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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崇德台中道場發一崇德台中道場參訪感想參訪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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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寺單位  林家豪

此次參訪中，點傳師的開示深

入人心、言語精闢、一語中的，讓基

礎忠恕後學們對修辦道有更深刻的體

悟，林點傳師告訴我們：「愿化一尊

佛、我本就是一尊佛。」

此外，崇德講師和志工們積極推

動社區長者關懷，成果卓越，不僅服

務地方，也能成全志工，進而讓年輕

學子參與道務，值得學習。

最後的分組研討會內容充實、討

論熱烈，讓大家獲益良多，不僅收穫

寶貴的修辦經驗，也獲得未來精進與

改進的方向。

※瑞周金剛單位  郭家池

依據後學的個人經驗，目前道場

在吸引青少年上面對的最大問題，是

道場提供的課程不符合青少年需求。

以台北學界班為例，講課仍占多數，

體驗式課程等較活潑的課程少，就很

難讓青少年有興趣留下來；另一方面，

學界班提供的課程，與青少年的生活

經驗和需求有較大差距，也進一步將

青少年推離道場。此外，學生在入學

時通常面臨大考，但學界班目前並無

法提供考試方面的支援，甚至也很難

提供心理上的安慰，這就導致同學往

往必須在大考與學界課程中擇一。若

學界班的課程能與大考、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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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壓力等與學生生活攸關的題目結

合，或能有效增加青少年的參與率。

在這點上馬點傳師的忠告一針見血，

我們在規劃班程時，應將青少年的需

求納入主要考量，方能讓他們自然而

然地參與道場。

※瑞周天定單位  呂建成

陳平常領導點傳師慈悲表示：

「發一崇德道務能夠如此宏展，源於

對　老 與道的堅定信念，以及對不

休息菩薩的敬仰與依賴。今天的觀摩

不僅是學習發一崇德的道務，更重要

的是體會團隊合作與修辦的內涵。」

回顧青年大會師，黃錫堃總領導點傳

師勉勵忠恕青年：「忠恕青年要動起

來、站起來！」就如上午林點傳師也

勉勵大家：「修道需要清楚的目標，

並且要具備智、仁、勇的能量，使生

命超越自我設限，突破不可能的信念，

綻放生命光彩。」因此我們不要小看

自己，只要有愿，就有力量。馬點傳

師分享修辦的三個歷程：1.冷水：旁

觀者潑冷水。2.汗水：自己努力耕耘。

3.淚水：不被理解，接受考驗。唯有

承擔使命，才能讓慧命相傳。

盧講師則分享社服組的經驗，成

立長青志工隊，秉持用心關懷、真誠

服務長輩之宗旨，以志工隊的模式成

功結合了度人成全，可供參考。正如

馬點傳師所說：「道務要成功，經營

是關鍵。」這次交流獲益良多，也提

醒我們要時常檢視自己的修辦態度，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瑞周全真單位  陳貞秀

「聽命辦事一定沒事，按圖施工

一定成功。」這是在下午各組雙向交

流時，發一崇德張點傳師分享的一句

話，也是當場帶給後學感觸很深的一

句話。了解在一個體系龐大的團體運

作時，要講求效率及績效幾乎是不可

能的任務，而唯有上下一心、同心同

德、分工合作，才有可能達到。

陳領導點傳師在上午開班賜導時

也提到，為什麼發一崇德今日道務如

此興盛，條件有三，而其中之一就是

所有道親都信服陳大姑前人的領導，

而今日的崇德仍秉持初發心，繼續服

從著道務中心領導。而我們基礎忠恕

也有「集體領導，整體帶動」，也是

秉持著老前人辦道的精神，希望讓這

艘大法船繼續往前走。若大自道務中

心，小至地方單位，不管是道務推動、

活動籌劃、開荒度眾、社區讀經等，

都秉持著承上啟下、聽命辦事、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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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的一貫精神，何愁道務不興，何

愁度眾不佳。

※瑞周全真單位  黃文歆

時隔四、五年，重新來到發一崇

德學習，讓後學十分有感觸。後學在

大學時曾在伙食團學習四年，也參與

過工作隊和研究班。在參訪中看到曾

經一起上課以及相處的夥伴，感覺格

外親切，像回到第二個道場的家。

這次參訪，後學也深深佩服發一

崇德的道親能夠落實「成全」的機制，

每位崇德道親幾乎一週七天有一半以

上的時間都在進行道親的成全，也難

怪他們的道務量能有如此驚人的成就。

林點傳師提到，雖然我們不完美，

但是獨一無二，讓後學覺得對自己更

有信心；林點傳師引導大家定位自己

的角色：我是一位修道人，願化一尊

佛，點亮自己，照亮別人。以及用手

機來比喻人的心理能量，這是後學第

一次聽到這樣的比喻，讓後學感覺很

新穎；也許在未來課程中，後學也可

以用這樣生活化的方式與學員分享心

得體悟。

盧講師所介紹的工作隊組織非常

完整，讓後學開始思考：我們是不是

能嘗試讓我們的志工隊跟班程結合，

走出教室。目前感覺我們的資源好像

都很分散，或是資訊還沒有很流通。

馬點傳師的課程讓後學印象最

深，直截了當點出值得省思之處：

1.道親的思維及體制需要轉變，學生

重視的是感覺，而不是在意課程內

容，沒有感覺就沒有後續。

2.目前突破口在高中班，如何讓學員

願意進來，持續留在 堂，並協助

銜接到各大學？我們要用體制留

人，而非用課程留人。後學覺得這

個部分目前可能暫時還有難度。

3.盤點道二代還在學的道親究竟有多

少，以年齡做劃分，提供對應的課

程及活動，讓適合的講師去講課，

並開始構思青年了愿的平台。

4.財法侶地，都是修行中重要的元素。

後學在座談中感受到發一崇德前

賢滿滿的誠意，真的是傾囊相授！我

們這組主要的問題其實都圍繞在青年

成全及高中班等青年班程的運作，加

上後學也在道育國中班學習擔任課程

組的師資，因此感覺收穫良多。詹講

師分享：「首先，要了解學生的行事

曆，將活動盡量排在學生方便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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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程時間不用太長，主課程 40

分鐘，每 10分鐘切換講課方式，甚至

由多位講師一起授課，副課程可以進

行互動為主的動態課程。接著，每次

上課都要紀錄跟追蹤學員近況，真的

不了解學生的地方，也可以『不恥下

問』，看看現在的學生流行什麼？」

讓後學驚訝的是他們高中就開始學習

道務了！甚至是學生擔任辦道的各種

工作人員，想想後學高中時可能頂多

擔任獻供執禮和帶唱道歌而已。

這次參訪後學真的收穫滿滿，除

了學習到許多發一崇德體制上的優點

跟方式，也發現我們基礎忠恕還有很

多可以發展、開拓的地方，這些都是

身為青年的我們可以去創造的。

※瑞周全真單位  陳欣宜

從小到大對於一貫道的認識，都

是在熟悉的基礎忠恕道場所屬單位裡

學習、成長，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參與

這次參訪，也見識到發一崇德不同的

運作模式和成功的方法，希望未來後

學也可以盡一份心力回饋道場。

道歌《渡 就在今生》影片最後，

濟公老師講到：「現在所擁有的色身，

可能是最後一個了」，讓後學有很深

的感觸，也提醒自己要把握今生度人

的機會，盡力廣度身邊有緣人，點亮

自己，照亮別人。

馬點傳師的登場讓後學顛覆了以

往對道場熟悉的認知，或許就是這樣

的思維和觀點而可以更有方法地帶動

青年，讓後續傳承的路更廣更遠。透

過這次學習，期許自己未來也可以應

用在本單位青年班，讓青年道務更加

弘展。

※瑞周全真單位  王冠博

「學生要的是感覺，不是課程」，

馬點傳師這句話真的打中後學心裡，

我們至今常一直著重在課程上怎麼吸

引年輕人，而卻沒有給他們一個想待

下去的環境；後學覺得不只是年輕人，

到青壯年可能都需要一個好的感覺、

一個歸屬感，他們才願意繼續參與，

感覺到自己是團體中的一份子，就像

點傳師說的，讓他們有事情做，慢慢

地給予一些任務，培養責任感，之後

也能成為幹部。

雙向交流中，張點傳師和兩位講

師也分享了他們在學校的運作模式：

辦很豐富多樣的聯誼活動，先吸引人

進來，有人才能有後續的成全。此外

也給予後學們許多建議，像是道二代

不出來要怎麼成全，如何投其所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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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小後學們受益良多。

※瑞周全真單位  林隆逸

「乘愿而來，了愿回去。有天回

去面見　老 時，您是繳旨，還是請

罪？」這幾句話一直在後學腦中迴盪。

反觀自照，是不是還有什麼地方做得

不夠多、做得不夠好，得要好好調整，

加緊腳步。

「重聖輕凡」幾個字寫起來很

簡單，做起來卻很困難。雙向交流

時，後學這組的講師是民國 89年次

（2000）的，非常年輕！講師說到：

「除了上班時間，其餘時間都奉獻給

道場。」講師也分享了在學習的過程，

即在伙食團中如何安排與規劃，這樣

的發心及愿力，令人讚嘆與佩服。

在交流中了解到發一崇德道場能

成功，除了有系統化的組織，且落實

在所有大大小小的單位之中，連活動、

課程也不例外，再加上非常有效率的

團隊運作。也學習到他們在伙食團經

營的做法與課程安排，靈活地將道學

知識融入活動之中，更能增加整個團

隊的凝聚力。這些都讓後學在學習課

程、活動安排時能有更多的方法及想

法。發一崇德與基礎忠恕從家風、文

化上都有很多的不同，各有其優點。

一樣的是，皆能看到前人、點傳師們

犧牲奉獻的大愛精神，值得後學學習

及效仿。

※瑞周全真單位  賴淑娟

30年前參訪到現在，歷經 30年

的歲月，到底我們改變了什麼？想要

改變什麼？似乎只是徒增歲月。若以

年齡方面，一位執事者的角色來說，

年齡是不可逆的，但心是可逆的（轉

念），如果 40歲的人觀念如同 60歲

以上，則可能仍有侷限性。

「很多事及能力都是從各種不

同階段的經驗中得來的，我們自己也

是；如果我們無法回答上面給我們的

問題，是我們的錯，因我們沒有徹底

去了解學員的規劃構思；如果我們無

法協助學員解決提出的問題，是我們

的能力及歷練不夠，也是我們的錯。」

這是今年活動後，後學和幹部的一段

對話。

我們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家

風，不是互相模仿能得來的，法無定

法，真正直視自己的問題所在，加以

改進，從「心」「初」發×n（n=時

時刻刻），改變每個未來，承接任務，

累積經驗值，是我們當下能把握的，

願我們共同努力推展道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