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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還我本來面目》到《我在‧生生世世》 
● 駱育萱

 

 

 

上吳至青老師的課已經兩次，這次是第三次了。第一次上課時，是聽到好友淑惠

的推薦，那年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於死亡這個議題很是關注，當時因為做好多年的教育

部教學計畫，心靈雖然還很滿足，因為總覺得可以陪著年輕人一起成長，在他們需要

的時候給予支持。這幾年的我走向生命書寫，透過書寫和述說生命故事，去修補心中

的傷，去陪伴內在小孩，成為自己的內在父母。後來又接觸到海寧格家族排列，了解

家族能量傳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但有些未竟之事，如果沒有被後輩看見而得

以和解，那這股能量就會存留而影響到後代。 

教學計畫做了幾年，明白生命的療癒之路是一件重要的事。但自己到底是誰？人

活在世上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卻回過頭來，要我好好思考我的生命藍圖到底是什麼？

所以第一次接觸到吳至青老師的課程，是看到《還我本來面目》裡面把人分成分裂性

型、口腔型、忍吞型、控制型、刻板型五種人格，我一直想或許來聽課，也可以明白

我是那一型，找到人生目標，才能繼續往下走，繼續修正。結果聽了三天課後，我還

在納悶我到底是那一型？其實是課程重點根本不是在找到每一個人個性差異的人生目

標。至青老師給的目標：就是提升個人振動頻率、提升他人振動頻率、提升世界振動

頻率的三大原則。課程裡也談到人有四個身體，中陰身階段要注意的事。雖然沒找到

我個人的人生藍圖，卻也解答了心中一直想知道人死之後的會遇到什麼疑惑，反而緩

解我面對「死亡」的恐懼，就是跟著那道光。 

                                                


 駱育萱，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閱讀書寫 



 

 

20 

南台通識電子報 
 2022 年 1月 15日出版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 98 
課程回去之後，沒多久碰到孩子身體出狀況，當時醫生還診斷是直腸癌，孩子才

十五歲，淑惠馬上幫我請教老師，老師說願意的話去唸種子文，轉歌。結果後來詳細

切片報告出來，還好不是癌症。剛好老師又要開第二次課，我帶著孩子來上課，兒子

很乖地一邊聽課一邊還用漫畫做筆記，這次我對老師的課程更聚焦到「意識」一事，

起心動念，如何修正？但又不是一般教條的方式，修正外在行為而已，而是打從心裡

改變對某些事物的看法，改變自己的習性。 

在老師那邊打下了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而這個業，就是自己的意識。課堂

上老師分享了一個小女孩送老婆婆剩飯吃的例子，後來在《我在‧生生世世》這書中

也談到這個例子，起心動念反而是最後人生回顧畫面的重點。名利權情帶不走，但這

些意識卻種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跟隨著我們到下一世乃至下下世。我突然覺得修行還

真不是容易，對我來說，外在行為我或許還可以因為理智而不致太違反常道，但是直

修心性，再也沒有遮罩，真是太困難了。尤其是這次看《我在‧生生世世》裡面談到

在我們中陰階段，沒有三維肉體的限制，四維的我們，意識是可以直接被讀取的。哇

，這實在太刺激而赤裸了。想到特斯拉（Tesla）創辦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發

展的「人腦與機器介面」，已於 2020年 8月 28日公開展示被晶片植入豬的腦部活動數

據。有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說一定不是靠語言，而是意念了。 

從去年疫情開始，我就對唯識這個主題很有興趣，跟著楊定一博士帶領的一個月

的音頻共修，其中楊定一博士談的很多東西，都和至青老師《我在‧生生世世》書中

所談有所呼應，特別是對自性本體的描述，這個部份我也看到書中大帥在走過中陰階

段，那種輕鬆自若和至青老師對談的那段也特別有感。楊定一博士也談到人間的一切

，雖有業力作用，但真正的我們其實是圓滿自足的，這和至青老師書中所講「我們是

具有人類經驗的靈」有所呼應。體認到宇宙的愛，油然地感激，全然地快樂起來。才

有可能在面對中陰階段播放人生回顧影片時，能用正向意識去看。就目前現階段來說

，修心念，提昇振動頻率，培養無條件的愛，是當前要務。最近因為新冠肺炎病毒肆

虐，籠罩在疾病和死亡的恐懼之下，了解中陰階段，也是幫助自己安心的一個方式。 

最近又跟著開始上進階課程，一開始是因為聽聞至青老師會在此課程中說明金剛

經談論空性而吸引著我。記得 20 多歲時，跟著中山大學中諦社去澎湖坐禪七，被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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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棒打得心服口服，當時禪師問我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那此刻我們又是用什麼心在此？這個疑惑我至今未解；尤其對於經文中「若菩薩心

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特別有感，然此感又非文字可以

言說。上了三堂課，對於佛法中修道次第有初步了解，不過重點除「上求正知見」外

，更重實踐無相布施「無條件的愛」。發現對於以往受批判思考影響甚深的我來說，最

大的是放下心中對於許多事物的價值判斷，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