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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與創新─新宗教團體與社會變遷研討會」紀要 

2.誰是「新宗教團體」座談會 

 

梁光筆* 

 

 

主持人、引言人、各位對談人、各位先進大德朋友們，大家午安！ 

很高興，也很榮幸，代表天帝教針對大會的主題「新興宗教」的

專題，來跟大家談我們的看法。天帝教是上帝的教，是以信仰上帝、

真道作為教化根本的宗教，1980年 12月 21日，在人間重新復興。第

二年，我們就向內政部申請，希望能夠正式立案，當時內政部還滿寬

容的，認為：「天帝教教義沒有違反善良風俗，許可自由傳播。在那個

戒嚴的時代，我們得到政府這樣一個回應，其實算不錯。至於宗教財

團法人申請的部分，倒是費了相當長的時間，像剛纔黃科長所提的，

我們申請了四年，從一開始，各種理由，甚麼理想，都講遍了，但祇

有一個結果，就是不准成立。 

不過我們認為，既然是傳布上帝的大道，正大光明傳布，有甚麼

不可以？所以，我們據理力爭了四年，終於獲得內政部的同意，時間

是在民國 75年 7月 16日，內政部以「臺 75內民字 417908號函」，准

許我們成立財團法人天帝教，成為中華民國第十個正式合法立案的宗

教，在解嚴之前，我們有機會扮演這樣一個先鋒新興宗教立案的角色，

雖然是歷史造就，我覺得還滿榮幸的。至於大會主題所談「新」跟「舊」，

確實是相對的，歷史上所有的宗教，都曾經新興過，但後來都變舊，

我們在二十多年前復興，經過這二十多年下來，算也有點舊了，但是

跟傳統各大宗教來比，我們還是小老弟呢。我想，比較宗教的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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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這是隨著時間先後的發展，必然的結果。環境變

遷了，時空變遷了，對於宇宙大道的詮釋不同了，因應不同的時代需

要，我們看各大宗教，基本上，我們回溯它們的歷史，都是因應時代

的需要所產生的，也都具有不斷自我革新的特質，所以，爭議新舊宗

教，在名稱的界定上，要讓大家都滿意，我覺得滿難的。 

實際上，我覺得真正比較有意義的部分，其實應該探討這些宗教

團體，它為甚麼產生？它們基本上，都是因應時代的危機、時代的需

求，而提出新的策略或方案。之前，林教授論文提到的，瞿教授的論

文也引了許多專家們的看法，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好，讓我們重新來看

待新興宗教運動，或者，臺灣的宗教現象，唯有透過這樣的激盪，纔

能把事實看得愈來愈清楚，誤解的情形會愈來愈少。天帝教的復興適

逢其實當然也不例外，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在公元 1980年，美、蘇核武

大戰隨時可能發生的時代，就如同今天的美、伊戰火，或全球核戰，

依然隨時可能爆發的情況一樣。這時，宗教在人間，或人間要有一個

團體，做大量的呼籲，讓所有在這個地球上生存的人，都認知這個危

機。因為這是威脅到所有人共同生存的危機，這是天帝教重來人間的

首要使命，天帝教針對這個時代具有兩大使命，第一個就是化解核戰

的毀滅浩劫，因為它關係到全人類的生存。第二個使命，就是針對人

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為止，經過這幾千年的變遷，過去的這些宗教或文

明，它們在各自的、獨立的時空環境裏面，它們可以相安無事，今天，

地球發展的情況，已經進入地球村，就像杭廷頓提的，我們今天看到

的美、伊戰爭，背後都有相當多的文明衝突、宗教衝突、或者說思想

上的衝突所引發的。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如何把這些可能產生

的衝突，以及它可能進一步引發的戰爭，甚至全球核戰的危機，導致

人類或整個地球上生物死亡的威脅化解，都有賴我們對於宇宙的自然

大道和生命的意義價值做重新的認知。在宗教或文明之間要有一個對

話，或者合作的共識的基礎，所以，天帝教重來人間的第二使命，就

是如何能夠把幾萬年來，人類在這個星球上，他們在不同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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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發展，或歷史上曾經互動累積的恩怨情仇，糾結得無法解決的這

些問題，重新用一個新的思維體系，新的一個架構，重新來建構一個

形成共識的平臺，讓這個危機，能夠消弭於無形。天帝教今天重來人

間，它是因應這個背景、這個需求而來，所以，它相對的，也針對這

個部分具有特殊的使命。 

所有非營利事業的團體，就像彼得杜拉克所講的，應該以使命為

優先。天帝教就是很典型的現代宗教例證，天帝教是以上述兩大時代

使命及其下的三個具體目標：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作為奮

鬥的指標。若要達到世界的和平，它的先決條件，一定要先達成宗教

的大同。我們設身處地在今天這樣的時空情境當中，美、伊的戰爭，

以及隨之而來各種恐怖攻擊的情況，隨時可能激盪，隨時威脅我們的

生存。在這些戰爭暴力行為的背後或上層結構的指導原則，有許多來

自於宗教的因素，在重要的形而上的這個部分，須先要有一個和諧的

共識基礎，或合作的平臺。 

所以我們認為，第一個目標，應該是宗教大同，唯有透過宗教大

同，世界大同的境界纔有可能來臨，當世界大同的境界來臨的目標達

成，我們進一步要探討的，是天人之間的大同，也就是人跟神之間人

神共治的那樣一個境界，纔可能來臨。所以，天帝教提出來的有三個

具體的目標：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至於努力奮鬥的途徑，

可分為「向自己奮鬥」、「向自然環境奮鬥」、「向天奮鬥」三種途徑。

而具體的方法，有從小我下手，有從大我下手的方法。小我的部分，

是指個人的基本日常的五門調整身心，培養正氣的修持功課，包括：

奉行人生守則二十字真言、自我省懺、祈禱親和、靜參修持、填記奮

鬥紀錄卡等五門功課。另外，在大我部份必須要透過一些基礎的研究，

我們纔有可能建立。 

有關於宇宙人生共識平臺的建立，我們是分成四個領域，第一個

是有關理論的「天人文化」領域，第二個是修持實踐體系的「天人合

一」領域，第三個是神人溝通通路的「天人親和」領域建構，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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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溝通系統應用的「天人炁功（療理）」領域，至於具體達成宗教大

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目標依循的基本原則，宗教大同我們認為應

該建立在所有宗教彼此之間要「敬其所異、愛其所同」的共識基礎上，

尊敬別人跟你不一樣的地方，愛別人跟你相同的部分，唯有在這個基

礎上，纔能談後面的合作，透過宗教之間的交流、聯誼，邁向宗教合

作的宗教聯盟。至於世界大同方面，現在歐盟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模式，

能夠慢慢擴展到全球聯盟，就是一個很好的途徑。至於天人大同的目

標，當人類能夠擴大胸襟、視野，集中心力向宇宙太空發展，能夠以

宇宙為家的時代，那個境界就會來臨。 

以上，我很簡單把天帝教做為新興的宗教，這個宗教在人間產生

的緣由，和一些基本想法，簡單做個報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