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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ic model

15

 
 

公共宗教的概念，它運作的方式是透過積極參與公共論述

與辯論，而希望對於目前政治經濟結構背後的基本價值作一個

重新評估。相對來講，慈濟的公眾參與，儘管它也必須要透過

語言來將它的理念傳遞出來，但是它所強調的，卻是實際行動，

或者說是較為工具性的行動效率的面向，而不是一個論述和辯

論的面向。慈濟所強調的，是一種藉感動人心來散播組織訊息

                                                      
15

 2007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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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模式，這種感動人心的散布，透過兩個媒介：一個是其

領導者證嚴慈悲濟世角色的展現；一個則是透過它所擁有的各

種宣傳管道，而將慈濟動人的情感性層面予以擴散出去。慈濟

的這種公眾領域的達成，是透過每個個人對於道德性價值的

「身體性之完成」而加以完成的，其結果則是，可能因讓愈來

愈多的人加入慈濟，而愈益導向一個充滿合作與和諧氣氛的社

會。  

相對於市民參與式的「論述式的模型」(discursive model)，

譬如像西方的公共領域以及 Casanova 所講的公共宗教；我們

或許可以將慈濟的這種運作模式所代表的一種公共實踐，視為

是一種「身體性的模型」(somatic model)。這種公眾參與的「身

體性的模型」，它高度鑲嵌於漢人社會裡面既有的較為同質性

的族群組成結構，以及鑲嵌於臺灣社會大眾背後共有的文化意

識中之「公」的概念。於是，在這種模型中，意見的表達與公

共論述並不被鼓勵，只有實際表現出來的相互幫助和出於人道

取向的關懷行為，才真正被當作社會實踐來加以看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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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什譯的上述兩經，將彌勒降生之時，從五十六億萬年、八萬

四千年乃至「未來的遙遠」，改變成了人主體可能把握的不久

的將來。這為拯救的哲學添入了最新的主體性理論。現在一心

一意地膜拜皈依，定能保證不遠的將來某一時間的拯救。於是，

                                                      
34

 1997  
35

 1997 68  
36

 1997 69  



146 17(2) 
 
 

想要把拯救之時抓在手中的人，就應當有「把未來時挪到現在

時」的倒進式的時間體驗，即以現世積德為第一要務。由此，

羅什譯的兩經在其主體性、緊迫性、現實性上成了彌勒信仰的

一大轉變。37
 

 

 

 
 

Susan Naquin
38

 

 
39 40

41 42

                                                      
37

 1997 69  
38

 Naquin 1976, pp. 22-23.  
39

 2004 466-474  
40

 2004 58-60  
41

 2004 159-168  
42

 2004 936-941  



  147 

       
 

 

 

Dispensationalism
43

44

                                                      
43

 1860

Marsden 1991, pp. 39-41

dispensation

Marsden 1991, pp. 40  
44

 2011 78-85  



148 17(2) 
 
 

 
45

46

47

 

1849-1925

 

 
 

伏羲氏首出 此為道降世之始也。繼由軒轅氏創文字 此

謂道之成也。嗣後堯舜，文武周公，接續道統，心法一脈相傳，

謂之青陽應運，道之整也。幽厲之世 道轉紅陽 老子降

世，發揚道宗，東渡孔子 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

                                                      
45

 1990 13  
46

 1983 87-90  
47

 2000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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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孟子，孟子以後，道脈西遷，心法失傳 迨至炎宋，文運

天開，五星聚奎，希夷首出，濂洛關閩，如周敦頤程頤程灝張

載朱熹等，相繼而起，真儒賴以昌明，然而運不相逢，究未繼

續道統 梁武帝時，達摩西來，真機復還於中國，此為老水

還潮也。 至六祖衣鉢失傳，有南頓北漸之稱，其實道歸儒

家。六祖渡白祖馬祖二人，道傳火宅，是為七祖，羅八祖，黃

九祖，吳十祖，何十一祖，袁十二祖，徐楊十三祖，姚十四組，

王十五祖，劉清虛十六祖，此乃紅陽十六代圓滿。道轉白陽，

彌勒應運，路祖為初祖，大開普度，大闡玄機，弓長子系，繼

續辦理末後一著，三曹普度，萬教歸一。三代以上，道在君相，

一人而化天下，為青陽劫。三代以後，道在師儒，三教繼續而

出，各傳一方，為紅陽劫。現值三期末會，世風頹壞，浩劫流

行，大地無完土，道在黎庶，人人成道，個個成佛，為白陽劫，

此大道之沿革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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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990

 
 

我們現在正處於末法時代，想修行很不簡單，會出現很多障礙。51 

很多災難已經發生了，不過有更大的災難會再發生， 很多

所謂的預言家、先知，他們都可以看到世界將有很大的災難，

在同樣的時間發生。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都有人可以

看到一樣的情況。52
 

1994 到 1996、97 這兩三年以內，是我們世界最敏感的時期，

發生了很多事情。因為我們在這幾個世紀以內，做了許多破壞

自己地球的行動。53
 

最近我們已經受到很多警告，到處都是天災、地震。54
 

 

 

 
 

我們管自己的生死輪迴就好，不用管世界是末法、正法或像法，

這些都沒有用， 你們管世界末劫這種事，實在太遠了

末劫就是我們自己的生命末劫，不一定跟這個世界有什麼關係，

整個世界存在，那是正法的時代，如果我們自己往生，那就是

                                                      
50

 2004 331-339  
51

 2011 6  
52

 1998 1  
53

 1998 7  
54

 1998 12  



152 17(2) 
 
 

我們自己的末劫 應該管自己末劫的事情，不要管世界的末

劫。55 

 

 
 

我們必須把世界變成天堂，而不是跑去天堂，因為每個地方都

是天堂。上帝只創造天堂，然而我們卻用故障的、不怎麼靈光

的「電腦」（頭腦）把世界搞得亂七八糟。「開悟」是修復我們

自己的方法，這並非想像的遙不可及的天堂神話，而是每日可

以體驗的偉大愛力和智慧的泉源，這是我們降臨這個物質世界

之前，上帝就賦予我們的。56
 

我們正邁向黃金時代，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我們應該拋開所有

那些認為聖人應是什麼模樣的陳舊和無用概念，我們應該捨棄

黑暗的思想及對自己和世界的否定看法，開始積極行動。57
 

 

 

 

                                                      
55

 1997 38-39  
56

 1998 24-25  
57

 199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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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地球的處境岌岌可危，我們若不迅速採取行動，到時候就算想

保護她，也沒什麼可保護了，一切都已來不及了。要拯救地球，

就不能再執迷不悟。很抱歉我必須直言，我們所剩的時間很有

限。58
 

 

 
 

目前氣候變遷的局勢，比起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所預測

最糟的情況還要嚴重，我們已經看到它造成致命的破壞和衝擊，

例如颶風、水災、旱災、熱浪等天災。 即使現在全世界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大氣中已存在的大量溫室氣體仍需一段時間

才能消散。所以我們必須先削減滯留期較短的溫室氣體 甲

烷。若以 20年為平均值來計算，甲烷的暖化效能比二氧化碳要

強 72倍，而甲烷的最大排放源是畜牧養殖業，所以畜牧養殖業

確實是全球暖化的罪魁禍首。因此，我們必須停止養殖動物。59
 

 

 
 

目前情況非常危急，我們必須先遏止全球暖化，才能存活下來。

因此，採行純素飲食是唯一能夠立即全面解決地球上的環境、

生存、健康、經濟等所有問題的方法。60
 

在此關鍵時刻，我們需要所有人的努力和參與，包括所有非政

府組織、各國政府、媒體、大眾，每個人都要全力以赴。地球

                                                      
58

 2011 11  
59

 2011 12  
60

 20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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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像一棟失火的房子，如果大家不同心協力滅火，我們就

沒有家了。世上所有人，都必須馬上吃素，才能拯救地球。61
 

 

 
 

先拯救地球，其他事就會跟著改變。光靠一個人是無法拯救地

球的，需要全部人改變意識。如果大家都吃素，環保，行善，

那就表示人類有所進步。也表示他們的意識已經提昇到較高的

層次，然後，他們才值得擁有地球。他們和後代子孫就能繼續

長居於此。 

屆時人類會達到較高的意識層次，會對所有事情有更清晰的認

識。大家會生活在和平與愛之中。你必須展望一個正面的世界，

一個你心目中的人間天堂。你必須展望更高貴的世界、正面的

世界、美麗的世界、天堂的世界。努力拯救世界是無比慈悲的

行為，就算救不了世界，你也會得救。你會因你的仁慈而獲救

贖。因為你想拯救他人，你會得到無量的功德。 

如果你想拯救世界，並為此目標有所作為，你內在的高貴品格

和天堂品質將會得到很大的拓展。如果你鼓勵大家來拯救地球，

如果你吃素，環保，行善，幫助他人，如果你想拯救地球上所

有其他生靈，那麼你就擁有聖人的品質。你喚醒了內在的神聖

品質。你要拯救的不光是物質的星球和肉體的生命。你究竟能

變得多偉大，是在於你在這個拯救眾生的盛舉中有多熱忱，有

多投入。62
 

 

2008

63
 

                                                      
61

 2011 93  
62

 2011 105  
63

 2008 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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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2011

3 1 2012

 

如果所有人立刻停止吃肉，八個星期內，天氣就會變得十分宜

人。所有情況馬上就會改善，被破壞的一切都會在八週內恢復

正常。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不再吃肉，轉向慈悲，馬上就會看

到好的結果。 

我們還有 694 天可以拯救地球，請吃純素。64
 

 

2011

2012

2013

 
 

為了地球生命的存活延續，清海無上師多年持續閉關，進入甚

深禪定之中。2012 年 12月，她以無比喜悅之情向世人分享了

來自天堂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地球已經獲救了，而且將延續數

百年之久。 

我們已經拯救了地球。或者說，這星球在很長很長很長時間裡

都會免於毀滅。現在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更努力往內，更專注於

尋找內在的神聖本性。65
 

清海無上師   於 2012年 12 月 22 日 
 

                                                                                                                           
200 21

http://www.lovinghut.com/portal/tw/aboutus.php  
64

 2011 16  
65

 1999 http://www.crisis2peace.org/tw/book.php?b=&wr_id=18

2018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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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50 15 30%

13 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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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7.4% 30% 

                                                      
66

 2000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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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8% 

 20.6% 4% 

 2.2% 12% 

 4.8% 10% 

 23.4% 30% 

 1.0% 6% 

30% 23.4%  

50
67

A 24

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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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04 321-32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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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A

36 2  
 

那時後應該是 23歲、24歲、25歲那附近，那時候就一直在找

這個。就是說，譬如說我從哪裡來的？我是怎麼來的？啊我要

怎麼回去？我什麼時候回去？我回去是要帶什麼東西？啊我

來這裡是要做什麼工作？……啊一直在找的話，變成一貫道的

話，它沒有辦法給我這些答案，完全提供不出來！它只跟我說

「啊你回去以後，你回到無極老母那裡」  

一貫道沒辦法啦，我就 要不然我就求神通，所以我就

開始求神通，那時候就求到了神通。跟道教的那時候跟五府千

歲！那時候有一陣子很想要做乩童！啊後來開始跟人學一些

什麼，呂祖丹訣 開始學打坐  

那時候點傳師也說：「好哇，要不然 你若是要深入就要做

堂主，要做講師，你才有辦法深入經典裡面。」我說：『好哇，

這樣沒有問題！」 那時候開始在看，看了經典的確是有差，

不過都變 落於它仁義禮智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變成落

於此。剛開始一個心地上修為，這條路好像也碰到阻礙 

是有碰觸到一些啦 不過沒有完全很緊密的契合住 不一

樣嘛 結果就換工作 欸 換工作那時候剛好換到這間 啊才

碰到我們那個同修 才有去接觸我們同修 他當時就給我講我

們師父的事情 接觸了半年就印心了 訪談記錄 35 5-8  
 

                                                      
69

 200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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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 24

 

B 19

39

 
 

過去就是類似我們傳統一般的佛、道教之類的這樣子。就是跟

著媽媽這樣子來，沒有所謂有特別說跟著誰在學些什麼，就是

一直類似傳統的這一種。（問：那怎麼會選這個法門？）我不

曉得啊！就是我表姊介紹。對！就是看到〔清海〕就是很親切，

就是很熟悉！不會說不認識！沒有那一種不熟悉的，那她的名

字我是在樣書上看到她的法號的。然後再就是從簡介開始看，

然後我會吃素是因為我看到我們的簡介。其實我這個人就是我

的個性，你叫我說完全以一個宗教的立場去信某些東西，我是

比較不苟同的啦！那我會開始吃素是原因在我們師父分析說

我們人的構造 ，就一些比較科學的一些解說喔，咦我就說

我蠻能接受，我說那應該是正確這是正確的才對。我剛開始有

點為了要吃健康那一種感覺，依我們的人體構造的 總總的

那個喔，我才說開始吃素。（訪談記錄 14：2-4） 
 

41  
 

原先是這樣子啦，其實也是一個因緣〔開始吃素〕啦 那邊

吃的時候剛好那個我們的松山小中心就在隔壁嘛，我有時候經

過那一邊。那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這家 這家這個小中心

看起來好像在賣書啊，又好像賣錄音帶的喔，也搞不清楚他們

在幹什麼？」我常常經過啦，啊有一點覺得很好奇的感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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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 ，後來幾次，後來我就是有一段時間說「嗯 我

進去看一看好了」 當然這些問題可能是說在我的人生的一

個過程當中喔，可能我一直在探詢，要尋找這些答案！只是說

剛好機緣巧合，我剛好看到一些資料，剛好我是我要的，所以

我就開始想要了解他們到底 （訪談記錄 40：1-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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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

 
 

民間信仰 1 (6.25%) 

佛教 7 (43.00%) 

道教 2 (12.50%) 

一貫道 3 (18.75%) 

基督教 1 (6.25%) 

其他宗派 2 (12.50%) 
 

A

n+1

 

19  
 

B 19  

    

 11 (57.89%) 1 (5.26%) 20.60% 

 1 (5.26%) 3 (15.79%) 27.40% 

 0 (0.00%) 1 (5.26%) 20.40% 

 1 (5.26%) 1 (5.26%) 2.20% 

 3 (15.79%) 3 (15.79% 2.10% 

 1 (5.26%) 0 (0 %) 2.70% 

 1 (10.53%) 10 (52.63%)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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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50%

 

Surat Shabd Yoga
72

Mark Juergensmeyer  
 

「靈魂之主」（Radhasoami）〔「音流瑜珈」的另一個稱呼〕這

個字，表示了一個時間上的神聖的終點：所有的靈魂追尋去

經歷最後階段或區域，那個所有的存在最後將達成的境界。

不過，這種千禧年的「靈魂之主」的形式，由表面上看起來，

和許多基督教通往未來的運動不同的是，它將未來看成是一

個不斷轉化的進程。因為它並不期望人類歷史的一個激進的

                                                      
72

 2004 37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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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它比較像是某種嘗試去在當前時空裡形成理想社會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73
 

 

1990

 

 

2000

2000

50 4 4 3 A

1 B

A

  
 

那個小學的時候喔，那個 喔基督教喔那時候盛行喔，廣招

那個所謂的「門眾」，然後說什麼那個 末日「末日快來」

或怎麼樣，這樣子，喔，然後那時候我也很自然的，我想說

問：你也去看？我那時候不是 care末日不末日，我那時只是

想說當基督徒也蠻好的，而且還會唱聖歌還怎樣 是我念

高中的時候喔一貫道很盛行，那時候就是一貫道很盛行，然

後我媽媽她 ，就是鄰居喔有那個帶她 就是說「嗯

一貫道很好」，然後我媽媽也去聽，然後也覺得不錯，然後就

我媽媽也帶我去聽，然後也覺得不錯，然後我就說：「哎呀，

好哇！那我就加入一貫道啊！」跟著吃素 男性 36歲  

                                                      
73

 Juergensmeyer 1991, p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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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還有一個「大姑」嘛喔，一貫道裡面還有一個叫什麼？ 

答：那個是寶光組 對，對，對，它沒有在打坐！啊剩下

剩下的，我知道我們一貫道是禁止打坐，他們說現在是末劫

時期，它的那個一貫道裡面的教義，現在是末劫時期 青

陽，現在是白陽嘛！青陽、紅陽、白陽 它說現在忙都來

不及了，去普度眾生都已經來不及了，哪有時間在那邊打禪？

（男性 37歲） 

他們一貫道有 也有三期啊，「末劫」 現在說叫做「末

劫」 正法，就是人傳人叫「正法」；「像法」就是師父已

經不在啦，走啦，啊跟他的弟子啊就是說「這個就是我們的

師父」，相法時期。等到以後這個都沒有啦，不曉得幾代孫啦，

畫出來相都不對啦，跟原來都不一樣啊， 就是一樣也好

啦，他也跟你感應不到了啦，「末法」啦！（男性 58 歲） 
 

B

 
 

好比說類似說，嗯！人家講世界末日啊，是不是，啊如果你

聽到很多人講說，啊剛好師父的力量是什麼文殊師利菩薩的

那個。那個力量來，是不是比較有比較有大力量的那一種，

如果有看那些經典。我沒有研究那麼深啦，但是好像有人是

這樣談。 智慧第一的，就是力量很大啊才下來！啊這個

是 所謂末法時代，所謂末法時代就是說 嗯 就因

因果果的那個，剛好這個時間爆發出來。（男性 41歲 訪談記

錄 9：1-2） 
 

 

2016 50

17

5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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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2

2008

New Millennialism  

12 3 9

12

2016

2010

 

2016 5  3

2 5 2 A

2

B

5

C A

B

 

A  

RS10 48  
 

師父他自己打坐看到的，但是我們不知道。 那時候是 2008

年的時候師父說只剩兩年。他說那個諾亞那個時代啊，世界

不是被毀滅一次嘛。他當時他在方舟上，他就跟那個上帝求

說，請上帝不要再毀滅我們這個地球，啊上帝有答應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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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師父本來是 2008是說兩年，然後那個就到 2010 年初的

時候嘛師父就說因為世界上有一些人開始改吃素。 所以

地球的壽命會有被延長  
 

RS8 61  
 

師父會談這些，就是在，那個時候，地球暖化，就是在師父

給我們的訊息，就是說他會惡化下去，變成我們地球會走向

火星  

你不珍惜這個整個的生態，就是影響，到最後就，像那時候

我們，如果說你慢慢冰層一直融化的話，海平面上升以外，

就是溫度提高以後，那個在，像北極、或是南極這種冰層，

它慢慢融化，有時候以前，冰封在冰層底下的那一些毒氣，

尤其是甲皖，都慢慢跑出來，那麼你整個的空氣，就整個生

態都變了，連那個空氣裡面都是毒氣，甲烷都一直跑出來，

比二氧化碳更嚴重，你整個的地球的暖化的速度會更快，那

個時候碰到是，地球在那個階段是蠻危急的。所以師傅那時

候就是，就是帶動吃素環保救地球 如果我們地球人類的

那種生活習慣，還有我們的意識沒有提升的話，是會、會走

向那一條路。所以那個時候，甚至他也跟我講說，地球在哪

一天，會有大變化。他就，還剩下，本來是兩千多天，幾天

幾天，慢慢，很多，就這個樣子。 
 

 B  

RS2 61  
 

應該在 08吧，2008 還 09 的時候，還是 2012？反正就是救地

球的時候，差不多就那個時間，我忘了。09的時候師父都很

瘦，09我看師父 那時候說要救地球，就世界末日這樣子，

對對那個時候，他身體很差很差，而且那時候我們 2009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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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師父都好瘦真的很瘦，我都覺得他好像飄的 對我

來講，師父的生活起居，或他有什麼變化，或怎樣我們沒有

很重視。但我知道他這一世他是個偉大明師，就是這樣。對

呀，就他講的嘛，我是根蠟燭我也亮了你們是蠟燭但是你們

還沒有亮，我們就是要幫你點亮。 
 

RS4 74  
 

那我們師父就致力於這個環境的保護，然後他就發表了很多

吃牛肉啊、喝牛奶阿或者養牛對環境的破壞，就是因為養牛

對環境的破壞，什麼有甲烷阿。 所以我從師父的講話內

容，感覺他身體也有一些病痛，但是也好了，而且感覺他也

被一些外力追 追 壓迫，因為她一直推廣不要吃肉、

啊不要喝牛奶，不要養牛啊，這些影響到人家的財路嘛！ 
 

RS 12 61  
 

好像世界末日到了，現在地球有救了。其實我覺得師父，師

父他真得講什麼，什麼都會實現，像比如說那個時候兩千年，

千禧年，他很擔心，有沒有？後來他在英國講經的時候，別

人就在問，師父就很果斷的說，沒事，你們放心，沒事。你

看現在很安全地過了，後來他就開始，那個時候我上電視臺，

那個時候很緊急，那個時候地球是真得很危險了，師父就開

始從，比如說可以救一百多天，到幾年，後來一直、後來到，

到六十幾年，後來到一直一直就可以持續下去了。可是他還

是被徒弟拉啊，被徒弟拉。因為他現在等級很高，他做的很

多的，他現在做的工作，其實不是在我們這個，不是在我們

物質層面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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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Frame in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Converts’ Frame Engagement: Millennialism 

Embeddedness in the Suma Ching Hai Association 

 

Jen-Chieh Ting 

 

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How new religious groups attract new members? Previous answers 

include: 1. Social network; 2. Efficacy; 3. Charismatic attraction; 4. New 

discourses, etc. Yet few notices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s bridging, and 

how double-track mobilization exists in the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Master frame from social movements’ literatures, 

we apply it on the religion studies. The idea of Millennialism has been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master frame within Chinese 

religious tradition. Data based upon the discourses of Suma Ching Hai, and 

my longitudinal interview on participants in Suma Ching Hai Association, 

totally 50 cases, and follow-up 12 cases. Data shown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participants: master frame practitioner and new discourse seeker, each 

with specific religious career and worldview. The millennialism master 

frame within the group, has been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modified 

tradition, latent and silent, and engaged itself to save the world. With regard 

to the millennialism master frame,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ctually have 

involved into different paths of frame alignment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results in either a subjective other-worldly salvation awareness 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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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worldly life transformation. As a research note, based upon the limited 

yet precious longitudinal data base, I hope this study can shed light on th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and differentiated religious routs within the new 

religions in Taiwan. 

 

 

Keywords: master frame, new religions, millennialism, Suma Ching Hai 

Association, I-Kuan T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