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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身心靈整合學會 
上師課程第 036堂課：耶穌基督(Jesus Christ)「潔白聖

光」課程講義 
 

註： 

1、這是耶穌基督於 2011.11.01(二)傳下來的課程。 

2、耶穌基督於2019.12.07再次補充。接訊者：白光。 

3、耶穌基督：天琴星人，等地是第 8.12 力如來。 

 

這是點化及覺授課程。 

 

請「靈魂中心點」與「最高神之處」連結，請「靈魂中心點」轉

頻將「潔白聖光」經由「身體」送入「地心」，與「地球」連結。 

請「潔白聖光」驅除一切黑暗、晦暗、汙垢之物。 

使用時，請念「啟動潔白聖光」。 

現在開始覺察身體的晦暗之物，覺察到時念「爆!」來爆破。 

功效：驅除沒有功效的煩惱。 
(註：有功效的煩惱是「功課」、「課題」。) 

 

請「紫色火焰」燃燒身體周圍的灰燼。 

啟動「光元素」，請「天界之光」圍繞身體周圍，並請「天界之光」

修補身上的裝備以及破損的氣場。 
(註：如果有身體上不舒服的地方，爆完之後還有存在的話，那就是「業力」、那是「功

課、課題」。) 

 

耶穌（4BC－30/33AD）的原文是希臘語：Ίησους（可轉拼為 Iēsous），

這本身是希伯來名字「約書亞」（希伯來語：יהושוע，轉拼為 Yahushua）的希

臘文翻譯，是「耶和華是救主」的意思。基督宗教的中心人物，以猶太教

為基礎開創了基督教，並被尊稱為基督或耶穌基督。 

當時希臘文是羅馬帝國的通行語言，最初的《新約聖經》就是用希臘文寫

成，這是當時猶太人中一個常見的名字。根據《馬太福音》記載，這個名

字是加百列天使長啟示下來的，天使向馬利亞宣告她要懷孕生子的時候，

對她說： 

你要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馬太

福音 1: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4%E6%9B%B8%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5%9F%BA%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4%84%E8%81%96%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A4%AA%E7%A6%8F%E9%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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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是西元三十年左右生活於今日巴勒斯坦一帶的歴史人物，接受施

洗者約翰洗禮並且被羅馬人釘死殉道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是真實存在且

對人類文明造成深遠影響等這幾點，迨無爭議，這些內容已經成為學界共

識。研究古代歷史的學者，不論是否是基督徒，都同意這些內容。在 2011

年一篇回顧現代學術界狀況的文章中，巴特·葉爾曼（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

山分校比較宗教學教授，不可知論者）寫道：「耶穌當然是史實人物，幾

乎所有夠格的古代史學者，不論是否是基督徒，都會同意這點的。」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耶穌為三位一體的神的位格之一，稱為「聖子」或「上

帝之子」。為了將人類從罪中拯救出來，祂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為贖罪挽

回祭，成為舊約聖經撒迦利亞書中所預言的彌賽亞，就是「受膏者」，神

所膏的君王和大祭司。在公元元年左右的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童貞女馬利

亞受聖靈感孕，生下耶穌。祂三十歲開始傳道，宣揚愛神和愛人的福音，

信祂的人會永遠不死。傳道三年半，祂被猶太祭司該亞法控告，被羅馬官

府本丟·彼拉多總督判處死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因著神的恩，為人人

嘗了死味。因為受死殉道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三天以後復活，

顯現給祂的門徒看有四十天之久，然後升天，坐在天父的右邊。將來必從

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叫信祂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基督」的原文是希臘語：Χριστός（可轉拼為 Christos），是希伯來

文稱號「彌賽亞」（希伯來語： יחַ  轉拼為，מָשִׁ māšîaḥ）的希臘文翻譯，是

「受膏者」的意思。《舊約》中多處提到君王、祭司在冊立的時候要用油

膏抹，稱為「受膏者」，舊約聖經意譯為「受膏者」。在舊約《以賽亞書》

和《但以理書》等多部先知書中，「彌賽亞」是先知所預言的解救萬民的

救主。 

耶穌的傳道可以看作有兩方面，一是關乎神學的，主要是關於他自己的身

份，和天國的降臨，可以說是如何愛神；一是關乎道德的，可以說是如何

愛人。 

耶穌他沒有在世上留下任何的著作，所有

關於耶穌的記錄的創作時間均在其死亡

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B8%E5%85%B1%E8%AD%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B8%E5%85%B1%E8%AD%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7%89%B9%C2%B7%E8%91%89%E7%88%BE%E6%9B%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E5%A4%A7%E5%AD%A6%E6%95%99%E5%A0%82%E5%B1%B1%E5%88%86%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E5%A4%A7%E5%AD%A6%E6%95%99%E5%A0%82%E5%B1%B1%E5%88%86%E6%A0%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8%BE%83%E5%AE%97%E6%95%99%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D%8D%E4%B8%80%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E7%9A%84%E7%A5%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4%B9%8B%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4%B9%8B%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88%90%E8%82%89%E8%B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7%E7%BA%A6%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7%E7%BA%A6%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C%E8%B3%BD%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A5%AD%E5%8F%B8_(%E7%8A%B9%E5%A4%AA%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8%A9%E4%BA%9E_(%E8%80%B6%E7%A9%8C%E7%9A%84%E6%AF%8D%E8%A6%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8%A9%E4%BA%9E_(%E8%80%B6%E7%A9%8C%E7%9A%84%E6%AF%8D%E8%A6%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4%B8%9F%C2%B7%E5%BD%BC%E6%8B%89%E5%A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8%A2%AB%E9%87%98%E5%8D%81%E5%AD%97%E6%9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A4%8D%E6%B4%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5%8D%87%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86%8D%E4%B8%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4%BC%AF%E4%BE%86%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4%BC%AF%E4%BE%86%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C%E8%B3%BD%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A%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8A%E7%B4%84%E8%81%96%E7%B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