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未年荔月初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學修持心養然                養善造緣由心行 
帝德良存善作前                心念正氣無疑明 
登盼為教導正氣                理明不阿自無罣 
台階齊勞造福田                萬里崎嶇自然程 

  

三、                          四、 
日月如梭似流光                短暫寄居多善勞 
人生過隙該老防                為善最樂行自陶 
天有風雲難料測                日積月累莫不為 
盡責守心自可翁                來年自然享高歌 

 

 

談： 
    笑口常開乃是待人接物之基礎也。『一笑泯千愁，不
笑內田癆。』待人而笑口常開，自然讓人心愉悅。處於
今之社會，人生百態難以捉摸，更令人難以臆測，自然
讓人難以親近也，自然有距離，不易溝通，事則難以圓
矣！ 
  笑口常開有容乃大，能容一切之事態也。先容一切
後再細檢以達最好的認知，萬事再勞再耒，自然有成功
之日也。莫想一步登天，那是難哉！ 
  事之成越磨越勞，自然更晶更亮，事沒一蹴可成的，
更有磨煉再琢，耐心再勞，自然有成功之日也。『笑口常
開容一切，滿心喜悅行大地，艱難自排不費道，事圓相
互造民黎。』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荔月初四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動文勸度有緣                沉學聖篇在鸞墀 
德造教輔導心虔                鸞墀造教挽迷兒 
登參聖道志持定                迷兒無向度竅開 
台邊再教彌陀蓮                竅開勤修獲福餘 

  

三、                          四、 
振開胸懷納千祥                遵禮道行圓大千 
心清容理事事良                順天應地調理然 
守盡人間世情道                奉法不違一切道 
圓融真道自可揚                神人共造福德田 

 

 

談： 
  宗教信仰乃是民心思緒定慮之良處，心有ㄧ個可依
靠及依皈心所寄託之好所在。有心者則靈也，無心者隨
緣也。 
  在鸞教良好學習先賢之教學，乃不外教之處事待人
之良好方法也，再進一步教人行善結善緣而勞也，人人
心善再造良教之導，自然可成為一個良好之鸞門棲地，
有處之良可棲，可學習人生道理之良徑，讓人民學更多
之人生道理也。 
  以正理教之正道，人心自然正矣。正理自然無邪思
之念，無邪則無歪，正道自然可行也。盼哉！『心存正
念來，行事自無災。』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荔月十ㄧ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參修道學志心虔                孩思未圓該加修 

太然造次難達連                加修育教做習由 

子誠伴鸞意不輟                習由增慧自智開 

筆勸士子持恆田                智開善道造福優 

  

三、                          四、 

天降命職盡行開                大道無私照四方 

福祿財壽善養栽                同心協力伴聖翁 

明理悟覺自無違                世事難料勤善造 

善果嚐來樂津懷                界境修悟自然紅 

 

 

話： 

  莫抱怨，多恒修，自己行，己修得。多怨勞，自無

豪，放心勞，莫計多。少計較，怨則少，多怨計，則癆
疾。少怨氣，多放捨，造善行，心怨起。滿身怨，昇萬

疴，身不靜，事勞多。為鸞道，守職勞，莫癡嗔，該盡
心。效聖前，結彌蓮，皈依道，學彌陀。捨怨報，重心
起，再學禮，放屠刀，立地佛。造善修，自然由，結善

緣，獲福田，一切自圓然。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荔月十四日 

            本堂神農聖帝登台詩 

 

一、                          二、 
神人相互佈道揚                草木養滋潤修佳 
農稼勤耕作物良                植物認擇養氣嘉 

聖域廣流四方夷                點露甘珠宜飲食 
帝澤養存福德彰                排毒造良自然歸 

  

三、                          四、 

荔勞忍苦守位崗                時節該勞宜勤栽 
憨農埋頭勤勞翁                季氣輪轉不息還 

耕稼待豐再耒栽                夭惜勤耕勞志道 
滿谷登倉慶興隆                意力堅強造福台 

 

談：時節輪轉不息佇 
    夫：時運之行轉不停，春夏秋冬四季轉，人生有幾
個春秋？不過是七、八十個，說多是很多，說少亦不少
也。 
  在人生最精華之時光，則需握之佳期，努力耕勞是
也，莫待良期過後，再想耕耘那有一點慢也，在最好之
時機則要努力耕也以創造最好之人生也，莫失去佳期後
再後悔。為農之人亦同也，莫失耕耘之佳期，不勞農稼
之事，讓良田荒廢，那何來豐谷之收也？ㄧ日不努力來
日吃何物，故吾帝盼之，為農之人皆握良期，努力耕開
良田之務也。 
  『忍勞植良栽，再勞勤作孩，堅持自無誤，滴點粒
粒開，自享豐谷栽，為人莫懶惰，勤奮嚐津懷，快樂自
然還。』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荔月十七日 

            本堂武德登台詩 

 

一、                          二、 
武開良道作身修                荔勞忍苦為仁持 
德造善養福祿疇                持修禮道養善兒 
登勸庶子心義仁                兒行良教度迷群 
台光耀輝自然優                群悟悔懺慶有餘 

  

三、                          四、 
沉行聖道佈教開                正氣公平參聖前 
智慧增閱挽頹來                浩然無私結善緣 
日月常照不偏移                心良仁義教癡輩 
立志伴教造福栽                導輔良徑造彌蓮 

 

談：仁義之道修養來 
  夫：仁者，人心也，義者，正氣之浩也。欲為成ㄧ
個受人敬之人者，乃需有仁義之養修也。在鸞教所育者，
乃是不外古有遺訓之教也，再三重述亦是古禮之道也。 
  人心不仁，何來義之談也？故「仁義」二字乃是分
不開的，有仁之心，自有義之氣也，此亦是為鸞士子皆
知之意也，莫失仁又失義，那立於此之社會又有何意義
也？ 
  盼哉，仁者，修心之要也。義者，更要正理公平之
持也。凡事皆多思，思慮後能定，莫短思不慮後而造成
困擾之事，此即是欠「仁義」之思也。 
  『仁能多修人心明，義持正氣禮自行，立定心志莫
偏私，事圓理平受眾迎。』 
   

江明山 
沈銘豐 

扶筆 



乙未年荔月廿一日 

            本堂玄帝登台詩 

 

一、                          二、 
玄宗道高積善來                命運創造由己行 
帝德存厚性養栽                高嘆長噓怨不停 
登鸞參修心志長                空度時光又不勞 
筆勵諸生造福階                心死難回造光明 

  

三、                          四、 
齊心協力助聖揚                沉覺大道難圓由 
步出良足心學章                盡責行勞性養修 
肩併心連志再勞                自悟世俗志伸屈 
行栽聖域造彌彰                放開胸懷造福優 

 

話： 
  六月汗流心又燥，忍苦行栽植良種，時節運行莫失
期，握住佳時勤耕栽，來日自然獲佳彩。人莫心死一切
完，振作毅力再耕開，彩色人生自然來，莫長嘆不勞何
來收穫之理也。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莫守株待兔之心，那人生有
何用也？趁年輕有體力之期，即該努力再耕，有ㄧ分耕
耘自有ㄧ分之收穫也。莫不付出，又何來收穫之理也。
先聖所導之理，乃是導人需要忍苦，勞開一切之力，方
有豐富之登也。莫看他人有豐登之穫，那亦是經過多少
之苦勞方有也。 
  上蒼乃是給於勤勞之人，付出之辛苦之果收也，那
懶惰不付出耕勞又何來果之收也。盼之為鸞之士子更要
忍苦耕耘，雖無立竿見影之果，但積于後世之收，盼哉，
今世作者是，來世嚐果津，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哉。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乙未年荔月廿七日 

            本堂三太子登台詩 

 
一、                          二、 
參香助聖佈道開                三思行開萬事圓 
大德伴修天福來                首盡崗位伴聖詮 
子誠無偏性養然                本命皆使效勞達 
勸醒迷群自得孩                助聖圓功福德暖 

  

三、                          四、 
天助勤勞不私偏                宣開聖篇導善行 
福祿積來善行煎                善行默栽性養明 
明日果碩今造栽                養明道徑莫不勞 
善養修存享樂軒                不勞難獲福祿程 

 

話：效勞奉獻不計報  
  夫：在伴聖參修之士子，乃需認知為聖神先賢普教
渡迷群，向善徑而修心養性之使然也。莫斤斤計較，吾
付出多少辛苦，而向聖賢乞之，該補償多少之功果與對
價之要求。那你的付出又值多少之價？是以斤兩量之或
對等之相對否？ 
  既然來參聖而修又普教，那只管付出不問收穫，那
方是修鸞士子伴修之人也，在造化迷群以挽頹喪之氣。
只要努力耕耘盡本份再勞，更不懶惰默默再耒，自然有
達豐登之日也。莫急立刻之碩果，耐心再待總有成功之
日也。 
  盼之賢生今日之耕乃是來日之果穫，今日不耕來日
收何也？今日種ㄧ粒，來日收百顆，莫小看ㄧ小粒，只
要給予養分，日日照顧更多付出，來日自然給我們豐登
之收也。盼哉，莫辭苦忍煎勞，時日ㄧ到享高歌。 

江明山 
徐榮助 

扶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