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弟子如何證道修真 

 

道教教義的終極關懷就是證道成仙，如唐代高道司馬承祺於《坐

忘論．敬信》云：「信是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

行，得道必矣。」得道，就是證道成仙，而「信」就是堅信，如果我

們稍有動搖，便很難成事，也難有動力去修行。在家弟子能否可以修

道成仙的問題，也是「信」的問題。不過，這個「信」字不是「信者

得救」的意思，而是你要相信「眾生皆有道性」的教義，眾生是可以

透過修行而證道的。在家居士是否可以？是否一定要苦行？是否一定

要出家？ 

 

甲、修道可成真？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大乘佛教教義提到，眾生皆可成佛，佛教

信徒都是深信不疑的；但我問過很多道門弟子，他們對成仙是沒有信

心，更認為成仙是神話。佛教的《阿彌陀經》提到：「舍利弗，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

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等正覺，乃佛教修行的終極覺悟、這是涅槃

境界，證得此者與成佛無異。修淨土宗的佛教徒都深信唸誦佛號可往

生西方淨土；即使我們都知道未來佛是「彌勒佛」，所有眾生都未必

能在此期間成佛，但大家都認同透過一心唸佛可以離苦得樂。 

 

部份道門弟子亦認為，自己是在家身份，不似出家人可以專心修

道，太多俗事纏擾，也沒時間修行，所以絕不會想「成仙」，只求祖師

好好保佑就是。為甚麼佛教的在家弟子堅信唸佛往生，道教的在家弟

子沒有這份堅信？唸天尊聖號或道經可以證道嗎？只求祖師保佑自

己有否問題呢？如果在家居士可以證道成真，哪麼又有哪種方法呢？ 

 

乙、在家修行之法 

在家修行之一：確立正信，成仙之基 

首先，在家修行者切勿妄自菲薄，認為自己不是出家，沒有能力

修行；也不要認為在家的環境沒有條件修行。譚處端祖師在《水雲集．

述懷．又》：「為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勝出家。行盡這般功德路，

定將歸去步雲霞。」祖師已講明，當官的如果清廉勤政，造福大眾，

其實就等同修道；盡忠為國，在家盡孝，心存仁德，以慈救濟，這種

俗世修行勝於出家修行。如能在世用心經營每一件事，為社會、大眾

努力貢獻，對人對事都能和諧包容，盡心協助大家，這就是積累功德，

走向成仙成聖的路向。為甚麼在世俗修行也可修道？因為，世俗的生



活環境就是一個道場，在喧鬧中煉就清靜，在鬥爭中煉就慈愛，這就

是大修行。 

 

知道了在家也可修行，第二步便要有「信」，「信」乃指修真成仙

之道，有了信念才可抵擋世間種種誘惑，堅定修行。凡修性之士，必

須甘於寂寞，不與眾合流，而「信」就是基礎。同樣，若修行沒有「敬

信」，便很容易半途而廢。即使僅求健康或治病，信念也不可缺少！ 

 

有了敬信，下一步是確立正念。正念，就是繫念於正道的實踐，心無

旁騖，意不散亂。有了正念，修行便不容易產生邪魔幻象。很多人未

學唸經、打坐前左擔心右擔心，正正他們未有建立正念，王棲雲真人

說得好：「蓋心正則事事正，心邪則事事邪。」人若沒有信仰，也需有

一種道德的正念，當我們在不安之時，便可以正念抵抗萬慮，身心自

然安泰自如。 

 

在家修行之二：初心要正，不落邪見 

在家修行要經常尋回自己學道的初心，為何當初要學道及修行？

如果入道之時已立錯目標，不問付出、不懺悔惡業，只關心自己會否

受到保佑、得到更多名利貨欲等，這樣第一步已走錯，再談修行已是

對牛彈琴。 

 

皈依者或發心求道者，若不思精進，但又空想祖師眷顧自己，從

此福壽延年，這種想法已經走歪，令自己更怠慢；以為交了「保護費」，

每天上香叩頭及供奉果品便得到保佑；或在道堂弄了一張皈依證明書，

便可在上天得到了一個蓮位。若有如此妄想，便是行邪道之法；只有

邪魔妖怪才會因「利」而給祈求者「甜頭」，隨後便會擾人心神，奪人

壽元。 

 

有些人學道是希望濟世救人的，但他們希望學「法」來幫人，一

心只是學「法」，於是願意花大量金錢學習道教秘傳的符法、心咒、

術數、打鬼之術等，殊不知「法」是不可用金錢買賣的，必須經過拜

師學道，先學好基本道德操守，並在熟習經義後，師父再看人品及修

為才可考慮傳「法」。絕不是標明價目，過中教、大教、三山教、五雷

頂教等收不同費用，學生亂用符法，而且貪「法」貪「術」，已經著

貪，早已招邪。未有清靜道德修為，絕不能請神作法，能降下力量的，

可想而知是甚麼。如果剛開始時便走入邪見，或已遭妖邪控制，縱有

大功德，將來亦難以超升。 

 



在家修行之三：積德成聖，忠孝成神 

(1) 孝行就是道教修行 

積德成聖是古時中國的崇高理念，古代的三皇五帝，到孔、孟、

荀子等，歷代都尊崇為聖賢供奉，故有孔廟、孔子聖賢祠之建成。積

德成聖 (或作積德成仙) 亦是道教的教義之一，而積德的根基，就是

行孝。道教講求孝敬之心，東漢出現的《太平經》，當中大部份內容

就提及了「孝」的重要。《太平經》說：「樂為天之經，孝為地之經」

又提出：「子亦當孝，承父母之教，乃善人骨肉肢節，各保令安全，父

母所生，當令完，勿有刑傷。」這與儒家《孝經》所說的「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完全一致。《太平經》內有一篇章名為「不孝

不可久生」，當中提及到：「動作言談，輒有綱紀，有益父母，使的十 

(同「汁」) 肥 (意指肉、汁)。衣服或好。面目生光。是子孝行，力

非惡人，亦獨不當極父母哺乳之恩邪？為子不孝，汝生子當孝邪？」

就是說，我們平常要守禮不違規，給父母吃的好，穿的好，並常存報

親恩之孝心，可見道教創始已甚重視對父母的孝敬。 

 

(2)「為善」及「求仙」的基本條件——忠、孝 

東晉．葛洪《抱樸子內篇》說：「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

為本。」可見，古人已深信「忠孝」、「仁信」就是求仙之法。南北朝

成書的《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亦載：「臣忠、子孝、夫信、婦貞、

兄敬、弟順，內無二心，便可為善，得為種民。」及「事師不可不敬，

事親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以上各種人倫道德，就是道教「為

善」之法；「得以種民」即得以成為「道民」，種下了「道」的種子，

將來若能修道必可走近大道——證道。 

 

(3) 淨明忠孝 

道教的淨明道一派以盡忠盡孝為其教義之首，認為「以本心淨明

為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貴」，可達於「無上清虛之境」。如： 

 

1.《玉真先生語錄外集》言：「入吾忠孝大道之門者，皆當祝國壽、報

親恩為第一事。」 

 

2.《太上靈寶首入淨明四規明鑒經》云：「學道以致仙，仙非難也。忠

孝者先之，不忠不孝而求乎道而冀乎仙，未之有也。」又云：「孝弟道

之本，固非強而為」 

 

3.《淨明大道說》說：「太上設忠孝大道之門甚易知易行。」 

 



4.《太上靈寶凈明洞神上品經》說：「上品以孝，中品煉形，下品救

度。」、 「唯知忠孝，可以學道」、「人之初生，父母遺體，知其所養，

知其所貴，知其所事。父母之身，天尊之身，能事父母，天尊降靈。」 

 

5.《淨明忠孝全書》卷三中載：「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正心處物，

常應靜也。」淨明道強調為人學道要盡人道踐行忠孝。 

 

(4)以「九美」治身，可免除禍害 

除了盡忠盡孝外，積「德」的德行內容還包括很多，如《呂祖覺

世真經》提出的「九美」： 

 

「我治身不過忠孝廉節。仁義禮信。孜孜求普惠焉。故此真心持

齋修煉。而得上界為仙。人能修九美以治身。豈有過而日增。人能安

本分。守業聽天行。丁財與貴壽。不必神前佛面求而得。人能如我為

九美。萬福來臨百禍消。嗚呼。行善實無涯。忠孝即善階。人能盡忠

孝。何愁願不諧。」 

 

這裡的重點包括： 

1.呂祖以「九美」修身(忠、孝、廉、節、仁、義、禮、信、惠)。 

2.除了「九美」，必須「持齋」、「修煉」才可證仙。 

3.修「九美」，並須「安本分」，自有「萬福」。 

4.「行善」有多種，「忠孝」是最基本的階梯。 

 

又例如《呂祖無極寶懺》亦有載及： 

 

1.「積德積仁，勸孝於親，勸忠於君；勸信於友，勸恤於貧；勸慈於

物，勸和於鄰。」修道者能夠盡忠孝，慈愛於物，善待別人，便是「積

德積仁」。 

 

2.「汝當修善，子孫旺興。汝當作惡，後代凋零。恤孤憐老，戒殺放

生。日積月累，必獲功成。三元保舉，萬聖助成。他年行滿，拔宅飛

昇。」可見修持孝慈的功德非少，當功成時便可證道飛升，至親亦因

而獲益。 

 

(5) 忠孝成神之例 

1.以「孝」成神之「梓潼帝君」 

《梓潼帝君化書》稱，張亞子「生及冠，母病疽(粵音追，毒瘡)

重，乃為吮之，並於中夜自割股肉烹而供，母病遂愈。後值瘟疫流行，



夢神授以《大洞仙經》並法籙，謂可治邪祛瘟，行之果驗」。因此，文

昌帝君也是慈祥孝親的楷模。 

 

2.以「忠」成神之「關聖帝君」 

關帝即三國時蜀國的關公，姓關名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今

屬陝西省解虞縣）。東漢末年，關羽與劉備、張飛在桃園三結義，情

如手足，同謀起兵。初守下邳，為曹操所敗被獲，待以殊禮，拜為偏

將軍，後為曹操斬袁紹之勇將顏良，以解曹操之危而報答之。曹操表

封關羽為漢壽亭侯，賞賜甚厚。關羽在得知劉備下落後，即掛印封金，

盡留曹操之賜，歸奔義兄劉備處。劉備建蜀國後，以關羽守襄陽，督

荊州事。關羽大破曹仁於樊城，斬龐德，擒于禁，覆七軍，威震華夏。

後因輕敵中計，敗走麥城，終至被害。傳其頭葬於河南洛陽關林，其

身葬於湖北當陽玉泉山。後世感其忠義，遂歲時奉祀。 

  

坊間流傳很多關聖帝君在世的事跡，總其一生，「仁、義、禮、

智、信」五德俱備──「千里尋兄」是為仁，「華容道放曹操」是為

義，「保護皇嫂，秉燭立於戶外」是為禮，「水淹于禁七軍」是為智，

「單刀赴會」是為信。因此，國人一直把關聖帝君視作道德的化身。 

 

3.以「忠」成神之「岳飛元帥」 

岳元帥，即抗金名將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人。死

後，人們即祀之為神，歲時奉供。據《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五引《三

柳軒雜識》曰：「太舉奪士之神，岳侯也。」可見宋代已將其奉為神。

據《宋史．岳飛傳》載，宋孝宗賜號為「褒忠」，寧宗嘉定年（1211）

封其為「鄂王」。又據《湯陰縣誌》記載，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改

謚「忠武」。道教稱岳飛為元帥，列為護法元帥之一。 

 

後人普遍敬仰岳飛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讚頌他精忠報國的英雄

業績。明神宗萬曆帝加封其為三界靖魔大帝，配奉於各地武廟。因為

他生前是抗金的大元帥，所以他成神之後，人們仍稱之為「岳元帥」。 

 

在家修行之四：行善積福，功滿升天 

命，是註定的，我們出生時已有定命，遇到甚麼人、遇到甚麼劫，

這種緣也是早已有安排，如基督教所言的「上帝的巧妙安排」。不過，

每一個人的定命都是屬於先天的，後天的命運仍然是我們可以掌握，

所以道教教義有「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說法。當然，要改變命運是非

常困難和艱辛的，改變的方法就是「修行」，而行善積福是最直接的

方法。 



 

明代袁了凡著有《了凡四訓》，袁了凡童年喪父，十幾歲的時候

母親便命他棄學從醫，以便賺錢養活生命，也可以救濟別人。有一次

他去慈雲寺，碰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臉長鬚，看起來仙風道

骨飄然若仙，那位老人對他說：「你是官場中的人，明年就可以去參

加考試，進學宮了，為何不讀書呢？老人又給袁了凡推算終生的吉凶

禍福，到了五十三歲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丑時，就應該壽終正寢，可惜

你命中沒有兒子。」 

 

袁了凡把孔先生的話一一記錄下來，就這樣又開始繼續讀書了。

從此以後，凡是碰到考試，所考名次先後，都不出孔先生預先所算定

的名次。某天他在棲霞山遇見雲谷禪師，雲谷禪師對袁了凡開示： 

 

「雖說數一定有，但是只有平常人，才會被數所束縛住。若是一

個極善的人，數就拘他不住了。《易》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所以命是可以自己改的，而佛家是讓人識透極善極惡之

理的力量的，識透了按照去做，命由我自己造，福由我自己求；我造

惡就自然折福；我修善，就自然得福。從前各種詩書中所說，實在是

的的確確、明明白白的好教訓。佛經裏說：一個人要求富貴就得富貴，

要求兒女就得兒女，要求長壽就得長壽！」 

 

袁了凡開始了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從此以後，就整天小心謹慎，

與從前的悠悠忽忽，大不相同了。雖然是在暗室無人的地方，也不敢

放任恣肆，心中常常懷有畏慎之心，不敢稍存損人利已的念頭。碰到

討厭他、毀謗他的，也能夠安然的接受，不與旁人計較爭論；遇見義

所當為、有益人群之事，也能夠不避艱苦，勉力去做。過了一年，禮

部考科舉，從前孔公算他該考第三的，忽然考了第一名。等到秋裡考

舉人，原來算他不能中的，也就中了。從此以後，孔公所算定的，都

不應驗。 

 

接著他先發願要做三千件的善事，經過了十多年的努力，才把三

千件的善事做完，結果夫人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天啟。後來，每做了

一件善事，隨時都用筆記下來；他夫人不會寫字，每做一件善事，都

用鵝毛管，印一個紅圈在日曆上，或是送食物給窮人，或買活的東西

放生，都要記圈。有時一天多到十幾個紅圈呢！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

十幾件善事。到了丙戌年，居然又中了進士，吏部就補了袁了凡寶坻

縣縣長的缺，他又發了做一萬件善事的心願。 

 



袁了凡一生不斷地做善事，真的改變了自己命運，並把自己身體

力行改變命運的事，寫成了一本小冊子《了凡四訓》，傳給他的兒子

天啟和後人。 

 

全真派的修煉丹書《鍾呂傳道集》也強調：「欲升洞天，當傳道

積行於人間，受天書而升洞天，以為天仙。」  將修煉落實到承擔人

間苦難，扶危解厄的救度。當功息圓滿，自然可升天為仙。 

 

在家修行之五：誦經升天 

唸經可證道成真也是真實不妄，但必須配合齋潔修行，而且專精

不二持誦。按《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載：「夫讀河上真人一章，則

徹太上玉京，諸天仙人叉手稱善，傳聲三界，魔王禮於堂中，酆都執

敬，稽首於法師矣。河上真人，則道德經之法師也，所以尊其章句焉。

治身祕道，不可示俗人，俗人常笑此經虛誕，謂之不能昇仙度世，此

各有宿緣，弗可強訓也。教之不行，彼此獲罪，故宜深而祕之也。」

這裡表明，讀《老子河上公章句》，可以感通天人，諸天讚嘆，更可

「昇仙度世」。 

 

又載：「太極真人曰：禮此經時，心注太上老君，三拜，次念尹先

生、河上真人為玄中法師，亦復三拜，並向經也。常三萬六千仙童玉

女侍經，燒香散花，通致眾仙，為兆請不死之命，求白日昇天之道也。」

這裡亦提到誦經可以「通致眾仙」、「白日昇天」。 

 

又：「太極真人曰：道士當作金丹之時也，一晝一夜誦之，太一

歡悅，來臨子之室矣。辟鬼試不祥之變也，所作則必成焉。」誦經可

以請神降下賜福，將不祥之乎轉化為祥。 

 

又：「太極真人曰：夫學道以齋戒為本也，誦經必齋，校經必齋，

書經必齋，書符必齋，合藥必齋，作金丹必齋，精思必齋，詣師請問

必齋，禮拜必齋，受經必齋，救疾消災必齋，致真人必齋。齋者，太

上所敬重，老君所營護，諸聖所倚賴，齋法甚多，在兆所修受也。」

「必齋」就是必須齋潔身心，守戒止惡，清靜身心，這是誦經的大前

提。 

 

道教有沒有如唸誦「阿彌陀佛」的聖號般可以往生淨土？有的，

據《太一救苦護身妙經》、《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太上慈悲

九幽拔罪懺》等記載，親友可為臨終者拜懺、誦經，盼其致心向道，

承天尊之慈悲，早脫苦難，永離輪迴。臨終者亦應存念「太乙救苦天



尊」，親人可在身旁助念，依其願力，令其「出離陰境，便得生天」。

及至病重，更應一心不亂，誦唸「太乙救苦天尊」聖號，繫念生天，

當無牽掛也。 

 

若病人有能力唸誦，聲音大小不拘。如果無力，可以心唸，或由

親朋在旁助唸，病者應心無雜念，攝耳諦聽，當可與仙真感應，接引

生天。另外，唸的時候需要字字分明，不應執著聖號的長短，長的如

「尋聲救苦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上帝」、「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興行妙

道天尊」等，對臨終者來說無疑是很難誦唸，可專唸「太乙救苦天尊」

或「純陽呂祖仙師」，或可簡單如「救苦天尊」或「孚佑帝君」等，隨

力建功便可。當然，或坐或臥，穿甚麼衣服，這時已無需執著了。當

然，唸誦聖號最好是平日誦持，而誦持功德亦要看個人的定力、專注、

福德等因素配合，能否脫離三惡途、升天、哪一界的天都會因人而異

的。 

 

在家修行之六：清靜近道 

無論誦經、積善、行孝等方法，雖然都可證道生天，但「天」有

多重，也不容易證入四梵天或以上 (除非對歷世、不同時空有重大貢

獻者，如孔子、關公、岳王等)，唯有清靜的功夫，以「輕清上浮」的

原則下才可證達更高的天，不墮輪迴。當我們有了正念、功德，不代

表就會達到清靜，如果我們每天仍忙碌於世俗事務，經常受人我是非

困擾，唸經、打坐過程中很難可以做到完全拋離雜念，然後第二天又

走入塵俗，晚上又入靜……這只是一種人格分裂而已。人要達到清靜

是需要日常生活上的配合，如果每天都與人拼搏，互相攻訐，或投資

買賣，上落數千萬，這樣怎教人在唸經、打坐中完全忘記？又或每天

應酬俗務，每餐肥肉烈酒，身心又如何清靜？  

 

因此，清靜的功夫不是唸經、打坐時才去做，否則不唸經、不打

坐時便又煩惱憂心，這不是修行的好現象。元代王棲雲也云：「居大

眾中，及有作務，專防自心，不可易動。」又云：「修行之人，塵心頓

歇，俗慮消亡，孤無顯出自己元本真宗。」  正正勸修煉之人小心俗

務，不可受俗事所累。元代尹清和說：「夫人性本去道不遠，止緣多

世嗜欲所溺，則難復於道。」  人之所以與大道愈離愈遠，是因為我

們在俗世中「嗜欲所溺」而已。至於怎樣不受俗事所累，《坐忘論》便

提出「斷緣」和「簡事」的方法。「斷緣」是減少甚至斷絕一切塵緣，

不為世俗所累。「簡事」便是選擇應該做的事，不去做不應該做的事。

如何減少塵緣方面，司馬承禎建議：「醴交勢合，自致日疏。無事安

閑，方可修道。」  減少酒肉的應酬，那些為權勢交往的朋友便會疏



遠你。「簡事」方面，司馬承禎勸喻：「若不簡擇，觸事皆為，則身勞

智昏，修道事闕。」  人生在世，若事事都去理會去憂心，身心怎不

勞累，打坐也是於事無補。因此，如果想進入下一階段的「清靜」，修

煉者便要分清事情的輕重緩急，有所為，有所不為。只有如此，性靈

才能不受太大的污染，阻礙修道的成果。 

 

總結： 

以上提及的種種修行都是超升仙界方法，也是適合在家居士依循。

簡單如唸誦天尊聖號，也可藉著天尊神力得以超拔，但問題是……是

否如此簡單？大家能否真的做到「一心不亂」？或根本自己亦未能放

下包袱、依戀，及一切愛恨情仇的關係？又例如積善成聖，即使將自

身家財盡捐，但只能救濟一時一方的眾生；如何做到關公、岳聖般成

為萬世的忠孝楷模，感染後代所有人，這才是最難的。 

 

行善積德可以改變命運，這是古人的經驗之談，但看似簡單，

是否每人都可以做到袁了凡般時刻堅持行善，堅信改變命運的信

心？當中需要我們發大願心、堅毅心、忍耐心，才可持恆及一生不

變的做好。修行是一生的，不是一時一刻去做，所以改變命運絕不

是簡單，更何況是證道成仙？ 

 

如果只是靠日常行善、誦經，的確可以避免將來墜入三惡塗，甚

至有可能升入天界，但究竟是地仙、神仙抑或天仙呢？這要看我們的

修行功夫而言，而且也要視乎我們有否一面行善，一面又行惡，又或

根本沒有降伏自己的貪嗔，都會影響我們的投生方向。只是不斷行善，

但嗔心太重，容易大動肝火，這是修羅，道教稱為天魔。我們更要小

心的是，不要誤拜邪鬼，或胡亂信奉新興宗教、神壇等，即使你協助

這些宗教做了很多善事，唸了很多經文，本來福德是可以證道升天的，

但因為生前已被邪鬼所迷，死後只會被拉入他們的世界，只因當初行

錯第一步，結下惡緣。因此，不是行善、誦經的便一定可以證道，當

中要配合的因緣、條件有很多；但在家弟子的確可以依循正道修真，

而且「眾生皆有道性」是不誤的，我們都可以證道成真，只看我們的

發心和修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