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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

美，丑的�念也就�生了；都知道

善之所以�善，不善的�念也就�

生了。

有和无互相生成，�和易互相

促就，�和短互��示，高和下互

�呈�，音和声彼此�和，前和后

�接相随。

所以有道的人以无�的�度来�

理世事，�行“不言”的教�；万物

�起而不加干�；生�万物而不据�

己有；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功�

成就而不自我夸耀。正因他不自我夸

耀，所以他的功�不会泯没。

�太平，1945年

出生，��中国

��会�，中�

�法家��会

副会�，公安部

直属机��画

�会副会�兼

秘��。�著出版了《草��引》、《�

太平�法作品集》、《�梅作品集》。

其作品参加了由中国����的

第五届�展、翰墨��煌、�念毛�

�同志�辰110周年、中�、吉隆坡、

新加坡国��法交流展等重要展出，

在北京中国美��等三����个展。

常被一些全国性的�展聘��委。《当

代中国�法��大成》等180多部�法

集和�著刊有作品或介�。�邀�人

民大会堂、毛主席�念堂等几十家�

念�、博物�、碑林�字或被勒石、�

列、收藏。

  �太平 �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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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美，斯�已；
皆知善之�善，斯不善已。故有
无相生，�易相成，�短相�，
高下相�，音声相和，前后相
随。是以�人�无�之事，行不
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
不有，�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道��》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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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彭祖是��里著名的�寿人物，据

�活了八百�。彭祖的故事除了告�人�

如何�生，更��了深刻的道教哲理。

在�繁��的各�道�之中，�生之

道无疑是最受普通大��迎的。与具

体的�生�践相比，道教的�生理念

才是根本。如果不能了解“天人合一”

的哲理，�生��停留在操作的�面，

便无法�到最高的效果。

中�文化中，儒、�、道三足鼎立，

缺一不可。三教学者首次在新加坡同

台��，�示生死智慧，引来大批听

�。�比任何宗教和�的宣言都更具

有�服力。

道教思想中有着可�的�下不争的

品格，�中国�代�治者影�深�。�

�品��于注重科技的当代社会，依然

有着不容忽�的人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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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
是道教仙真中著名的�生家，以�寿�

�。晋代葛洪（283~363）《神仙�》

中“彭祖”条，就完整地��了彭祖的身世遭遇，也

全面地�述了彭祖�于�生的学�。“彭祖”�在整个

《神仙�》中是内容最�富、字数最多的一篇。

在葛洪之前，彭祖作��寿人物，广�人知。西�

�向《列仙�》里就有彭祖的��，提到彭祖有八百多

�，常常服用�芝，善于�引行气之�：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 名�，帝��之��
�氏之中子，�夏至殷末八百余�。常食佳芝，
善�引行气。��有彭祖仙室，前世祷��雨，
莫不��。常有�虎在祠左右，祠�，地即有虎
迹，云后升仙而去。

遐哉�仙，�唯彭祖。道与化新，���古。
��玄室，�着�雨。二虎��，莫我猜侮。

 

《神仙�》基本延�了《列仙�》中的内容，并作

了充分的�展。不但��描写了彭祖的生平，而且通�

与�女的�答，�他的�生之道作了�致的叙述。

彭祖，姓 ，名�，��帝的��。到殷朝末年，

已有七百六十�，但却毫不衰老。彭祖少年�便有着

道家超然不俗的心�，喜�恬静的生活，不追求名利

高官、���服。即使被殷王拜�大夫，也不喜�参

与政事，常常以疾病�托�，�居在家。唯以��生

命，保�身体�自己的要事。

彭祖善于��、�引之�，同�服用水桂、云母

粉、麋鹿角，因而容�如青春少年。然而彭祖性格深�

持重，从不�自己已�得道，也不去做那些�惑�化的

鬼怪之事。独好幽静，无所作�。他常常出游，人�都

不知道他去了�里，即使守候�探他的行踪，也不得所

�他的身影。他有��，却不常常乘坐，有�数百日，

有�数十日，不�旅�粮食，�家�穿衣吃�与常人无

�。他�常�气内息，从清晨至日中，端坐擦眼，按摩

身体，舌�嘴唇，�咽唾液，服气数十次，才起身行�

笑�，和平�一�。如果身体偶�感到疲倦不安，就用

�引�气法，治�疾病，心中存想自己的身�面、上下

九�、五�、四肢，以致毛�，都要存想到，使内气在

■ 渊兮

彭 祖
�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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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行，从鼻口�始，�到十指指尖，不一会儿，身体

就康�了，立刻感到平和舒�。

�里提到了几�非常重要的道教�生方法：

一、�气内息：指胎息之法，�道教呼吸修�的重

要方法。�行�，吸气而�之，微微吐出，令其出少入

多，呼吸逐��微，直至不�呼吸，��胎息。《抱朴

子内篇��滞》中言：“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

如在胞胎之中，�道成矣。”

二、�引：�引是修�者以自力引�肢体所作的��

屈伸��，常和行气、按摩相配合，以��形体的一��

生�，属气功中的�功。�引一��有广�用法，包括气

功的�工、静功�在内。

三、存思：存，即存思，又名存想，是道教重要修

�方�之一。要求�合双眼或微�双眼，存想内�某一

�象的形貌、活�等。存思�象很广，此�是存思人体

各部位的神真。

彭祖因�善于�生而�寿，因此受到殷王的重�。

殷王�自向彭祖���生之法，��人�送奇珍�宝�

彭祖，前后�数万金。彭祖都收下来，用来����百

姓，自己毫无保留。

殷王�得到彭祖的�生之法，派了一位�女乘坐�

快的��前去向彭祖�道。��女也稍有道行，知道�

�形体的方法，年�已�二百七十�，看上去只有十五

六�的�子。殷王建造了金碧�煌的�殿，把�侍�在

后�中。

�女�到彭祖，�拜�次，��延年益寿的方法。彭

祖便滔滔不�，�授了自己的�生之道。

�女完全接受了彭祖益寿之道的�要旨，教授�殷

王。殷王��以后，很有效�，决定使此道不外�，于

是令人��国中所有宣�彭祖道�的人，又想要害死彭

祖，使此道失�。彭祖知道后就��殷朝，下落不明。

七十多年后，听�有人在流沙之西�到�他。殷王按照

彭祖之道�生，活到三百�，力气愈加�壮，如五十多

�的�子。殷王得到��淫�的�女后，因�背�彭祖

之道而死。民��言，彭祖之道�人，其�是殷王�独

占彭祖之道而故意���的。彭祖��殷朝�七百七十

�，人�都不知道他何�寿数�了。

彭祖的�生之道集中体�在他与�女的��之中。

他首先���述了�生的三�不同境界及方法，他�：

想要�身登天界，�任仙官，就�当服用金丹，�是元

君太一所服用的，可以白日升天。然而�一道����

�，不是君王能��践的。其次，�当�惜精液，��

精神，服食最好的仙�。�可以�生不老，但是不能役使

鬼神，不能在空中�行。如果不�得男女交接的方�，�

然服仙�也没有益�。

接着述�自己的生平。彭祖是�腹子，三��母，又

遇到犬戎入侵的�乱，在西域流落�散一百多年。从小缺

少依靠，共死去四十九个妻子，失去五十四个儿子，屡次

遭遇�患。正因此，彭祖��自己元气折�受�，肌�没

有光�，气血焦枯，恐怕不能超脱�世�仙了。他向�女

推荐了道行更高的青精先生。青精先生居于大宛国山中，

已�千�了，�色如同小孩子，一日能行五百里，可以整

年不吃�西，也可以一天吃九�。

�女�：“��青精先生是什�仙人�？”彭祖

�：“他是得道的人，并不是仙人。”彭祖在与采女的�

�中，特�把仙人和得道之人区��来。他�，仙人，可

以�身入云，无翅而�；有的��乘云，上至太�星座；

有的�化���，浮游于青云之上，或者潜行于江海之

中，�游于名山之内；有的服食先天元气；或者服食�芝

仙草；有的出入人�，但无人�得他�；有的�身于草莽

�野之中，�上生有奇�的骨骼，身体�有奇特的�毛，

留恋于幽深僻静之地，不跟世俗之人交往。

��的仙人，�然可以�生不死，但彭祖��不合

一般人情，����享�，失去了本来真性，把人�成

了�物，�是他内心里所不愿意的。人生在世��享用

甜美的食物，穿舒���的衣服，�和�的性生活；任

官�享俸禄，耳�目明，骨骼����有力，�色和悦

��，年老而不体衰，延年久�，活在世�；寒温�湿

不能�害，鬼、神、�精怪不敢侵犯；各�兵器、各�

�物都不能逼近；自身的��、快�，�人的��、称

�都不会造成�思，��的生活才是可�的。

由此可�，彭祖的�生之道是建立在�人性的尊重

之上的，��人性之“自然”，�身心得到各方面的�

�，不要�了�生而将人�化。可以�彭祖的�生之道

是非常合乎人性、人情的，�也是老子“道法自然”思

想的延伸。

彭 祖
�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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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生的原�，�必�知道�生的具体方法。�

里，彭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元气。道教��“元

气”是人先天之本，人禀受元气而生，保�元气是�生之

首。�然不知�生的方法，但保��当，��活到一百二

十�，�不到此�数的，都是元气受了��。如果能稍微

�得一些�生的道理，就可活到二百四十�；能�多�一

些�生的道理，可活到四百八十�；能�完全�得�生的

道理，就可以�生不死。

彭祖的�生�寿之道，其�非常��，只在于不要�

身�了。冬天保持温暖，夏日保持凉爽，四季生活和�，

就可以使身体感到舒�。各��心�事，也可以保�年

寿，但不能�度，否�会招致�患。比如与美��人的

女人在一起，不要�欲迷情，才能使精神与神明相通；�

于��、�仗、礼服、扈从，要知足无求，可以使心志�

一；音�美�，供耳目欣�，可以疏�心�。

古代�人之所以反�享�，只是担心才智低下的人�

�不到事情的��，�于上述的��事情�迷放�，不知

反悟，所以才从根源上加以断�，所以有“上士�床，中

士�被，服�千里，不如独�。”（才智上等的人与女子

分床而�，才智中等的人与女子不同被而�，服�千包，

不如不行房事独自�）、“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

爽。”（��的色彩使人眼花�乱，�食��使人舌不知

味）的古�。如果能���些事情有�制，保持�宜，在

通�或阻滞�，抑�得当，就能不�寿数，得到�益。人

��事，就像水火，使用不当，反而造成�害。

 

�生要特�避免以下�人之事：

 �思���人（深�思�勉���会�人）

 ��悲哀�人（���怒悲哀会�人）

 喜��差�人（喜���会�人）

 �怒不解�人（心中忿怒不能化解会�人）

 汲汲所愿�人（急切追求所希望之事会�人）

 戚戚所患�人（�心于所担心之事会�人）

 寒暖失��人（身体的冷暖失于�解会�人）

 ��不��人（房事不得法会�人）

�人的原因很多，彭祖��把�任都推于房事，是

不�的。男女通�房事互相成全，就像天与地相互促�

一�，所以要疏�保�神气，使人体不失和�。天和地

由于交接得法，所以循�往�没有�点�限；人如果交

接不得法，就会有�残折�之日。能�避�所有�身的

事，�得房中之�，那就是�生不死之道。天地白天相

�而夜�相合，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次相交接，��精�

之气�合�四季，所以能�生�万物，没有�尽。人能

�效�天地，就能��生不老。

除了房中�，�有服气之�。�得此�的人，邪气不

能入侵，�是�身的根本要�。其余吐�、�引、存思等

一千七百多�方法，以及礼拜存思，�己悔�等都不是真

正根本的道法，�些只可以用来教初学者端正道心�了。

珍惜精液、服食元气才是本根。

�而言之，彭祖��只要�得房中之�、�气胎息之

�，�制思�，�食�当，就是延年益寿之道了。

��葛洪《神仙�》�彭祖�生之道的��描述，

可知道教的�生理�正是建立在道家“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想之上，同�具有很�的操作性。道教相信人的生

死命�是可以自己掌握的，凡人可通�修�而得道，体

�了神仙可致的思想。

但道教反��背人性的修�，��人�之�，但�事

要有�制、要均衡。彭祖�来被��“房中之祖”。与其

�彭祖��交接之道，不如�他更��效法天地、��自

然、�精�神的自然之道。

 

Peng Zu (彭祖, Ancestor Peng)
The legendary long life figure in China. Lived since 

Yin Dynasty (殷朝 1400 B.C.) for more than 800 years. 
Peng Zu was regarded as a Saint in Taoism. The pursuit 
of eternity drugs by the Taoism was highly influenced by 
Peng Zu. He was well known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s a 
symbol for long life, nutrition treatment and sex therapeutic 
treatment. He maintained his health so well that he married 
more than 49 wives along the way and fathered 54 of 
children, as late as in his 800s.

He ate naturally and used herbs to enrich his nutrition.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his long life, good health and 
sexual energy were attributed to the food he ate.

It’s highly likely that his coitus skill was related to 
meditation since his life style emphasized on meditation. 
He was viewed 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Qi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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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受新加坡道教学院的邀�，著名

学者�鼓�教授特��新加坡的公���

了�期六天的�程：《道��》与老子哲学。�是新加坡

道教学院第一次系�地��《道��》�程，�足了�久

以来新加坡道教徒��《道��》的�求。

�鼓�教授，青年�代学�哲学，尤其喜好��西方

形上学。之后�研究所，接触到尼采，与自己�生巨大的

共�，深受震撼，因此�入哲学的殿堂，他的�士�文即

�《悲�哲学家：尼采》。尼采的酒神精神、冲�意志及

其“一切价�重估”的哲学，深深吸引着他。透�尼采，

�鼓�迷上存在主�的作品；��尼采的存在主�，�鼓

��而接触庄子，逐���庄子的精神花�如此���

�，令他流�忘返，深深痴迷。因此，尼采与道家成�

�鼓�心�世界的�大支柱。�鼓��，自己之所以特

�喜�他�，是因�二者都追求人的主体意�。

在人生遭遇挫折之�，�鼓�有幸受到庄子的��。

在庄子��的精神世界的指引下，他的生命体悟得到提

升。庄子��静生命的�求、�功名利禄的破除，都��

�鼓�新的反思和体�。尽管��世界一无所有，但庄子

却�成他追求理想家�、勇往直前的生命支持力。

�鼓�在人生丕�窘困�，潜心从事道教研究，�

�出更��广的学��域。正因�独特的人生��、生

  �鼓�的精神家�:

                  道家哲学

活体�、学�追求，�鼓�

�老子的哲学分析也独具特

色。他��老子是中国第一

位哲学家，《老子》一�是

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理

�体系的哲学著作，肯定了

老子思想的��性，�而提

出  “道家主干�”。

“道家主干�”，凸�

了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

位，在学�界十分�目。在

�去，哲学史界通行的�点一般��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

史的主体�成部分，所以当�鼓�提出“道家主干�”，

学界反�非常�烈，有人表示�同，也有学者�此提出了

��。�于�一点，�鼓��：“我主�‘道家思想是中

国哲学史的主干’�粹是指中国哲学范�，并非指广泛的

中国文化。文化的概念比哲学广泛得多。有些学者在提出

批��忽略了�个前提。�得清楚一点，中国文化的主干

�是儒家，哲学的主干是道家。”

�鼓���中国哲学理�的突破始于老子。他�，子

学�代是中国哲学的��期，老子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哲学

理�，�前人所未�：第一，提出世界本原的��（第

一章、二十五章）；第二，提出宇宙生成�的��（第

四十二章）；第三，提到宇宙��的�程（第四十章、

二十五章）；第四，提出道是万物所由以生成者（第十

四章、二十一章）。之后中国的哲学�程，也是依循着

老子的理�展�的，如�代宇宙生成�、魏晋本体�、

宋明理学理本�等等，都是建立在�合了老子宇宙�及

本体�之整体性上体系中。因此，老子的哲学体系不�

在古代哲学中居于�始及突破的地位，其理�更是投影

在整个哲学史中。

�鼓���，老子哲学的基�是“道”，老子哲学是

��着“道”的�念展�的。“道”是老子��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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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子的哲学系�，是由宇宙�延伸到人生�，再由人

生�延伸到政治�。老子哲学的形成是�了�合人生与政

治的要求而建立的。但老子哲学又突破了人生和政治的局

限，�展到整个天地宇宙。

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者。他所�心的是如何消解

人�社会的争�，如何使人�的生活幸福安�。他所期

望的是：人的行�能取法於“道”的自然性与自�性，

政治�力不干�人民的生活，消除�争的�害；�弃奢

侈的生活；在上者引�人民返回到真�朴�的生活形�

与心境。老子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便是从�些基本�点中

引�出来的。

�鼓�也�因老子用�的殊�性而�生的�多�解，

作出了澄清：

（一）一般人常以�老子思想是消�的、�世的或出

世的。造成���解是由于�他的重要�念望文生�所

致，例如：无�、不争、�退、柔弱、虚无、清静等�

念都曾被人曲解。其�，“无�”是�任自然、不�作

妄�的意思（��念主要是���治者提出的）。“不

争”是不伸展一己的侵占意欲（��念主要也是���

治者提出的）。“�退”具有“不争”的内涵，要人含

藏内�，不�露�芒。“柔弱”的�念意在不可恃�凌

物、�悍暴�。“柔弱”并非懦弱，老子所�的“柔”

是含有无比的�性和持�性的意�。“虚”是形容道体

的，如第四章上�：“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

�“虚”，意指“道”体是虚状的，虚状的“道”体却

能��无�的作用来。又如第五章上�：“天地之�，

其犹 乎！虚而不屈。”�是�天地之�是虚空的，

但万物却从�虚空中蓬勃生�。可��个“虚”含有无

�的�造因子。用在人生的�面上，“虚”含有深藏的

意�。“然”有��解�：一是指称“道”（如第一章

和第四十章），因�“道”是无形无色而不可�的，所

以用“无”来形容它的特性；�一是指空的空�（如第

十一章）。从上面�略的解�中，可以了解老子�些�

念不�没有消�的思想，相反的，却�涵着培蓄待�的

精神；一方面他�注世乱，欲提供解决人�安然相�之

道（如“无�”、“不争”、“�退”等�念的提出，乃在

呼吁人收�一己的占有冲�，以消解社会争端的根源）

�一方面，他要人凝�内在生命的深度（如“虚静”等

�念的提出，乃在于期望人��展主体的精神空�）。 

老子�：“生而不有，�而不恃。”又�：“功成而不

有”、“�而不争”。“生”、“�”、“功成”便是

要人�作、从事；“不有”、“不恃”、“不争”便是

不必把�作的成果据�己有。由此可知，老子的思想并

没有消�出世的念�。

（二）一般人又以�老子思想含有����。�是

因�将《老子》�上的一些文句割�了它的脉�意�而

�生的�解。例如：

① “无�而无不�。”�句�常被解��：表面上不做

     暗地里什�都来。事�上，“无不�”只是“无�”

 的效果，即是�，�其自然便没有一件事做不好。 

② “�人后其身而身先，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

其私。”有些人以�老子��是叫人�“私”

的，“无私”只是个手段而已。其��一章

（第七章）的重点在于�“无私”。�人的行

�要效法天地的无私意（“天地之所以能畏且久

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是不自�其生的

意思）。一个高位的人，由于机会的便利，往往

容易�先占有，因而老子�醒人要�献力量而不

据有成果，如果能做到退�无私（“后身”），

自然会�得人的�戴（“身先”）。所�“成其

私”，相�于他人来�，得到大家的�戴；相�

于自己来�，成就了个人的精神生命。 

③ “古之善�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后人

以�老子主�愚民政策。其��里所�的“愚”

是真朴的意思。老子期望�治者培�出��的

政�，引�人民以��相�。老子不�期望人

民真朴，他更要求�治者以身作�。二十章上

�：“我愚人之心也哉！”老子以“愚人之心”

来���人的心�，可知“愚人”乃是治者的一

个自我修�的理想境界。老子深深地感到人�攻

心斗智、机�机�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

所以他�力提倡人��真返朴。因而以“愚”   

（真朴）�人格修�的最高境界。 

④ “将欲歙之，必固�之；将欲弱之，必固�之；

将欲�之，必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

�微明。”（“取”通行本�作“�”）三十六

章�段文字被普遍�解�含有��之�。其�老

子�些�只在于分析事物�展的�律，他指出事

物常依“物�必反”的�律�行；�是自然之

理，任何事物都有向它的�立面��的可能，当

事物�展到某一个�限�，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

��，所以老子��：在事物�展中，��是�

合的一�征兆；�盛是衰弱的一�征兆。�里面

并没有��的思想。 

�鼓��道家的推崇，体�了他�文化�承的�著

理念。他曾��，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文化，就像

一个人失去了�魂。�鼓�从西方哲学到道家哲学的探

索之路，正体�了他�中�文化之源的思索与自我精神

家�的建�。

8

�
城
道
教

9

�

道

悟

�

T17_p4_10.indd   8 4/9/09   2:52:41 PM



道
家
哲
学

2009
年3月8日，由南洋孔教会主�，新加坡道

教学院、新加坡佛光山��的“中�文化

的生死智慧”�座，在中��商会嘉庚堂���行。��

�座吸引了愈五百人出席听�，�票�售一空、供不�

求。�是新加坡首次��儒�道三教学者同堂演�，不

但充分体�了儒、�、道三教的魅力，更�明了人��

生命����的�心与重�。

近几个月来，�章上由“死亡”��所�引出的安�

死、����、葬礼�式等��引起了人�广泛的��。

面�日益老�化的社会，如何�老送�，成�政府亟待解

决的社会��之一。

正如当天的大会��，社会�展、青年及体育部政�

部�符喜泉女士所�：生死都是人生的旅途，是我�不可

回避的人生大事。死�然是人�忌�的��，但“好死”

始�是我��人最重要的价��。死得安�、死得尊�、

死得无恐惧，是人生最��的�局。

科技的�展、物�的提升、医�的��，并没有真正

解决人�面�生死大事�的困惑与恐惧。生死的����

是宗教的立足点，任何宗教都是建立在�“生”与“死”

——儒�道三教同堂��

生死智慧

的思考之上的。儒、�、道三教�然教�不同，但都�生

死��提出了独到的�解。

台湾南�大学生死学系教授�慧�法�，以“生死自

在之道━━佛家生死�的�代�示”��，�生命流�与

生死更替的���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佛教��死亡并不

是生命的��，生命是不断流�、�回的�程。人�一分

��一秒都�于�回系�中，生命无始无�、无�无尽、

不生不�。从�个意�上�，死亡是存在的一部分，人

是“向死的存在”和“朝向生生不已的存在”。慧�法

��合深�心理学及��精神医学的研究�果，�一�

�明了流��的真�存在性。同�提出：死亡的原因比

�果可怕，���疾�人的折磨甚于死亡本身。因此解

决��的��比��亡后的世界更具有��意�。 

汰旧�新是自然界的定律，出生死亡也是人�存在的法

�。因此，慧�法���，生命的��意�不在于身体

的不朽而在于心性的自在与自主。面�生死����，

人���保持“生死无碍、生死自在”的精神，超越肉

体生死的障碍，活出生命的意�与价�！

道教在�理死亡���，有着非常�富的�式，体�

从左至右：高柏�教授、李� 教授、�慧�法�、�薪�教授(�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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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道教徒�不同死亡方式的解决手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

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李� 先生，就以“道文化与生死��”��，解�了道

教徒面�“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不同的�理手

段，反映了道教徒�“生死�界”�系的��。在道教与

中国���念中，�魂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道教

徒�于“他界”的�知。最典型的就是“祖先崇拜”。祖

先不止存在于“他界”，祖先�于�持��的家族秩序、

血��同等等都��着重要的�系作用。祖先寿�正寝，

被��是福寿全�的喜事。寿�，是死得其�；正寝，是

死得其所。一个人如果属于正常死亡范�，就不会�生者

�来危害。一个人如果不能善�，属于非常死亡，那�活

着的人就要通�招魂、超度等�式来�死者魂魄安�。了

解了道教�生死的�念，�于��社会解决�老、安老的

��都有很大的�助。

与佛、道��从生死的�立���系上来解�整个生

命系�不同，儒家思想更注重生的�面。台湾淡江大学副

校�高柏�教授在�“儒家的生死�”�指出：儒学的根

本精神在于道�理想主�，以礼�教化培�内�外王的人

格，以��的入世精神�践人文��。因此在儒家�念

里，生具有�先性，死具有次位性。如《易�》中言“天

地之大�曰生”、“生生之�易”。�于死亡，儒家保持

了慎重的�度，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事之

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尽管儒家没有直接�

�死后的世界，但�于鬼神�是保有敬畏之心的。“子不

�怪力乱神”、“敬鬼神而�之”、“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吾不与祭，如不祭。”等等，都是��敬畏之心的体

�。儒家��生命的最大意�在于“立�、立功、立言”

如此“三立”�生命可以不朽。

三位主�者分�从佛教、道教及儒家的角度，��了

中�文化中的生死�念，�我���迷�，重新��生

命，��了一扇智慧之�。三教的哲学基��然有�，

但都��死亡是人生命旅程的一部分，正�死亡，�生

命善�，是社会��的重要�任。与死亡相比，如何�

有限的生命活得更加有意�、更加精彩，是三教所共同

��的，也是三教中的智慧精�。

我��个人都在走向死亡的旅程中。无�是道家

的“安之若命”、儒家的“�天知命”，�是�家的“生

死自在”，都在告�我�，只有放下�死亡的恐惧，泰然

地面�活着的�天，�分分秒秒都活得充�、自在，人的

精神才不会被生死所阻碍！

新加坡道教�会
青年�第二届理事会名表

�　　　� ：黄信成道�　�福全

主　　　席 ：�志�

副　主　席 ：�淑彬　�家�

秘　�　� ：庄光�

副 秘 � � ：�培�　�国梅　���

�　　　政 ：�仕庚

副　�　政 ：��欣

青年��� ：朱�萱

活���� ：洪盛�

副活���� ：���

（上接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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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二月十

五日的道祖�，

新加坡道教�会特�于

2009年3月11日在三清

��建祝寿科�。新

加坡三大籍�道�，

即福建籍混元道�、

广�籍法昌何道院以及

海南籍�宝皇�，�同

�当����以及 菜

芭城隍�����流主持道�法事。各籍�道�以方言�

�，配以�格各�的音�，体�我国道教科�与文化的�

富内涵。

之后，道教�会在3

月12日于新加坡博�中心

福�楼�行己丑年道祖�

���宴。���宴的大

会��是阿裕尼集�区�

�兼本会名誉���木光

先生，特�嘉��是如切

区��兼本会名誉��曾

士生先生，其他���包

括会���何家良博士、

法律��朱�生JP BBM

大律�及林�珠大律�、

学���游�子�父、黄

�家�女士、科����

国�道�PBM、�大麟道

�以及新加坡道教�会各理事��代

表等等，共有600名同道参与了��

盛宴。

�宴当天， 菜芭城隍�武当三

�太�班的�位��，��君道�以

及王�利道�在��表演了武当山的

武当降�伏虎拳以及太�十三式。�

套截然不同，却又�柔并�的拳路，

�所有在�嘉����止，更有不少人即刻在���名

参加武当三�太�班。

当天，也是新加坡道教�会青年�第二届理事会的就

�典礼。新加坡道教�会青年�成立自2007年，其主要宗

旨�弘�道教文化、定期��活�以使青年更��以及了

解道教、培�新一代的道教人才及�袖、推广宗教和�以

及�社会做出�献。新一届理事从大会���木光先生手

中接�就���，并且与之在台

上拍全体照留念。

（下接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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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会青年�参与

         “鼓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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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会青年��同

�都中心、光明山普�寺青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多元宗教

会以及St. Mary of the Angels

天主教堂在2009年1月10日�合

��了“鼓励��”（Project 

Encouragement）活�。此�活

�的地点在大巴�Onepeople.sg，目的在于使小朋友透

�各�有趣的游�以及��的�程，希望他�能�在�

�不景气的当儿，�受影�的父母打气。共

有40多位小朋友参与了��活�，有小朋友

在回到家后即写了具鼓励性的字条�失�的父�，表�

他�父�的支持以及鼓励，�人分外感�。

庄光�（惟�）道�代表新加坡

道教�会参加了在2009年2月1日��

的“己丑年�林百列新春�祝宴会”

及2009年2月7日�行的“淡�尼北的

新春�会”。庄光�道�也受邀在宴

会当天以中、英�主�“道教与新春

�俗”，和社会大�分享�人的春�

�俗以及道教在新春期�的各�宗教

�式等等。

新春�祝宴会及

         “新春�俗与人日”�座
多元宗教青年

��会

庄光�（惟�）道�在淡�尼北
主�“道教与新春�俗”

由澳洲格里菲

斯大学多元文化中

心及澳洲�宗学院

主�的澳洲及�太

地区多元宗教高峰

会在2009年2月18

日于澳洲布里斯本

（Brisbane）市政

�正式�幕，展�

�期四天的多元宗

教��交流会。

�次的高峰会共有来自170多个�体、300多人共襄

��，其中包括了索��斯�教、印度教、犹太教、道

“世界宗教是一家”
澳洲及�太地区多元宗教高峰会

教、佛教、天

主教、伊斯�

教、�克教、

巴哈伊教等宗

教的代表。新

加坡宗教��

会（IRO）及

新加坡道教�

会�派出新加

坡道教�会青年�秘��庄光�（惟�）道�、新加

坡道教�会祈祷小����再�道�，�赴澳洲参与

�次盛�。�再�道�在�峰会的�幕典礼上，代表

道教祈祷世界和平。

�再�道�
在�幕典礼
代表道教祈
祷世界和平

� 南 社 区 � 展 理 事 会

（South East CDC）于2009年

2月8日在�克教中心主�“多元

宗教青年��会”，庄惟�道�

代表新加坡道教�会青年�出席

��活�。当天，庄惟�道�在

�克教中心分享以及示范“道教

��”，并且分�“道教音��

演”的光��参与活�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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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伯公�理事会
�届道�代表名�

第一届 没有代表(尚未参加道教�会)

第二届 会�：��茂BBM
 委�：��通

第三届 会�：��茂BBML
 委�：��通

第四届 �政：�万教
 委�：白�洲PBM

第五届 第一副会�：�万教PBM
 委�：白�洲PBM

第六届 �政：林��
 委�：�万教PBM

第七届 第一副会�：�万教PBM
 委�：林��

第八届 �政：林��
 委�：李光祥PBM
 特�委�：�万教PBM

第九届 第一副会�：林��PBM
 委�：李光祥PBM

第十届 �政：林��PBM
2008/09　 委�：李光祥PBM
 特�委�：�川�PBM

国家社区�袖��学院近三十名人民�会基��袖��班学

�，于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由�学院��率�前

来文礼�大士伯公�参�，受到��理事会副主席白�洲BBM、

秘�林��PBM、文教股主任�川�PBM及交�股主任�耀�等

迎接。在参��程，道�特�安排庄光�道�以中英文�解道教�

俗及相�的道�，之后到��会�室�行交流。

白�洲副主席致�迎�及�介伯公�建�的�史，林��秘�

与文教股�川�分�加以�充。大家都十分愉快地�行交流。

白副主席向��者指出：文礼�大士伯公�于1943年在裕廊大

士村一隅立起“大士伯公小�”，先后���次重建和装修。1979

年，理事会决定在文礼通道�建新��。1985年�行�土，1987

年6月�，三�楼���利落成。建筑�耗�共��百余万元。

同年(1987年)的10月24日正式�幕晋�。1989年12月31日首次分

�慈善福利金及大学�学金。(�)

基��袖��班

　参�文礼�大士伯公�

注：新加坡道教�会�史

1989年6月向社�注册局申�注册，1990年2月
批准。同年3月11日第一届理事在通淮���会
所�行就�，�誓人：蔡金�BBM(L)。

(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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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新加坡�政部�　尚�曼先生

受惠社�共有9个：

　� 文礼公民咨�委�会

　� �曼裕廊社区教育基金

　� 新加坡残障人士�会

　� 全国��基金会

　� 广惠肇留医院

　� �音救苦会

　� 同�医院

　� 中�医院

　� 新加坡道教�会

大士伯公�理事会
2009年于伯公宝��宴上

捐献慈善福利金���$47,000

己丑年二月初五日，正是大伯公宝�的吉日。黄昏后，

雨�天晴。入夜，灯火光芒四射，筵�百余席。�鼓喧天，

舞�迎�。善�嘉�，��一堂。

大士伯公�理事会主席李光祥PBM致�迎��，特向

所有善�和嘉��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意。

大会主�西海岸集�区国会��何玉珠女士在致�中，

特�感激和表�大士伯公��届理事具有“忘我�公”的服

�精神，�社会、国家均有具大的�献。

何玉珠女士同�主持分�慈善金�九个慈善�体。

特���━━�政部�尚�曼和洪茂����邀分�中

小学助学金，�助有需要的学生���心��。(�)

福�正神宝�之夜

右三：卓��博士 右一：�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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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新加坡�政部�　尚�曼先生

受惠社�共有9个：

　� 文礼公民咨�委�会

　� �曼裕廊社区教育基金

　� 新加坡残障人士�会

　� 全国��基金会

　� 广惠肇留医院

　� �音救苦会

　� 同�医院

　� 中�医院

　� 新加坡道教�会

大士伯公�理事会
2009年于伯公宝��宴上

捐献慈善福利金���$47,000

主　　席: 李光祥 PBM 副主席： 白�洲 BBM

  副主席： �美霖

秘　　�: 林�� PBM 副秘�： ��邦 PBM

�　　政: 蔡木水 PBM 副�政： �来成 PB

交　　�: �耀  副交�： 阮佛保

福　　利: ��光 PBM 副福利: ���

康　　�: 翁任成 副康�: ��明 PBM

文　　教: �川� PBM 副文教: 金�明

理　　事: �育才 PBM���光�傅瑞石 PBM 

 �翼� PBM�������成

特�理事: 黄松坤���通�黄素� BBM

�　　�: ����林宝�

信　　托: �松炎 PBM�卓国���玉珊

文礼  大士伯公�理事会 
第13届(2008/2009)�行理事会

大士伯公�理事会于2009年伯公宝��宴上
捐献中小学助学金
捐款���$29,700

九所受惠中学包括：

　� 耘青中学

　� 裕廊中学

　� 文礼中学

　� �加中学

　� �群中学

　� ��中学

　� 裕�中学

　� 先�中学

　� 裕廊西中学

上述九所中学各得$1,800，
捐献���$16,200。

九所受惠小学包括：

　� 孺廊小学

　� 先�小学

　� 大�小学

　� 裕�小学

　� 湖�小学

　� 聚英小学

　� 文�小学

　� ��小学

　� �行小学

上述九所小学各得$1,500，
捐献���$13,500。

祥�正在迎接�政部�尚�曼先生

�垂仰指����演出一瞥

14 15

�
城
道
教

�

�

介

�

T17_p11_18.indd   15 4/9/09   2:56:54 PM



16

�
城
道
教

17

�

�

介

�

  除夕子夜 �年太�升座 道�主持太�交接   

 正月 初一凌辰 迎新�，接�神 道����辰并主持�式

  初四至十五 道�引�拜太� 上午九�至下午六�（�日）

  初五 �神宝� 午后及夜�演加礼�

  初八至十一 玉皇上帝��演�/歌台 初八中午/午夜�拜天公�式  

  十五 元宵����会 歌台助�   

 二月 初二/初三 福�正神宝�演�（七�班） 初二中午�拜大伯��式

  初五 �伯公��敬老��千人�宴 ��助学金/捐献社�福利金

 三月 ��吉日 春祭及先�追思礼 中午道�主持�式  

 五月 初五 端午��祝会 ���会   

 六月 廿六至廿九 伯公�演�/歌台 廿六中午�拜大伯公�式

 七月 十五 ��中元� 分�会��福物/自助餐会   

  十九 �祝太�宝� 中午�拜太��式 

 八月 十五 �中秋拜斗祈福法会 上下午有道�主持法会/善信献斗�  

  十五 中秋����会 歌台及其他�目助�

 九月 初九 �祝斗姆�� 中午�拜斗姆�式  

 十二月 十九至廿二 年尾�神演�/歌台 十九中午�拜�神�式

  ��吉日 拜�太�礼斗法会 道����辰礼斗

大士伯公��年�行新春及中秋�次献灯祈福，�有福灯各一千�。
中秋�礼斗法会善信可献金�斗、金��。年杪�神善信献天公袍、伯公袍冠及�神袍冠。

*上述各�活�，若因客�情况更改，善�可向秘����。

大 士 伯 公 � 2 0 0 9 年 � � 一 �

��以道利国利民的健康思想

文
礼�大士伯公�自晋�以来，�届理事会都相��

�高度合作的精神，致力推�多元��。除了承�

�好��的��活�之外，更依据社会�任━━“取�社

会，用之社会”，不断回�社会，�善�造福。

回�社会的最��且最富社会意�的做法，就是本�

�年(一) 分�慈善福利金�新加坡慈善医��体与社区�

�，如：同�医院和中�医院等等；和附近社区民�福利

��如：文礼公民咨�委�会及�曼裕廊公民咨�委�会

等等。(二) 分�助学金�本�附近的各中小学，由学校直

接分��需要�助的各�族学生。(三) �月分�福利金�

非常需要社会照�的�近家庭或个人。理事会同仁一向�

�：“��助�”是��道教的基本精神。

除了以“物�”上回�社会和善�之外，理事会亦

在“精神”上造福信�和推广或建�道教文化，�包

�并出版文集、道教�法比�、��景物�画比�、倡

立《道��》朗�班以及曾���民歌、��歌曲教唱

班、�立中小学��班以及�����座、出国交流考

察�等等。�全是�促�和提升社会和�，以道育人、

立人的良好途径。

本��届理事会亦一再��：��“以道以礼相待，

以道和�共等”的仁和�度推展��。也就是�：“同

道者，�以道气同在、以道相通的智慧，共同去完成�

�使命。”

今年(2009年3月1日)，本���祝伯公宝��行常

年“敬老日”���宴非常成功，�然在�典之前有毛

毛�雨，但很快就雨�天晴，“千人�宴”就在《道�

�》的吟�与�杯中，�出“道气�存”的��，使善

�与嘉�同���了大道的信念，立地�道家文化做出

自己�有的�献。

《道��》已成�世界文化的共同�富。道教和中�

文化息息相�数千年。

本�成功���届道教

征文�并出版�册征文

集，�也是从��和推

广道教文化与《道�

�》的生命价�做�出

�点。��本文集，�

合了不同年��，以道

促�社会，以道��利

国利民的健康思想。

■ �川�

括先后����届以“��道

教与中�文化”��的征文比

道
教
与
中
�
文
化

征
文
集
萃

新加坡文
礼�大士

伯公�主
��随�南洋

网��

2006/20
07

文礼�大士伯公�

118 Boon Lay Drive

Singapore 649923

Tel: 62684585

Fax: 62689778

Email: tpkkmc@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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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新春佳�来�，新加坡各道教

���除旧迎新，����春�

�会、迎�神、拜太�等活�。

菜芭城隍�在1月23日至2月12

日（��十二月廿八至正月十八）��

一系列精彩的春��会活�，包括台北

���歌��、�星舞台秀、福建南音

青年女子�、湖北省����学院、南

京市�技�以及迎接�神、天公�等�

目。��今年也特��一�重的“吉祥

大�”，�善信敲���除�迎福。

洛�大伯公�在1月25日至2月8日

（��除夕至正月十四）��迎�神、拜太�、舞�、

舞�、�元宵舞台秀、台湾金牛神将�表演等活�。�

�在迎�神�典上���意，��神乘坐元宝牛���，

掀起高潮。��也在元宵之�准�多�著名的本地�味小

吃，供善信免�品�。

玉皇殿�合�（天公�）也在1月25日至2月9日期

�（��除夕至正月十五）���期十六天的新春及玉

皇��典，一系列活�包括迎接�神、玉皇��典、加

礼�班演出助�、�好�、拜太�、点太�灯以及迎春

��祈福灯等等。

各���新春佳�

除夕夜的接�神�典， 菜芭城隍�里人山人海，香烟��

百年古�保赤�也从1月25日（��除夕）�始��

一系列迎春活�，如迎�神、拜太�、天公�以及元宵

�典等。保赤�也特��了三位来自福建�田的道�，

��各界善信�行迎春祭拜祈福�式，��并有���

表演助�。

菜市竹云�自1月26日（��正月初一）起���

期三天的新春拜�神�典，�目包括迎�神、台湾法仙

�金牛神将�、拜太�以及惹�勿刹���的表演助�

等。��也在新春之前��只相信是世界最大的彩��

行点睛�式。

   洛�大伯公�捐����
                    三清道教���

新春佳�期�，�洛�大伯公�捐���的所有藏��三清

道教���。�些�籍��包括道教概述、�典、史地、教理及

思想研究和社�刊物等。三清道教���在2008年12月�幕，是

新加坡第一所道教���，��地址在三清�二楼。目前，三清

道教���已�整理上架的道藏、�籍、期刊及音像等超�三千

�。所有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均可申�����会�。

三清道教���的�放���：

星期一至星期日（公共假日除外）9:30am - 5:30pm。

  洛�大伯公���
  “答�神恩”�典

洛�大伯公�由1月11日（��十二月十

六日）���期三天的“答�神恩”�典，�

目包括“礼斗法会”、王泗妹���及新�声

木偶班的表演。

此外，��也在1月25日（��大年除

夕）��一年一度的“迎新春、接�神”

�典，和信�一起倒数，迎接��新年的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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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一�在道教��内�行的婚姻注册�式在

2009年2月26日（��二月初二）于南洋大伯公��行，

主持���式的婚姻注册官是新加坡道教�会会��添来

BBM。�添来BBM是新加坡婚姻注册局批准的第一名道

教婚姻注册官，共��理的�位新人是卓�明先生以及�

慧云小姐。当天，只�南洋大伯公�中挂�了祈福的�灯

�，并且点燃了�香，喜气洋洋。��新人在�朋好友的

��下，完成了宣誓、交�戒指以及�名等�式。他�在

�式后向神明献上�猪、橘子、寿桃以及寿面等供奉品，

并且�香祈福。温馨的婚姻注册�式在�人的一片祝福声

中正式�上句点。

新加坡 菜芭城隍���的第一期“武当三�太�

班”在2009年3月1日正式��。 菜芭城隍�特�邀�

了�位来自中国武当山的道�，��君道�及王�利道

�担任太�班的��。�一天，都有超�280名学�集

聚在 菜芭城隍�，集体学�太�。 菜芭城隍�第一

次��太�班的�程，就�得广大信�的�烈回�。�

���，��太�班不�可以推广道教文化，也可以�

忙碌的新加坡人��身体，�到修行、�生的需要，不

位于武吉班�的�旨�，于3月8日（��二月十二

日）�始�行�期6天的�典活�，�祝金�童子��神

宝�千秋。活�包括新和平傀儡�班的表演、�平安�、

�世歌台以及��宴会，其中��宴会更邀得武吉班�区

南 洋 大 伯 公 � � 行 婚 姻 注 册

失�一��得之�。

目前，太�班共分�早上班和�上班，其中�上班

又分�A班（�逢星期一、三、五上�）及B班（�逢星

期二、四、六上�）。截至目前，仍然有不少要�名参

加太�班的信�，因此 菜芭城隍��定在2009年5月1

日，��第二期的武当三�太�班。有意参加者，可以

携����照型照片，到 菜芭城隍�或新加坡道教学

院�名。����：6244 9595

新加坡 菜芭城隍�

           ��太�班�得�烈回�

�添来BBM会�（左四）与�位新人（左五、左六）在�式后
合影

�旨��祝金�童子及�神千秋
国会��及社区�展理事会西北区市�� �博士担任大

会嘉�。此外，�旨�也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推出88�

印有金�童子神像的限量易通�，���光的易通�，除

了��的功能以外，�具有保佑善信平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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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中国�代社会
�定和��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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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共�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建和�社会成

�国家的重要策略。当�国家��部�延�部�

曾表示，中国的宗教界是�建和�社会的重要力量，中

国政府高度重�宗教工作，要�中国各�宗教和信教群

��造良好的社会�境。而国家宗教事�局叶小文局�

亦曾�，中国的��宗教中，�含着大量和平、和�、

自然、均衡�展等�念，�些�念在推�和平和�等方

面将非常有益。

道教是中国原生的宗教，道教�来��和平，珍�

生命，主�以�容来消弥冲突。从道教的教�来�，只

要本着“道”的�容品格，以上善、慈�善待一切，便

能人心和平，社会和�。 

道祖老子二千多年前提出了建立和�社会的原�，

他�：“受国之垢，是�社稷主；受国不祥，是�天下

王。” 及“�民治国，能无智乎” 。老子指出�政者�

当担�起社会的�任，要面�社会的病患��，而不是

��享受，要以身奉献天下，而不是�天下奉一身，用

�代的�就是要全心全意�人民服�，无需巧�机�，

��才合于自然。

道教的思想及理念，�于自古至今的国家�治者均�

�重要�示。老子“无�而无不�”的思想，要求�治

者放��民�的束�，�民�自由��。�乎中国�史

上几个鼎盛�期，如�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

�之治”和“�元盛世”等，��者奉行“无�而治”

的治世之道，于是社会繁�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和�

相�。反��史上很多国君，玩弄�力，以��来干�

社会的正常�作，�致民不聊生，�乱四起，最后走上

覆亡之途。

西�初年，�文帝、�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国民

得以走出秦朝的苛政，休�生息，因而出��后世�美

的“文景之治”，��朝盛世之基�，老百姓�入�史

上“最幸福的朝代”。

唐太宗��地行道，以道治世，“��”是唐太宗的

年号，��有道教意涵，�承平光明和�的意思。唐太宗

�明的政治，�得后世“��之治”的美誉。同�，��

之治与大�暴政形成了�明�比。当�唐太宗亦面�着隋

�帝同�的内外政治��，隋�帝治国不重“人和”，追

求无上功�，不�民�百姓的利益，好大喜功，急功近

利，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的暴政，�果是大��成，

欲速而不�。唐太宗追求和�，知道民�邦本，役民要

■ �炳 　温慧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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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度，存�百姓。他��倡���，去奢省�，�徭薄

�，�励�耕。并�注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澄清吏治，整

���腐�，��官民�系，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性控

制在最低限度。�此，���期，政通人和，上下和睦，

国家祥和安定。

�史��，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向丘�机真人��治

之方，丘真人向成吉思汗�述了治理中原的重要性，他

��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百姓“��息之安”，亦

建��免中原地区百姓�税，要真正做到“恤民保�，

使天下�安”。丘�机并��成吉思汗去暴止�、�世

安民，得到了成吉思汗的�同，成�史上佳�，亦�入

主中原奠下基石。

改革�放以来，中国在国�社会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中国国家政府的�政之道，很多方面都有道家思想的影

子。老子�：“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

三曰不敢�天下先。”在治国方面，慈就是�民。中国国

家�任主席胡�涛曾提出“��民所用，情�民所系，利

�民所�”的新三民主�，正合“慈”的理念。

�就是��。��是人的美�，是政府廉�的�志之

一。建���型社会与廉�政府是中国重要国策：“��

朴素，人之美�，奢侈��，人之大�。”�与《道�

�》提倡“去甚、去奢、去大”的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政府秉持�下柔性的外交�格，�跟老子“不敢

�天下先”也是相呼�的。胡�涛在博��洲��2008年

年会上�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展道路的�

利，不干��国内部事�，不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人，

致力于和平解决国�争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永�

不称霸，永�不���。 

道家思想�人民群�影�同�深�。道家崇尚以柔克

�的策略，“水”成�典型的比�物，所�“上善若水”

水看似柔弱，但它“善利万物而不争”、“��人之所

�”，人�若具�水的高尚情操和�牲精神，�争何来？

生活自当安�太平。 

道教�典《度人�》中�：“�同慈�，�骨成�。

国安民�，欣�太平。”太平与和�是道教中人追求及

向往的理想生活。道教“�同慈�”的精神，以及“容

乃大”的包容胸襟，�人、�族、国家得以在“不争”

之中和�共存。 

道教源于中国本土，�播面广泛，千百年来道家思

想的文化与哲理深深地影�着广大民�和治国者，其追

求和�的内涵，在�定社会方面功不可没。2007年澳�

特区政府施政�告中��要建�和�社会，并明�指出

要��研究包括道家在内的各大思想流派，吸取、�合

其中�人向善的精�。可�，�至今天，道家思想──

尤其是当中的和�元素依然��政者所重�，依然在�

定社会方面��着�足�重的作用。

作者�介：

�炳 ：香港浸会大学化学学士、澳�道教�会会�

温慧媛：澳�大学教育学士、�南大学文学�士、澳�道教�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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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道教学院第四期短期�程━━“道教民�神

明系列”，在2009年3月13日��，在17日��

�束。��短期�程共吸引了百名听�前来听�。

新加坡道教�宇�来供奉�多神明，�些神明造型各

�、形象多姿多彩，封号称呼以及�能等也都各不相同。

�然大家��些神明都不感到陌生，也可屈指�出一些神

明的称呼，但是有

�神明的来�、�

�以及�信仰的形

成及�展等方面，

却�少有人�得清

楚。因此，道教学

院特�邀�林国平

教授前来新加坡，

�大家�解相�的

��，希望借此加

深大家�道教神明

及其文化内涵的�

�与了解。

林国平教授，生于1956年8月，是�史学博士，�

任福建�范大学社会�史学院教授、博士生��，享受

中国国�院特殊津�的�家。林教授

�期主�中国��文化和�台宗教信

仰等�程，被��福建�范大学教学

名�，曾�邀在福建教育台作《福

建民�信仰源流》系列�座，广�好

�。林教授主要从事福建宗教信仰、

�台区域文化的研究，并且�得多�

殊�。林教授先后主持多�国�合作

�目、国家�科研�目以及省社科�

�，并且已�出版学�著作10多部，

�表学��文90余篇。

在�次�期五天、�共六�的�

程当中，林教授�次��，�解了�

位神明的生平与来�、成神的因由、

�信仰的起源、�展以及影�等，其

精彩生�的��，使听�都听得津津有味。林教授�入

��内容的神明包括了�帝、玄天上帝、保生大帝、�

祖、广�尊王以及俗称法主公的��君，都是新加坡以

及�南�一��受尊奉的神明。

林教授��，�帝是中国影�最大的神�之一，是

忠�的象征。�帝信仰源自于民�的�羽崇拜，隋唐�

期�走向正�宗教，成�了佛教的伽�神；也从百姓走

向官方，配享于蜀先主祠、武成王�，体�了人到神的

�化。宋元期�，朝廷的追封、祠堂�宇的普建、�帝

造型基本定型以及神���的�多，使�帝崇拜蓬勃�

展。明清�，�帝崇拜已非常普遍，被正式列入国家祀

典，�被升格�武�人；�帝的�史事���被改造，

使他的形象更���。此外，当�的��数量�人，信

�分布于各地及各社会��。此后，�帝信仰在儒家文

化圈内不停�播，今天的朝�半�、日本、�南�各国

都有广大的�帝信仰者。

玄天上帝，�称玄帝，古称玄武，民�又称真武大

帝、北帝、�帝、�魔天尊等。玄天上帝信仰源自于星

辰崇拜，因�玄武指的是北方七宿，所以是北方之神；

■ 仇莉�

第 四 期 短 期 � 程新 加 坡 道 教 学 院

道教民�神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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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行���北方属水，所以玄天上帝又是水神；同�，

玄武的形象是�蛇合体，�可能是�部落和蛇部落��的

融合，象征��交感演化万物，因此可能也源自于��崇

拜及生殖崇拜。道教�生后，玄武�演化�人格神，并在

宋元�期完成人格化�程。明代永�皇帝�玄天上帝信仰

的大力提倡，使�信仰�到了鼎盛�段，并���播到台

湾、�南�等国家。

保生大帝名� ，生前是北宋�期�南地区的一名

医�高明、医�高尚的医生，死后演��在�南地区最

有影�的医神。保生大帝的�能在南宋�期�朝着消�

除患、无所不能的地方守�神方向演化，使�信仰的影

�逐��大。明清�期，�信仰的神格�一�提高，�

能更多，影�力也随着�南移民散播到台湾及�南�等

地方，其��的��也在医�不��的当�，�予�多

信�追求健康的希望。

�祖是中国�多女神之中，尊称最多、皇帝�封最

多、��最多、信徒最多以及�典最多的女神。�祖信

仰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相��祖原��州�的巫女，羽

化后演���州�的保�神，并逐��大到涵江等地，

�宋徽宗�予��，成�官方�可的海神。元代，�祖

信仰迅速�播，使�祖�展�全国性海神。明清�期，

�祖�能�一��大，几乎无所不能，并随着�和下西

洋以及海外移民���播到琉球、日本、�南�、台湾

及世界其他地区。

广�尊王又称郭�王、郭王公、�王公等，在世�以

孝��名，人称“郭孝子”。五代元宋�期，广�尊王的

�能被�大�能征善�、威震一方的神祗，“忠”的品行

得到�化。此外，其孝子形象也通��婚生子的��以及

�福于孝�之人等��完善。清代，�信仰由泉州府�大

到厦�、�州、福州、广�、浙江、江�、四川等地，并

在明末清初�入台湾。此后，此信仰又随海外移民�到新

加坡等�南�国家。

��君，又称法主公，原�永泰�的��人民。一

次，他吃了神仙所�予的食物，而得以成仙，并在成仙

后由原来的目不�丁突然成�能文�字的文化人。宋代

期�，��君的��就广�流�，并已有奉祀��君的

�宇 ，至明清�，�信仰已在福建山区内�广散分布，

其山区��保�神的�能也��一��化；同�在不同信

仰中心，�神�的�能、��又�行在地化，而掀起了祖

�之争，也形成了不同的主副神�合，甚至形成了独特的

法主教道教派�。明末清初，此信仰��入台湾，�后又

���到新加坡及�来西�等地。

�些道教民�神明，都是先做�一个地区的民�信

仰，�而�大到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林教授栩栩

如生的描�以及��的介�，使得�些神明的形象更��

明、生�，同�也�在�的听�，更�了解�些信仰的文

化意�，�而加深他��道教的��及了解。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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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雅琳

我
非常有幸地参与了“新加坡道教学院”（Taoist 

College）��的名�：“《道��》与老子哲

学”的�程（12月22日至27日），其中尤��得的是

能受教于�老庄研究�有心得的著名学者�鼓�教授

（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及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任中国

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特聘学者，北大哲学系兼�教授），的�使我�深有

��，�益良多。

新加坡道教�会及三清�道教文化中心，���

�文化�程，无不体�了“有容乃大”的道教精神。

如此用心良苦的通�文化途径，�普�大��道教有

更深�的��与了解，直接或�接地从文化上藉以提

升道教在本地的地位。相信�多参与�次短期�程的

同学�，自然也能感同身受，回味无�。

年逾七十的�鼓�教授一�六�的精彩�解，使

得我�不自�地融于“大道之中”，��了眼界、提升

了精神、美化了境界，�正是“�父���，修行看个

人”的真�写照。他先是从《老子》的“柔”，再延申

至《庄子》的“游”，并从中�述了：何�“道”

“道”其��含了四大�面，即：“�造”、“流行”

（�程） “大全”及“境界”（精神） “道”的�

�就是“�”，当中尽是有无相生、虚�相涵、�静

相�、�福相倚，人生智慧尽在其中。在整个学��

程中，�教授�重心�的一再��：“和�世界，与

‘道’相通。”尤其是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更�以和平

�本，和平�展。

参与此�程的近�百位学�，�是来自各行各

�、不同国界、不同宗教、年�不一，教育背景、

弘道宣教多用心

恫悉新加坡海南籍�宝皇���宗�之一──王��道�，于2009年3月25日（己丑年二月廿九日）

羽化登仙，享年85�。新加坡各界道友深感悲痛，特登挽�，以寄哀思。

新加坡道教�会  敬挽

社会�次全然不同的公�人士，但大家却多是本着

自�自�的求知心�，彼此�聚一堂，共学�、同

研�，如此“无�而�”，“道”在其中，不亦�

乎？ 道教学府��都�学��提供茶点，最后一堂

���大家享用�盛的�餐，�外又�送了�本�

籍：《 菜芭城隍�奉祀清溪�佑伯主九十周年�

念特刊》及《城隍信仰》，�有�只精致的“招�

金牛”。

其中尤令人深受感�的就是，有一�在上�之

前，忽然�盆大雨而下，不少学��受困于学院路旁

的巴士�站，无法前往上�，道教学院的道友���

�站里的同学�送�，�不正是将“道的精神”付�

��行�？�心自�，�位学�只付了新�三十元，

却有如此�盛的收�（听�、免��食、�籍及礼

品），�能不感人心，�会不�人情？凡此��，无

不��了新加坡道教�会，借助中�文化弘道宣教的

一番苦心，��令人�感五中。

（�者并非道教徒，�是首次接触三清�道教文化中心。）

宗��道��  皇�力鼎

�范�人�智  �宝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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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注解�

第三十三章

���人的叫做智，

��自己的才是明。

���人的叫做有力，

克服自己［的弱点］的才是�。

知足的就是富，

�持力行的就是有志，

不迷失根据的就是�久，

身死“道”存的就是�寿。

白
�
文

道
�
真
�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Chapter 33

He who knows others is clever.
He who knows himself has reflection or insight.
He who conquers others has force.
He who conquers himself and keeps his benevolent and 
purified mind is truly powerful and strong.
He who knows what is enough is rich.
He who is determined has strength of will.
He who cultivates TAO may die,
But his spirit lives forever - this is longevity.

�(��)

第33、34章

��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是智。

自知者明。人能自知�与不肖，

是�反听无声，内�无形，故�

明也。�人者有力，能�人者，

不�有威力。自�者�。人能自

�除去情欲，�天下无有能与己

争者，故�。知足者富，人能知

足，��保福禄故�富。�行者

有志，人能�力行善，��有志

于道，道亦有志于人。不失其所

者久，人能自��，不失其所�

天之精气�可以久。死而不亡者

寿。目不妄�，耳不妄听，口不

妄言，�无怨�于天下，故得�

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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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注解� �

第三十四章

大道像泛�的河水一��，

它周流在左右。

万物依靠它生存，而它�万物从不干�，

大功告成，却�不出它功在�里。

［它］��了万物而不自以�主宰，

�常没有自己的欲望

可以算是渺小；

万物向它�附，而它不自以�主宰，

可以算是�大。

由于它不自以��大，

所以才成��大。

Chapter 34

The Great TAO is pervading everywhere.
It goes left or right naturally.
All things depend on it for their production.
And it does not deny them.
When its work is accomplished, it does not claim possession.
It loves and feeds all things without claiming lordship.
It is regarded as without desires or passion - therefore it may 
be called small.
Being the home of all things, it does not claim to be the 
master thereof.
So, it may be called  The Great .
Because the Sage does not claim to be great,
His greatness is fully shown.

(��)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言道泛泛，若�若浮，若

有若无，�之不有，�之�殊。其可

左右。道可左可右，无所不宜。万物

恃之而生。恃，待也。万物皆待道而

生。而不辞。道不辞�而止。功成而

不名有。有道不名其有功。��万物

而不�主。道���万物，不如人主

有所收取。常无欲，可名于小矣。道

匿迹藏名，泊然无�，似若微小。万

物�焉而不�主，万物皆�道受气

也，道非如人主有所禁止。可名�

大。万物横来横去，各使自在，故可

名于大也。是以�人�不�大，�人

法道，匿�藏名，不��大。故能成

其大。�人以身率�，不言而化，万

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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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希望人�自相残�的行�能尽快停止，用恕与�取代

争与恨，�人�一个和平、安定的家�！

其次，我�呼吁国�社会��展�人道救援的工作，

解救�民，�他�及�地得到生活用品和医���。

�争已�造成太多�亡，也�双方民��来太多痛

苦。那些在�争中死去的无辜�民，令人哀�心痛。及�

的救助可以�少�争�来的�害和不必要的死亡。

最后，站在道教的立�，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彼此尊

重，以和平和平等的手段来解决矛盾。

道教是一个重生、�生的宗教。不只是道教，任何一

个民族和宗教，都��以生命�重。�争、残�是人�社

会的最大悲�。当人的生命都得不到尊重的�候，又如何

能�建立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社会�？�我��着�

生命的敬畏之情，用智慧和慈悲来解决人世�的��。

我�衷心地祈愿�争早日�束、流亡者早日回�家

�！

也�我��死�的亡魂祈祷，愿他�得到安�！

2008
年12月27日，正当全世界的人民准�迎接

新年�，中�地区再次爆�了大�模的�

争冲突。以色列大�模空�加沙地�，造成大量平民死

亡。2009年1月4日，以色列�又��地面攻�。据巴勒

斯坦医�人�透露，加沙地�已�有922人死于�乱，其

中包括292名儿童和75名�女。以色列方面��共有13名

以色列人死于冲突，其中包括3名平民。

�然新加坡���火，但���来的�况，�我��

痛地感受到硝烟弥漫、�火起伏的惨况，�我��人�和

平、文明的�程感到��。

首先，无�出于何�目的，�争都不是解决��的手

段。我�反��争，反�武力�抗。�争不能解决任何�

�，只能�致矛盾加�，�解加深。

以�端�抗�端，以暴力�抗暴力，只能使仇恨升

�，�及大量无辜百姓。双方都以�硬的手段�攻，不肯

妥�，最��来的必然是无数平民家�被�、横尸遍野、

骨肉分�。即使�利了，�人�的��却无可弥�。我�

�
城
道
教

道

�

声

明

�火休矣，
    魂兮�来
━━新加坡道教�会��中�冲突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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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游���会

新
加坡道教�会青年�与四美工�教育学院（ITE 

College East）将在2009年5月23日��和�社会游

���会2009。��活�的��，是�了迎接将在明年�

�的新加坡青年奥林匹克��会，同�也�四美工�教育

学院“扶助�苦学生特���”�行�款。

道教�会主�此�活�的目的，是希望能通�健康的游

�及��，来促�我国不同�族、宗教以及年��的人群的

�系，建立一个和�的社会；同�，也希望能借此�助四美

工�教育学院的�苦学生，�得学�。��活�的大会��

是社会�展、青年及体育部部��文医生；特�嘉��由社

会�展、青年及体育部高�政�次��思�担任。

和�社会游���会2009的活�琳琅�目，包括了新

加坡健美�会的健美表演，�拳道表演、文化表演以及多

�体育�目，如射箭、�球、拔河以及��等各�比�。

当天，��也将�有多�嘉年�游�以及本地小吃�位。

此外，道教�会也邀得中国武当山�深道�及本地学�，

在当天表演武当太�拳，希望能�下最多人参与集体打太

�拳的��。

本次��会�迎各界人士踊�出席，参与比�者有机会

�得�厚�品。活�当天，主�者也将免�分�爆米花、棉

花糖等�在�的小朋友。有�趣参加比�的各界人士，可以

在游���会当天在���名。

�　　� ：2009年5月23日8:30~13:00

地　　点 ：四美工�教育学院 (ITE College East)

  10 Simei Ave, Singapore 486047

���� ：6242 2115

Community Engagement Games Day

新加坡道教�会青年�将于2009年5月30日至6月7

日主�“探索道教文化──走��西”活�。

新加坡青少年很少有机会参与了解道教文化的活

�，致使年�一代�道教的�解越来越深。作�新加坡

道教的先��，新加坡道教�会青年���地�展各�

宣�活�，�本地青少年通��身参与来切身体�博大

精深的道教文化，借此提高青少年��道教�富文化内

涵的��。“探索道教文化──走��西”活�就是一

次大胆的��。

��活�已��得中国西安道教界的鼎力支持。当

地�深道�将��青年�一行12人参�明��、西岳

�、�中留��良�、�南山楼�台及西安城隍�等道

教�地。他�不但有机会��道教古迹，更能�和当地

的道教修行者�行文化交流。

此次活��束后，青年�将��更多人前往道教�

地，��道教文化。有�趣的青年朋友（40周�以下）

都可以加入道教�会青年�。

地　　址 ： 21 Bedok North Ave 4, 

  Singapore 489948

  (三清�三楼)

���� ： 6242 2115

网　　址： www.taoistyouth.sg

2 0 0 9

探�索�道�教�文�化
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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