最重要的，仍是對道的堅定信念。

因為在修行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

考驗與挫折，若缺乏這份信念，便容

易在挑戰中退縮，使修道之路變得更

加艱難。

在分組交流時，前賢們分享了地

方道務推展的突破方法，也談及自己

曾面對的各種考驗與挑戰，以及如何

在困境中調整心態、尋求改變。這些

經驗不僅讓後學對道務有更深刻的理

解，也獲得更多不同角度的思考模式

與做事方法，真正體會到這次交流的

深遠意義。

※天仁單位  梁立君

早先都是透過 YouTube聆聽發一

崇德的講師講課，這次能夠實體參訪、

交流，後學真的是滿心期待，也收穫

滿滿。從心性上的提升、角色的認定、

三寶修持，以及每日叩首持戒，「方

向清楚，定立目標」，讓自己每日都

有修行的功課。當我們自性發光，慧

命自會運轉；將道落實生活，成全家

人及身邊有緣的芸芸眾生。

在道務的實踐與愿力的承擔上，

關於志工隊的初發心（愿力）、組織架

構的明確與完整、專職專任的人才與能

力定位、分組活化活動的實踐與討論，

以及營隊目的與走向，這些實戰的實

務經驗，都是由每位前賢慈悲所共同

承擔的愿力與努力之下累積的，更是

體現崇德人的信愿行證。「不擅長的

事情經常做，就變成習慣做的事。習

慣做的事情重複做，就變成行家。重

複做的事情用心做，就變成贏家。」

下午參觀菩薩館及不休息菩薩紀

念館，了解不休息菩薩的聖德，非常

值得學習並尊敬。講師說「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而我們這群人如果讓後

面的人沒得乘涼了，那這世也就白來

一遭。修辦道的路上，要勇於承擔、

▲  林麗花點傳師慈悲勉勵「愿化做一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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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面對挑戰。看到崇德前賢們為道

犧牲奉獻、奮不顧身筆直向前邁進，

真的令人欽佩。

「承上啟下」是青年道辦的重中

之重。這讓後學省思，在道務的推動

及成全學員上，自己應當在道學上更

加精進自己，在實務方面將自己所知

所學傳下去。很感謝後學身邊有一群

一起努力的青年學長，也很感謝後學

能夠一路跟著大家學習成長。

※天仁單位  鍾達緯

清晨的細雨輕輕喚醒沉睡的心

靈，忠恕青年整裝待發，準備迎接充

滿學習與成長的一天。感謝上天的慈

悲，以及老前人與袁前人大德庇佑，

讓忠恕青年得以前往南投參訪。儘管

天候微雨，卻澆不熄此行的熱忱與渴

望──我們希望深入了解發一崇德道

場如何在不休息菩薩引領下，使道務

蓬勃發展。

一開始從「啟發修道理念」專題

正式揭開序幕，讓我們再次反思：為

何走在修行的道路上？我們背負著什

麼樣的使命來到這世間？林點傳師更

進一步發人深省地詢問：「當百歲年

老後，面見　上天老 時，我們是選

擇繳旨，還是請罪？」這番話令後學

不禁自問：我做得夠多嗎？我走在正確

的道路上嗎？我的步伐是否足夠迅速？

隨後，專題「勇敢開創，快樂耕

耘」讓後學內心深受震撼與啟發。身

為忠恕青年，我們擁有無限的機會與

可能，應該懷抱「無懼精神」，勇於

開創新局；我們更要與時俱進，調整

出能符合時代發展的修道「體制」，

同時培養「速度感」，提升執行力。

下午，馬點傳師在「道務開創與

愿力提升」專題中毫無保留地分享經

驗，讓我們深刻理解：如何讓合適的

人擔綱合適的角色。如何透過組織的

力量，開拓一條真正展現我們忠恕精

神的道路。修道的歷程，猶如一場球

賽的防守局，每一局都要全力守住；

修道也是要守住我們這顆不退轉的道

心，這樣才能贏得最終勝利。而度人

成全則是攻勢的展現，每一次突破僵

局，都是向前邁進的一步。即使距離

本壘尚有兩個壘包，我們仍要勇往直

前、不畏艱難，因為這正是「Team 

Taiwan」的精神！面對度人時被拒絕，

或是在成全的道路上遇到挑戰，我們

都要堅守自己的天職，勇敢迎向困難，

因為，只要我們持續努力，上天必定

會賜予我們無限的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