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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國：涵靜老人的生命地圖(下) 
● 劉煥玲

 

 

 

 (二) 李玉階先生對中華文化的深入研究與創新 

 

1925 年，李玉階先生與過純華女士締結連理，共渡人間長達七十年「山涯又海角

，你我必同濟」之緣。1933 年，先生在上海創立宗教哲學研究社，包括王一亭、王曉

藾等上海政商名流共同參與，「創設宗旨以研究宗教真理，提倡道德，挽救人心，兼辦

慈善事業」。開始接任宗教哲學社事務後，先生對官場追逐之心已日漸淡漠。又因財政

部長宋子文和蔣委員長失和，由孔祥熙代理行政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埋下先生遠離官

場之心。三十四歲時，天德教蕭昌明宗主希望他前往西北創辦宗教哲學研究社，加上

政府大力提倡西北大開發，面對生命的重大選擇，先生毅然決然選擇自己的天命，轉

任陝西省鹽務視察專員，告別繁華的上海，走向生命的下一階段。長途跋涉下，先生

輾轉來到西安，得到陝西省政府邵力子的大力支持。1935 年，先生在西安成立宗教哲

學研究社，全力展開西北精神建設工作。同時，特別成立紅心字會，從事慈善工作。

大會成立成立之日，先生闡明紅心意義，「願人人咸具赤子之心，實行天下為公，博愛

濟眾，匡時救世，以期逐漸普濟」。紅心字會成立之後，大力推動各項中醫義診、救濟

、施藥、施棺等活動。對日抗戰爆發，國家內憂外患，紅心字會和陝西政府合作，組

織防空救難隊，在槍林彈雨中，進行各項搶救工作。 

1936 年先生訪道太白山時，受仙人雲龍至聖指點，「明夏浩劫將興，國土臨頭」，

                                                


 劉煥玲，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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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先生上華山大上方定居。先生一秉至誠之心，再請辭官。1937 年 7 月 3 日，時年

三十七歲，從西安至華山北峰居住。四日後，盧溝橋事變爆發，對日抗戰全面展開。

先生有感而發「悠悠華嶽幾經秋，國脈同傳亙古休；萬里黃河環玉帶，一輪明月滾金

球。風雲變幻誰先覺，烽燧將傳獨隱憂；我本悲時非遯世，天心早許白雲留」。先生潛

居華山北峰，後移居華山大上方，一方面精進修持，一方面也靜觀國家大事，憂國憂

民，並探究宗教思想的真諦。與黃維道、李子弋等人為期一年，完成以中文寫成的第

一本宗教哲學著作《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華山上八年，讓先生確立了跨時代

教義的闡述，並自修自證完成昊天心法修持法門的建立，理論和實修的相互配合，讓

中華文化發展出符合時代潮流之創新一面。1944 年，先生來到甘肅省，創立甘肅省宗

教哲學研究社和紅心字會，並印製《新宗教哲學思想體系》一書，期望能賦予宗教內

涵新的時代意義。面對八年抗戰時代的動盪不安，更加堅定了他想以宗教拯救人生疾

苦，來幫助國家民族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三)李玉階先生對中華文化的弘揚與堅持 

 

1947 年，先生回到上海，在上海公開講道，更以反對內戰，而和王曉籟等七十餘

人創辦「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1949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

。1951 年，先生接辦自立晚報，在財務困難的環境中，以媒體力量持續關心國事，並

堅持和鼓吹言論自由。也因為爭取新聞自由，三年之內兩度遭到停刊處分。又因為政

府修改出版法，先生認為是開民主的倒車，幾番抗議無效後，退出國民黨，並在報紙

標示「無黨無派、獨立經營」，以言人所不敢言著稱於世，也成為民國百年的知名報人

之一。1965 年先生離開自立晚報時，雖已年屆六十五歲，仍時刻以恢復宗教哲學研究

社為念。為了籌措弘教辦道費用，先生積極參與經營各種事業，然績效不彰，最終都

因虧損過大負債累累。先生因此鬱鬱不得志，曾於日記自述：「反躬自問，我自下華山

，重墮紅塵以來，處世待人，一秉至誠，抱定吃虧就是佔便宜，一切聽天安排。相信

天無絕人之路，仰蒙上天庇佑，今後更應培功立德，為教奮鬥，以報天恩」。 

1978 年，先生七十八歲創辦宗教哲學研究社。社辦維持不易，先生仍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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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先生於新店市開班傳授中國正宗靜坐，並於各大學及公開講學超過一百多場

。回想晚年創社的心情，先生說：「 宗哲社就是我的道場，就是我今後十年精神之所

寄託，也就是我生命的歸宿地。」身為先知先覺的宗教家，擔心世界陷入浩劫，在朝

夕祈禱之下，懇求上帝之道重來人間。1980 年復興天帝教，先生時年八十歲。1986 年

，奉內政部核准設立「財團法人天帝教」，為臺灣立案之十大宗教之一。1988年，紅心

字會在台復會，進行受刑人家屬及老人居家照顧等活動。1991 年，創立天帝教總會，

推動宗教交流的工作。1992 年，創立極忠文教基金會，進行兩岸文化交流等活動。從

1980 年創立天帝後，天帝教教徒於十年間多達四十幾萬。先生駐世辦道弘教的十四年

中，以一生的修持和經驗，提出「兩個時代使命」的救世理想，並建立完整的靜坐修

持體系，以及全面闡述及發揚教義「心物一元二用」、「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等諸

多主張。1994 年，先生九十四歲證道回歸自然，葬於南投道場，墓碑僅簡中書以「涵

靜老人」四字。回歸之前，先生猶唯念念不忘國家民族的前途，在病榻上寫下「中華

一家」四字。 

先生證道之後，兩岸關係歷經諸多紛擾，終朝和平的腳步邁進。世界局勢也從核

戰危機，演變到宗教之對立戰爭，經濟急遽衰退，海嘯、地震、氣候異常等天災人禍

四起，隨著時代帶來的種種危機，印證了先生晚年憂國憂民，對於救世思想的主張。

為了面對環境的挑戰，以期找出一條人類未來安身立命之道路，對先生思想之深入研

究瞭解而愈顯重要。 

1996 年，國史館以先生為民國以來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將其一生文物收藏於國史

館內。弟子們集結先生一生留下之重要文獻，包括言論集、靜坐心法、專欄、講稿、

日記等著作，期待為世人完整闡述一位中國百年重要宗教思想家的言行思想及一生，

並希望以其所闡述創新之文化內涵及實修之學，幫助世界文明從瀕於毀滅之際，得能

一躍而上，再創一世界大同、天人大同之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