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由心學 心誠而有感必通 

 (取自莊林續道藏 祝聖科儀) 

              莊正川 理事 

    道 ――「天道、地道、人道」或者「自然之道」、「思想之道」。

道由何來？何謂道？以宇宙自然陰陽之理，又有混沌未開虛無自然，

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至天地肇定造化萬物，從而自然

之道演化思想之道；無極進而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說，亦有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變化而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又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由無至有，由靜而動，天地萬物變化是為大道。道由古至今，

諸多解釋以哲學、玄學、科學諸類探討，從無至產生思想知識、信

仰神話，進而延伸道德之範、人生意義、生活學術之理，亦為道教

之名。但凡生命之道、生存之道、生活之道而成國家宗教民族團體

個人探討依據之方式作為。 

    我對於道教淵源之初，不知「道」為何，卻生活於道門之中學

習道之思想、學術、歷史文化等，對道教之一切有所興致，但其廣

泛深遠，只能逐步追尋探索。人類未有文字歷史之前，最初思想信



 

 

仰不知歷經多少歲月，其後才有解釋記載以圖騰儀式，而後又以黃

帝紀元年開始，為道曆之初，至現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又以天師

傳道設教亦二千年前後之歷史，其中文明的發展，時代的變遷，社

會觀念思想改革，宗教興衰，道教在國家人民種族團體乃至現今全

世界社會當中依然被重視，廣為運用，其學術思想、文學經典甚至

深植人心，但也因如此亦有負面極端之思想作為和評論扭曲之類的

言論出現，所以也有正道、左道、無道、善道、惡道、邪道等等之

說，但不管以何種形式存在，道教歷史人物、經典神話、……等已

成為人類重要的文化資產。 

    我本自學道、問道、行道，尊奉三清道祖，以正一道為基準，

歸入天師門下，拜授正一盟威經籙，依照天師法統「守道明仁德、

全真復太和、至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沖漢通元蘊、高弘鼎大羅、

三山愈興振、福海湧洪波」字輩，歷代相傳，不敢逾越，格守三皈

――「皈依道 得正覺 化化出人天」、「皈依經 得正法 劫劫度群迷」、

「皈依師 得正行 不墜諸傍生」。力行九戒――「敬天祀祖切戒褻

瀆」、「孝順父母切戒忤逆」、「盡忠報國切戒叛亂」、「尊師重道切戒

侮慢」、「正心誠意切戒詐偽」、「涵養善機切戒作惡」、「行法用符切

戒邪僻」、「敦品立德切戒縱慾」、「和親善鄰切戒鬥狠」。謹記八則

――「孝順父母上酬高厚」、「盡忠報國罔干悖繆」、「尊師重道毋近



 

 

匪人」、「立心端正恆存利濟」、「屏除浮燥涵養善機」、「行法用符誠

敬將事」、「勿貪色慾致敗精神」、「不生嫌隙免結怨讐」，自認雖有

不足但盡其心力，端其自身。 

    道教其義――敬天、祀祖、修道、行教、救人、利物、濟世；

其職有居士、道士、法師、五術士、堪輿士、相士、占卜士、通靈

士、乩士、鸞士、經儀士等；其地有宮、殿、觀、院、廟、寺、壇、 

堂等；其法有內丹、外丹、方術、法術、心術、飛昇、變化、隱遁、 

移靈、遁甲、符咒、治病、驅邪、招魂、攝魄、禱雨、祈晴、天文、 

數術、陰陽、五行、蓍龜、讖緯、星命、堪輿、醫術等。又分積善

派、經典派、丹鼎派、符籙派、占驗派等；其道學含哲學、玄學與

名家、法家、墨家、兵家、農家、雜家、權謀、小說等家，包含之

廣，以道傳世，不計其數。 

    生命亦指具有穩定的物質和能量代謝現象，並且能回應刺激，

能進行自我複製的半開放物質系統，也就是具有生命機制的物體，

會經歷出生、成長、死亡，生命種群則在一代代個體的更替中，經

過自然選擇發生演化以適應環境，即為生命之道。 

    自然界一切存在的事物保持其存在及發展變化，生命系統包括

生物系統與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共生的形態，人用哲學、科學、神

學在不同文化環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意識、靈魂、幸福、善



 

 

惡、價值、目的、自由等，闡述生存之道。 

    人類和動物在生存發展期間，所做的一切行為活動之總稱，及

不同人對生活的意義看法取決於個人的思想愛好，即是生活之道。 

    自小習道過程經歷，對於目前人之生活、社會觀點甚至道教歷

史文化、學術經典，尚有不足，諸多不解，心知其意，望同道共勉

之。 

諸位道友有空請閱讀《歷代張天師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