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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 一貫道的宇宙觀 】

一貫道相信五教(儒、釋、道、耶、回)神聖的起源是相同的，
因此核心箴言為 : 道本一體；理無二致。

此外一貫道用易經來說明萬物的起源和循環，認為萬物生長
的氣數以及世界變與不變的道理都是從易經來解釋的。 

【 所謂神聖 - 東方神聖 】

東方對於神聖的觀念則是，世界有一套自己運行的方式  ，這
方面從東方討論易經八卦、五行相生相剋、天干地支、  二十
四節氣等等。它本身的文化就具備有崇拜和信仰的性質在，即
便沒有固定的信仰，民間信仰本身以及傳統的儀式就在告訴大
家要敬天地､禮神明，也就是說東方的神聖是從崇敬自然開始。

【 一貫道宗教經典 】

主要經典如 《 理數合解 》 ､ 《 三易探源 》 皆是以易經來說明萬
物的起源和循環  ，認為萬物生長的氣數以及世界變與不變的
道理易經都給了無盡的線索。

以右下圖為例，《 三易探源 》推算，從子會開天到亥會結束共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道中所說的 ｢十二元會｣ ，這段時間的
長度  ，剛好與科學家所探測出來的一個冰河期的週期約十三
萬年大致相符  ，所以一個「十二元會」就是上一個冰河期到
下一個冰河期之間的時間。

根據推算 ，認定現在這段時間接近末日時刻 ，世界將會有大
變動，所以要進行三曹普渡， 生皆有機會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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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用易經談世界的天時和地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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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神聖談世界運行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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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神聖 - 西方神聖 】

西方相信 ，萬物最原始的組成  ，是由完美的
幾何形所構成的而完美的幾何形 ( 生命之花 ) 
的起源，來自於耶穌創世七日後，由生種子所
組成的生命之果。

此外 ，從生命之果中  ，可以畫出世界上的五
個正幾何形， 也就是神聖幾何 。 他們認為世
界萬物的組成就是從這些幾何形組合而來，神
聖幾何即是符號化萬物起源的狀態。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正方體 星狀四面體 八面體 正十二面

聖靈的第一動 創世的第一動 三個球中的大小星狀四面體 創世紀第四天 創世紀第五天 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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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神 聖

面體 正二十面體

世紀第六天 創世紀第七天 / 生命種子
為人類孕育的開始

生命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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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神聖幾何 】

世界上的只有五個正幾何型，分別是正四面體
､正六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正二十面體
，在西方將他們稱之為柏拉圖立體。

西方宗教相信幾何型有一定神聖的比例，這反
應在他們基督信仰中教堂的設計中 ; 西方科學
家則相信這些正幾何型可能存在一些和世界對
應的關係，如克卜勒最早相信這些正幾何型外
接圓正好和行星運行軌道有對上 ; 而鍊金術師
則是認為幾何型和自然元素有相應的表徵。

近代數學家康 • 翰諾威提出一個五種幾何型的
組合方式，幾何型彼此一層層相接，最裡面的
幾何型（正二十面體）和最外面的幾何型（正
十二面體）比例成黃金比。

幾何型由內至外 ，分別是正二十面體(O)、正
八面體(O)、正四面體(T)、正六面體（C)、最
外層是正十二面體（D）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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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十面體

+
+

+
+

正八面體

正四面體

正六面體

正十二面體

而各正多面體的邊長比例關係為：

O / I  = τ / √2 2
T / O = 2
C / T = 1 / √2
D / C = 1 / τ 

若將所有比例相乘，可得

D / I = τ

τ為黃金比≒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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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八卦羅盤 】

古人認為，人的氣場受宇宙氣場控制，兩者和
諧則吉，反之則凶。東方的八卦羅盤上，同時
提供宇宙中各個層次的資訊，如星宿､五行､天
干､地支､八卦等等。風水師則透過磁針的轉動
，尋找最適合特定人或特定事的方位或時間。

一般平面羅盤提供方位的資訊，但若和幾何型
結合後，還多提供了選點可能的資訊，將立體
羅盤放入地形中，可明確提供選點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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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羅盤中最重要三針的組成，羅盤三針為地盤
、人盤、天盤，分別用於立向、拔沙、消水。

【 羅盤二十四山 】

【二十四山的組成 】

12 地支 - 
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巳 / 午 / 未 / 申 / 酉 / 戌 / 亥

8  天干 - 甲 / 乙 / 丙 / 丁 / 庚 / 辛 / 壬 / 癸

4  維  - 乾 / 坤 / 艮 / 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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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以正八面體定八卦方位 】

【 再以正立方體定地理方位 】

【 其他投影點至羅盤 】

【 立體羅盤生成 】

立體羅盤有幾個特點 ，一是 24山皆使用立體
幾何的頂點；二是幾何型彼此互相內接；最後
則是幾何型的點投影至平面剛好可符合平面羅
盤。

幾何型定位第一步驟：
羅盤生成前，先有八卦，所以選擇五個幾何型
中投影面最具自明性（具有強烈的方向性）的
正八面體來定位八卦的位置。

幾何型定位第二步驟：
定位完八卦方位後，定地理方向的正東西南北
方，在此階段只有正立方體可以定正東西南北
方。

幾何型定位第三步驟：
地磁偏角是指地球上任一處的磁北方向和正北
方向之間的夾角。當地磁北向實際偏東時，地
磁偏角為正，反之為負。而在臺灣則是-4°～
-3°左右，所以整個幾何型往西旋轉3度。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 立體羅盤置入基地 】

將立體羅盤置入基地南港山進行選點，選點判
別細節和規則將在「幾何選點」的章節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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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簡介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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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奉「明明上帝」為宇宙造物者主宰，一切有形無形事物之
總源，是一貫道的中心主神， 沒有一個既定的形象。其全
名為『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居
於「無極理天」，也就是基督教說的天堂。

【 一貫道祭拜主神 】

-相信宇宙真理雖只有一，但可經由各種形式依各地風俗民情
來顯現，故宣揚五教合一 ̶̶  儒、釋、道、耶、回 ̶̶ 強
調是五教 「同源」，不是教義和儀式上的揉合而是宗教根本
形而上的啟發。明明上帝的全名即是這五教聖人的名稱總和。

主要研讀的經典，除了一貫道自己的經典外，主要研讀 ，儒
家､道家､佛家的經典。核心箴言是：道本一體 ，禮無二致 / 
講求孝道和慎終追遠

【 教義特色 】

一貫道是以『明師一指，點開玄關』為傳道的主要儀式 ，即
為辦道禮，現階段所有儀式都在佛堂中進行。

一貫道的儀式皆在佛堂（單一空間）舉行：
1. 辦道禮：新求道親加入一貫道所舉辦的儀
2. 請壇禮：恭請佛祖的儀式
3. 燒香禮：每天早 / 午 / 晚祭拜佛祖的儀式
4. 獻供禮：搭配燒香禮，向先佛呈上祭祀品的儀式
5. 參辭駕禮：進出佛堂向佛祖問安的儀式
6. 四季大典：每年春 / 夏 / 秋 / 冬 四個季節舉辦的盛大儀式
7. 懺悔儀式：每年年終在大型佛堂舉辦的懺悔儀式

【 主要儀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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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宗教經典 】

   主要經典如 《 理數合解 》 ､ 《 三易探源 》 皆是以易經來說明萬
   物的起源和循環  ，認為萬物生長的氣數以及世界變與不變的
   道理易經都給了無盡的線索。

   根據推算 ，認定現在這段時間接近末日時刻 ，世界將會有大
   變動，所以要進行三曹普渡， 生皆有機會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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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簡 介

6 : 00 AM

燒香禮

12 : 00 PM

燒香禮（祭拜佛祖基本儀式）

 6 : 00 PM

燒香禮（祭拜佛祖基本儀式）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大型宗教課程（四書五經）   

國高中宗教課程

國小宗教課程

幼兒班（幫忙照顧道親帶來的小孩）

佛堂課程

中午辦 吃午餐
每天晚上都有不同類型的宗教課程，早上下午沒有課程

         儀式課程

1 / 1

新年團拜活動
人數：約500人

3 / 15

  春季大典
（祭天儀式）

4 / 5

         清明節
（靈骨塔祭祖活動）

  端午節
  （慶典）

6 / 15

  夏季大典
（祭天儀式）

8 / 15

               中秋節 /
             夏令營活動

9 / 15

  秋季大典
（祭天儀式）

11 / 15

  冬季大典
（祭天儀式）

12 / 31

年末大懺悔儀式
  / 冬令營活動

5 / 5

佛堂課程

隔週有法會課程（連三天待在佛堂）

【 儀式、 活動和時間】

【 一貫道歷史 】

一貫道系出道教的先天大道。清末光緒年間，以劉清虛為主
的先天道徒，被無生靈娘賜與一貫道三字，作為正宗嫡脈的
標記，用以區隔腐敗的先天道徒，後經路中一與張天然師徒
兩人，將一貫道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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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於台北南港山上，在道路的端點有一間
原本一貫道的舊佛堂 - ｢天達堂｣，是由當地地
主，也是此間佛堂堂主所捐獻。

往佛堂的沿途有壇主家的花園和祖墳，山路轉
彎後可看到位於路途尾端的佛堂。

【 基地現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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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舊佛堂

祖墳和水池

壇主花園



基 地
介 紹

一樓教室 / 大廳 

二樓佛堂

【 天達堂透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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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選點與空間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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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幾何羅盤置入基地前，先觀察基地上地勢特
別的地方作為選點依據，除了原本既有的機能
例如壇主花園外，還標示了地勢的山脊處、山
頂處和地勢較緩的區域。

【 基地地勢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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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機能現況 】    

【 基地現況環境重點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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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原本池塘

基地上主要道路

基地下的緩坡

山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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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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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點 / 機能

對應立體羅盤方位 庚

   大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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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五行對應

幾何型選點高度
（進入基地後會因地勢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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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立體羅盤置入後進行等比例縮放，盡量縮放
至和地勢最符合的狀態，選點後再將機能置入
進行區域配置。

【 立體羅盤置入 】

幾 合
選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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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羅盤進基地選點 】    

【 立體設計和選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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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五行和空間單元原型 】    

五行 -   事物的狀態 ，  不只是事物具體本身 ，還具
有普遍的意義 ，用此來定義選點後的機能。 

24山的選點最終會被分類成八宮 （八卦)，羅
盤  /  五行  / 八卦本自一體 ，使用八卦爻線解
讀，並搭配五行的延伸意義去詮釋空間和自然
環境的關係。

將爻分成天地人三個部分 ，｢ 天 ｣ 的部分是看
屋頂和天 / 人之間的關係 ;  ｢ 人 」看人的活動
和空間內外的關係；最後  ，「 地 」是看空間
底板和地勢的關係。

再下個步驟，將八卦的空間原則搭配五行的特
性進行空間原型的生成，例如 :「 金 」的特質
是收斂，在空間元素操作上將柱子變成斜板或
是斜柱；「 木 」是伸展 / 延展，將板下的
延伸至山和山勢產生關係；「 水」是潤下，
因此空間量體將順應山勢而生；「火」是炎上
， 柱子將會突破出頂板；最後 ，「土 」是中
和量體本身會和地勢有緊貼或是嵌入的狀態。

天

初爻

二爻

三爻
四爻

五爻
六爻

人

地
內
爻

外
爻

看屋頂和天 / 人的關係

看人的活動和空間內外的關係

看底部和環境（地）的關係

陰爻
高低 / 明暗 / 虛實 / 脫開＆緊貼 / 連接＆斷開 / 快慢 / 動靜 / 向上向下 / 外漏內藏 / 伸長壓縮

屋頂板斷開或是連接（實 / 虛）

和屋頂板脫開還是緊貼

空間外部活動是動還是靜

空間內部活動是動還是靜

地板斷開或是連接（實 / 虛）

底板和環境的關係式開還是緊貼

陽爻



空 間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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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單元原型 】    

乾

坤

震

艮

離

坎

兌

巽

金 木 水 火 土
(收斂) (伸展) (潤下) (炎上) (中和)(收斂) (伸展) (潤下) (炎上) (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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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天達堂全區平面配置圖



【 整體空間操作原則 】    

整體建物群以輕輕架在地表上為主要操作策略，不使用過度的下 去破壞原本的地勢，此外，架起的柱子可以創造
出量體間彼此相連的廊道，形成一種建築群共同的建築語彙，最後，因基地本身環境潮濕多霧，用柱子挑高的策略
也是防潮的一種方式。

所有在地表層公共空間的流通，除了空間通透外，也是創造物環中空氣對流的一種方法，所以從長的剖面即可同時
閱讀到，通透的地面空間以及由柱列作為進入儀式空間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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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客
中 心

【 遊客中心  一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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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中心  二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22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23



【 香客大樓  一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香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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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客
大 樓

【 香客大樓  二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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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客
大 樓

【 香客大樓  三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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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客
大 樓

【 香客大樓  四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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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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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堂  一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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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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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堂  一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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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堂  一層平面 】

大 
明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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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堂  二層平面 】

大 
明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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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堂  三層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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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空間  比例尺 1 : 200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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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墓  地下一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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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墓  地下二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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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墓  地下三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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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墓  地下四層平面  比例尺 1 : 200 】 46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遊
客
中
心

小
明
堂



大 
長 剖

香
客
大
樓

大
明
堂

悼
念
空
間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遊
客
中
心



剖 
面 圖

小
明
堂

香
客
大
樓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大
明
堂



剖 
面 圖

悼
念
空
間

陵
墓



東西
幾何
一貫道建築

遊
客
中
心

小
明
堂



空 間
透 視

香
客
大
樓

大
明
堂

悼
念
空
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