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入圣域 ： 虔信徒培养机制之研究

卢 云峰
＊

摘 要 在讨论 宗教委 身 时 ，

已 有文 献非 常 强 调二元 对立 ：

“

成 员
－

非 成 员
”

、

“

严格 －

自 由
”

以 及
“

组织作 为 ＿ 个人选择
”

。

通过讨论 台 湾 地区
一贯道培养虔信徒的机制 安排 ， 本文 则 发现这

些对 立在华人社会 并 不 明 显 。
一 贯道在 塑 造虔信徒 时 手段灵活

，

强调
“

渐进性严格
”

。 因 为
一 贯道大部 分成 员 是 民 间 宗教 的信仰

者
， 所 以他们 非 常注 重灵验和现世的 福报 ，

也容 易被其他 宗 教吸

引 。 为 了培养虔诚的信徒 ，

一贯道举 办各种 不 同 类 型 的研 究班和

法会 。 绵 密 的 宗教参与 强化 了 信仰 ，
也培养 出 新 的 生 活取 向和 习

性 。 同 时 ， 每参加一 个研究班 ，
成 员 需要立 一 个 愿 。 在

“

愿
”

的

带领下 ， 新成 员
一

步 步转变成虔信徒 。

关键词 宗教委身 渐进性严 格

前天后 学不是去看望 了 一 位坤道吗 ？ 她得 了 癌 么
，
就让她的 两 个

女儿去波人 来把功 德 回 飨给她 。 那 两 个女 儿 也真厉 害 ， 在
一 个 星 期

内 ，
到 处打 电话找朋 友 ，

然后 又让朋友找朋 友 ， 在一 个星 期 内 渡 了 一

百 多 人来求道 。 但求过道之后 真正 能 留 下 来 办道的 人 不 多 啊。 那位妈

妈 问她们 怎样去成全这一 百 多人 。 这 两姐妹也不 知道啊 ， 然后就让我

过去 。 我一进屋那 个 ，

】
、 一 点 的就过来抱 住我很着 急 地说 ：

“

要我渡人

我也渡 了 ， 我现在该 怎 么 办 ？

”

我 只 好安 慰她 ， 考 虑 为 她们 专 门 开一

个研 究班 。

＊ 卢云峰博士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 师 。 本文原 文为英 文 ， 译 者史伟 伟 ， 香港科 技大学硕 士

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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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番话的 Ｌ 女士是一贯道基础组 的虔信徒 。 如她所述 ，

一贯道在台

湾的 一切活动都紧紧扣联着两个 主题 ： 渡人与成全 。 与 中 国 传统佛教和道

教疏于传教 不 同 ，

一

贯 道有
一

整 套招 募 成员 和 把新成 员 训 练 成虔 信徒

（ ｃ ｏｍｍ ｉｔｔｅｄｂｅ ｌｉｅ ｖ ｅｒｓ ） 的机制 。
Ｌ 就是这套虔信徒生产机制 的产物 。

一贯道

称其成员为道亲 ，
Ｌ 的父母就是虔诚 的道 亲 。 在父母 的安排下 ，

Ｌ 从小便

参与
一

贯道 的各种活动 。 刚开始是儿童读经班 ， 中学 阶段是青年班 ，
上大

学后 Ｌ 就 自 然成为学界班的
一员 。 绵密的宗教参与让 Ｌ 成为

一位非 常热忱

．

的道亲 。 从辅仁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 ， 她追随父 亲 的脚步 ， 成 为不支薪

的传教者 ，
负责处理学界班的事宜 。 经过长达二 十几年的熏陶 ，

一

个虔诚

的道亲就这样被打造 出来 了 。

一贯道的招募策略和训练机制镶嵌在台湾多神信仰 的社会情境 中 。 本

文拟用
“

委身
”

（ ｃ ｏｍｍ ｉｔｍ ｅｎｔ
） 的 概念来讨论华人社会 中虔信徒 的社会建

构过程 。 已有研究宗教委 身的文献主要针对
一

神教 ， 强调成员 资格 、 排他

性 （
ｅｘｃｌｕ ｓｉ ｖｉ ｔ

ｙ ） 和制度性严格 （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 ｉｃ ｔｎｅ ｓｓ

） 能提高信众 的委 身

程度 （
Ｋｅ ｌ ｌｅｙ ，１９ ７２

；Ｒｕｄｙ
＆ Ｇｒｅｉ

ｌ
，１ ９８７

；
Ｉ ａｎｎａｃ ｃｏｎｅ

，

１ ９９４
） 。 至于多神教

的社会环境 中 的 宗教 委身则 很少被研究 。 在 中 国 ， 宗教彼 此之 间并不互

斥 ， 信众同时崇拜多神或多教非 常普遍 ， 他们很难对某一个宗教建立起忠

诚 的关系 。 在这样的情形下 ， 宗教委身不被重视。 本文将把 目 光转向 多神

信仰共存 的华人社会 ， 探讨一贯道如 何通过具体 的组织作为 来塑造虔诚 的

道亲 。

本文所利用 的材料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２ 年 ９￣１ ２ 月 在台湾的实地调查 。 在

此期 间 ， 笔者拜访了一贯道主要 的组线和佛堂 ， 参加他们 的活动并对 ４２ 位

成员 进行了深度访谈 。 在结构上 ， 本文分成五部分 。 第一节描述一贯道的

成员构成 ， 接下来三 节将讨论一 贯道训 练虔信徒 的三项机制安排 ： 研究

班
、
法会和

“

许愿 － 还愿
”

实践 。 最后一－部分将 回到理论
， 分析

一贯道的

种种组织行为对 已有理论的启 示 。

信仰变迁 ： 从民间宗教 （
ｆｏｌｋ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到一贯道

大多数一贯道的道亲原本属于民 间信仰者 。 这不仅仅是我从 田 野工作

中得到的 印象 ， 也可 以从一些定量的数据中得到 印证 。
１ ９９４ 年台 湾社会变

迁调査的结果显 示 ， 在 １ ６８２ 位 受访人 中 ， 有 ４９ 位是一贯道道 亲 （见 表

１ ） 。 他们 中 的 ４３ 位属 于改宗 （ ｃ ｏｎ ｖｅ ｒｓｉｏｎ ） 而来 ， 其 中 １ ３ 位来 自 民 间信

仰 ，

１ ２ 位 自 认为 以前是佛教徒 ，

１ ３ 位原本无宗教信仰 （ 见表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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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９９４ 年台 湾改宗情况的抽样 调查

宗教信徒人数改宗的 人数宗教信徒人数改宗的人数

佛 教７ １ ７ １６４基 督 教９９５ ７

道 教
‘

１ ６９ １ ８无宗教信仰２４２２７

民间宗教５７ ７４５其 他８５

一 贯 道４９４３

合计 １ ８６２３ ６０

伊斯兰教１丨 １ ｜ ｜




资料来源 ：
台 湾社会变迁调査数据库 ；

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表 ２ 改宗到
一

贯道的 原倍仰状况

目 前 的


原信仰
信 仰 佛教 道教 民 间宗教

一贯道 伊斯 兰教 基督教 无信仰 其他 合计

一

贯道１ ２２ １ ３００３ １ ３０４３

资料来源 ： 台湾社会变迁调査数据 库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

需要指 出 的是 ， 在华人社会 中 ， 自 我认定 （
ｓｅ ｌｆ

－ ｄｅｆｉｎｅｄ ） 佛教徒和无

宗教信仰者还需要做进
一步的分析 。 有研究显示 ，

台湾 ７０％ 以上 自我认定

的佛教徒并没有举行正式的 皈依仪式 ， 因此他们事实上是民 间信仰的追随

者 （瞿海源 ，
１９９７

：２４ １ ） 。 有趣 的是 ， 上文提到 的那 １ ２ 位 自 认为 曾 经是

佛教徒的被访者都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皈依佛教的仪式 。 至于那些无宗教信

仰者 ，
张茂桂和林本炫 （ １９９２

： １ ０２ ） 发现其中 ８７％ 的人事实上信神或拜

神 ， 只有 ６ ． ３％ 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 这意味着在华人社会大多

数 自 我认定的佛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实际上属于民间信仰 的实践者 。 基于

这样的理解 ， 我们可 以认为
一贯道的道亲主要是从民间信仰者转化而来 。

中 国 民 间 信 仰 的追随者非常强 调灵验 （ 】＜＾
＜
１８ １

７
，

１ ９７２
；
１〇 １￡

，

１ ９７４
；

Ｓａｎ
ｇ
ｒｅｎ

， １９８７
；
Ｗｅ ｌｌｅ ｒ

，１ ９８７
） 。 他们在平时冷落神灵 ，

遇到难题才临时抱

佛脚 ， 向神灵求助 ， 并许个愿 。 如果仙佛满足了 他们的愿望 ， 那么 他们就

会飨之以美食 、 香火 、 戏剧甚至是重塑金身或庙宇 。 反之 ， 如果神灵没能

帮上忙 ， 那 么他们也用不着还愿 ，
而是转拜其他 的神 。 简言之 ， 为 了得到

实际的利益 ， 民 间 信仰者通常与某些特定 的 神灵建立
一

种 临时 的交换关

系 。

因 为 民间信仰者不重视宗教身份 ， 而且对所有的宗教和神灵都持
一

种

开放的态度 ， 所以
一

贯道要渡他们并不是
一

件难事 。 但这些人同时也很容

易 被其他宗教团体招募 。 如韩书瑞所说 ， 在 中 国 ，

一个人改变 自 己 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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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 实在是太普遍 了 ，

“

很多人从
一个教派到 另 一个教派 ， 今天试 这个明

天试那个 ， 总是在寻找
‘

最好
’

的宗教
”

（
Ｎａｑｕｉｎ

，
１ ９７６

：
３７

） 。 事实上 ，

一个人同时参加多个宗教 团体的 活动也不鲜见 。
一贯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注

重灵验和功利 的民 间信仰者留住并培养成虔信徒 ？

一贯道用
“

成全
”
一词来概括培养虔信徒的过程 ，

意 即支持与鼓励道

亲修道 。 成全包括种种机制 安排 ： 研究班 、 法会和立愿 。 通过这些机制 ，

新进道亲可以逐步成为忠实的信徒 。 让我们先来 看看研究班 。

研究班 ： 再教育与
“

我们感
”

在 《制造穆尼教徒 》

一

书中 ， 艾琳
？ 巴克 （ Ｂａｒｋｅ ｒ

，１９９４
：９４

） 发现
“

在改宗 （到统
一教 ） 的 过程中 ， 潜在的信徒会经历若干阶段＇

一贯道也

如此 。 通常情况下 ， 传教者先邀请人 到家里来
“

拜拜
”

； 接下来 是说服他

们参加家庭佛堂初
一

、
十五的礼拜 与听道 ，

这种家庭聚会也被称 为
“

普通

研究班
”

， 其特点是形式活泼 。 传教者利用情节鲜活的 宗教小故 事切入义

理 ， 避免抽象干涩的原则性训诲 。 如果参加者对这些 内 容显露 出兴趣
， 那

么就可以给他们办理传道仪式 。 举行过点道仪式就算是正式 的道亲了 ， 但

这还 只是
一个漫长 过程 的 开始 。 等待新进道亲 的 将是绵 密而繁多 的研究

班 。

一贯道的研究班种类很多 ， 按年龄分有儿童班 、 青年班和大专班 ；
按

身份分有堂主班 、 妇德班 、 清 口班等 ；
按修道进阶有初级班 、 中级班 与高

级班 。 在发
一灵隐组 ， 新求道 的道亲先是被鼓励参加 明德班 。 这种班 每周

一次
， 共持续五个月 。 接着鼓励参加新 民班 ， 然后是 至善班 、 宣德班 ，

最

后是经典班 （ 如表 ３ 所示 ） 。 就 内容而言 ， 新 民班 比较简单 ， 介绍一下一

贯道 的宗旨和历史 。 之后的一些班会研读一＿些一贯道 自 己印 刷的善书或其

他宣教小册子 。 随着程度的加深 ，
研究班 的难度也变大 ， 到经典班这

一层

次时
， 参加者必须选读儒 、

道 、 佛 、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 ２０ 种经典 。

在谈 到 台 湾
一 贯 道 的 教 育 活 动 时 ，

焦 大 卫 和 欧 大 年 （ Ｊｏｒｄａｎ＆

Ｏｖｅｒｍ
ｙ
ｅｒ

，
１９８ ６

：２ ３７ ） 有这样的评论 ．

？

“
一贯道在为其成 员 提供教育方 面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 可能仅次于公共教育体 系 ； 事实上 ， 几乎一贯道所有

的聚会都用来学习 或评论善书 ， 而不是用来拜神 。

”

焦大卫和 欧大年的 田野完成于 ２〇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 但他们的见解今天

依然有效 。 的确 ， 台湾的
一

贯道为劳工阶层以 及受教育较少的成员提供 了

亲近 中 国传统文化的通道 。 在做 田 野期 间 ， 我 曾在高雄县一个正在建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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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发
一

灵 隐 的研究班

名 称时 间参加者人数

１ ． 普通班没限制不详

２ ． 明德班５ 个 月 ，每周一次 ，晚上 ７
：
３０

－

９ ： ３ ０ ．约 ３０００ 人 ，分成 ４２ 组

３ ． 新 民班５ 个 月 ，每周一次 ， 晚上 ７
：
３０

－

９ ： ３０ ．约 ２０００ 人 ， 分成 ４０ 组

４ ． 至善班５ 个月 ，每周一次 ，晚上 ７ ： ３０
￣

９ ：３０不详

５ ． 宣德班５ 个 月 ，每周一次 ， 晚上 ７
： ３０

－

９
：
３０ ．不详

６ ． 经典班
（

一

）１ 年 ，每周一次 ，晚上 ７
：
３０

￣

９ ： ３０ ．约 ＩＭＯ 人 ，分成 １ ２ 组

７ ． 经典班 （
二

）



２ 年 ，每周一次 ， 晚上 ７
： ３ ０ 

－

９ ： ３０ ．



约 ８００ 人 ， 分成 ７ 组

资料来源 ： 林荣泽 ，
１ ９９２ ：１ ６２ 。

一贯道大庙小住几天 ， 与
一贯道宝光组的道亲 同吃 、

同住 、 同劳动 。 我具体

的职责是植树 。 跟我一起劳动的 Ｚ 先生是
一

位老道亲 ， 生 于 １９５５ 年 ， 只上

过几年小学 ，
１ ９７６ 年在菲律宾务工时加人一贯道 。

Ｚ —看便是长期在野外劳作

的人 ： 黝黑的脸 、 峻深的皱纹和粗糖的手 。 在劳动过程中 ，
Ｚ
—

直锲而不舍地

渡我求道 。 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宗教故事 ， 比如 目 莲救母 、 六祖悟道等等 。

有时候他还能引用 《心经 》 和 《六祖坛经》 的一些原话 。 提醒
一下 ，

Ｚ 只上过

几年小学 ， 但他看起来对中 国传统文化有
一

定程度的了解 。 这让我很惊讶 。

在后来的交谈中我 了解到 ， 他所有 的知识来 自 于宝光建德组所办 的研

究班 。 Ｚ 告诉我 ， 他从小就喜欢听故事 ，
而参加研究班就可 以听到很多故

事 ，
所以他很乐意参加 。 但听故事也得有所准备 。 每次参班之前 ， 他必须

先借助字典阅读讲师派发的文字材料 。 作为一贯道佛堂堂主 ，

Ｚ 先生还必

须定期拜访新成员 。 在家访的过程 中 ， 他还需要把新学到 的故事和知识讲

给新进道亲听 。 为 了讲得精彩 ，
他还必须阅读更 多 的材料和典籍 。 正是因

为这些历练 ，
Ｚ 先生不仅熟知

一贯道的教义也掌握 了部分中华传统经典 。

另 一位让我印象深刻 的被访人是基础组的 Ｊ 先生 。 对于 自 己 在年少时

的愚钝 ，
Ｊ 先生毫不讳言 。

“

后学小时候比较愚钝 ， 经常受小伙伴欺负
”

，
Ｊ

告诉我 ，

“

他们怂恿我往粪坑里扔石头 ， 结果我浑身溅粪 。 他们都笑着跑

开了
，
留下我一个人哇哇哭 。

”

不仅同辈群体取笑他 ，
Ｊ 的父母也认为他不

开窍 。 上 了三年小学后他就只好辍学 。 １ ９７ １ 年在他 １ ９ 岁 那年 ， Ｊ 在姐姐 的

介绍下成为一贯道基础组的一员 。 从那时起
，
他开始参加基础组举办的各

种研究班 。
一开始他并不太理解讲师所授内 容 ， 但他还是兴趣盎 然 ，

坚持

参班 。 渐渐地 ， 他 开始 开窍 ， 人也变得聪 明 了 。 后来他 在工作上非常 出

色 ，
成 为部门经理 。 在基础组

， 现在他也是一位受道亲欢迎 的讲师 ，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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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 《道德经 》 。

上述个案显示 ，
研 习中 国传统文化不仅能吸 引受教育较少的人加人

一

贯道
， 也可以把他们的心智接引到传统 的精神世界 ，

改变他们的生活 。 但

是 ，
研究班 的 功 用 远不 止 这些 。 它 还具 有

“

交流 的 功能
”

（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ｏｎ

ｆｕｎ ｃｔ ｉｏｎ ） ， 从而提高参与者的委身程度 。

“

因为 无论 目 的何在 ， 聚会可以把

群体的集体属性凸现出 来 ， 强化群体 的存在
”

（
Ｋａｎ ｔｅｒ

，

１ ９７２
：
９９ ） 。 例行

的群内 联系 有 助于粘 合 成员 ，
对 于改 宗 的 人 来说尤 其重 要 （ Ｌｏｆｌａｎ ｄ ＆

Ｓ ｔａｒｋ
， １ ９６５

） 。 密集地参加研究班可 以让教派成员 彼此之间 持续地交往 和

频繁地互动 。 这种互动一方面让
一贯道成为

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群体 ，
另一

方面也可 以 让参加者产生更强的归属感和
“

我们感
”

（
ｗｅ

－

ｆｅｅｌ ｉｎｇ ） 。 通过举

办研究班 ，

一贯道成功地构建 了
一

个招募和教育成员 的 机制 。 我们 即将论

述 ， 这种机制安排是与其他组织作为相辅相成的 。

法会 ： 严格成就信仰

在上文 中我们 已经提到 ，

一贯道举办 的各种研究班需要成员 长期 的例

行参与 ，
比如 新民班历时五个 月

，
而经典班则长达几年 。 对于一些工作 比

较繁忙的人来说 ， 长时间参与这些 活动很困难 。 针对这些道 亲 ，

一贯道有

另
一项制度安排 ：

法会 。 法会
一般集 中在周 末举行 ， 这就方便 了工作繁忙

的道亲参与 。
．

一贯道法会的缘起可 以追溯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的
“

炉会
”

。 １９３４ 年 ，

一贯道曾 举办非常严格的炉会训练传教者 。 那些被认为 能神灵 附体的
“

天

才
”

担当训练的重任 。 他们往往以神灵 的名义考验被训练者 ，
比如要求炉

会参与者喝酒 。 如果 喝 了 ， 则 被认 为违犯 了
一贯道 的佛规 礼节 ；

如果不

喝
， 则会被认为直接违 背 了 附体神 灵的 意志 。 总之

， 在这 种两难 的 情景

中
， 参与者动辄得咎 ， 无论如何做都会被惩罚 ，

包括鞭打 、
罚跪等等 （ 陆

仲伟 ，

１９９ ８
：
 １ ３７－ １ ５ ２

） 。 这些做法看似无理 ， 但是它成功地训练 出 了几

十位一贯道传教士 。 这些人的开荒办道直接成就了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一贯道

在 中国大陆的盛行 。

今天 的一贯道在举办法会的时候基本不使用灵媒 ， 但严格依 旧 。 作为

法会之一种
，
基础组举办的

“

青年干部训练班
”

可作为例证之
一

。 根据被

访者的描述
， 他们在参加之前完全不知道训练班的 内 容 。 在被带到

一个非

常偏僻 的佛堂后才发现原本非常和善的值星官 ， 即干训班负责人 ， 突然变得

很严格 ，
要求被训人绝对服从他 。

一位曾参加过干训班的被访人 Ｈ 告诉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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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星官会教你 一些礼节 ，
比如说

， 佛 堂的 一 些布 置 该怎 样摆 ， 水

果该 怎样洗 ， 拜垫 的 位置该 怎 么排 。 这些我 们从小 都会 ，
但他会很严

格 ，
还会故意 刁难你 。 本来 已 经是做得可 以 了

， 可是他就会把一 些瑕

疵挑 出 来 ， 骂 你 ，
说你 这个做得 不 好 ， 那 个 做得 不好 。 很恐 怖 就 对

了 。 值星官还会让你 做一 些 不 可思议 的 工作 ，
比如让 你 去找 １０ 只 蚂

蚁
，

５ 只 公的 ５ 只 母的 ；
还会让 你把黑拖鞋刷 成 白 的 。 还会有 一 个破

我相 ，
就是破 除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

让 你很低声 下 气 ， 很谦卑地去 传道 。

为 了 达到这个 目 的 ，
他们不能会要求你把地上 的 泥 涂在 脸上 。 平 时你

怎 么 可能愿 意 ， 但在 那个 时候 ， 你 非做 不 可 。 我抹 完 以后
， 我 当 时知

道平 常 不会这 个样子 ， 那是一 个考 验 ， 我 可 以做 到 。 只 要我把 它 完

成 ， 我还是我 自 己 。 那 ， 我把脸涂完 以 后
， 我 觉得 自 己 涂得很黑 ， 很

仔细
， 觉得应 该是可以 了

，
结 果我要站起 来的 时候拍 了 拍手 ， 值星 官

看 了 以 后就说
， 唉 ， 你 怎 么 可 以 拍 手 ， 我有说你 可 以 把手 弄 干 净吗 ？

因 为 这样子 ， 我 又有工作要做 。 以 前更过分 ，
让 你 穿 着奇装异服 ，

也

是脸涂得黑 黑 的
， 然 后 走到 山 下 去 买 一 颗 鸡 蛋 。 鸡 蛋都是论 斤 买 的

嘛 ，
没有 买 一颗 的 。 你 想 想 ，

一 个 穿 得乱七 八糟 的 人 来买
一

颗 鸡蛋 ，

会有 多 少异样 的眼光 ？ 那它就是 象征说 ，
如果你 到 国 外 去 开荒 办道的

话 ， 你可 能会接受很 多 异样的眼光 ， 你要学会去 处理这样的情 况 。

这样的训练与
一贯道所强调的

“

考
”

的观念息息相关 。 该教派认为 ，

在修道的过程中 ， 人必须经历考验 ， 无考不成器 。 考的 种类很多 ， 大致有

内考 （病 、 痛等 ） 、 外考 （来 自 亲朋好友 和邻居的 白眼和奚落 ） 、 官考 、 气

考 、 奇考 、 逆考 、 顺考 、 颠倒考和道考 。 总之 ， 考无处不在 ， 无 时不在 。

Ｈ 所提到 的干训班上种种不可思议的训练 内 容 ， 实际上就是根据考的观念

设计出来的 。 通过模拟的考验来训练成员往往能增强参加者 的信念 ， 甚至

成为他们人生的拐点 。 被访人 Ｂ 告诉我说
：

我 觉得我 弟弟参加干训班 以后
，
他整个 变 了

一 个人 。 以 前我很讨

厌他这小 弟 ，
被我爸爸妈妈 宠 坏 了 。 在 家里也什 么 都 不做 ， 不 洗碗 ，

不拖地 ，
统统 不做 。 我 就觉得他每天都打 电动 ， 然 而 自 从他参加 干训

班以后
，
他讲话做事都 不一样 了 。 参加道场 活动 积极 了

，

还有 那种承

担责任的 能 力 也不
一样 了 。 整个就 变 了 一 个人 。 然 后我就奇 怪 ，

唉
，

干训班 ．到底是什 么样一个地方 ？ 真 的
，
我 觉得 那是一 个 集体成长的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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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发现 ，
１ ９ 世纪美国 的

一些 比较成功的 乌托邦社 区都要求成

员做出一定的牺牲 ｂ
“
一旦成员 同意做出 牺牲 ，

”

坎特 （ Ｋａｎｔｅｒ
，１９７２ ：７８ ）

说 ，

“

他们 留下来继续参与 （乌托邦社区 ） 的动机就会增加 。

”
一贯道在法

会中施行的种种考验实 际上也是
一种牺牲 ，

它让参加者放弃 自 尊甚至要经

历
一

些模拟的痛苦和折磨 。 因为这些考验会 增强受训 者的信念 ，
所 以这些

人后来成为
一贯道的骨干成员就

一

点不奇怪 了 。

许愿 － 还愿 ．

？ 渐入圣域

与研究班和法会配套的另
一项机制是

“

许愿 － 还愿
”

。 许愿和还愿是

中 国民众最普遍的宗教行为模式 。

“

许愿就是给神灵说出 自 己 的一个愿望 ，

并立下誓言 ， 在愿望成真后会去祭拜该神灵并奉上祭品 。 还愿就是在实现

愿望后
，
如病愈 、 发财 ， 或生子

， 许愿人 为 了 对神表示感谢而进行的 祭

拜 。 人们往往会在第二年还愿 ， 同时为来年许 下
一

个新 的愿望
”

（ Ｙａｎ ｇ ，

１９６ １
：
８７ ） 。

一贯道改造了许愿 － 还愿实践并把它与研究班和法会配合使用 。 比如

在宝光组 ， 每次研究班结束时都会有
一

个
“

结班表 白
”

仪式 ， 参加者被
ｆ

求各 自勾选愿意做的事 ， 也即许愿 。 所许之愿被列在
一张表文上 ： 改脾￥

去毛病 、 佛堂帮办 、 重圣轻凡 、 渡人求道 、 清 口茹素 、 开设佛 堂 、 出 国开

荒等等 。 在三盏佛灯和大把香的熊熊焰光之下 ， 焚化 这张载有 班员 所许之

愿的表文 。 在愿的激励下 ， 新成员会
一步步提高投人程度 。

去毛病改脾气

去毛病改脾气是对道亲最基本的要求 ，
包括戒除吸 烟 、 喝酒 、 吃槟榔

和说脏话等坏习惯和骄傲 、 急躁等坏脾气。 传统 中 国 价值观也视这些不 良

习性为寇訾 ，
不过

一贯道则将它们与救赎 联系 在一起 。 该教 派的 神话认

为 ，
无生老母创造 了９６ 亿原灵 ，

然后把他们遣人东 土 。 这些原灵本性纯

洁 ， 但逐渐迷失在滚滚红尘 ， 沾染上很多不 良 习性 。 现在末劫将至 ， 老母

派弥勒佛接引 迷失本性的原灵返 回真空家乡 。 为了找 回本性 ， 去毛病改脾

气成为当务之急 。 经过这样的解释 ， 革除坏习性不仅是一项基本的 道德要

求 ， 更是事关拯救 ， 兹事体大 。

如何才能去毛病改脾气呢 ？ 两个字 ： 耐 心 。
一贯道认为 ， 脾气 毛病非

一

日所积 ， 也无法一 日 除之 。 道亲 应该时时用佛规礼节来 关照 自 己 的 言

行 ，
长期且持续地 自省其身 ；

必要时可以借助
一贯道的仪式 ， 尤其是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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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 关于这
一点 ， 杨 弘任 曾有 精彩的 描述 。 杨的 父亲原本脾气非常暴 躁 ，

但人道之后变得平和很多 。 父亲 的改变感动 了儿子 ， 不久杨也求 道 。 接下

来 的功课就是改脾气去毛病 。 他写道 ：

这期 间
， 我 的脾 气 毛病 的 改 除 状况 其 实 跟不 太上 不 断 听 到 的 义

理
，

也许是在 某 一 天上 午 第 一次把 《
六祖坛 经

》 完 完 整整地 读诵通

透 ， 然后 到 了 下 午就 不 由 自 主地 拿这套 自 以 为 比 较 高级 的说 法
“

检

验
”

其他道亲 与 父亲
， 然居 ： 又 引 发 了 言辞争端 ；

突 然
一警醒 ，

才发

现 自 己 一定会被 六祖嘲 笑 的 ， 竞 然拿 着 《坛 经 》 跟修行比 自 己 好的人

怒 气冲 冲地争论 。 然 后
，
几番心 理挣扎后

，
正 想 去找 父 亲跟他 道歉 ，

结果父 亲也正巧 从佛 堂走下楼 ， 我的 道歉还 没开 口
，

反而是父 亲先跟

我道歉 ，
说他 自 己 争论后很 气 ， 不 知不 觉走 到楼上佛 堂 ， 跪下 来开始

向老 中娘诉苦 、 叩首 ， 叩 着 叩 着 突然 觉得是 自 己脾 气不 好 ，
就转成 了

计悔 ，
再叩 几 百 叩首后 ，

气都消 了 。 （ 杨 弘任 ，

１ ９９９
：
９ ８

）

叩首是传统中 国社会祭拜祖先 的核心仪式。 但随着 现代性的展开 ，
很

多年轻人认为 叩首是威权社会的 产物 ， 因此对这种仪式心怀抵触 。 针对这

＃情形 ，

一贯道重新诠释了 叩首的 意义 。 郭明义 （
１９９ ７

：３５ ） 认为 叩 头并

非是崇拜权威 ，
而是礼敬修道有成 的仙佛神圣等历代修行人 。 他们修行时

也 曾遇到很多困难 ， 但最终克服 了这些困难 ， 修成正果 ，
所 以他们值得礼

拜 。 同 时 ， 跪下来叩 首也是降伏我慢心 、 骄傲心 的最佳法门 。 经过如此诠

释 ，
很多原本拒绝 叩首的人很欢喜地接受这一实践 。

民间宗教信仰者习惯从神灵那里索取即 时的 回报 ，
很少关照内 心 。 现

在
一

贯道要求成员 通过 自 我反省来革除旧 习 性 。 叩首和忏悔则让新进道亲

逐渐养成 自 我反省的新习性 。
一贯道的道德要求开始与道亲的 日 常行 为结

合起来 。

重圣轻凡

一贯道强调圣凡二分 ， 但并不把两 者对立 ，
主张

“

圣凡兼修
”

。 所有

的道亲都有义务 自筹经费传道渡人 ，
这是他们的

“

圣业
”

。 但一贯道并不

主张出 家修行 ，
而是注重家庭和世俗的责任 。 修行并不需要抛妻别 子 ， 隐

居深 山 。 相反 ，

一贯道鼓励成员 从事世俗 的职业 ， 即所谓
“

尽人事 、 达天

命
”

。 几乎所有道亲 ， 包括领导人和普通道亲 ， 都有俗业 。 对于道亲来说 ，

如何平衡圣凡非常重要 。
一位道亲曾有这样 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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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毕竟 是半 圣半 凡 ， 每 个人有他 的 子女 晚辈 、 人情世 事要处

理
， 不 可 以要求 到像公 司 、 军队那 样硬 ， 否 则 不 来修道还更快乐 。 修

道最好不要变成是压 力 。 但是要 了 解道 亲每个礼 拜七 天里 出 席 道场 的

状况 。 如果没有 出 来帮 办 而 只 是在 家里看 电视 ，
这样就 不好 。 这时就

要去做家庭访 问 了 。 但如果 确 实 他现在 经 济不 佳 ， 那就应 该 让他好好

去 处理 ，

“

第
一顾肚子 ， 第 二顾佛祖

”

。 像是跟人 家 的
“

会
”

还在筹不

出钱
，
这时就不 该 强求他再来道场 ，

否 则 以 后他 的子女都不敢 来修道

了 。 如果道亲 已 经是
“

清 口
”

的程度
，
虽 然暂 时 不要勉 强他 出 席 ， 但

是要持续 了 解他是不是继 续吃 素 。 总 归 一 句 ，
如果把 家庭 、 经济放得

“

散蓬蓬
”

，
这样说 自 己在修天道也会被人 家 笑 ， 怎 么 跟亲戚朋 友说修

道好呢 ？ （ 杨 弘任 ，
１９９７

：８０ ）

诚如所言 ， 在处理圣凡关系 时 ，

一贯道身段柔软但不失原则 。 它强调

在人生的不同 阶段应该有相应 的精力分配 。 在年轻需要挣钱养家糊 口 时 ，

人们可以圣三凡七 ； 随着俗世生活压力 的 降低 ， 逐渐可以把 比例调至半圣

半凡
；
当子女长大可 以 自 立时 ， 则 可 以圣七凡三 ， 甚至全圣不 凡 。 总之

，

一贯道强调重圣轻凡 ， 但不会要求成员 即刻斩断尘缘 、 出 家修行 。

渡人求道

功德的观念在中 国社会深入人心 。 很多 中 国人都相信业 障是疾病和痛

苦之源
；
积功德则可 以化解业 障 ， 消 除疾病 。

一贯道接受了这些观念 ， 并

把它融入传教的实践 中 ， 认为渡人越多功德越多 。 积功德可 以免遭轮 回之

苦 ， 也可以提升 自 己在天堂里 的 果位 ；
所积 功德还可 以 用来超度 祖先亡

灵 ， 或者回飨给生病的 亲人 ＝＞基于这样 的理解 ，

一贯道成 员在传教方面非

常积极 。、

很多新进道亲入道之初就被要求渡人求 道 。 这是一贯道组织壮大的秘

密所在 ， 同时也是培养虔信徒 的有效手段 。 要成 为
一

位称职的传教人 ， 首

先需要对一贯道的历史 、 宗 旨 、 教义 、 佛规礼节等有所了 解 。 这就要求传

教人不停地学习 。 在渡人的过程中 ， 传教人还必须有修行的样子 。 这就需

要他们不停地 自 我反省 ，
改脾气去毛病 。 因此 ， 渡人的过程也是熟悉教义

和养成新 习性的过程 。 在这个意义上 ，

一贯道认为
“

渡人就是渡 自 己
”

。

除了鼓励人们招募新信徒之外 ， 教派还鼓 动成员 捐钱或者做义工 。 这

被称为
“

财法双施
”

。 成员新 人教时必须交纳 １００ 台 币 的功德费 。 之后还

会要求道亲捐钱助印善书 、 修建佛 堂或者进行商业投资 。 前面提到我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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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一座正在建设的一贯道大庙里住过几天 。 大庙所 占用的 近千亩地是

一

位企业家道亲捐献的 ， 所用建材大部分也来 自 捐献 ， 每天都有数十位道亲

在那里做义工 ， 周末更是有数百道亲做义务劳动 。 通过捐献 ， 道亲 的时 间

和资源成为一贯道经济的一部分 。

清 口 茹素

一贯道非常强调 吃 素 。 在一贯道看来 ， 真正 的教徒应该是素食主义

者 。 受佛教的影响 ， 该教认为屠杀和食用动物是有害 的 。 杀生不但会与众

生结恶缘 ， 而且还累积 了业障 。 要想获得救赎 ， 就不能吃 肉 。 在实践 中 ，

一贯道采用灵活的方法劝说人们吃素食 。 比 如说 ：

一个学生信徒想在考试

中取得好成绩 ， 那就鼓励他立愿在
一段时间 之内都不吃 肉 ， 或者吃早餐的

时候永远吃素 。

成为 素食主义者可 以在两方面强化人们 的信仰 。 第
一

，
这能形成

一种

产生诺言的牺牲机制 。 第二 ， 因为素食主义者和非素食主义者交往不太方

便 ，
所以戒食肉类有助于弱化与其他团体的情感纽带 。 通过素食 ， 信徒通

常也会发展 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网络 。 当成为素食者以后 ， 他们 的亲近

朋 友 中 的大多数也是
一贯道的素食主义者 。 因此

，
成为素食主义者有助于

建立
一贯道所希望的人际阿络并加强 同派成员 间的交往 。

讨论与结论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宗教社会学理论
“

新范式
”

，
宗教市场模 型对宗教

委身有深入的研究 。 它提醒我们关注组织因 素 、 社会网络和个人选择对宗

教委身的影响 （ Ｓ ｔａｒｋ＆ Ｆ ｉｎｋｅ
，２０００ ） 。 但同时该模型也陷人二元对立的 困

境 ：
成员与 非成员 、 严格与 自 由 ，

以及组织作为 与个人选择 。 本文认为这

些二元对立在
一贯道 内并不存在 。

先来看看成员与非成员 的对立 。 艾那孔 （
Ｉ ａｎｎａｃｃｏｎｅ

，１ ９８ ８
：ｓ２ ５７ ） 认

为 ：

“

教派 自 然地将人群分成两类 ： 成员 和非成员 。 成员 （ 或者说真正的

信徒 ） 完全服从教派的规范 同时不接受社会的规范 ，
非成员 （异教徒和 不

信教者 ） 拒绝教派 同时也被教派拒绝 。

”

这些观察可能在历史上曾 经正确 ，

但是不能延 伸 到
一 贯道 的 案例 中 。 同 很多 当 代美 国 的

“

新模式
”

教 会

（ ｎｅｗｐａ ｒａ
ｄ ｉ

ｇ
ｍｃｈｕ ｒｃｈｅ ｓ

） 相似 ，

一贯道并没有划
一条清楚界 限来定义谁在

教 内谁在教外 （ Ｍ ｉｌｌｅｒ
，

１９９７
：
３６

） 。

一贯道的成员 资格是
一个连续体 ， 超越

“

教 内 －教外
”

的 区分 。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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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道亲 的塑造都经历
一个漫长的过程 ，

对他们来说 ，

一生都行走在信仰

的路上 。 但更多 的人在这漫漫长路 中掉 队 ， 能够坚持到最后 的 只是少 数 。

宝光建德组天和单位的 数据表 明 ，

１ ９５３－１ ９９９ 年 ， 该 单位共招募 １ ４６４ １ １

人
，
最后有 ３ ３６７ 人清 口

。 这意味着 ４４ 位新成员 中有一位会成为虔诚道亲 。

表 ３ 显示 ， 发一组举办的明德班有 ３０００ 人参加 ， 到了经典班 ， 这个数字减

少到 ８００ 人 。 考虑到经典班的参加者基本上是素食者 ， 我们大致估算出 在

那些愿意参加一贯道研究班 的人 中 ，

２ ９％ 人会最终清 口茹素 。 把宝光和发

一的数据结合到一起考 虑 ，
我们可 以 有 以下粗略的估 计 ： 在求过道 的 人

中
， 大部分 人 不会参 加一 贯道 的 活 动 ， 只 有 ８

．
６％ 会参加 初级研究 班 ，

５
．７％ 的人会 留下来参加新民班 ， 而最后能清 口茹素的人不到 ２ ． ３％ 。 虽然

这些估计很不精确 ， 但可 以粗略地告诉我们
一贯道 的成员 资格不是截然二

分 ， 而是一个连续体 ， 其 中有怀疑的 ， 有观望的 ，
还有深信不疑的 ，

尽管

他们被统称为
“

道亲
”

。

艾那孔还把宗教区分为严格的和 自 由 的 ，
认为严格 的教派能把搭便车

者 （
ｆｒｅ ｅ －ｒｉｄ ｅｒ ） 拒之门外 ， 因此成员 的 委身程度较高 ， 教派也会发展更快

（
Ｉａｎｎａｃｃ〇ｎｅ

，

１ ９９４
） 。 但一贯道既是严格 的也是 自 由 的 ， 允许委身程度 不

同的人在道 内走动 。 新进道亲非常 自 由 ，
很少有限制 ； 但资深的成员 则被

要求遵守
一

系列 的佛规礼节 ： 不准吸烟 ， 不准吃槟榔 ， 不准喝 酒 ， 不准吃

荤 ，
甚至不准结婚 。 自 由 和严格同时存在于

一贯道 。 在
“

许愿 － 还愿
”

机

制 的引导下 ，
新进道亲可以一步一步成为虔信徒 。 关于这一点 ，

一贯道并

不是孤例 。 统一教会也存在若干进阶 ， 新成员要经过若干考验才能成为全

职的成员 （ Ｂａｒｋｅｒ ，
１ ９ ９４ ：７７ ） 。

“

新模式
”

教会同样采取 了弹性 的方式来

对待潜在 的信徒 ，
允许他们参与很多活动 ，

一

步
一

步把潜在信徒变成虔信徒

（
Ｍ

ｉ
ｌｌｅｒ

，
１９９７ ） 。 我们很难用传统的

“

严格
”

或者
“

自 由
”

来标示这些宗教

团体 。 同
一贯道一样 ，

他们实践着
“

渐进性严格
”

（ ｐｒｏｇ
ｒｅ ｓｓｉｖｅｓｔｒｉ ｃｔｎｅ ｓｓ ） 。

在讨论个体的信仰形成时 ， 宗教市场理论主要强调个体的理性选择而

忽 略 组 织 作 为 对 信 仰 的 影 响 。 在 ２０ 世 纪 ６０￣７０ 年 代 ，

“

洗 脑
”

（ ｂｒａ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 ） 理论和
“

心灵控制
”

理论曾盛行
一

时 ， 这些 理论过分夸大

团体对个人的控制 。 为 了反驳这些说法 ， 斯塔 克和芬克强 调信仰是理 性

的 ，
个人能 比较和选择 自 己 的 信仰 （

Ｓｔａｒｋ＆ Ｆ ｉｎｋｅ
，

２ ０００
） 。 本文基本也

证实了个体在选择信仰方面具有 自 ±性 。 事实上 ，
只 有少数 人在举行 过

求道仪式后继续参加一贯道 的 活动 ， 大 部分人选择离 开 。 但 过分强调个

体理性选择也不合适 。 我们看到 ，

一 贯道积极 的组织 作为 对 制造虔信徒

功不可没 。 研究班 、 法会和许愿 － 还愿 机制 都是非 常有效 的提 升成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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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的制度安排 。

一贯道所有的 活动都植根于华人社会多神崇拜 的土壤 中 。 与基督教要

求起信者从受洗之 日 起完全放弃原有信仰不同 ，

一贯道在 改变人们信仰时

比较迂回细致 。 因为大多数道亲原本是民 间 宗教 的实践者 ， 所 以一贯道保

留 了很多民间信仰 的要素 ， 比如烧香 、 叩 头 、 祖先崇拜 以 及许愿 － 还 愿
，

充分考虑人们原有的宗教偏好 。 与此 同时 ，

一贯道也赋予这些要素新 的宗

教意含并把它们仪式化 。 在培养虔信徒时 ，

一贯道开始会采取种种灵活的

方式渡人求道 ， 强调 善巧 方便 ，应机说法 。 之后 的沟通成全则通 过研究

班 、 法会和立愿 等
一

系 列 的 组织作 为强化成 员 的 信念 ， 引 导成 员渐人 圣

域 。 我们可以用 《维摩诘经 》 中 的一句话来概括一贯 道 的虔信徒培养 策

略 ：

“

先以欲勾牵 ，
后令人佛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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