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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宗教發展中西王金母信仰傳布的成功經驗，可作為觀察政權與宗教 
之間互動關係的一個絕佳例證，如果社會學者曾經使用一貫道作為指標，用 
以檢測國民黨在政治戒嚴與解嚴的實際案例；然則慈惠總堂可視為另一個用 
以檢測的案例，在此將使用道教總會所保存的內部資料，也就是從成立初期 
的民國 50 幾年到民國 70 年前後，其間約二十餘年中歷屆理監事會的會議資 
料。目前參與其事的當事人俱已不在：一方面是道總創會及其後的數任理事 
長與秘書長，其出身背景均與情治系統、國會代表有關，乃是代表黨國體制 
執行政治控制；而另一方面則是代表民間社會的宗教力量，在民國 38 年以後 
的政治高壓政策下，民間新興的宗教領袖快速的崛起，當時的集會結社如何 
引起黨政相關單位的疑慮：將其視同一貫道的不合法團體！情治單位在考慮 
嚴禁與否的關鍵，道總成立的時機適時帶來轉機：轉變可能被禁的危機。這 
種轉變可以一貫道作對照，當時一貫道面臨被迫宣布解散，其中基礎組張培 
成即選擇加入道總，隨後慈惠總堂及發展較快的分堂也被勸導加入「輔導」 
之列，一貫道與慈惠堂系統如何被道總「收編」的過程，都悉數紀錄在二十 
年間的會議檔案裡。本人取得道總的合作，提供這些內部資料用以分析慈惠 
堂系統加入後，如何被安排進入理事會、被收編於瑤池金母廟群，有助於道 
總在省道教會、台北市道教會既有規模之後參與統一的協調事務；而慈惠總 
堂及其重要的分堂，如中壢分堂、台南分堂、竹山分堂等，都有相關的鸞書 
及出版品，也被邀加入道總。廣泛收集這些珍貴的史料，並輔以口訪資料， 
即可分析黨國體制所象徵的國家權力如何運作，而道總作為人民團體，在政 
權、黨權與宗教團體之間如何中介，如何避免可能引發的宗教迫害？而面對 
現代化所帶來劇烈的社會變遷：倫理道德的衝擊、社會價值的變化、性別差 
異的壓力，西王金母信仰的快速成長，到底如何反映民國 50 到 70 年代，這 
種宗教復振運動與宗教基本教義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是否標誌著變動 
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抑或在傳統的末劫教義中賦予新的救世意義？從慈惠堂 
教團能發展成功的一個例證，可借以分析台灣社會處於變動的年代中，歷經 
戒嚴體制而逐漸走向解嚴，一個新興的宗教團體如何轉變以求生存。這樣的 
台灣經驗將為歷史提供實質的時代見證，只有朝向民主化、多元化的開放社 
會，新興的宗教團體才能彰顯民眾的社會文化活力，否則這個社會將停滯於 
威權體制下，成為一個僵化而了無創意的保守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