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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道德院對台灣道教教育與 

學術研究推展的貢獻研究* 

陳敏祥** 

 

摘要 

  早期台灣道教宮廟的宗教活動多以舉辦各種法會、祀典或慈善救濟為

主，鮮少與學術界有所接觸與交流，更遑論學術研討會之舉辦。高雄道德院

是個重視傳道佈教的道教宮廟，自 1990 年代開始，在翁太明住持的領導下，

即持續推展道教教育，長期培育教內佈道宣講師，並長年積極參與主（協）

辦道教相關的學術研討會，贊助研討會經費。在高雄道德院所舉辦的各研討

會中，最具特色的是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自 1997 年至 2013 年間已舉辦

十六屆，主要是鼓勵碩、博士研究生發表道教研究論文，目前台灣新一代的

道教學者有幾位都曾在此研討會中歷練與成長。鑑於高雄道德院的特殊性，

本文內容分別從高雄道德院的道教教育、主辦與贊助的各項學術活動和創辦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三部分談，對於翁太明住持興辦的原因、對象、目的

和方法加以梳理，並析述其特色與成果。此外，亦就高雄道德院推動道教教

育並長年積極參與辦理道教學術研討會，就學界的反應和道教學術發展的關

係方面進行探論，以瞭解其對台灣道教教育與道教研究方面的相關貢獻。 

關鍵字：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道教教育、道教研究、宗教與心靈改

革研討會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細心指正，並惠賜意見，特此致謝。 
** 醒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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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國七十六年（1987）政府宣布解除戒嚴後，不但各宗教信仰與活動

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國內大學也開始設立宗教相關系所，十年間成立了

三個宗教研究所，兩個宗教學系，1均集中於不同宗教團體所創立的私立大

學，而各校宗教系所開設的課程與研究生的論文主題亦多與該校的宗教屬

性有關。在當時（1987-1997）的教育體制中，尚無道教團體創辦的大學院

校（今日依然闕如），學界有關道教的研究論著，分見於各學術研究機構或

大學不同系所關注道教議題的部分學者，2
 至於研究道教的碩博士論文更是

鳳毛麟角。3
 道教學者李豐楙在參與中華道教總會「道教學院」（1990）、輔

仁大學宗教學系道教組（1992）的課程規劃過程時，曾發出道教人才嚴重

不足的感慨。4 

民國七十二年（1983），當時台灣一群對宗教研究有興趣的學者與研究

生組成了「東方宗教討論會」，不分宗教類別與研究專長，結合人力資源進

行一常態性、長期性且全然開放、多角度切磋的討論活動，5
 參與者認真的

態度、專業的研究能力與嚴謹的批判，為往後的宗教研究做了一次極佳的

示範，也間接扮演 1990 年代宗教研究成長的推手。6
 高雄道德院於民國八

                                                        
1 1980 年代末天主教輔仁大學首設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1988），1990 年代初期，又成

立宗教學系（1992），翌年（1993），佛教的華梵大學成立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

而基督教的真理大學宗教學系於民國八十五年（1996）設立，次年（1997），佛教的玄

奘大學開設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2 詳參林富士，〈台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概述（1945–1995）〉，頁 328–351。 
3 詳參林富士，〈台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概述（1945–1995）〉。此外，輔仁大學宗教研

究所碩士論文 79–86 學年度共 46 篇，僅有 3 篇是與道教研究有關（皆李豐楙所指導），

見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歷屆碩士論文〉，2014 年 4 月 3 日下載。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

想研究所 95 學年度才有碩士論文產出。 
4 見李豐楙，〈台灣宗教教育中道教學程的規劃與檢討〉，頁 51–53。 
5 見江燦騰、蔡維民，〈青年學者論壇〉，頁 129。 
6 王見川、李世偉，〈戰後以來的台灣「宗教研究」概述—以佛、道教與民間宗教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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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1997）舉辦的「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即與「東方宗教討論會」

有著某種隱藏性的關聯。7 

做為一個道教的宗教團體，高雄道德院與其他道教宮廟有個明顯不同

之處，在於它自 1980 年代開始即持續推動道教教育，並長年積極參與主（協）

辦道教相關的學術研討會，並贊助多個研討會的經費。這樣一個與學術界

長期保持密切互動的宗教團體—尤其是道教團體，在台灣的宗教發展史上

有其一定的獨特性，是個可以進一步了解與探究的對象。 

檢視目前學界有關高雄道德院的相關論文僅有兩篇，其一，莊宏誼撰

寫的〈台灣道教的學院教育初探〉，8
 發表於民國八十八年（1999）輔仁大

學宗教系舉辦的「台灣宗教教育學術研討會」，該文內容針對台北、高雄兩

直轄市四所道教學院（中華道教學院、三清書院、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

學院、高雄文化院附設汶羅書院）的成立經過與授課課程進行介紹外，並

對於這四所在台灣較具規模的道教學院的師資與課程、學員、經費三方面

狀況進行檢討。 

其二，民國一○二年（2013）康詩瑀的博士論文《戰後道教與都市社

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心》，此

論文著重對第一代住持郭藏應道師的一生與宗教理念的介紹，並就院廟創

建過程、出家法師的培養，以及該院的科儀活動加以說明。9
 至於院方在道

教教育與學術活動的推展部分則著墨不多，在第一章「高雄道德院的發展

史」中，以五頁篇幅對修真道學院、道教宣講師培訓班、國內外道教學術

研討會三部分進行概略敘述，10
 然而，因這五頁內容出現一些訛誤的情

                                                                              
中心〉，頁 505–506。 

7 詳見本文第四節「青年宗教學者論壇—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之「緣起」內容。 
8  見莊宏誼，〈台灣道教的學院教育初探〉，頁 281-321。 
9  翁太明住持表示，康詩瑀的論文對高雄道德院的科儀活動說明不清楚，而且有相當的

出入。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10 康詩瑀，《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

為討論中心》，頁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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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11
 故參考性有限。 

有鑑於參考文獻之不足，親訪高雄道德院，尋求院方支援相關研究資

料成為必要之舉。筆者透過如實佛學研究室許洋主居士的引見，獲得高雄

道德院翁太明住持12的慨然應允與支持，因此得以蒐集到不少寶貴資料。13 

此外，數次訪談翁太明住持、出家三四十年的道長法師、多位信眾與許洋

主居士的記錄，亦對於本文內容之充實助益甚多，於此致上深深謝忱。 

高雄道德院是個重視傳道佈教的道教宮廟，「道德」之名為創院者郭

騰芳道師（道號藏應，1923–1998）所定。他早年留學日本，「精研儒釋

道三教聖典，對道教五大派之學理尤有獨到之悟得」，14
 民國四十四年

                                                        
11 康詩瑀論文之訛誤：（1）87 頁，談到「修真道學院」舉辦「三期」，經筆者參考莊宏

誼〈台灣道教的學院教育初探〉，比對高雄道德院提供相關資料，並向翁太明住持查證

後，確定是「二期」才對。康文所言的第三期時間「民國八十年九月九日至民國八十

一年三月九日」實際上是錯置「道學研習班」的開辦時間。（2）88 頁，談到「道教宣

講師培訓班」成立於民國七十九年，經比對相關資料與查證，應該「民國八十二年」

才對。（3）89 頁，提到「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邀請國內「相關學者」發表宗教與

心靈相關「碩博士論文」，事實上發表者多是「研究生」，碩博士論文當時尚未完成。

（4）89 頁，提到「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至民國一百年（2011）止已經舉行第十二

屆，事實上是第十四屆。（5）90 頁，談及近年來高雄道德院與高雄師範大學、中山大

學、正修科技大學等大專院校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在於協助台灣各大專院校的「研

究生」有一個發表論文的平台。事實上不是「研究生」，而是任職於「大專院校或研

究機構的學者專家」。 
12 筆者訪談翁太明住持時，經她提醒，其正式名銜應為「住持翁太明三清太乙大宗師」，

因為她是「太乙真蓮宗」第一代宗師，所以稱為「三清太乙大宗師」，以後代代相傳，

依序為「三清太乙二宗師」、「三清太乙三宗師」等等。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5.01）。本文為行文簡潔，以下均以「翁太明住持」稱之。 
13 包括第 1-15 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與光碟（1997-2012）、第 16 屆「宗

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議程表（2013）、「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8-2013）、「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手冊（2007-2013）、《道德經講義》

（2012 年增訂版）、《合宗明道集》、《高雄道德院開山宗長郭公騰芳藏應道師敬思錄》，

以及 2008-2013 年高雄道德院舉辦道教教育與學術研討會相關資料（由院方負責文書

資料保管的太任師彙編後提供）。 
14 見翁太明住持，〈本院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之簡介〉，收入宋常星註，《道德經講義》書



高雄道德院對台灣道教教育與學術研究推展的貢獻研究 

-73- 

（1955）在高雄市舊大港保安宮設立道教佈教所，擔任宣道師。民國四十七

年（1958）十一月遷至新興區八德一路電信局後方，設「道善堂」繼續宣

道；民國四十九年（1960）由信徒提供金獅湖現址做為建廟基地，十一月

以「高雄道德院」為名正式建立道廟，民國五十年（1961）正式成立管理

委員會。其後陸續增建廟宇內部，至民國六十五年（1976）完成側殿後殿

的興建。15
 郭藏應道師推崇老子《道德經》之教化，以「道德」二字作為

傳道處所之名，實寓寄其尊道貴德、紹承道統之用心。翁太明住持在〈緬

懷追念恩師〉一文提及高雄道德院成立的目的： 

 
宏揚正統道教，大量培養道教人才，講經說教，以道德為宗，以道

德為教，乃命名為「道德院」。16 

 
郭藏應道師為了弘道傳教，在民國六○–八○年間（1971-1991）培養

調教出一批女性出家道長法師，17
 民國七十五年（1986）他向高雄道德院

管理委員會與信徒大會薦舉翁太明道長18接任住持一職，獲得一致通過。19 

此後，高雄道德院在翁太明住持帶領下，20 發展出不同於傳統一般道教宮

                                                                              
首附錄紅頁（未編頁碼）。以下出自《道德經講義》書首附錄之內容，均以《道德經講

義》簡示之。 
15 見〈高雄道德院簡介〉，《道德經講義》。 
16 見翁太明住持，〈代序‧緬懷追念恩師〉，頁Ⅱ。 
17 包括太明師（翁太明住持）、太悟師、太籙師（後因故還俗）、太音師（後因故還俗）

太文師、太任師、太嫺師。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18 民國六十五年（1976）翁太明住持通過爬刀梯儀式，晉升為道長。依據訪談翁太明住

持記錄（2014.03.27）。 
19 

當時高雄市民政局第三科儲一貫科長到場列席，翁太明住持在管理委員會與信徒大會

上獲得百分之百的支持，一致通過，民政局有立案資料。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3.27）。 
20 從民國七十五年（1986）至民國八十七年（1998）五月郭藏應道師去世之前，郭道師

大都在講經授課時，或有重要大場面活動才會到高雄道德院，平常都是由翁太明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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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的宗教活動特色，除了舉辦各項消災祈福法會、神明祀典，以及大量濟

貧慈善活動與印製善書外，在推動道教教育與各項道教學術研究活動方面

更是不遺餘力，因而成就了今日學術氣息頗濃的高雄道德院。 

筆者根據高雄道德院提供的資料，21
 將院方推動道教教育以及主（協）

辦各項學術研討活動做一表格化整理，22
 從辦理相關活動的頻率與數量來

觀察，大概可以民國八十六年（1997）做為一個分水嶺。民國八十六年以

前的活動相對地較少，自民國八十六年後，不但年年都舉辦道教相關的教

育與學術活動，而且數量上呈現大幅成長的現象：民國六十三年至八十五

年（1974–1996）的二十二年間，高雄道德院共有十四次道教教育與學術

活動；民國八十六年至一○二年（1997–2013）的十六年間，則舉辦、贊

助了五十五個學術研討會，其中與國內公私立大學或其他宗教團體聯合

主、協辦（不含贊助）的學術研討會就有四十六個。  

鑑於高雄道德院在道教教育的推動，以及長年頻繁辦理學術研討會並

多方贊助研討會經費的特殊性，本文對於其辦理原因、對象、目的與方法

為何？多年下來有哪些道教教育班次或學術研究活動？有哪些特色與成

果？宗教團體贊助學術研究活動與學術發展的關係，以及學術界的反應如

何？將在下文進行析述。 

                                                                              
帶領出家道眾、義工信眾一起負責院務的推動。不過為了尊師重道，院中很多大事都

是師徒二人共商大計，然後再邀約管理委員會商討通過。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3.27）。 
21 包括：（1）〈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1974–

1998）、〈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大事〉（1998–2007），
收入宋常星註，《道德經講義》。（2）〈道學研習班招生簡章〉、〈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

學院第一學年招生簡章〉、〈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招生簡章〉，收入《合

宗明道集》書首相片說明、附錄黃頁。（3）2008-2013 年高雄道德院舉辦學術研討會

相關資料。 
22 見本文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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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道德院的道教教育 

高雄道德院是個重視傳道的道教宮廟，對於道教教育的重視，從其信

徒的皈依典禮流程中須要上課即可窺其一斑：決定皈依的信徒必須先上完

一整天有關道教教義、教理的課程後，才能參加晚上的「太乙真蓮宗」皈

依法會，23
 會中經過院中眾位道長法師演行皈依科儀法事，恭讀、焚燒皈

依疏文後，才頒發皈依證書，正式成為高雄道德院的皈依弟子。24 

本章將分「道學科儀教育」、「道教專題演講」與「廣播宣道」三部

分，針對其主辦目的、招收對象與實施效果進行了解，檢視高雄道德在道

教教育方面的推動情況。 

（一）道學科儀教育 

高雄道德院自 1990 年代開始，即開始陸續舉辦以內部教育訓練為主的

不同道學研習班，有法事科儀班，有學院式課程，也有道學研習、培訓道

教宣講師的班次。以下將其創設與實施狀況做一整理，藉以了解高雄道德

院在道教教育方面的推動與運作的特點。 

1.「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 
這是高雄道德院第一任住持郭藏應道師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開辦

的道教科儀班，招收對象為院中的出家道長法師25（必學）、誦經法師與道

                                                        
23 「太乙真蓮宗」為高雄道德院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創立的道教新宗派，民國六十五年

（1976）開辦「太乙真蓮宗」靜修道場，並於七十七年（1988）元月一至三日首辦道教

太乙真蓮宗團體第一屆皈依法會。見〈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

導下之年記大事〉，收入《道德經講義》。 
24 依據高雄道德院皈依弟子上課手冊所載，皈依當日先經過皈依典禮（有科儀）與團體

拍照後，開始上課，總共要上「皈依意義、教理教義探討」、「誠謁聖真、誦念聖號」、

「道教經典解析」、「道法傳授」、「太乙靜功、東方長樂法門」五堂課（每堂五十分鐘），

上完課時已是下午五點，其後經過皈依法事科儀與頒發證書，結束時間是晚上七點。 
25 當時院中有四名出家法師，分別是翁素珠（法名太明）、陳來座（法名太悟）、蔡鳳春

（法名太籙）、劉桂華（法名太音），後二者後來因故還俗。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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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究者，當時聘請高雄市苓雅區的孫番賓道長教授正一道的醮事科儀。

此研究班主要目的在培養高雄道德院的出家道長法師們及誦經法師們演練

科儀的能力，除了可為院內祀典、法會與信眾服務外，對外亦能參與各地

交陪境廟宇的儀典。26 

2.「修真道學院」 
解嚴後，民國七十七年（1988）的元月一至三日，高雄道德院首辦道

教「太乙真蓮宗」信徒第一屆皈依法會，皈依弟子有三百多名。27
 當年七

至八月舉辦為期兩個月的「道教學術演講會」，28
 邀請學者、道長蒞院做專

題演講，聽講者主要是院中出家道眾、義工信眾，還有道教信徒與社會大

眾，由於聽眾反應良好，觸發翁太明住持興學之心，經過她連續三個月的

費心籌畫，29
 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終於在十月正式完成招生並

開始上課，成為全國首創之道教學院。 

在高雄道德院邀請各道廟宮壇共同參與「修真道學院」研修課程的文

帖中如此說： 

 
「修真道學院」做拋磚引玉之工作，為道教培養人才，不惜花費人力、

物力、財力，聘請對道教有資深研究之道長、學者及有道之士出面

講正本清源之學，宏揚正統道教之教理、教義。30 

                                                                              
（2014.03.27）。 

26 以上「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之說明內容，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27 自民國七十七年（1988）至民國一○三年（2014），皈依弟子已近五千人。依據訪談翁

太明住持記錄（2014.05. 10）。 
28 詳見本章後文（二）道教專題演講「1.道教學術演講會」的說明。 
29 據翁太明住持自述，為了籌辦「修真道學院」，她稟持為了傳道，拚了命都要做好之心

念，連續三個月廢寢忘食地忙著學院開課各項相關事宜的規劃，等到十月學院開辦時，

她已累到口內都上火長瘡了。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30 見張德戊邀請各宮廟之文（未立標題，共兩頁），本文置於「修真道學院」第一學年招

生簡章之前，收於《合宗明道集》書首附錄黃頁。以下出自《合宗明道集》書首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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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可以看出高雄道德院一貫秉緒郭藏應道師與翁太明住持宣道佈教，培

養道教人才，弘揚道教的職志。「修真道學院」成立的宗旨在於： 

 
為研究中國道家哲學，培養正統道教人才，提升道德修養，淨化人

心，安定社會，促進世界人類福利。31 

 
目的在為「出家道長法師及皈依道教太乙真蓮宗法門在家修道眾，提供研

習經典及靜修道功的學習場所。」32
 此外，有志於道學研究的社會大眾亦

可參加。 

「修真道學院」上課時間是每週日上午 8：00–12：00，為期一年；學

雜費全免，講義教材由院方提供，學員全勤者，在結業典禮還會頒發獎品

鼓勵。高雄道德院提供學員這樣一個全方位免費的學習機會，大力鼓勵有

志道學研究者來聽道，可說是用心良苦。 

關於「修真道學院」兩學年在課程與師資安排，列一簡表如下： 

 
 第一學年課程與師資

33
 第二學年課程與師資 

1 道教神學 成功大學丁煌教授 1 道教文獻學 成功大學丁煌教授 

2 道教教義 天師府李叔還道長 2 道教教義研究 天師府李叔還道長 

3 正一科儀 曾椿壽道長 3 台灣南部正一科

儀概論 

杜永昌道長 

                                                                              
黃頁之內容，均以《合宗明道集》簡示之。 

31 見〈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第一學年招生簡章〉，收入《合宗明道集》。見本文附

錄四圖片。以下有關第一學年的說明均引於此簡章，不另加註。 
32 

見高雄道德院，〈道德院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1966），頁 5。 
33 師資陣容中，有六位是續聘自七、八月舉辦「道教學術演講會」的主講學者專家：丁

煌、王賢德、王嘉祥、丸山宏、江建俊、林金泉。詳見本章後文（二）道教專題演講

「1.道教學術演講會」的說明。以下本文提及眾位學者均依姓氏筆畫排列，不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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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教宗派概論 日本筑波大學博士

候選人丸山宏 
  

5 道教史專題研究 成功大學丁煌教授 4 道教史專題研究 成功大學丁煌教授 

6 符書研究 天師府龔群秘書長 5 符書研究 天師府龔群秘書長 

7 文檢研究 天師府龔群秘書長   

8 全真清規 天師府李叔還道長   

9 陰陽五行專題研

究 

成功大學林金泉碩

士 
6 陰陽五行與中國

古天文學 

成功大學林金泉碩

士 

10 道教經典 高雄道德院郭藏應

道師 
7 莊子南華真經、 

列子沖虛真經 

高雄道德院郭藏應

道師 

11 日文名著選讀 高雄師範大學王賢

德教授 
8 道教日文名著選

讀 

高雄師範大學王賢

德教授 

12 近世天師府概況 天師府龔群秘書長 9 大陸最近道教研

究 

天師府龔群秘書長 

13 中華民國道教組

織與任務 

中國道教會張檉副

秘書長 
10 道教概論 中國道教會張檉副

秘書長 

14 道家武術 王嘉祥道長 11 道家武術及吐納

術 

王嘉祥道長 

15 正一科儀演練實

習 

蔡明賢、全信雄道長   

16 道教哲學（魏晉思

想與道教） 

成功大學江建俊教

授 
  

   11 易經研究 成功大學林金泉碩

士 

   12 道教基本教義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

住持 

   13 閩南語音讀與訓

讀 

成功大學黃典權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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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媽祖與王爺信仰 文化大學蔡相煇教

授 

   15 台灣開發與道教

發展 

國家圖書館台灣分

館高志彬先生 

   16 宗教學 成功大學吳文璋講

師 

   17 佛教史與佛學概

論 

崑山工專林勝俊講

師 

   18 道教養真學、 

道教靈驗記 

沈武義 

   19 初級日文班 文藻外語學院蔡秀

治女士 

 
相較於略晚開辦的台北市中華道教學院（1989）、三清書院（1997）、

高雄文化院附設汶羅書院（1998）所開設的道教課程，高雄道德院附設

「修真道學院」所開的課程較為全面，不限於《老子》、《莊子》、《易經》

等書。34
 其道教課程規畫的包羅多樣，延聘的師資均是學有專長的道教道

長、大學學者，翁太明住持在短短三個月內即完成如此周全的教育規畫，

並付諸實行。 

據翁太明住持的說法，「修真道學院」的課程設計是經由高雄道德院管

理委員會委員討論後，再與台南市道教協會道長、成功大學丁煌教授共同

商議後確定。35
 對照道教學者李豐楙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發表的〈台

灣宗教教育中道教學程的規劃與檢討〉一文中，談到的道教學程課程四期

的規劃，36
 高雄道德院早在十一年前（1988）即已為「修真道學院」規畫

                                                        
34 見莊宏誼，〈台灣道教的學院教育初探〉，頁 282–294。 
3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10）。 
36 （1）道教（含文化）概論。（2）道教（流派）史、道藏導讀、道教養生學。（3）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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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類似的課程主題，與大學宗教系道教課程的規畫相較並不遜色。  

「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1989.12-1990.12）在開辦的課程以外，還增

加八場特約講座，講座師資多數是從北部延聘蒞院做專題演講的知名學者

專家。37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如此費盡心力，自各方延攬宗教學者南下

授課，在當時的南台灣的道教界，實為難能可貴，即使是現在的學界，也

罕見同一單位在一年內辦理八場宗教演講會之情形。 

「修真道學院」開辦兩年，兩學年的學員報名、結業人數呈現遞減的現

象，38
 雖然在第二學年調整過去的課程，加入不少新課程，還舉辦八場學

者專題講座，然而似乎對於招生的吸引力與學員學習持續度的助益有限。

翁太明住持表示，第二學年學員數量減少的一部份原因，是授課師資大多

是來自大學的教授，不懂道教實務，學員當中有不少是風水、勘輿大師，

對於相關課程內容需求有所落差。在考慮各項經費的支出和學員人數每況

愈下的情況後，郭藏應道師與翁太明住持決定停辦「修真道學院」課程，

改辦較有實務課程的「道學研習班」。39  

                                                                              
教義（含老莊哲學、易學）、道教聖事或儀式學（含道教神譜學、道教科儀）、道教實

務（含：道教行政與宮廟實務、道教術數概論）。（4）道經專題、道派專題、專題課程

（如：道教藝術、道教文學、道教戒律學、全真或丹道、丹道學、科儀調查、宮觀調查）、

道教義學研究（如：道教神學、道教倫理學）。見李豐楙，〈台灣宗教教育中道教學程

的規劃與檢討〉，頁 49-50。 
37 邀請學者與講題如下：（1）文化大學程光裕教授—漫談皖、浙、閩、台的寺院及宗教

信仰。（2）台灣大學陳捷先教授—滿州人的信仰及清代宗教政策。（3）中研院民族所

莊英章所長—台灣北、中部宗教調查心得。（4）政治大學李豐楙教授—道教的特質。（5）
嘉義師院鄭志明副教授—台灣民間信仰。（6）故宮博物院莊吉發研究員—清代的秘密

宗教與結社。（7）中研院民族所劉枝萬研究員—道教的雷法與雷神。（8）淡江大學中

文所蘇瑩輝教授—敦煌道教文物。見〈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招生簡

章〉，收入《合宗明道集》。 
38 第一學年報名 317 位，領取結業證書者有 107 位，全勤者有 21 位；第二學年報名 250

位，領取結業證書者有 84 位，全勤者有 10 位。見〈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

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收入《道德經講義》。 
39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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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隔二十三年後，「修真道學院」重新恢復招生，40
 並在學院名

稱上加一凸顯宗教屬性之「教」字，而成為「修真道教學院」，於民國一○

二年（2013）與「高雄道教學院」聯合招生上課。一樣採學年制，分上、

下學期，上學期固定在農曆四、五、六月上課，所以去年在陽曆五月廿八

日（農曆四月十九日）開學正式上課，為期三個月，每星期二、三、四晚上

7：30-9：00 上課。據院方統計，去年上課的人數約有一百三十人左右。41
 此

外，在此三個月內的每週星期日，均舉辦三百分鐘專題演講；下學期課程

自十月廿九日開始至十一月廿八日，為期一個月。42 

今日的「修真道教學院」與過去「修真道學院」在辦理方式有些不同：

（一）上課時間方面，一週三天，每日二小時，一週總時數為六小時，比起

過去一週一次（週日半天）共四小時的課，每週多了兩小時。（二）課程較

精簡，包括：《道德經》、《莊子》、《列子》、道教史、道教概論、道教神學、

道教養生學、道教實務（含科儀）、《易經》概論、孫子兵法，43
 聘請與課

程相關專長的學者或道長蒞院授課。44
 目前（2014）「修真道教學院」第二

學年上學期課程已於四月二十九日（農曆四月一日）開課，為期三個月。45 
                                                        
40 據翁太明住持說，一方面因為近些年來高雄道德院在全台灣，甚至跨國救濟弱勢的慈

善活動很頻繁，晚上的「道教宣講師培訓班」無暇授課，所以重新開辦「修真道教學

院」；另一方面，請大學教授來授課，可以讓教授們接觸道教相關課程，更了解道教，

甚至進行道教研究，同時信眾也能聽到大學水準的課程。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5.15） 
41 依據太任師提供之相關資料（2014.05.13） 
42 見〈高雄道德院修真道教學院暨高雄道教學院招生簡章〉（2013 年第一學期）。據太任

師之言，下學期只開辦一個月的原因，在於 2013 年下半年院方舉辦多次學術研討會，

院方安排學員到研討會聽課，故縮短上課時間。依據訪談太任師記錄（2014.05.01） 
43 依據訪談太任師記錄（2014.05.01）。 
44 師資陣容如下：三清太乙大宗師翁太明住持、高雄道教學院院長沈武義，高師大教授

林文欽、汪治平、黃忠天、陳宏銘、陳政揚、鄭卜五，正修科技大學教授丁孝明、金

清海，道教資深道長有李游坤、巫文祥、林清隆、范水旺、張正勳、蔡國雄。見太任

師提供之相關資料（2014.05.13）。 
45 2014 高雄道德院修真道教學院暨高雄道教學院第一學期上課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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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學研習班」 
民國八十年（1991）九月，高雄道德院與中華民國道教會高雄市分會

共同主辦「道學研習班」，其實施要點如下：46 

（1）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一至三晚上 7：30–9：30，為期半年。（2）創

辦宗旨在於「為培養正統道教宣道人才，提升社會道德修養，淨化人心，

為國家社會謀福利。」（3）招收對象為各道廟宮觀推薦有志於道學研究者，

國中已上或同等學歷，年滿二十歲以上之男、女性。（4）課程內容為：《道

德經》、《清靜經》、《太上感應篇》、道教簡史、道教基本教義與道教科儀。
47（5）學雜費全免，講義教材由院方提供。（6）學業績優及全勤者於結業

典禮頒發獎品，特優者則保舉為傳教士。（7）偶爾會聘請道教研究專家學

者來做專題演講。 

根據上述內容，「道學研習班」在課程安排方面可謂是「修真道學院」

的精簡版，48
 課程內容中有三項為道教重要經典，都與宣道述德有關，彰

顯高雄道德院「以道德為宗，以道德為教」的特質。此外，有一點與「修

真道學院」不同處，是拔擢結業學員中表現特優者為「傳教士」，此正應合

高雄道德院「培養正統道教宣道人才」的創設要旨。 

4.「道教宏揚教義青年講師研習班」 
民國八十一年（1992）五月，高雄道德院延續「道學研習班」培養道

教宣道人才的精神，成立「道教宏揚教義青年講師研習班」，將「講師」二

字正式冠於班名之中。本班實施要點大致與「道學研習班」相同，上課時

間則有所修改：每週一、三晚上 8:00–10:00 上課，為期一年。相較於「道

學研習班」的時間，每週由三日縮短為二日，由半年期增長為一年期，目

                                                        
46 見〈道學研習班招生簡章〉，收入《合宗明道集》，亦見本文附錄四圖片。以下內容均

引自於此簡章。 
47 授課師資如下：郭藏應道師—《道德經》、《清靜經》、《太上感應篇》；翁太明住持—道

教基本教義與科儀；沈武義老師—道教簡史。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48 除了簡章所列課程外，還包括早晚課、道教丹道實修法。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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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透過較長時間的積累，厚實培訓講師在道教方面的相關知識與宣講

能力。49 

5.「道教宣講師培訓班」 

高雄道德院在推動培訓道教宣教講師的過程，經歷半年班（1991「道

學研習班」）、一年班（1992「道教宏揚教義青年講師研習班」）的階段性辦

理後，民國八十二年（1993）六月又開辦的「道教宣講師培訓班」，翁太明

住持說，這些班次依然延續當年創辦「修真道學院」培養道教人才之初心，

只是名稱不同，但是在課程內容規劃上，更貼近道教實務與學員的需求。50 

一樣是培養道教傳道佈教人才，「道教宣講師培訓班」施行要點與前二

班次大同小異，維持每週一、三晚上 8:00–10:00 上課，但時間長度則增為

二年，將宣講師培訓時間再加長一年。早期宣講師上課人數，約有八十位

左右。51
 本班次經過兩年期的辦理後，頗有成效，翁太明住持有感於培訓

人才必須是長期性的進行，所以「道教宣講師培訓班」從此以後年年開辦，

成為高雄道德院所辦理的道教教育班次中時間最長的一個，至今（2014）

已有二十一年的歷史。 

本班的授課師資早期由郭藏應道師、翁太明住持與沈武義老師（現任

高雄道教學院院長）共同擔任，民國八十七年（1998）五月郭藏應道師去

世後，其道經課程則由翁太明住持接任講授。「道教宣講師培訓班」每週

兩天的課程多年來經歷一些調整與變化，由早期老師授課二日，後來轉為

一日授課、一日學員報告。52
 據翁太明住持說，讓學員上台報告的主要目

                                                        
49 見〈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收入《道德經講

義》。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5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51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10）。 
52 輪到學員報告的日子，上課第一個小時由兩位學員同道自訂題目、撰寫文章上台報告，

每人半小時。第二小時由翁太明住持針對兩位學員同道做講評、開示。依據訪談翁太

明住持記錄（2014.05.10）。據高雄道德院提供的民國八十五年（1996）至九十五年（2006）
的〈道教宣講士（師）培訓班學員上台練習報告輪流表〉資料，報告主題多樣，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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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訓練學員宣講的能力，再者，學員為了準備報告，也看了不少相關書

籍，多年下來，學員的道教知識與口語表達能力均提升不少，這也正是「宣

講師」的宣講能力養成必經過程。53
 身為學員的太文師、太任師、乙乘師

等人都表示，剛開始上台報告時，大家都很緊張，但是經過多次歷練後，

如今大家都已能侃侃而談。54 

綜上觀察高雄道德院道教教育班次的蛻變過程，雖然在名稱上有所更

迭，然而皆以培養道教人才為目的。這些班次以院內出家道眾、信眾、其

他道教宮廟人士以及社會各界有志於道學研究者為主，二十多年來仍能開

班不輟，顯示高雄道德院堅定宣道傳教之使命感始終如一。 

（二）道教專題演講 

高雄道德院多年以來經常邀請學者專家蒞院做不同的專題演講，已成

為其推動道教教育的另一重點。 

信眾們與其他社會人士透過聽講，不但可以提升其對道教義理、內涵

的認識與了解，社會人士也因此改變過去對道教的刻板印象。這樣的道教

專題演講與開班授課一樣具有教育的功能，因為其時間的短暫性（二至三

小時），一次一主題，可以讓聽者在短時間內有一定主題知識的收穫與成

長，對於無法長期來院聽道的信眾與社會人士而言，是另一種認識道教的

途徑，就院方而言，可視為是另一種形式的傳道佈教。以下擇取高雄道德

院幾個比較重要的演講會進行說明。 

1.「道教學術演講會」 
民國七十七年（1988）七至八月高雄道德院舉辦「道教學術演講會」，

                                                                              
道教信仰、學道感想、道與生活，或談讀經心得，或談丹道修煉，或論道教神尊、經

典、教義，或述道教科儀、術數等。見本文附錄四圖片。 
53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54 學員因第一次上台報告都頗為緊張，有的人胃痛，有的人腸子不舒服，有的人覺得心

臟不太舒服。依據訪談太任師、乙乘師記錄（2014.05.01）。乙乘師是高雄道德院第二

代「乙」字輩的出家弟子，由翁太明住持親自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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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成功大學教授及道教研究學者來專題演講，這是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

持第一次邀請學者蒞院演講，開啟了與學界互動與交流之大門。 

兩個月內安排八單元的演講，55 此次演講會的後續影響有三：（1）「道

教學術演講會」中的多位講者，後來成為當年十月開辦的「修真道學院」

部分課程的師資。（2）日後高雄道德院開辦的部分道教教育班次，亦加入

學者專題演講。56（3）自民國九十五年（2006）後，舉辦多次的「道家與

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為此演講會的延伸。 

2.大陸學者專題演講 
民國八十七年（1998）一月廿八日至二月五日，高雄道德院舉辦十五

場「道教學術文化意涵演講會」，由台灣及大陸資深道長、學者專題演講，

主題涵蓋道教教義、教理、性命雙修與提昇道德生活、哲學、藝術、學術

文化意涵。57
 民國九十年（2001）六月，中國四川省社科院中西文化研究

所教授李遠國，來院進行交流訪問三天，並發表四場學術演講。58透過大陸

學者、道長的道教專題演講，提供兩岸學者、道教信眾以及社會人士在道

教議題方面有交流與觀摩的機會，在充實聽講者道教知識之餘，進一步開

展其道教視野。 

                                                        
55 講者與講題分別為：（1）黃典權教授—清代台灣的寺廟。（2）成功大學丁煌教授—《太

平經》中的理想國及其他。（3）日本筑波大學博士候選人丸山宏—正一（上章）儀式

的歷史及演變。（4）何培夫講師—從裝飾物看台灣的宗教信仰。（5）林金泉講師—陰

陽五行與漢代道教。（6）王嘉祥道長—道家吐納、服氣與採補（採補自身與天地正氣）。

（7）成功大學江建俊—魏晉神超形越養生論。（8）高雄師範大學王賢德博士—日本酒

井忠夫先生對道教學研究的貢獻。見《合宗明道集》中「道教學術演講會」之內容。 
56 如「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開辦八場特約講座，「道學研習班」不定期辦特約講座。 
57 見〈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收入《道德經講

義》。 
58 講題分別是：（1）「九十年代道家道教的研究」。（2）「陳摶祖師的睡功法」。（3）「雷法

與丹道」。（4）「道教法印」。見〈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

大事〉，收入《道德經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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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美學者專題演講 
民國九十八年（2009）三月，經由中山大學中文系廖宏昌教授引見，

來自美國的 Elena Valussi 教授59至高雄道德院拜訪翁太明住持，並在院內進

行一百分鐘的演講，題目為「西方道教研究的現況」。民國一○二年（2013）

十二月，高雄師範大學林文欽教授陪同英國趙豔霞博士蒞院拜訪，並以「什

麼是道？道家在西方四十年」為主題在院中演講。60 

不論是大陸或歐美道教學者，他們會來院拜訪、演講，與高雄道德院

自九○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主辦、贊助多場道教相關學術研討會有關。多

年以來，高雄道德院與學術界的互動頻繁，在學界也累積出頗高的聲譽，

因此，吸引國外道教研究學者來院與翁太明住持研討道教相關議題。 

4.「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 
高雄道德院有一個長年持續舉辦的「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頗

引人矚目。此演講會自民國九十五年至民國一○○年（2006–2011）間共

舉辦十一場次，平均一年兩次，每次邀請二至四位專長於道家、道教研究

的學者專家61蒞院進行一○○或一八○分鐘的演講，均於星期日舉辦。62 這

些演講的聽眾主要是高雄道德院的信眾，以及其他道廟人士、一般民眾，

筆者曾訪談院方多位信眾有關聽講的感想，都認為能聽到大學教授或道教

專家的講課，是很興奮的，聽講的興致頗高，而且自覺受益甚多。 

（三）廣播宣道 

自民國七十五年（1986）翁太明住持接任高雄道德院住持職務後，率

                                                        
59 時為美國芝加哥市「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歷史系教授。 
60 時為英國威爾斯大學道學研究中心主任。見本文附錄一。 
61 歷次演講的學者計有：江建俊、李隆楙、李豐楙、林文欽、沈武義、洪碩峰、張超然、

張家麟、莊宏誼、陳宏銘、謝聰輝、鄭燦山等（依姓氏筆畫排列，以下皆同）；演講的

主題包括道教經典、道教科儀、道家哲學、丹道修練、道教神像、民間道壇、易經、

術數。見本文附錄一 2006 至 2011 年內容。 
62 選擇假日的原因，主要考慮講者與聽講者的時間便利性。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

（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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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院中幾位出家道長法師積極推動廟務，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時在高

雄地區已建立一定的聲譽。當時有不少電視台及電台慕名而來，邀請翁太

明住持開班上課，但是因為道務繁忙及時間的關係，僅應中國廣播公司之

邀，在 AM 頻道開設「道教三清太乙」節目，以廣播的方式進行宣道。 

民國八十四年（1995）七月九日首播，每個星期日晚上 8：00–9：00

播出，至年底連續半年，共計二十六次。節目內容主要有六大重點：（1）

正統道教之基本教義、教理（2）道教信修講解（3）道教神聖仙真介紹（4）

道教科儀法節介紹（5）道教經典講解（6）道教性命雙修方法。 

目前，有皈依弟子主動將翁太明住持在中國廣播網播出的內容文字

化，其目的在於「讓忙碌的現代人能以類似口袋書的方式來認識道教」，63此

種透過口袋書的便利性，試圖將道教相關理念推廣到一般社會大眾生活的

方式，是高雄道德院與時俱進推展道教教育的新做法。 

二十多年來，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透過開設內部教育班次，培養教

內宣道講師；舉辦多場道家道教學術演講會，邀請學者於假日蒞院專題演

講；在廣播電台開立節目，對社會大眾宣揚道教教義與教理，雖然舉辦形

式不同，然而皆不離其推動道教教育之理念。 

三、高雄道德院辦理與贊助的學術活動 

如果說高雄道德院辦理的道教教育班次是針對道教內部佈道人才（宣

講師）的培養，那麼辦理與贊助學術活動就是以學術界研究生與教授為對

象，目的在培養道教研究人才。 

以「學術研討會」這樣純學術性的活動來檢視高雄道德院在學術方面

參與的情形，民國八十一年（1992）三月，日本大正大學今枝二郎教授帶

領其中國學一至三年級的學生來到道德院，與院方「道學研習班」學員共

                                                        
63 依據訪談簡小姐記錄（2014.05.10）。以上廣播宣道相關資料由簡小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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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舉辦的「道教學術研討會」，是為濫觴。64 

民國八十三年（1994）十二月，大陸學者團參訪道德院，有一場「道

教文化學術座談會」已具學術研討會之雛型，與會學者多為中國知名的道

教研究學者，65
 同年十二月，高雄道德院贊助由道教文化雜誌社與嘉義中

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海峽兩岸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部分經費，這

是高雄道德院首次參與國內大學舉辦的道教學術研討會，開始觀摩並見習

了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模式。 

民國八十六年（1997），高雄道德院在學術活動的參與上跨出更大的一

步，開始正式主辦學術研討會。當年七月高雄道德院與漢學研究中心、如

實佛學研究室聯合主辦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至今已舉辦十六

屆。這樣一個由宗教團體長期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在台灣並不多見，有鑑於

其特殊性，本文將於下一章專章析述。 

近二十多年來，高雄道德院積極參與舉辦、贊助道教相關的學術活動，

不論在數量或質量上，台灣其他道廟宮觀皆難望其項背。因高雄道德院這

方面的作為不容忽視，以下即就「學術研討會的辦理」與「贊助學術研究

經費」兩方面進行了解。 

（一）學術研討會的辦理 

高雄道德院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後主辦的學術研討會，除了「宗

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外，還有四個已連續主（協）辦四年以上的研討會，

都各有主題與特色。 

1.「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 
這是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秉持弘法濟世的精神，與高雄師範大學國

文系共同主辦的研討會，讓研究道家、道教的學者無論是老參或新學皆能

                                                        
64 見〈高雄道德院創建以來在開山宗長郭藏應道師領導下之年記大事〉，收入《道德經講

義》；下文 1994 年之活動亦出於上述資料，不另加註。 
65 如：卿希泰、馬西沙、牟鐘鑒、王卡、李遠國、黃海德、韓秉方、沙銘壽等。見本文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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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聚討論。66
 徵稿對象主要是各大學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專家學者，其

次才是國內各大學院校之碩、博士研究生，但後者的比例極小。第一至五

屆（2008–2012）發表的論文篇數共計六十四篇。67  

此研討會以一日為常態，民國一○二年（2013）擴大為兩天的國際性

學術研討會，據高師大國文系教授林文欽所言，此次擴大辦理目的在「提

倡學術風氣，提升並促進研究成果之交流推廣，特集結海峽兩岸專家學者，

透過兩岸之對話，將有助於提升其實用性，更有望進一步鞏固與深化台灣

在海峽兩岸此領域的學術地位。」68
 大會邀請海峽兩岸知名的道教學者69

外，還有高師大國文所博士班學生共同參與研討養生方面的議題，共發表

二十七篇論文。 

「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在當時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林文欽的

擘畫與執行下，以道家與道教養生主題的相關研究，六年下來已累積九十

一篇論文，每次研討會後均將論文結集出版。70  

2.「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高雄道德院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辦的「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肇始於民國九十六年（2007），71
 然而正式聯合主辦則是民國九十七年

                                                        
66 見林文欽，〈養生的多元對話〉，頁Ⅰ。 
67 參與研討會論文發表的知名學者有：丁煌、王志楣、林安梧、曾昭旭、陳昭吟、賴貴

三、趙中偉、鄭燦山、鄭志明、蕭登福等人。見第一至五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

會」議程表。 
68 見林文欽，〈養生的多元對話〉，頁Ⅰ。 
69 如：中華民國輔仁大學鄭志明，台中科技大學蕭登福，中國四川社科院李遠國、四川

大學張澤洪、張崇富、郭武，武漢大學吳功正等人。見「2013 海峽兩岸道家道教與養

生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70 「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除第一屆交由春暉出版社印行外，第二屆後均由

高師大國文系印製出刊。 
71 民國九十六年（2007）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是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與研考處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龔金柯文教基金會、中國儒

教會協辦；當時高雄道德院則是帶領三十多位同道參與研討會，並贊助會場之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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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第二屆，72
 至民國一○二年（2013）為止，高雄道德院已連續參

與主辦六年。 

同為高雄道德院主辦，且以學者專家為主要對象的學術研討會，「宗教

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與「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不同之處在於： 

（1）每年有不同的主題：第二屆（2008）「華人宗教醫療與養生文化」，

第三屆（2009）「華人宗教養生思想與實踐」，第四屆（2010）「各宗教養生

與醫療」，第五屆（2011）「內丹修煉與靜坐」，2012 年「丹道實踐與人文、

科技相遇」，2013 年「丹道養生及人生終極關懷」。73 

（2）舉辦方式有所變化：在本研討會開幕典禮後，先由高雄道德院誦

經道長高功法師進行一個小時「宗教生命禮儀觀摩」的展演，每屆都有不

同的道教科儀主題，74
 藉此增進學者與教外人士對道教科儀的認識。此儀

式後，則邀請一位學者專家發表一小時的「專題演講」，接著才是跟一般學

術研討會相同的論文發表與討論。歷年研討會在議程最後則進行近一個小

                                                                              
茶水。見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成果報

告書》，頁 1；〈高雄道德院在三清太乙宗師翁太明住持領導下之年記大事〉，收入《道

德經講義》。 
72 據翁太明住持言，當年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丁孝明帶同事龔瑞祥（正修科大校

長龔瑞璋之胞弟）到院拜訪，邀請高雄道德院參與主辦第二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

討會」。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73 2012 年後開始擴大舉辦兩天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名稱改以年份代替屆次，依序為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丹道實踐與人文、科技相遇」、「2013 宗教生命

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丹道養生及人生終及關懷」。 
74 見本文附錄四圖片。第一屆（2007）於午餐時間進行的「宗教生命禮儀」，由「中國儒

教會」所屬高雄區考賢社暘善堂擔綱演示「扶鸞傳真」。自第二屆（2008）起由道德院

參與主辦後，則以道教儀軌為主，第二屆為「道教祝聖請神祈安科儀示範」，第三屆

（2009）「九陳獻敬」，第四屆（2010）「恭誦演拜太上北斗延壽妙經」，第五屆（2011）
「恭誦太上三官感應妙經」。2012 年「獻敬道場科儀」，2013 年「早朝至誠獻供」。第一

屆相關說明見中國儒教會，〈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2014 年 4 月 20 日下

載。第二屆後見高雄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編，歷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成

果報告書》（2007-2012）與 2013 年該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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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綜合座談」，邀請在座學者就當屆的主題參與討論與分享其研究心得。 

第二至四屆（2008–2010）參與論文發表與討論的學者多為當今道教

研究的知名學者，如：林富士、胡其德、張超然、莊宏誼、蕭登福、鄭志

明、鄭素春、鄭燦山等。三屆共發表二十四篇論文、三場專題演講。第五

屆（2011）仍保留「宗教生命禮儀觀摩」單元進行不同儀軌的演示，但改

變傳統論文發表與討論的方式而全為「專題講座」，75
 本屆計有七場演講，

附帶七篇論文。 

民國一○一年（2012）擴大為國際性研討會，日期增為三日，聯合主

辦單位除了高雄的正修科技大學外，台北的政治大學華人宗教中心在此次

研討會亦加入主辦行列，因此會議分三天兩地進行，76
 共計發表十五篇論

文，四場專題講座。民國一○二年（2013）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時間為

兩天，全部都是專題講座，兩天各七位講者。77
 本研討會六年下來，累積

的論文數量為四十六篇，專題講座則有二十九場。 

3.「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 
民國九十八年（2009）十一月，高雄道德院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

仙山靈洞宮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工南館）共同主辦第一屆「九

                                                        
75 擴大舉辦前幾屆的「專題演講」，邀請七位學者專家針對提交給大會的論文進行專題演

講，每人約四十分鐘至一小時不等（依當屆議程安排而定）。 
76 十二月十四至十五日在高雄，十六日在台北舉辦。高雄場第一天進行專題講座（一場）、

論文發表與討論（六篇論文），第二天進行專題講座（三場，每場六十五分鐘）與對談

討論（一場，六十五分鐘）；台北場則是傳統論文發表方式，發表九篇論文。 
77 2012、2013 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許多國內外道教專家學者發表專題論文、演講，

如高雄道德院住持翁太明、高雄道教學院院長沈武義、河北道教協會理事盛克琦；國

內道教學者如：李豐楙、莊宏誼、楊儒賓、賴錫三、賴賢宗、蕭進銘；國外學者如日

本的丸山宏（筑波大學教授）、橫手裕（東京大學教授）、韓國的朴馬利阿（韓國大巡

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委員）、美國的 Elena Valussi（Professor of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Thomas E. Smith、中國的劉國梁（吉林大學哲學系教授）、沈文華（南京大

學宗教系副教授）等道教研究學者。見 2012、2013 年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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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此研討會是由高雄市龍鳳慈明宮78

附設的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邀請高雄道德院、仙山靈洞宮參與主辦。由

於龍鳳慈明宮是本研討會的發起者，因此，便以廟方所供奉的主神「九天

玄女」做為研討會主軸，此研討會至今已舉辦四屆。79 

這個研討會與高雄道德院主辦的其他學術研討會有幾個不同之處：（1）

聯合主辦的單位是道教團體與宮廟，而非學術界的公私大學。（2）研討主

題集中於道教女姓神祇「九天玄女」。（3）舉辦方式完全是邀請道教學者專

家進行專題講座。80（4）參與對象大多是高雄地區道教宮廟的信眾。 

「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在高雄道德院所主辦的所有

研討會中，是道教神聖色彩較濃厚的一個，不論主辦單位、聽講者以及講

題，多與道教關係密切。81  

4.輔仁大學道教學位論文學術研討會 
自民國九十八年（2009）起，輔仁大學宗教所每年在五或六月時間主

辦一場道教學位論文的學術研討會，除了揀擇各公私立大學優秀的道教學

位論文，經過原作者擷取該論文精華改寫成單篇論文後在大會發表外，亦

提供輔仁大學宗教所研究生發表研究論文的機會。  

這個研討會至今已連續辦理四屆，82
 歷屆主題依時代斷限，分別是「魏

                                                        
78 龍鳳慈明宮位於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288 巷 16 號，主祀神為九天玄女。 
79 2013 年因龍鳳慈明宮有其他活動，未續辦第五屆。依據口訪翁住持記錄（2014.05.01） 
80 每場演講為時九十分鐘，邀請的學者專家與講題，如第二屆（2010）三場講座：蕭登

福講「九天玄女與太乙救苦天尊信仰探論」、張簡敏郎講「從《道德經》印證九天玄女

救世修行的心法」、李豐楙講「九天玄女信仰的本相與變相」。第三屆（2011）四場講

座：張簡敏郎講「九天玄女聖姆的現代修持觀」、吳永猛講「法教九天玄女的法門」（一

個主題分上下兩場演講）、李豐楙講「九天娘娘的道法及特色」。第四屆（2012）四場

講座：李豐楙講「丹道實踐與《陰符經》思想」、鄭武俊講「人生從此開大運：孝、笑、

效」（以上一個講題各分兩場演講）。高雄道德院的提供資料中，第一屆演講資料闕如。 
81 鄭武俊之主題例外。 
82 民國一○二（2013）年，輔仁大學宗教系因舉辦「道教教義與實踐—慶祝李豐楙教授

六十六華誕學術研討會」，而未辦理道教學位論文研討會。今年（2014）六月即將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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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學術研討會」（2009）、「唐朝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

（2010）、「宋金元時期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2011）與「明清以來道教思

想學術研討會」（2012）。83  

高雄道德院基於鼓勵道教研究的立場，從第一屆（2009）起即每年參

與協辦，84
 每屆除了贊助新台幣五萬元的經費外，翁太明住持都會包車北

上，帶領院中出家道長法師與義工信眾北上聽講，並為大會準備茶點服務。 

5.其他研討會 
高雄道德院除了上述學術研討會外，另外還有與國內其他公私立大學

短暫合作的研討會，合作過的大學包括：南華管理學院宗教文化中心「第

二屆海峽兩岸道教學術研討會」（1999），高雄師範大學經學所「第一屆經

典系列研討會—經典與宗教」（2005）、「道教經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第一屆眾神之美學術研討會」（2012），與中山大學

中文系「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通識中心「中華

海峽兩岸首屆道德經與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2009），輔仁大學宗教系「道

教教義與實踐—慶祝李豐楙教授六十六華誕學術研討會」（2013），義守大

學「經典閱讀與應用—儒道教化對青年品格素養之提昇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85 

大致而言，高雄道德院合作對象以南部大學居多，除了地緣關係外，

翁太明住持致力於在南台灣推動道教研究、培養道教研究人才，才是最大

的主因，多年下來，已看到一定的成果。 

                                                                              
名稱定為「當代台灣道教發展學術研討會」，高雄道德院依然參與協辦。 

83 前二者由輔仁大學宗教系主辦，後二者則是民國一○○（2011）年宗教系成立「道教

學術發展中心」後，由該中心指導教授莊宏誼、張超然負責承辦。 
84 依據歷屆研討會會議論文手冊，除了高雄道德院外，還有其他數個道教組織或宮廟參

與協辦，但是並不固定。 
85 見本文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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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贊助學術研究經費 

據高雄道德院所提供的資料顯示，86
 其參與的各主、協辦的學術研討

會，不僅是掛名主、協辦，還包含數量不等的經費挹注與茶點供應服務，

可謂不計財力、人力、物力的投入支持道教研究活動。除此以外，另有不

掛名主、協辦，純粹贊助活動經費者，如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海峽兩岸

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1994），中華道教學院學報經費（2000、2001）、成

功大學中文系「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經費與論文集出刊費

（2001、2004、2009），高雄道教學院學報經費（2006），國立中山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中壇元帥學術研討會」（2008），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

學系「2008 年宗教經典詮釋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2009 年兩岸宗教儀

式與地方社會學術研討會」。87
 近年來，對於道教研究學者出版新書，也常

以認購一至二百本的方式贊助。88 

高雄道德院自民國九十八年（2009）起開始贊助「台灣道教研究會」89

每年新台幣三萬元的研究經費，至今已連續五年，是目前高雄道德院贊助

最久的一個學術團體。「台灣道教研究會」是個長期研讀道經的道教研究團

體，主要成員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謝聰輝、鄭燦山，政治大學宗教所

謝世維，輔仁大學宗教系張超然等人，另外還有幾位大學老師與多位研究

生共同參與研讀，成員多數曾參與「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的論文發表。 

高雄道德院歷年以來對於道教學術研討會的參與和贊助，隨著年份的

                                                        
86 依據太任師提供之資料（2014.04.18）。 
87 見本文附錄一。 
88 如：（1）李豐楙之《道法海涵—李豐楙教授暨師門道教文物收藏展》一百本（2013.06

贊購）。（2）謝聰輝之《新天帝之命—玉皇、梓童與飛鸞》二百本（2013.09 贊購）。（3）
謝世維之《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二百本（2014.03 贊購）。（4）正修

科技大學「宗教生命關懷研討會」2013 年論文集《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

養生文化》二百本（2014.03 贊購）。（5）賴慧玲之《二十世紀仙學大師—陳攖寧仙道

養生思想研究》二百本（2014.05 贊購）等。依據高雄道德院太任師提供資料

（2014.05.15）。 
89 有關「台灣道教研究會」之詳細介紹，見謝世維，〈台灣當代道教研究回顧〉，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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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場次呈現日益成長的現象。以下將民國八十六至一○二年（1997–

2013）其所參與的學術研討會（含主、協辦與贊助）數量列一簡表如下： 

 
年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場

次 1 1 2 1 1 1 1 2 2 2 2 5 8 7 6 7 5 

 
從表上的數字來看，民國九十七年前都在兩個（含）以下，民國九十

七年至一○二年（2008–2013）以來，興（協）辦研討會的數量呈現快速

上升的趨勢，平均一年主辦五個以上的研討會，尤其民國九十八年（2009）

參與主辦八個研討會，更是創下高雄道德院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新記錄。 

這樣的成長數字，顯示高雄道德院近十多年來積極參與更多的學術研

討會，以一個宗教團體而言，高雄道德院這樣長年累增地投注許多經費與

人力在學術界推動道教研究，在數量方面已可以看到其可觀的成績。此外，

藉由不斷參與舉辦學術研討會，也逐漸提升高雄道德院的社會形象，顯示

高雄道德院除了傳統濟生度死的宗教活動之外，已走入學術殿堂與學術界

進行交流與對話。 

四、青年宗教學者論壇──「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是高雄道德院舉辦的眾多學術研討會中，最

早且極具特色的一個，以下就緣起、興辦與沿革、特色、成果四項進行說

明。  

（一）緣起：道教道長與佛教徒「利益眾生」的共識 

如果說本研討會的創辦起於許洋主居士燃起的一星火花，那麼，翁太

明住持就是持續燒旺這把火的護持者。兩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是怎麼的機

緣而有交集？進而在舉辦研討會的議題上形成共識？首先必須先從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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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背景談起。 

許洋主居士民國二十八年（1939）出生於高雄，高雄市立女中畢業後，

就讀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考入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

歷任高雄市道明中學、樹德女中、高雄水產學校等校教師；後來在美國佛

教會設在新竹的譯經院從事英譯中文佛經工作，曾赴日本跟隨片山一良先

生學習巴利文兩個月，在此基礎下自修梵文；四十七歲那年，跟一位加拿

大籍的喇嘛學藏文，90
 是位通曉日、英、梵、藏、巴利文等多種語文的譯

者。她主持如實佛學室多年，翻譯佛學相關著作至今達二十多本，為當今

學界知名的佛學專職譯者與梵文專家。91 

翁太明住持民國四十一年（1952）出生，小學就讀高雄市建國國小，

因為家族幾代都是道教徒，92
 從小學三年級起便和父母親常到道德院參

拜，所以認識當時高雄道德院的住持郭藏應道師，以及在廟中服務並教導

道教正一科儀的孫番賓道長。翁太明住持初中讀高雄市立女中，高中讀省

立鳳山高中，高二時因參加糾察隊訓練，未報考自然組，被編入社會組，

為了想讀自然組，轉學報考台南女中自然組，卻被編入第二志願（社會組）；

後又轉回高雄，誤以為樹德女中有自然組，故犧牲一年，在樹德女中從高

二讀起，許洋主居士當時擔任她的歷史課老師。據翁太明住持表示，當年

她每一學期成績均為全班第一名，高三時因生病一年難以讀書，後來以高

中學習兩年的學識，考上銘傳商專（今銘傳大學）國際貿易系。民國六十

年（1971）起開始，她帶十幾位大專同學至高雄道德院聽郭道師講授道經

相關的課程。民國六十二年（1973）畢業後，翁太明住持本欲至日本留學，

                                                        
90 

以上所述均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4.19）。 
91 

《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可視為許氏從事梵文譯著的代表性作品，被視

為研究《金剛經》最完備的參考典籍。參見華嚴專宗學院推廣部，〈許洋主老師介紹〉， 
2014 年 4 月 18 日下載。 

92 
康詩瑀引述郭國賢（郭藏應道師之子）語，認為翁氏家族是一貫道徒，與翁太明住持

所述不符。見康詩瑀，《戰後道教與都市社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

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心》，頁 186 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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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高雄道德院將舉辦的「慶成祈安五朝清醮」以及投入金丹大道性命

雙修功夫，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時，毅然決定出家，「擔當教主太上道

祖的道德家業」，一生誓願「欲將正統道教發揚光大，助大道興行，接引無

量無邊眾生群生，實踐仙道貴生、度人無量的心願」，並言自從入道出家後，

始終謹遵奉行道教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的教旨，

修真奉道、度眾生至今。 

民國六十五年（1976）翁太明住持通過爬刀梯儀式的考驗，成為台灣

第一位女性道長。民國七十五年（1986）時由郭藏應道師舉薦，經信徒大

會通過後，翁太明住持正式接任高雄道德院住持一職至今。民國七十六年

（1987）成為道教「太乙真蓮宗」的第一代宗師，其後並榮獲美國 I.A.E.大

學榮譽玄學博士、宗教哲學博士（2000），日本國際學士院宗教哲學博士

（2001）。93 

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後，宗教活動有較自由的空間，當年是「東

方宗教討論會」成員的許洋主居士已體察到佛、道教研究人才比例懸殊（佛

多道少）的情形。大約在民國七○年代末期開始，每年農曆新年期間前往

高雄道德院拜訪她的住持學生翁太明，彼此閒聊宗教生活上的大小事。民

國八○年（1991）左右，許洋主居士開始建議翁太明住持在法會、祀典等

傳統道教宗教活動之外，可以嘗試進行推動道教學術研究活動。 

據許洋主居士自述，當年會動念鼓勵翁太明住持興辦與宗教相關的學

術研討會，除了注意到道教研究人才短缺的困境，主要與自己的佛教信仰

有關，她秉行佛教「利益眾生」的理念，眾生不只是佛教徒，也包含道教

徒。她觀察到很多佛教徒不懂佛法，道教徒也不懂道教內涵，希望透過學

術活動的舉辦，提升信徒對道教的了解，也可以扭轉教外人士對道教的認

知停留在祭拜儀式的刻板印象。在 1990 年代初期的社會環境中，佛教團體

還比較常辦理這類活動，道教則罕見，且道教方面的研究人才十分短缺，

                                                        
93 以上有關翁太明住持的經歷，均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華人宗教研究 第四期 

-98- 

建議身為住持的翁太明可以在培育道教研究人才方面為道教盡一分心力。94  

就這樣，一位抱持「利益眾生」信念的佛教徒，以提升道教形象與培

養道教人才的議題，長期與道教道長進行對話。而翁太明住持與出家道長

法師在其恩師郭藏應道師影響之下，皆發願力，要把正統道教發揚光大。95

翁太明住持「弘揚道教文化在於人，而他們永垂不朽的成就，對於往後研

究道學給予實質的貢獻，因此讓我們深深體會培養人才，對道教振興有其

重要性。」96
 的理念，與許洋主居士的「利益眾生」、無私提攜後進的信念

97
 相契合。經過兩人長年意見交流與討論後，民國八十六年（1997）各方

機緣成熟，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於焉誕生。 

（二）興辦與沿革 

1.立基台北 

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翁太明住持會

選擇在台北舉辦的原因，乃考量當時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與研究生以北部

居多，在邀請學者參與講評或研究生發表論文上具地利之便，也希望因此

能吸引更多對道教有興趣的學者、研究生共同參與。 

至於會議地點的選定，起因於許洋主居士當年在國家圖書館講授佛學

課程，她向當時的一位學員林女士98請教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研討會相關事

                                                        
94 依據與翁太明住持、許洋主居士會談記錄（2014.03.27）。 
9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10）。 
96 見翁太明住持，〈序〉，收入《1999 年台灣青年宗教學者「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

文集》，頁Ⅰ。本文以下引用多篇翁太明住持不同年代的〈序〉文內容，故標示引書出

版年以為區別。另，下文許洋主的兩篇〈代序〉亦同此體例。 
97 

許洋主居士曾言：「在任何提升人類心靈與文化的領域，只要看到年輕人以精進的態度

參與其中，一定能令人感受到希望之光的無遠弗屆。……為了實踐這個信念，我努力

十年，終於獲得高雄道德院翁住持的肯定與贊助，而在 1997 年於國家圖書館舉辦第一

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見許洋主居士，〈代序〉，收入《1999 年台灣青年宗

教學者「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頁Ⅰ。 
98 林女士是當時的新聞局科長祝基瀅夫人。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資料（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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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林女士建議將研討會名稱與當時政府推行的「心靈改革」運動99結合，

定名為「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並與漢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因此順利

覓得免費的場地，得以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進行。100
 翁太明住持表示

主辦此研討會的宗旨在於： 

 
希望透過研討會喚醒大眾兩件事—其一是宗教與學術應密切配合，

其二則是各宗教之間應相互聯誼攜手合作、共度眾生。101 

 
她看出道教在台灣的發展，除了從事傳統度生、度死及救苦救難儀典之外，

還要提升至與學術界的交流，透過學術研究將道教豐富的內蘊示現於世，

並藉此機會與不同宗教對話，增進彼此的了解，「使各宗教彼此尊重、理解，

進而互相配合，共同為接引眾生互度互助互愛的工作而努力。」102也因為

翁太明住持對「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有深刻的期許與大力支持，所以

此研討會能持續在台北舉辦八屆（1997–2005），每年翁太明住持都會包一

輛遊覽車，專程帶領高雄道德院出家道長法師與皈依信徒們北上與會聆聽

論文發表，並準備豐富的點心、茶水、便當及晚宴。103 

本研討會在台北的舉辦地點曾經過兩次更換，主因都是經濟考量。104 

                                                        
99 民國八十五年（1996）十月李登輝總統宣布推行「心靈改革」運動，民國八十六年（1997）

四月二十七日總統府頒布〈心靈改革綱要〉。 
100 見本文附錄四圖片。當時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一日的使用費要四萬元，因漢學研究

中心為主辦單位之一，故可以免費使用場地，為研討會省下一筆可觀的經費；至於茶

水費、會議論文印製與會後論文集的經費，均由高雄道德院全額支助。依據訪談許洋

主居士記錄（2014.03.07）。 
101 

見翁太明住持，〈序〉，收入《1997 年台灣青年宗教學者「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

文集》，頁Ⅰ。 
102 見翁太明住持，〈序〉，收入《1999 年台灣青年宗教學者「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

文集》，頁Ⅰ。 
103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07）。 
104 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 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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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許洋主居士自述，第二屆漢學研究中心不再參與主辦，為了節省場地費

另覓會議場地，透過介紹，租借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月涵堂」105
 舉行。

比起國家圖書館一日四萬元的收費，「月涵堂」只要三千元，研討會三日舉

辦下來，還不及在國家圖書館一日的費用，可為研討會省下一筆可觀的支

出。在「月涵堂」舉辦四屆（1998–2002）後，曾經同是「東方宗教討論

會」成員的吳永猛先生聽說許洋主居士為「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的場

地問題如此費心，慨然答應提供他位在新店的「文山教育基金會」場地，106

讓研討會場地免費使用。所以，自民國九十二年（2003）起連續三年，「文

山教育基金會」加入主辦單位陣容，三屆都在新店舉辦。107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早期研究道教的碩博士生不多，所以負責論

文邀稿的許洋主居士會鼓勵研究生多次來研討會發表研究論文。以在台北

舉辦的這八屆研討會為例，參加論文發表次數達兩次（含）以上的幾位研

究生，如：台灣師大的謝聰輝、鄭燦山，政治大學的李麗涼、張超然，經

過多次講評與會場討論的激盪與歷練成長，在取得學位後，先後進入公私

立大學任教，或繼續攻讀博士班。108
 翁太明住持在第五屆論文集序文即提

到： 

 
迄今已屆五年，看到當時發表論文的青年學者如今均成為學術領域

翹楚，擔任講師、教授，持續做宗教相關性的研究，見到他們傑出

造詣，深感欣慰。109 

                                                        
105 「月涵堂」位於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10 號。 
106 

「文山教育基金會」位於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207 號 5 樓之 5。 
107 

康詩瑀博士論文說：「早些年的道教學術研討會主辦地點在台北木柵，當時是和政治大

學中文系所合作。」其合作對象與地點都與事實不符。見康詩瑀，《戰後道教與都市社

會之變遷—以高雄道德院之神職人員及其所參與儀式活動為討論中心》，頁 89。 
108 

見本文附錄二。 
109 

見翁太明住持，〈序〉，收入《2002 年台灣青年宗教學者「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

文集》，頁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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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上述幾位道教研究者，至今已是台灣學界知名的道教學者，並持續投

注於道教相關的研究。 

高雄道德院在北部辦理八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已看到培育道

教人才的些許成果，翁太明住持幾經考量，興生返回南部辦研討會之念。

歸納其因如下：（1）南部學界道教研究人才短缺的現象始終未解，欠缺這

類宗教性學術研討會。（2）北部研討會較多，來此研討會聽講人數有限，

而南部很多道教界與各界人士想了解、研究道教，卻苦無機會。（3）長年

包車北上的食、宿、交通費用頗為可觀，也由於北上義工信眾人數少，在

籌備研討會點心茶水方面頗不方便。（4）院內甚多信眾限於南北路程遙遠，

多有無法一同北上聽道的遺憾，回南部舉辦研討會，可以藉此讓信眾、道

教人士、各界人士對道教內涵有多一點的認識與了解。此外，加上當時高

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林文欽的支持與配合，於是翁太明住持決定回到高

雄舉辦。110 

2.深耕高雄 
民國九十五年（2006），第九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回到高雄舉

辦。由於培育南台灣的道教研究人才，是本研討會回到高雄舉辦的主因，

因此，大會在道、佛教論文比例上開始做出調整，高雄兩天議程的論文總

數固定為十六篇，佛教論文大約都維持在四至五篇，比起在台北舉辦時的

篇數減少了將近一半，道教論文則是固定在十一篇上下，道教論文量是佛

教論文的兩倍以上。111 

從第九屆開始，由於在高雄師範大學舉辦研討會，該校國文系碩博士

生參與論文發表的數量明顯增加。在第一至八屆的研討會中，高雄師範大

學國文系研究生北上發表論文的只有四位，112
 除了路途遙遠的因素外，缺

乏專門研究道教的師資應是主要原因。國文系教授林文欽學術專長為《易

                                                        
11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07、2014.05.01）。 
111 

見本文附錄三。 
112 

四位研究生，發表論文有五篇，因陳宏銘在第一、二屆均發表論文。見本文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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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究，並在博士班課程開設「易經專題」研究道藏易學，113
 目前是該

系投入道教研究較多的一位學者。他在第六、八屆均參與講評人的工作，

並引薦研究生（兩屆三位）在會議上發表論文。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第九至十六屆的道教論文共計八十八篇，高

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的研究生（以博士生為主）論文篇數有二十五篇，114
 約

佔三分之一。而這二十五篇論文的主題，與道教易學相關者有七篇，道家

道教養生五篇，道家思想五篇，道教文學、戲曲五篇，道教民間信仰二篇，

道教經典一篇。可以看出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生在道教研究趨向較偏

重於道教易學，其次則是道家道教養生、思想、文學三方面，此三者共十

五篇，多數仍可看出以傳統國（中）文系專長切入道教相關主題研究論文

的寫作特質。 

就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生近八年（2006–2013）在「宗教與心靈

改革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主題與數量而言，可看出該系已有較多的研究生

開始關心道教，並進行相關研究，高雄道德院多年來積極培養在地（高雄）

道教研究人才的苦心，似乎已有初步的效果。 

高雄道德院回到高雄舉辦研討會的另一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信徒們能

就近參加「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共同參與聆聽論文、參與討論，八年

來，每次會期信眾聽講人數平均約二百位（最多時曾達三百人）。115
 據高雄

道德院資深道長太文師所言，她與其他三位出家道長法師、神職人員以及

皈依弟子們都很高興可以參加這麼多場的學術研討會，並聆聽許多道教研

究論文與教授們的精闢講評，多年來，從一開始的深奧難懂，至今已能聽

懂不少，均覺收穫匪淺。116  

                                                        
113 

筆者在九十三學年度修過林文欽教授在國文所博士班開的「易經專題」課程，下學年

課程重點在「道藏易學」，就歷代《周易參同契》註本進行討論與研究。 
114 見本文附錄二。 
115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116 依據訪談太文師記錄（2014.03.27）、訪談簡小姐記錄（2014.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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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不論在主辦單位、舉辦時間、論文發表者、

講評者、研討會聽眾、獎助經費等方面，均有著不同於傳統學術研討會的

特色，在 1990 年代中期的時代社會背景下，開辦之初已獨樹一幟，至今依

然可謂一枝獨秀。 

1.宗教團體長期主辦 
高雄道德院、如實佛學研究室與漢學研究中心只合辦過第一屆，與文

山教育基金會自第六至十屆（2003–2007）合作五次，回到高雄後，與高

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從第十一屆起聯合主辦至今（2008–2013）。117
 此研討會

主辦單位歷屆以來主要為兩個宗教團體，雖各屬不同宗教，卻有「利益眾

生」的共識，而且長期以推動道教研究為主要目的，並結合學術單位一同

為鼓勵宗教研究而努力。 

十六屆以來，高雄道德院、如實佛學研究室雖然曾與不同學術機構聯

合主辦過研討會，然而，有關研討會議程的規畫，論文講評人的邀請，研

究生論文會前的約稿、集稿與會後的修稿聯繫，以及會議論文印製等重要

工作均由如實佛學研究室負責承辦；至於研討會所有經費皆由高雄道德院

承擔，會場一切佈置、點心茶水、早晚餐皆由高雄道德院義工皈依弟子承

辦。118 

2.研究生的宗教論壇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與其他學術研討會另一個不同點，是參與論

文發表者多為大學的研究生，而非在學術研究上有專精造詣的學者專家。

雖然在本研討會歷屆論文集封面均印有「台灣青年宗教學者」之語，但是

從研討會發表人多為研究生的身份，即可知此處的「學者」指的是研究生。 

這樣一個專門為研究生舉辦的宗教學術研討會，在民國八○年代中期

                                                        
117 見本文附錄三。 
11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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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都不多見。第一屆寫作道教論文的研究生，主要來自當時台灣南北兩

位道教研究學者丁煌、李豐楙所指導的學生，因此集中於成功大學歷史所、

政治大學中文所與台灣師大國文所三校。119
 除了第一屆有將近一半的研究

生來自於南部外，第二屆起，主要還是以北部公私立大學為主，包含政治

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真理大學、玄奘大學、台北

藝術大學等，以李豐楙指導的研究生為大宗。第九屆回到高雄舉辦後，在

地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生開始比較頻繁地參與，但仍有約三分之二

的研究生來自上述幾所北部大學。 

3.屆數、會期、研討時間皆長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至今舉辦長達十六屆，算是個「長壽型」的

研討會，未來還會繼續舉辦。120
 本研討會在台北舉辦時期，以三天會期為

常態，唯一的例外是在第四屆（2000），會期縮減為二日，究其因，與當年

邀稿的論文篇數不足有關。121
 第九屆後回到高雄，以二日為常態，固定在

週末假日舉辦，主要考量多數參與研討會的講評者與發表人居住在北部，

在不影響其正職或學業的週末時間舉辦，可以增加其參與研討會的意願；

另外，就聽眾而言，假日的參與率也相對較高。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不論是二日或三日的研討會期，相較於一般

學術研討會多以一日為常態，會期長亦為其特色。再者，每篇論文的研討

                                                        
119 見本文附錄二。 
120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5.01）。 
121 見本文附錄三。許洋主居士道出她對研究生態度的憂心：「很不幸的，學生參與的情形

在質、量兩方面每況愈下。在研討會期間，有些學生只出現於自己發表的論文以及領

取獎助學金的場次。更有學生在老師悉心講評後卻無意將論文加以修正。」見許洋主

居士，〈代序〉，收入《2000 年台灣青年宗教學者「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

頁Ⅰ。民國九十年（2001）因研究生論文質、量下降，當年停辦研討會。依據太任師

提供資料（2014.04.18）。 
121 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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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長達一小時，這在一般學術研討會並不多見，122
 平均發表人十五分鐘，

講評人二十五分鐘，綜合討論二十分鐘。從後二者的時間長度（共四十五

分鐘）可以看出本研討會育才的目的與用心，即希望經由講評者對論文詳

細深入的剖析優缺點，以及綜合討論意見的激盪，提供研究生論文的建議

與指導，進而充實精進其論文內容。這樣的時間安排與堅持，與許洋主居

士過去在「東方宗教討論會」的經驗有關。 

4.專業的講評師資 
講評者能否給與研究生論文實質的幫助，是許洋主居士長期以來邀約

講評人時所考量的重點，123
 翁太明住持十分肯定許洋主居士在這方面的堅

持，曾言： 

 
在她嚴苛的要求下，那些發表論文的學生才能戰戰兢兢，夙夜匪懈

的努力鑽研，提出來的文章，始克鏗鏘有聲，字字珠璣，文筆雋永，

妙筆生華的暢述所言。124 

 
本研討會講評師資多為台灣知名的道教相關研究學者如：李豐楙、李

秀琴、李世偉、李麗涼、呂錘寬、吳永猛、林富士、林美容、胡其德、許

麗玲、張超然、莊宏誼、陳志榮、蔡怡佳、謝聰輝、謝世維、鄭素春、鄭

                                                        
122 除了第一屆五十分鐘、第四屆因論文量少，所以排七十分鐘，其他屆均是六十分鐘。

見本文附錄三。 
123 許洋主居士對於論文寫作基本功，如文字通達，主題章節架構與內容的適切性，論文

寫作格式，引用文章的學術倫理，論文在引用資料後的析解論述等方面十分重視，因

此，要求講評者對這部分嚴格糾正並提出建議。她希望講評人的講評內容要對發表論

文的研究生有實質的指正與幫助，而非只是泛言或讚美。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

（2014.03.07）。 
124 見翁太明住持，〈序〉，收入《2012 年台灣青年宗教學者第十五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

討會」論文集》，頁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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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明、鄭燦山等。125
 上述學者在道教研究上認真的研究態度與專業精闢的

見解，不論是在講評論文或參與討論方面，常能提供研究生論文正確的改

進建議，這樣的講評師資對於提升研究生論文的水準與深度，皆有其一定

的成效。 

其中，早期發表過道教論文的研究生，在取得學位後任教國內大學宗

教系所者，如輔仁大學宗教系張超然、政治大學宗教所謝世維、真理大學

宗教系李麗涼，以及任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謝聰輝、鄭燦山，這幾位

道教學者多年來除了持續從事道教相關研究外，並長期在「宗教與心靈改

革研討會」擔任份量不輕的講評工作，幾乎成為本研討會講評人的固定班

底。 

5.高額的獎助學金 
本研討會旨在鼓勵研究生研究宗教（主要是道教），126

 因此，高雄道德

院提供高額的獎助學金給每一位發表人。第一屆不論碩博士每人六千元，

第二屆起提高為一萬元，不論六千或一萬元，即使在現金都是一筆不小的

數目，對於缺乏經濟能力的研究生有很大的助益。127 

後來，許洋主居士向翁太明住持建議，希望依據碩博士生的不同研究

能力，給與不同的獎助金額，此建議獲得翁太明住持的肯定與認同，於是

自第八屆開始，提高博士生的獎助學金為一萬五千元，碩士生則維持原來

的一萬元。「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舉辦十六屆，共發表論文二百八十三

篇，128
 高雄道德院投注於道、佛教研究生獎助學金的經費頗為可觀，於此

可看出翁太明住持愛才、惜才之心。 

                                                        
125 見本文附錄二。 
126 翁太明住持說，此外研討會亦給道、佛教及其他宗教學者有宗教比較學的概念，及對

各正統宗教有尊重包容的研究認定。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07）。 
127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07）。 
128 見本文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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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 

高雄道德院長期主辦「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主要目的在於培養道

教研究人才。因此，以下從道教論文129與道教學者兩方面來檢視其成果。 

（1）道教論文  
由於在民國八十六年（1997）時期，研究生在道教方面的研究論文很

少，因此，為了鼓勵道教研究，在約稿方面，對於「道教論文」的「道教」

意涵採廣義的定義，包含宗教意義的道教與其相關的一切，舉凡道教之道

經、教義、道教史、道派、神尊、科儀、戒律、宮觀、道教文學、道教藝

術、道教文化，與道教哲學有關的道家思想、易學、民間信仰、丹道學、

道教術數等均涵括於內。其出發點在於先求「有」，等累積到一定程度後，

才能求其「精」，因此，我們可以從研討會的道教論文主題，看到多面向的

研究。130 

高雄道德院至今已輯印十五本「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論文集，131
 論

文總數共二百八十三篇，其中，道教論文占一百七十五篇，平均一屆有十

篇以上的產出量。132
 由於本研討會鼓勵獎助研究生寫作的成份極高，因此，

先不評論其論文「質」的精良與否，如果從「引導研究」的角度來看，「宗

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是成功的。高雄道德院長期舉辦本研討會，不但提

供研究生發表論文的機會，還有高額獎助學金的鼓勵，吸引研究生們關注

道教議題，投入道教研究，已有顯見的成效。 

再者，十六屆各在南北部舉辦八次，不但提供了北部大學研究生發表

道教論文的機會，也促使高雄在地的研究生開始參與較多的道教相關研

究。來自南部研究生的道教論文數量的增加，正是高雄道德院八年來在地

                                                        
129 因本文重點在道教方面，故佛教部分暫略而不談。 
130 見本文附錄二。 
131 第十六屆論文集正輯印中。據翁太明住持說，每一屆皆印論文集一千冊、CD 一千套，

給有心研究者免費結緣。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07）。 
132 見本文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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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道教研究人才的初步成果。 

回到研究論文「質」的方面談，各大學研究生由本研討會道教論文延

伸寫成的碩、博士論文，獲得學界肯定並收入道教研究書刊者，略舉數例

如下：（1）林帥月—東吳中文所碩論《古上清經派經典中詩歌之研究：以

《真誥》為主的考察》（1987）、（2）劉煥玲—成大歷史所碩論《全真教體玄

大師王玉陽之研究》（1993）、（3）謝世維—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論《道

教朝元圖之圖像及其宗教意涵》（1993）、（4）張美櫻—輔仁大學中文所博

論《全真七子證道詞之意涵析論》（1998）、（5）鄭燦山—台灣師大國文所

博論《邁向聖典之路——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1999）、（6）段致成—

台灣師大國文所博論《道教丹道易學研究——以《周易參同契》與《悟真

篇》為核心的開展》（2004）、（7）白以文—政大中文所博論《晚明仙傳小

說之研究》（2005）、（8）張超然—政大中文所博論《系譜、教法及其整合：

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派的基礎研究》（2007）等。133 

上述研究生們的學位論文受到學界的關注與肯定，也意味著當初發表

於本研討會的論文部分篇章內容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2）道教學者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早期的道教研究論文雖有限，然而因出自於

從事道教研究多年的丁煌與李豐楙兩位學者的指導學生，因此，皆有一定

的學術水準。根據本研討會歷屆論文發表人記錄，在台北時期的「宗教與

心靈改革研討會」幾乎大部分是李豐楙任教課程或指導的研究生，這些學

生在取得學位後進入公私立大學任教，其中李麗涼、張超然、謝聰輝、謝

世維、鄭燦山等人在道教研究上已被視為「當今道教學界的第二世代學

者」。134 

                                                        
133 以上前四位論文見林富士，〈台灣地區的「道教研究」概述（1945–1995）〉後所列書

目，頁 328–351；後四位見謝世維，〈台灣當代道教研究回顧〉，頁 346-350。林帥月

與張美櫻論文亦被收入本文書目。 
134

 見謝世維，〈台灣當代道教研究回顧〉，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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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曾在本研討會發表過論文的作者，近年來另有道教相關研究新

作，如：蕭進銘《反身體道──內丹密契主義研究》（2009）、李麗涼《六

十三代天師張恩溥與台灣道教》（2013）、謝聰輝《新天帝之命：玉皇、梓

潼與飛鸞》（2013）、謝世維《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

（2010）、《大梵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中的佛教》（2013）等，這些新

的論著標誌出這幾位道教學者持續在道教研究方面的努力與進程。 

上述學者，他們由一名研究道教的研究生經過多年的努力與積累，才

能受到「第二代道教學者」之評語，在其研究能力的積累過程中，「宗教與

心靈改革研討會」應可以說是他們養成的搖籃之一。本研討會第一至四屆

囿於道教研究學者有限，講評師資覓尋不易，故在提供研究生發表論文的

機會外，還讓他們擔任講評的重任，目的在培育其評講論文的能力。135
 這

些研究生在擔任教職後，更成為本研討會長期延聘的講評師資，當中有兩

位累積的講評次數超過二十次，136
 其一，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謝聰輝，

他發表過三次論文，因為較早取得博士學位，所以，後來成為本研討會長

期固定延聘的講評師資，如今在道教研究方面已有一定的聲譽與地位；其

二，為輔仁大學宗教系的張超然，其碩、博士班期間在本研討會第一屆至

第十屆中發表過六次論文，137
 如今在道教學界表現不俗，成為台灣道教第

二世代的學者之一。張超然目前的成就除了來自於他個人積極進取的態度

外，「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提供他論文發表與講評的歷練經驗，對於其

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應也有幾分助力。 

 

                                                        
135 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3.07），參見本文附錄二。 
136 據筆者統計，謝聰輝共 26 次，張超然共 21 次。 
137 早期因做道教研究的研究生難得，所以許洋主居士會提供比較多的機會給有心研究的

學生，後來則以一個學生發表兩次為限，但是還是會視個別狀況給與部分學生較多的

發表機會，如：謝聰輝（1997、2000、2002）、張超然（1997–2000、2004–2005）、
劉俊廷（2003、2005–2006）、賴思妤（2007–2009）、蔡竺君（2009–2011）、李家愷

（2008-2009、2011–2012）。見本文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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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經過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在財

力、人力、物力的全面支援，如實研究室許洋主居士的費心籌理議程相關

事務，以及文山教育基金會吳永猛、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林文欽的熱心支

持，前八屆立基於台北，後八屆深耕於高雄，引導、鼓勵研究生投入道教

研究，致力培養在地道教研究人才，至今已產出一百七十五篇不同研究面

向的道教論文，台灣新一代道教學者中，有幾位皆曾經在本研討會中歷練

與成長。高雄道德院早年播下培養道教人才的種子，如今已結出珍貴的果

實，雖然不多，然而誠屬難能可貴。 

五、結語 

《管子‧權修第三》有云：「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

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道出培養人才乃長久之計，非一蹴可幾。正

因為培養人才著實不容易，所以需要有耐心的園丁長期灌溉、耕耘人才的

苗圃，護育苗芽成長茁壯，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在培養道教人才方面，

長期以來扮演的正是「園丁」角色。 

高雄道德院長期推展道教教育，透過陸續開辦「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

（1974）、「修真道學院」（1988）、「道學研習班」（1991）、「道教宏揚教義青

年講師研習班」（1992）、「道教宣講師培訓班」（1993）等班次，以院內出

家道眾、義工信眾與其他道廟人員為主要對象，積極推動道教教育與宣道

師訓練，至今「道教宣講師培訓班」與復辦的「修真道教學院」仍持續招

生授課中。 

其次，高雄道德院經常邀請學者專家蒞院做專題演講，最早可溯自民

國七十七年（1988）的「道教學術演講會」，其後，接連有多次來自外國的

道教學者來院參訪，並在院中發表道教主題相關的演講。民國九十五年至

一○○年（2006-2011）間，高雄道德院平均每年兩次，利用星期日舉辦共

十一場的「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邀請台灣學界研究道家、道教的

學者蒞院講授道教經典、道教科儀、道家哲學、丹道修練、道教神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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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道壇、易經、術數等主題。多年下來，這些演講會提供了道教徒或一般

社會大眾認識道教內涵的機會，並得以更進一步了解道教。此外，翁太明

住持在廣播電台開立「道教三清太乙」節目講道宣教（1995），也是高雄道

德院推動道教教育的方式之一。 

至於培養道教研究人才方面，高雄道德院自民國八十六年（1997）主

辦第一個學術研討會「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後，便積極投入主（協）

辦各項道教相關的學術研究活動，其所參與重要的研討會計有：與如實佛

學研究室等合辦十六屆的「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1997-2013），與高雄

師範大學國文系主辦七年的「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2007-2013），與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合作六年的「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

（2008-2013），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合辦四年的「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

化專題學術研討會」（2009-2012），協辦輔仁大學宗教所依年代規畫的道教

學位論文研討會四年（2009-2012）。另外，在贊助學術研究經費部分，除了

對多個研討會、論文集印製、其他道教學院學報以及道教學者的新近著作

贊助外，對於研讀道經為主的「台灣道教研究會」之經費贊助也已五年

（2009-2013）。高雄道德院翁太明住持不論是主（協）辦或贊助各項學術研

究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鼓勵學者與研究生投入道教研究，積極地培養學

術界研究道教的人才。 

在高雄道德院所舉辦的各項學術研討會中，以「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最具特色，這是翁太明住持主辦的第一個學術研討會，從此開啟她積

極投入舉辦、贊助其他學術研討會的行動。本研討會是翁太明住持投注最

多財力、心力，舉辦時間最久的一個，其主要特色在於由宗教（道教、佛

教）團體聯合主辦，目的是為培養宗教研究人才（主要是道教），而且以高

額獎助學金鼓勵研究生投入道教研究，每篇論文研討時間長達一小時，對

於研究生發表經驗的成長與進步有很大的助益。舉辦十六屆以來，當年參

與研討會的研究生，如：李麗涼、張超然、蕭進銘、謝聰輝、謝世維、鄭

燦山等，如今已成為學界新一代的道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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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能開辦至今，全賴翁太明住持與許洋主居士

二人合作無間與無私的奉獻。這兩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長年一同主辦

研討會，除了師生情誼的維繫外，兩人「利益眾生」的共識與虔誠的宗教

情懷，應該是讓她們全心投入的最大動力。 

翁太明住持曾談到自己早期與院中出家道長法師們一起為道教奉獻的

情形： 

 
因為有願力、道心、善心，願意吃苦，才能持久為道教奉獻。……

因為愛道、歡喜心與道心，一心向道，即使當年為節省廟院的開支

常醬油拌飯，生活雖艱辛，但甘之如飴。138 

 
這「願力」與「道心」讓她能持久為道教奉獻。「因為愛道、歡喜心與道心，

一心向道」，讓翁太明住持為弘揚道教而積極培養道教人才。許洋主居士則

抱持利益他人、無所為而為的歡喜自在心在做，這是她的「佛心」。139
 雖然

「道心」、「佛心」異稱，兩人的虔心信仰與無私奉獻卻是一致。 

道教學者李豐楙對於翁太明住持長期推動道教學術研究的用心，予以

高度肯定： 

 
高雄道德院翁太明宗師支持道教學術活動，早年既已跟隨郭藏應道

長到處訪道……。而學界所推崇的就是長期提供道教獎學金，民間

大廟雖多，而有此見識及魄力者並不多，晚近更擴及高雄數個大學

所辦的學術會議，從道教生命關懷甚而及於儒家經學。這種不自囿

於一教並能帶動風氣者，其宗教胸懷確實值得欽佩！140 

 

                                                        
138 依據訪談翁太明住持記錄（2014.03.27）。 
139 依據訪談許洋主居士記錄（2014.03.27）。 
140 見李豐楙，〈編序〉，收入《丹道實踐：近代人文與科技相遇的養生文化》，頁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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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解嚴後至今的台灣宗教界在推動宗教教育與學術研究方面的成

果，其中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團體已紛紛成立大學以及宗教系所，

並著力於與其宗教相關的學術研究；然而，作為本土傳統宗教的道教，目

前卻尚無由道教團體成立的大學。台灣道教界在道教教育的努力，還存在

著很大的進步空間。 

高雄道德院自 1990 年代至今，長期且傾力舉辦道教相關的學術研討

會，翁太明住持結合學術界投入道教研究、培育道教人才的識見與眼光，

著實令人欽佩。經由高雄道德院舉辦的各研討會所累積出的論文數量十分

豐碩，成果相當凸出且亮眼，目前台灣其他道教宮廟尚無能出其右者。從

近十年來台灣其他道教宮廟亦陸續開辦學術研討會的現象來看，高雄道德

院長期辦理學術研討會的作為與成效應該發揮一定的影響與帶動作用。 

做為一個宗教團體，高雄道德院因為長期參與舉辦、贊助學術研討活

動，與學術界保持良好的互動與交流，不但增進學術界對道教的認識，一

改其過去對道教的刻板印象，對於道教形象的提升，有很大的裨益；同時

也帶動學術界道教研究的風氣，促成更多學者投入道教研究的行列。 

翁太明住持表示，未來還將繼續參與辦理各種學術研討會。高雄道德

院積極鼓勵道教研究與培養道教人才，不論對於道教界或是學術界而言，

可謂相輔相成且互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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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高雄道德院興辦/贊助道教相關教育學術活動一覽表（1974-2013） 

日   期 活       動 住 持 備          註 

1974 開辦「道教法事科儀研究班」、成

立道經編輯委員會 
郭藏應 科儀班招收對象為：1.出家法師（必學）

2.誦經法師 3.研究道教者 

1983.10.12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 郭藏應 日本大正大學前校長與文學部長參訪。 

1986.12.21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研討科儀、丹

道 
翁太明 

 

加拿大沙市卡其灣大學包如廉教授率宗

教系道教課程研究生參訪，研討道教符

籙科儀與丹鼎派修鍊功夫。 

1988.7-8 月 舉辦「道教學術演講會」 翁太明 聘請成功大學教授及道教資深學者專題

演講，共八單元。 

1988.10.23-19
89.10.23 

「修真道學院」第一學年招生 翁太明 

 

研習道教教義、道教史、基本經典、科

儀、武術等，為全國首創之道教學院，

每週日 8:00-12:00。學雜費全免，講義教

材由院方提供。參加學員 317 名，結業

學員 107 名。 

1989.12.10-19
90.12.23 

「修真道學院」第二學年招生 翁太明 研習道教教義、道教史、道教文獻、宗

教學、科儀、武術等，每週日 8:00-12:00。
參加學員 250 名，結業學員 84 名。 

1990.03.06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 翁太明 日本大正大學今枝二郎博士率團參訪

「修真道學院」，互換研究道教奧義之心

得。 

1990.03.13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 翁太明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窪德忠博士率領

驅澤大學文學部教授及研究員、研究生

蒞院訪問。 

1990.08.27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 翁太明 日本愛知大學前田博士與長谷川博士蒞

院參觀修真道學院。 

1990.12.27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 翁太明 日本筑波大學酒井忠夫博士蒞院訪問。 

1991.09.09-19
92.03.09 

「道學研習班」 翁太明 與中華民國道教會高雄市分會共同主

辦，為道教各廟宇培養傳教士人才，為

期半年。每週一、二、三晚上 7:30-9:30
上課，課程內容含《道德經》、《清靜經》、

〈太上感應篇〉、道教簡史、道教基本教

義與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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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3.13.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並舉辦道教學

術研討會 
翁太明 日本大正大學今枝二郎教授帶領「中國

學」學生與高雄道德院「道學研習班」

學員共同舉辦。 

1992.05.05-19
93.05.10 

「道教宏揚教義青年講師研習班」 翁太明 每週一、三晚上 8:00-10:00 上課，為期

一年。 

1992.10.11 郭藏應道師演講「道家性命雙修與

人民道德生活」 
翁太明 在高雄市國軍英雄館中正廳舉辦。 

1992.12.31 外國學者蒞院訪問 翁太明 日本大正大學今枝二郎教授帶領日本全

國漢文教育學會會員蒞院參研道教文

化。 

1993.06.23-19
95.06.23 

「道教宣講師培訓班」 
（本班開辦至今 2014） 

翁太明 為弘揚道教，培養道教傳道佈教人才，

每週一、三晚上 8:00-10:00 上課，為期

二年。 

1994.01.16 舉辦座談會，研討道教學術文化 翁太明 武當山道教協會王光德道長、紫霄宮住

持李光富道長及法師十八名蒞院參訪，

舉辦座談會，並演練道教科儀、觀摩武

當山道家武術。 

1994.11.06 「海峽兩岸道教人士友誼座談會」 翁太明 中國道教協會文化交流團四十一位道教

人士蒞院參訪。 

1994.12.06 「道教文化學術座談會」 翁太明 大陸學者團參訪高雄道德院，舉辦座談

會。與會學者有卿希泰、馬西沙、牟鐘

鑒、王卡、李遠國、黃海德、韓秉方、

沙銘壽。 

1994.12.10-11 「海峽兩岸道教文化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道教文化雜誌社與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

究所主辦，高雄道德院贊助部分經費。 

1995.07.09-12
.31 

中國廣播公司「道教三清太乙」節

目宣道佈教 
翁太明 翁太明住持與節目主持人以問答方式主

講道教專題，每個星期日晚上 8：00–9：
00 播出，每次一小時。中國廣播公司第

三廣播網，調幅 AM，高雄 1449 千赫。

（全台播出） 

1996.11.24 「太極導引學術演講」（熊衛主講） 翁太明 中華民國性命雙修協會在高雄道德院召

開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舉辦演講，

介紹太極導引哲理與示範招式動作（紀

連成教練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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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1.08 開設「太極導引班」 翁太明 聘請紀連成教練傳授免費教導，星期三

晚上 07:00-09:00。 

1997.07.28-30 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如實佛學

研究室共同主辦，旨在提供年輕一代宗

教學者（研究生）論文發表。 

1997.11.12 「兩岸道院廟觀交流座談會」 翁太明 中國四川省青城山各道觀資深道長、住

持蒞院參訪，舉辦座談會。 

1998.01.28-02
.05 

「道教學術文化意涵演講會」 翁太明 舉辦十五場，由台灣及大陸資深道長、

學者專題演講，主題涵蓋道教教義、教

理、性命雙修與提昇道德生活、哲學、

藝術、學術文化意涵。 

1998.12.04-06 第二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共同主辦 

1998.12.15 宗教交流研討會 翁太明 馬來西亞宗教交流團及松山慈惠堂近一

百人蒞院參訪舉辦研討會 

1999.03.04-06 第二屆「海峽兩岸道教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南華管理學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共同

主辦，兩岸共五十位學者參加。 

1999.11.26-28 第三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共同主辦。 

2000.07.08 舉辦「道教文化學術交流座談會」 翁太明 中國道教協會參訪交流團十一人蒞院。 

2000.07.10-14 道教研習夏令營 翁太明 宜蘭三清宮主辦，高雄道德院協辦，贊

助經費。 

2000.12.03-04 第四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共同主辦。 

2000.10.01 「中華道教學院」第一期學報 翁太明 贊助學報經費。 

2001.03.17-18 第四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

術研討會」 
翁太明 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高雄道德院贊助

經費、助印論文集經費，並帶領三十七

位同道弟子參與三十二場研討會。 

2001.06.30-07
.02 

高雄道德院附設「修真道學院」學

術演講 
翁太明 四川社科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李遠國蒞院

交流訪問，演講題目：「九十年代道家道

教的研究」、「陳摶祖師的睡功法」、「雷

法與丹道」、「道教法印」。 

2001.11.22 「中華道教學院」第二期學報 翁太明 贊助學報經費。 

2002.11.22-24 第五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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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19-21 第六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文山教育基金會、如實佛學研究室共

同主辦。 

2004.12.03-05 第七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文山教育基金會、如實佛學研究室共

同主辦。 

2004.12.26 第五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

術研討會」 
翁太明 贊助論文集出刊費。 

2005.05.21 第一屆「經典系列研討會——經典

與宗教」 
翁太明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辦，高雄道

德院協辦，贊助經費。 

2005.11.19-21 第八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文山教育基金會、如實佛學研究室共

同主辦。 

2006.09.17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1）翁太明 三場演講，每場一百分鐘，高師大國文

系陳宏銘「列子的主要思想」、高雄道教

學院沈武義「漫談道教」、成功大學中文

系江建俊「從莊子『游』的意識談到『玄

對』人生的各種情境」。 

2006.10.01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2）翁太明 三場演講，第一場，台灣仙道學術資訊

網站主編洪碩峰「丹道心悟四十年」、台

灣仙道學術網藝術總監李隆楙「正一道

教壇場與圖像解說」，第二場，中研院文

哲所研究員李豐楙「從後天返先天—丹

道修行之路」，第三場高師大國文系主任

林文欽「易經陰陽與人生哲學」。 

2006.10.04 台灣文化研究—台灣道教系列講

座 
翁太明 翁太明住持受中山大學中文系卓越教學

小組人文社會特色教學廖宏昌教授之

聘，在「台灣道教系列講座」演講，題

目為：「道教午敬及祈安祈福科儀」。共

八場，每週三下午 2:00-4:00 舉行。 

2006.10.05 「高雄道教學院」第二期學報 翁太明 贊助學報經費。 

2006.11.10-12 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 
翁太明 與中山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義、美、

日與兩岸三地學者共發表四十九篇論

文。 

2006.11.25-26 第九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文山教育基金會、如實佛學研究室共

同主辦，假高師大國文系小型劇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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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7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3）翁太明 四場演講：第一場，高師大國文系主任

林文欽「尋求透脫的心境」，第二場，高

雄道教學院沈武義「煉氣與養生」，第三

場，台灣仙道學術網藝術總監李隆楙「台

灣神像雕刻的認識」，第四場，中研院文

哲所研究員李豐楙「道教的末劫與救

劫」。 

2007.11.02 第一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辦，高雄道德

院贊助點心茶水。 

2007.11.17-18 第十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主辦，文山教育基金

會、高師大國文系協辦。 

2007.12.16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4）翁太明 二場，每場演講一百八十分鐘。第一場：

真理大學宗教學系主任兼所長張家麟教

授演講：「宗教領袖圖像」。第二場：台

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謝聰輝副教授演講：

「台灣道教科儀概說」。 

2008.01.27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5）翁太明 三場，每場演講一百分鐘。第一場：台

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林惠勝副教授演講：

「竹簡中的道家文獻」。第二場：遠東技

術學院通識中心方素真副教授演講：「莊

子齊物論之內在結構與身體的關係」第

三場：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吳文璋副教

授演講：「老子論文」。 

2008.05.23-24 「2008 年宗教經典詮釋方法與應用

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真理大學宗教系主辦，贊助部分經費及

點心。 

2008.06.15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6）翁太明 三場，每場演講一百八十分鐘。第一場：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丁孝明教師演

講：「道法自然」。第二場：正修科技大

學通識中心龔瑞祥教師演講：「信仰與儀

式的聖與俗」。第三場：高雄道教學院沈

武義院長演講：「實用奇門遁甲」。 

2008.06.22 第一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共同主辦 

2008.07.04-05 「2008 中壇元帥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中華道教中壇元帥弘道協會、國立中山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共同主辦，高雄道德

院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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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3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7）翁太明 丁孝明、龔瑞祥、沈武義等三位教授老

師續 06.15 之演講。 

2008.11.01-03 第十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共同

主辦。 

2008.12.19 第二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華人宗教醫療與養生文化 
翁太明 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共同主辦。 

2009.01.18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8）翁太明 張超然、鄭燦山、莊宏誼等三位教授演

講 

2009.01.06-07 「中華海峽兩岸首屆道德經與道教

文化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中山大學通識中心共同主辦。 

2009.03.16 「台灣道教研究會」研究經費 翁太明 贊助經書註解經費。 

2009.03.23 外國學者專題演講： 
「西方道教研究的現況」 

翁太明 Prof. Elena Valussi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拜訪道德院，演講一百分鐘。 

2009.04.17-18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研討會」 翁太明 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高雄道德院贊助

經費。 

2009.05.08-09 「2009 年兩岸宗教儀式與地方社會

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主

辦，高雄道德院贊助經費 

2009.05.16 「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學術研討

會」（第一屆道教學位論文學術研

討會） 

翁太明 輔大宗教系所主辦，高雄道德院協辦並

贊助經費。 

2009.05.17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9）  李峰銘等三位講師演講 

2009.10.11 第二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共同主辦。 

2009.11.15 第一屆「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

題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仙山靈洞宮

共同主辦，在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科工南館）舉行。 

2009.11.21-22 第十二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共同

主辦。 

2009.12.18 第三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華人宗教養生思想與實踐 
翁太明 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共同主辦。 

2010.04.19 「玄天上帝信仰與武當文化研討

會」 
翁太明 中華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協會、大陸武當

山道教協會主辦，高雄道德院協辦。 



華人宗教研究 第四期 

-120- 

2010.05.16 「唐朝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道教學位論文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輔大宗教系所主辦，高雄道德院、台南

市大觀音亭興濟宮、基隆丹心宗壇協辦。 

2010.10.17 第二屆「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

題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仙山靈洞宮

共同主辦。 

2010.10.29 第四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各宗教養生與醫療 
翁太明 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共同主辦。 

2010.11.07 第三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共同主辦。 

2010.11.13-14 第十三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共同

主辦。 

2010.12.26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

（10） 
 三場，每場一百分鐘，特聘：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系謝聰輝教授演講三場：

「高雄地區老道壇的淵源與傳承」 

2011.05.15 「宋金元時期道教思想學術研討

會」（第三屆道教學位論文學術研

討會） 

翁太明 輔仁大學宗教系道教學術發展中心主

辦，臺灣宗玄道學文化研究會承辦，高

雄道德院、台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中

國嗣漢張天師府道教會協辦。 

2011.05.15 「台灣道教研究會」研究經費 翁太明 贊助經書註解經費。 

2011.06.05 「道家與道教學術專題演講會」

（11） 
翁太明 三場，每場一百分鐘，第一場：高雄道

教學院沈武義院長：「易經人生哲理」。

第二場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游子安客座

教授：「田野調研所見之扶鸞勸化」。第

三場：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謝聰輝教

授：「玉皇經的出世與功德」。 

2011.10.07-08 「關帝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暨

皈依科儀研討會」 
翁太明 中華玉線玄門真宗教會與國立台中技術

學院聯合主辦，高雄道德院贊助部份經

費。 

2011.11.13 第四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共同主辦。 

2011.11.27 第三屆「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

題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仙山靈洞宮

共同主辦。 

2011.12.16 第五屆「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

會」—內丹修煉與靜坐 
翁太明 與正修科技大學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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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4-25 第十四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共同

主辦。 

2012.06.10 「明清以來道教思想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道教學位論文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輔大宗教系道教學術發展中心主辦，高

雄道德院協辦。 

2012.06.10 「台灣道教研究會」研究經費 翁太明 贊助經書註解經費。 

2012.07.20 第一屆「眾神之美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台灣周易養生協會共

同主辦。 

2012.08.12 第四屆「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

題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中華道教慈明弘道協會、仙山靈洞宮

共同主辦。 

2012.11.03-04 「2012 年道教經典國際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學經學研究所共同主辦。 

2012.11.24-25 第十五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共同

主辦。 

2012.12.01 第五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

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共同主辦。 

2012.12.14-16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

會」—丹道實踐與人文、科技相遇

翁太明 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政治大學宗

教研究所共同主辦。 
（14-15 日高雄場，16 日台北場） 

2013.05.26 「道教教義與實踐—慶祝李豐楙教

授六十六華誕學術研討會」 
翁太明 輔仁大學宗教系主辦，輔仁大學道教學

術發展中心、臺灣宗玄道學文化研究會

承辦，高雄道德院、台南市大觀音亭興

濟宮、彰化溪州武元宮大甲媽祖會、台

北士林順天宮協辦。 

2013.05.26 「台灣道教研究會」研究經費 翁太明 贊助經書註解經費。 

2013.05.28-06 附設「修真道教學院」上學期開學 翁太明 與「高雄道教學院」共同聯合招生上課，

每星期二、三、四晚上 07:30 到 09:20 上

課。 

2013.06 贊購道教學者新著作 翁太明 李豐楙《道法海涵——李豐楙教授暨師

門道教文物收藏展》一百本 

2013.09 贊購道教學者新著作 翁太明 謝聰輝《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

鸞》二百本 

2013.10.29-11
.28 

附設「修真道教學院」下學期開學 翁太明 與「高雄道教學院」共同聯合招生上課，

每星期二、三、四晚上 07:30 到 09:20 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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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9-10 「2013 海峽兩岸道家道教與養生學

術研討會」 
翁太明 與高師大國文系共同主辦。 

2013.12.06-07 「2013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

會」—丹道養生及人生終極關懷 
翁太明 與正修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共同主辦。 

2013.12.08 「2013 經典閱讀與應用—儒道教化

對青年品格素養之提昇國際學術

研討會」 

翁太明 與義守大學通識中心、中華文化教育學

會、高雄市孔孟學會共同主辦。 

2013.12.10 外國學者專題演講： 

「什麼是道？道家在西方四十年」

翁太明 英國威爾斯大學道學研究中心主任趙豔

霞博士蒞院演講。 

2013.12.14-15 第十六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

會」 
翁太明 與如實佛學研究室、高師大國文系共同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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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 1-16 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道教相關論文一覽表 

屆/年 論   文   題   目 發表人
就讀（任職） 

學校 
講評人

任職（就讀） 
單位 

1 屆/ 
1997 

《墉城集仙錄》之著成初探—與

《列仙傳》、《神仙傳》、《真誥》

關係之考察 

吳碧貞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所碩士生 

 論長生久「視」之道 宋隆斐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鄭燦山 台師大國文所博士生 

 太上洞玄寶元上經—一個道教

老學的詮釋例子 
鄭燦山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李豐楙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心神與修持—《莊子》與六朝

上清經之比較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劉怡君 輔大宗教所碩士生 

 天師道「黃赤」教化的淵源與

發展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許麗玲 法 國 高 等 研 究 院

宗 教 科 學 系 博 士

生  

 《無上秘要》之體例及類目結構 李麗涼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林帥月 東吳中文所博士生 

 張雨及其文學藝術造詣成就 徐建勳 成大歷史所碩士

生 
林朝成 成大中文系副教授 

 道教洞天福地說的地理條件 鄭以馨 成大歷史所碩士

生 
林富士 中研院史語研所副研

究員 

 唐初以前道教「許遜信仰」初

探 
李登詳 成大歷史所碩士

生 
林朝成 成大中文系副教授 

 金元全真道道士詞的價值 陳宏銘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張美櫻 輔大中文所博士生 

 齋教與全真教初期之傳佈──

以王玉陽為例 
劉煥玲 成大歷史所碩士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2 屆/ 
1998 

道教五行空間初探──以真文

赤書為例 
黃坤農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太上靈寶五符序〉初探 劉怡君 輔大宗教所碩士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靈寶經初探 鄭琪玉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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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齊物論〉看莊子的齊一觀 洪勝湖 成大歷史所碩士

生 
莊耀郎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生成與罪穢—六朝上清經派人

觀考察之一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鄭燦山 台師大國文所博士生 

 唐代女仙傳之敘述特色—以

《墉城集仙錄》為主 
吳碧貞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所碩士生 

 王重陽詞內容析論 陳宏銘 高師大國文系副

教授 
王賢德 高師大歷史系教授 

 《韓湘子》中道情曲藝之研究 白以文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副教授 

 龜—玄武崇拜初探—以漢代典

籍為主 
賴宛敏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副教授 

 全真七子詞作的語言風格 張美櫻 輔大中文所博士

生 
鄭素春 真理大學宗教系助理

教授 

 古上清經與靈寶經中詩歌之比

較 
林帥月 東吳中文所博士

生 
鄭素春 真理大學宗教系助理

教授 

3 屆/ 
1999 

一個道教神話、醮儀的考察—

蠶神話、祭儀為例 
龍亞珍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所博士生 

 《韓湘子全傳》敘事結構之研究 林慧青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白以文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孫思邈《千金翼方》研究 黃鎮國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林富士 輔大宗教系兼任副教

授 

 現存元人神仙道化劇中的全真

教義 
林智莉 台大中文所碩士

生 
鄭素春 真理大學宗教系助理

教授 

 唐代道教經戒法籙初探—以張

萬福著作為例 
溫珮如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鄭素春 真理大學宗教系助理

教授 

 六朝道教太玄部經初探 鄭燦山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副教授 

 六朝道教目錄的特色及意義 李麗涼 政大中文所碩士 林帥月 東吳中文所博士生 

 仙趣與玄思的交響：論郭璞仙

詩的變創意義及其在玄言詩史

上的定位問題 

黃偉倫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林帥月 東吳中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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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仙界的啟示——六朝靈寶

經「天書」觀念初探 
鄭琪玉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黃坤農 輔大宗教所碩士 

 一貫道求道禮儀之探討 蔡中駿 玄奘人文社會學

院宗教所碩士生 
劉怡君 輔大宗教所碩士 

 兩則入靜法訣的解讀—〈天師

口訣入靜法〉與〈誦經口訣〉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白以文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媽祖「天上聖母」封號考 梁旭杉 政大哲學所碩士

生 
白以文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4 屆/ 
2000 

有關道教的一些問題 白以文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林帥月 東吳中文所博士生 

 道教的兩性觀—從教義制度與

修鍊行為看道教的性別意識 
謝聰輝 光武技術學院助

理教授 
翁太明 高雄道德院住持道長 

 巡狩與道教禮儀 蔡南亭 史丹佛大學東亞

語言所博士生 
李福 
(Gil Raz)

印地安那大學東亞語

言與文化所博士生 

 帝師傳統：老子信仰脈絡研究

初探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鄭燦山 湖澎科技大學副教授 

 唐玄宗《道德真經注》之修養

論 
洪嘉琳 台大哲學所博士

生 
鄭燦山 湖澎科技大學副教授 

 北朝佛道造像碑圖像研究初探 謝宗榮 國立藝術學院傳

統藝術研究所碩

士 

謝聰輝 光武技術學院助理教

授 

 圖像、神話語儀式—玄覽人鳥

山經圖試析 
謝世維 印地安那大學東

亞語言與文化所

博士生 

龍亞珍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5 屆/ 
2002 

東晉道教上清經派仙傳敘述內

涵與特質析論 
謝聰輝 光武技術學院副

教授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六朝道經中的陽歌陰歌探析 林帥月 東吳中文所博士

生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副教授 

 《仙院編珠》初探 黃郁琁 法國東方語文學

院博士預備班研

究生 

鄭素春 真理大學宗教系助理

教授 

 試論金丹派南宗張伯端之「內

丹」思想與「禪宗」的關係 
段致成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鄭燦山 玄奘大學宗教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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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與重生―王重陽內丹經驗

的內涵與特質 
蕭進銘  真理大學宗教系

兼任講師 
鄭燦山 玄奘大學宗教系副教

授 

 試論《白虎通義》與《黃老帛

書》政治思想之異同 
陳禮彰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 
林啟屏 政大中文系副教授 

 道在無私默行中―老子詭詞的

語境分析 
吳賢俊  彰師大國文所博

士 
林啟屏 政大中文系副教授 

 信仰體系中人神之間的音聲媒

介―以道教音樂為例 
李秀琴  台北師範學院傳

統音樂教育所助

理教授 

呂錘寬 台師大音樂系教授 

 道壇掛軸在道教科儀中的意義

―以台灣北部正一道場為例 
謝宗榮  國立藝術學院傳

統藝術研究所碩

士 

謝聰輝 光武技術學院副教授 

6 屆/ 
2003 

從北區慈惠堂信仰群眾看慈惠

堂的信仰意涵 
陳立斌  輔仁大學宗教所

碩士 
鄭志明 輔大宗教系教授 

 黃神越章小考 黃坤農  輔大宗教所碩士 張超然 政大中研所博士生 

 北台灣漳州籍聚落祭祀圈研究

－以士林芝山巖為例 
簡有慶  臺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陳志榮 真理大學宗教系教授 

 唐代道士杜光庭的守一修煉法 陳儷瓊  輔仁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胡其德 台師大歷史系教授 

 孫思邈養生思想之研究 林天芬 真理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副教授 

 《黃金之花的秘密》―道教與心

理學的交會 
卓靜美 輔仁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蔡怡佳 輔大宗教系副教授 

 華人多面向因果思維下的命運

觀 
郭士賢 真理大學宗教系

兼任講師 
蔡怡佳 輔大宗教系副教授 

 台灣地區道教與釋教齋事科儀

比較初探 
吳廣義 台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許麗玲 花蓮師院民間文學研

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齋醮初探 陳雅惠  政大宗教研究所

碩士 
許麗玲 花蓮師院民間文學研

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斗燈的信仰：從星斗崇拜到禮

斗儀式試析 
吳雅婷  北藝大傳統藝術

研究所碩士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艋舺青山宮靈安尊王信仰初探 劉俊廷  台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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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像雕刻過程與儀式─以蔡慶

潤師傅為例 
謝佳靜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從《南華真經》中談莊子的逍

遙人生 
林秀香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試論楚簡《五行》篇的君子之

道 
朱湘鈺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蔡家和 中央大學哲學所博士

生 

 唐玄宗《道德真經》注疏之道

論 
洪嘉琳  台大哲學所博士

生 
林義正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

教授 

7 屆/ 
2004 

道教生態觀之全球化經營 林天芬 真理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許麗玲 花蓮師大民間文學所

兼任助理教授 

 當代台灣道士相關疾病之儀式

行為初探──以台北大龍峒保

安宮李玄達道長為例 

王雯鈴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許麗玲 花蓮師大民間文學所

兼任助理教授 

 今本《黃帝內經》傳授考與葛

洪所見傳經儀軌的關係 
黃坤農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傳授系譜與經典組成架構：六

朝時期「大洞真經三十一卷」

成立史序說 

張超然 政大中研所博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莊子》禮論試探 林明照 台大哲學所博士

生 
林啟屏 政大中文系教授 

 明代宗教劇之類型及其衍革 林智莉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蔡欣欣 政大中文系副教授 

 台灣的鸞堂 蔡合剛 真理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李世偉 花蓮師大民間文學所

所長 

 靈乩書畫的民俗宗教醫療—以

正宗書畫社李世培為例 
范淑玲 輔仁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李世偉 花蓮師大民間文學所

所長 

 《列子》對於宇宙暨人生問題的

思索 
陳平坤 台大哲學所博士

生 
夏春梅 輔大中文系講師 

 稻江八將之探源 鍾秀雋 輔仁大學宗教學

系碩士生 
林美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研究員 

 保生大帝神像造型研究—以台

灣木雕神像為主 
姚伯勳 北藝大建築與古

蹟保存研究所碩

士生 

林美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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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屆/ 
2005 

《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的感

應思想  
陳平坤 台大哲學所博士

生 
林明照 國科會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正一派道法二門基隆廣遠

壇源流初探  
林秋梅 輔大宗教學系宗

教所在職專班碩

士 

謝聰輝 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論《莊子》中的「形殘人物」 高君和 台大哲學所碩士 陳平坤 台大哲學所博士生 

 試論道家道教思想對李白山水

詩歌創作藝術的啟發  
陳敏祥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俞琰《易外別傳》的道教易學

初探 
謝綉治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道教全真音樂在台灣的移植與

傳承──以南投「慈聖宮」為

例  

鄭義潔 文化大學音樂研

究所碩士 
李秀琴 北藝大傳統音樂系助

理教授 

 傳說、誥語與傳記：三茅君在

上清經派的重新登場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

生 
許洋主 如實佛學研究室 

 張伯端《玉青金笥青華秘文金

寶內煉丹訣》火候理論之研究 
簡秀寰 玄奘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教授 

 張伯端 丹法步驟之研究  李興華 玄奘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教授 

 王弼思想中『性』之特質析論 許瑞娟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陳佩君 台大哲學所博士生 

 高景逸性善論闡微  朱湘鈺 師大國文所博士

生 
蔡龍九 台大哲學所博士生 

 莊荀「化」觀比較研究  陳佩君 台大哲學所博士

生 
邸彥 輔大哲學所博士生 

 澎湖法教安六獸科儀之探討 劉俊廷 台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吳永猛 空中大學名譽教授 

9 屆/ 
2006 

唐代道士張果的煉養思想 謝政達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鐘離權的仙觀思想──以《鐘

呂傳道集》和《靈寶畢法》為

例 

吳衍慶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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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尸﹑避穀﹑守庚申──以「除

三尸」為開展論道教中之體內

環保思想 

邱偉雲 高師大國文所碩

士生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全真道的疾病觀──以丘處

機﹑王處一為探討中心 
劉韋廷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許洋主 如實佛學研究室 

 澎湖小法儀式初探──以造橋

過限為例 
戴嘉琦 真理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屏東地區迎王祭典初探──以

癸末科南州迎王為主軸 
王俊凱 台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

「修丹與天地造化同」的時空意

義和「元氣」思想 

陳司直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教授 

 澎湖小法造橋過限儀式音樂分

析 
林易嫻 台灣藝術大學表

演藝術研究所碩

士生 

吳永猛 空大名譽教授 

 高濂《遵生八箋》的養生思想 曾莉莉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教授 

 道教風水──皇帝宅經之探究 謝耀德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張超然 政治大學中研所博士

生 

 張伯端之性命論與三教合一思

想 
陳逸根 成大中文所博士

生 
莊宏誼 輔大宗教系教授 

 方隅空間：澎湖法教儀式中之

運用 
劉俊廷 台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吳永猛 空中大學名譽教授 

 清末民初趙避塵（1860-1942）
生平及其法脈 

張華英 輔大宗教所碩士

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10 屆/ 
2007 

陶素耜《周易參同契脈望》探

析 
張國華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道教女仙思想初探──以《仙

媛記事》為例 
賴思妤 暨南大學中文所

碩士生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魁星信仰的歷史辯證 鄭麗君 文化大學歷所碩

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讀《太平經》札記──論〈分

別貧富法〉與〈一男二女法〉

中的易學思想 

洪梅珍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張超然 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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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易場論」啟發訊息系統之

建構──淺談「氣」的形上原

理 

林裕倉 輔大哲學所博士

生 
林金泉 成大中文系教授 

 周敦頤詩歌意蘊探述 陳敏祥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王頌梅 高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鐘離權修行思想之初探——以

《鐘呂傳道集》為主的討論 
林昱辰 玄奘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張超然 政大中文所博士生 

 明代宋濂〈河圖洛書說〉淺探 程麗娜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管子》一書開展之養生思想探

析 
喬家駿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黃偉倫 高師大國文系助理教

授 

 華人神靈、宇宙觀，及其建構

模式——論淡水無極天元宮的

神靈界系譜與「人－神」關係

變奏 

李峰銘 政大民族所博士

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林口竹林山觀音寺十八手觀音

佛祖輪值祭祀區之歷史演變 
蔡武晃 台科大學工業管

理系博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11 屆/ 
2008 

XX 姑娘仔的幽冥變身──一

種詩學民族誌的分析 
李峰銘 政大民族所博士

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列子》生命美學的思想 蘇慧萍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劉昌佳 高師大國文系助理教

授 

 《仙媛紀事》的成書及撰錄者楊

爾曾 
賴思妤 暨南大學中文所

碩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論《老子河上公注》「存神」之

道 
陳慧娟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成仙之「相」──骨相與道教

命運觀的關連 
李家愷 政大宗教所碩士

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道教《血湖經》中的女性觀之

初探 
劉利貞 政大宗教所碩士

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梁朝懺儀的宗教與社會意義—

公／私領域的考察 
李建弘 政大宗教所博士

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宜蘭羅東勉民堂建築藝術之美 塗婉琪 台北大學民俗藝

術研究所碩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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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女冠詩之淺析 陳子梅 高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林惠美 高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司馬承禎生平考述 林庭宇 台師大國文所博

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助理教授 

 當代台灣扶鸞儀式變遷及其因

素之分析—以獅山勸化堂、宜

蘭新民堂及台中玄門真宗為例

劉智豪 真理大學宗教所

碩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12 屆/ 
2009 

周濂溪《易》學思想再探 姜龍翔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林文欽 高師大國文系教授 

 阿尾奢法與唐代巫覡──

以問事為核心 
李建弘 政大宗教所博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與日

本》的道教觀析論 
陳威瑨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助理教授 

 祠神的轉化與信仰的形塑 蔡竺君 政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副教授 

 《度人經》「黍珠」意象內涵

析論 
沈明謙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助理教授 

 關於“Mo-sin-a”(魔神仔)一
詞 

李家愷 政大宗教所碩

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勅水禁壇」科儀的思想意涵 林庭宇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頹廢與縱欲─論列子與伊

比鳩魯學說被扭曲之因 
徐震宇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劉昌佳 高師大國文系助理

教授 

 黃九祖與《皇極金丹》兩種

明刊本探析 
李昭慧 台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試論李道純丹道思想特色 丁孝明 中山大學中文

所博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女仙傳記中「仙媛」概念之

建立 
賴思妤 暨南大學中文

所碩士 
陳敏祥 高師大國文所博士 

13 屆/ 
2010 

論《莊子》形殘人物書寫對生

命教育的啟發 
戴碧燕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劉昌佳 高師大國文系助理教

授 

 王弼玄學思想中儒道融合

之哲學闡釋 
陳郁環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賴美惠 崑山科大通識中心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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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君信仰現況與典籍形

象差異研究─以台南、高雄

地區廟宇為主要考察對象 

許敦廸 高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傳記、儀式與形象—以《道

法會元》中的鄧元帥為觀察

核心 

蔡竺君 政大宗教所碩

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道教造像中凭几的使用及其

源流初探 
汪檍 北藝大美術史

研究所碩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助理教授 

 遼陳國公主墓出土高翅冠

上尊像研究 
謝淑妃 北藝大美術史

研究所碩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助理教授 

 步向人神共融之途—略述

王玄覽道性與艾克哈神性

思想相似處 

周文婷 輔仁大學宗教

所碩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道教義樞》「法身義」析論 沈明謙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陳平坤 法鼓大學人生學院

助理研究員 

 《搜神記》中關於道教方術

之探析 
陳世昀 政大中文所碩

士生 
李麗涼 真理大學宗教系兼任

助理教授 

 六朝至唐代時期道經中「救

苦天尊」的信仰 
葉聰霈 輔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台灣三十六官將圖像考

論—以府城三大家為主的

討論 

高振宏 政大中文所博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14 屆/ 
2011 

《周易》〈泰〉卦之養生思想

探析 
莊哲彥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賴美惠 崑山科大通識中心

副教授 

 宋元時期「太極煉度」初探

─以《太極祭鍊內法》為主

的考察 

葉聰霈 輔大宗教所碩

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宋代道教驅邪法式─以天

心正法與雷法為例  
蔡竺君 政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道教馬趙關溫四大元帥探

考 
高振宏 政大中文所博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王充思想的荀學脈絡─以

天道觀、天人觀為考察中心

陳芝豪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劉昌佳 高師大國文系助理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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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神仔」是什麼？─討論

幾種民間的說法 
李家愷 政大宗研所碩

士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日本注連繩的淵源及其思

想意涵考述 
吳元禎 台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陳敏祥 醒吾技術學院通識

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新竹市的幽冥信仰 江怡葳 政大宗教所碩

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趙孟頫書畫藝術與道教關

係初探 
楊庭頤 北藝大美術所

碩士生 
陳敏祥 醒吾技術學院通識中

心兼任助理教授 

 《道教義樞》〈有無義〉探

析 
廖雅慧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許洋主 如實佛學研究室 

 「《玉皇經》模仿佛傳」說法辯

駁：以出世神話為主的比較考

察 

周謝宏

 

政大中文所碩士

生 
許洋主 如實佛學研究室 

 道教中派對《艮卦》的詮解 邱信忠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張國華 高師大國文系兼任

助理教授 

15 屆/ 
2012 

六朝至唐朝洞穴游仙小說

研究 
曾柏彰 高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陳敏祥 醒吾科大通識中心

兼任助理教授 

 從〈杜蘭香〉四種版本探討

道教女性與倫理問題 
方韻慈 臺大中文所博

士生 
許洋主 如實佛學研究室 

 明華園《韓湘子》仙道思想

研究 
洪靖婷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陳敏祥 醒吾科大通識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一秤金」考：從道經到小

說的流傳演變及其歷史意

義 

吳依凡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副教授 

 婁近垣及其《清微黃籙大齋

科儀》初探 
楊士霈 輔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副教授 

 《老子中經》神話的發展與

相關教團、經教體系管窺 
陳榮子 輔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台灣鬼話的研究─重要

性、取徑、材料 
李家愷 政大宗教所碩

士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授 

 新竹靈寶道壇初探──以

靈真壇為例 
吳政樺 玄奘大學宗教

所碩士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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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中「虎煞」觀念之析論 謝政修 台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

授 

 《太上感應篇》與《文昌帝

君陰騭文》思想評議 
葉秀娥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陳敏祥 醒吾科大通識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媽祖信仰探析──以東港

朝隆宮、朝隆聖堂為例 
孔志明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16 屆/ 
2013 

Discourse, Politics, Tourism, and 
Identity: Cross-Strait Lord Chi 
Inspection Tour 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費 昭 政大宗教所碩

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

授 

 修與報──《梓潼帝君化

書》中封神意涵結構初探 
謝政修 台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副教授 

 《八宅明鏡》思想之探討  洪儷倩 政大宗教所博

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

授 

 失序與正序：以宇宙圖式的

觀點論玄女戰勝之機  
簡汝恩 台師大國文所

碩士生 
謝世維 政大宗教所副教授 

 變化莫測－析論八仙人物

法術的圖像表現 
楊庭頤 北藝大美術所

碩士生 
張超然 輔大宗教系助理教

授 

 王嘉《拾遺記》的仙道思想

研究  
黃靖芬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陳敏祥 醒吾科大通識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臨水夫人於《易經》「坤」

卦之「柔」道體現 
周筱葳 高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陳敏祥 醒吾科大通識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抱朴子內篇》的倫理思想 康自強 台師大國文所

博士生 
陳敏祥 醒吾科大通識中心兼

任助理教授 

 國家度牒與出家道士 楊士霈 輔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唐宋元道教儀式中的天醫

初探  
吳瑞明 輔大宗教所碩

士生 
謝聰輝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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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歷屆主辦時地與論文篇數表 

屆次 時  間 地  點 主∕協辦單位 
日數∕

單篇研

討時間

論文

總數

道教

篇數

佛教

篇數

他類 
篇數 

1 1997/ 

7.28-30 

國家圖書館國

際會議廳 
（台北市） 

高雄道德院、 
漢學研究中心、 
如實佛學研究室 

3 日∕ 
50 分鐘

19 11 8  

2 1998/ 

12.4-6 

清華大學台北

辦事處月涵堂

（台北市）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3 日∕ 
60 分鐘

20 11 9  

3 1999/ 

11.26-28 

清華大學台北

辦事處月涵堂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3 日∕ 
60 分鐘

19 11 7 1（一貫道） 

4 2000/ 

12.2-3 

清華大學台北

辦事處月涵堂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2 日∕ 

70 分鐘

13 7 6  

5 2002/ 

12.22-24 

清華大學台北

辦事處月涵堂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3 日∕ 

60 分鐘

18 9 9  

6 2003/ 

12.19-21 

文山教育基金

會（台北縣新

店市） 

高雄道德院、 
文山教育基金會、

如實佛學研究室 

3 日∕ 

60 分鐘

23 15 7 1（中華天地

正教） 

7 2004/ 

12.3-5 

文山教育基金

會 
高雄道德院、 
文山教育基金會、

如實佛學研究室 

3 日∕ 

60 分鐘

20 10 9 1（哲學） 

8 2005/ 

11.19-21 

文山教育基金

會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文山教育基金會 

3 日∕ 

60 分鐘

23 11 11 1（哲學） 

9 2006/ 

11.25-26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文山教育基金會 

2 日∕ 

60 分鐘

16 13 3  

10 2007/ 

11.17-18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如實

佛學研究室主辦

∕文山教育基金

會、高雄師範大學

協辦 

2 日∕ 

60 分鐘

16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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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8/ 

11.1-2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高雄師範大學 

2 日∕ 

60 分鐘

16 11 5  

12 2009/ 

11.21-22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高雄師範大學 

2 日∕ 

60 分鐘

16 11 5  

13 2010/ 

11.13-14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高雄師範大學 

2 日∕ 

60 分鐘

16 11 5  

14 2011/ 

12.24-25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高雄師範大學 

2 日∕ 

60 分鐘

16 12 4  

15 2012/ 

11.24-25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高雄師範大學 

2 日∕ 

60 分鐘

16 11 5  

16 2013/ 

12.14-15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高雄師範大學 

2 日∕ 

60 分鐘

16 10 6  

※第 1-16 屆共計 283 篇論文，道教相關論文 175 篇，佛教相關論文 104 篇，其他 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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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高雄道德院道教教育/學術研討會相關照片 

  

高雄道德院住持 翁太明大宗師 郭藏應道師 

  

 
高雄道德院 

 
如實佛學研究室 許洋主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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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修真道學院」招生簡章（1988） 第一屆「修真道學院」結業典禮（1989） 

  

  

「道學研習班」招生簡章（1991） 「道學研習班」結業典禮團體照（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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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宣講師培訓班」上台報告輪流表（1997） 翁太明住持在「道教宣講師培訓班」講課 

  

  

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地點 第一屆「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1997） 

  

  

第三屆「道家道教養生學術研討會」（2010） 2012 宗教生命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 
—丹道實踐與人文、科技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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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道教經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儒道教化對青年品格素養之提昇國際研討會 

  

 

「九天玄女聖姆信仰文化專題學術研討會」

海報（2011） 
2006 道教太乙真蓮宗第十九屆皈依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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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Kaohsiung’s 
Cloister of the Dao and Its Virtues（Gaoxiong 

Daodeyuan 高雄道德院）to Push Forward Taiwan’s 
Daoist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Chen, Min-Hsiang* 
 

Abstract 

Early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Daoist temples in Taiwan gave precedence to 
conducting various ritual assemblies（fahui 法會）, religious rites, or philanthropic 
relief, and very rarely came in contact or interacted with academic circles, let alone 
host academic conferences. Kaohsiung’s Cloister of the Dao and Its Virtues is a 
Daoist temple that stresses propagating the Dao and spreading its teachings
（chuandao bujiao 傳道佈教）. Thus, beginning in the 1990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irector Weng Taiming（翁太明）, the temple has continued to push forward 
Daoist educ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they have cultivated proselytizers within their 
teaching circle to spread the Dao. In addition, the organiz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hosting（or assisting）academic conferences on Daoism all year round, subsidizing 
conference expenses. Of all the various conferences sponsored by the temple, the 
most distinguished is the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Reform of the Spirit（Zongjiao 

yu xinling gaige yantaohui 宗教與心靈改革研討會）. From 1997 to 2013, they 
held the conference on sixteen occasions, chiefly to encourage the presentation of 
Daoist research papers by master’s and doctoral students. At present, a number of 
Taiwan’s new generation of Daoist scholars have already learned through experience 
and developed at this conference. In examining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templ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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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divides the discussion in three sections: Daoist education, the various 
academic events [the temple] has hosted or supporte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Reform of the Spirit. The article attends to untangling 
matters regarding Director Weng Taiming’s reasons, targets, goals, and methods in 
initiating [the various activities], while it also analyzes [the activitie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Moreov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emple’s related 
contributions to aspects of Taiwan’s Daoist education and Daoist research, given the 
temple’s promotion of Daoist education and their year-rou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directing academic conferences on Daoism,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academia’s 
response and related asp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study of Daoism.  

 

Keywords: Gaoxiong Daodeyuan, Director Weng Taiming, Daoist education, 
Research on Daoism, Conference on Religion and Reform of the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