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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 菜芭城隍�定于12月4日，��“第四次世界城

隍�交流大会”。

世界城隍交流大会的目的，在于�世界各地的城隍�代

表有多一些交流的机会，以�一���城隍文化。

今届的城隍�交流大会，除了本地的城隍�代表，也将

邀�来自中国上海、福建、西安、安溪、�州、台湾、�来

西�吉隆坡、�六甲、麻坡等各地区的城隍�代表与会。

届�，新加坡 菜芭城隍�也将���座，提升大��

城隍文化的了解。

咨���：6449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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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宴盛况

城隍交流大会

新
加坡道教�会成立迄今已��入
第二十个年�了。道教�会成立

以来，有�于�会先�所建立的基�，
以及多届理事的同心�力，才能�利�
展至今天的�模。

今年，恰逢道�会��添来BBM
走�上任新加坡宗教��会的主席一
�，可�双喜��。�此，道教�会将
在12月3日假新加坡博�中心��“�
�、互信、和�、共�：新加坡道教�
会成立二十周年�典�新加坡多元宗教
及多元�族���会”，��成立20
周年之余，也履行作�新加坡宗教��
会�袖的�任，�一�促�各宗教之�
的情�，加�各宗教��之�的交流与
合作。

届�，新加坡�理李��先生也将
作�特�嘉�出席此�盛会。其他受邀
出席的，�有本地以及海外的各宗教及
�族��。

咨���：6242 2115

2007年第一次世界城隍�交流大会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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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年生于新加坡，原籍广�南海。�画

家。�从�瑞�老�学�水墨画及�梦�

老�学��法和水墨画。从事�画篆刻教学与

�作。教学��有：南洋��学院兼���、

新加坡�法中心��、多�民���部及学校

�画篆刻��，同�也是新加坡道教学院特

聘��。�法学�有：�真卿、王羲之、王

献之、��坡、米�、�孟 、沈尹默等。

中国画学�有：任伯年、江寒汀、�奎�、

���、�板�、�昌�等。篆刻学�有：

黄士陵、�昌�、�白石等。

交流与活�有：新加坡���会会�、新

加坡�法家�会会�、�林美�会会�、中�

美�研究会会�、�城�法篆刻会会�、南�

��会会�、墨�社副会�、大型���法表

演及�法�委等。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法展及国��法

展。其作品�得国内外收藏。1998年个人�

料�得收�于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

今�画名人大辞典》。1999年��新加坡�

��会��之“�之初博士美��”。

潘永�

2000年 : 2000年与�梅妹和沈添松�行“点染新境”三人�展并出版画集

2002年 : 海外�法名家作品集：第二届中国（天津）�法����委会/�天津�法通�2002第3期

2007年 : 《中��骨 翰墨�碑——百年名家�法》中国画�出版社

2008年 : 走向世界的中国商�——中国文化�画��

2008年 : 中国�——中国出版集��代教育出版社

新加坡道教学院�法�特聘��潘永�先生在�堂上��生�，深受学��戴。
潘老�在�堂上特��毫一幅字，送�道教学院，今特�刊登于此，与大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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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君，也称法主公、五雷法主、�雷御史、�魔将�、��公、�公

等，是中国福建省福州、�仙一�居民所�信的神明，并南�至台湾、�

南�等地，本地有不少�宇都奉祀�公�君。

相��公�君原名�慈�，�清人。10��因吃了太上老君及元始天尊所�

的半�蟠桃，�得法力；后拜��法���，学成五雷天心法等法�及�七星�

一把；18��上�山向周佐道�学道，学成�火�功夫。明武宗正�年��皇帝

敕封��公法主，此后人称“法主公”。

相�很久以前，�慈�体恤�化�的百姓遭受干旱之�，代�祈雨不成后，

便上天庭�了玉帝御案前的洗�盂水，倒下凡�化作雨水。玉帝知道后勃然大

怒，便写了�旨，派遣五雷捉拿他。�慈��知了�件事，便使�使雷公把�旨

交�他，并把“雷公掠�公”�倒成“�公掠雷公”。不�字的雷公百口莫�，

只能向�公求�。�公因此提出条件，要雷公根据他的指示�雷。怎�知道，雷

公却�看了�公的指示，雷声乱�，玉帝非常生气，但却又无从�置雷公，便降

旨�榜招�，重�能�雷之能者。�慈�知道后，便前去�榜，果然在玉帝的面

前�住了雷�。玉帝大喜之下，便封他��雷��君，将五雷�他管�，因此法

主公有号令五雷的法力。

�公�君一般的形象�身披�色�袍，脚��火�，右手��，左手做法�；

而最有�志性的，莫�于�公�君的一���。据�，�是�公�君在一次和五

通鬼斗法的�候，被五通鬼使�困在石�洞里，放火熏�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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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炼丹术在中国历史上曾轰轰烈烈、

兴盛一时。作为道教白日升仙的重要手

段，道士们对于丹药的热情从未减少。

虽然外丹因其强烈的副作用和变化莫

测的配方最终退出了修行的主流，但

据说至今仍有人在深山幽林中执着地

实验着古人留下的丹方。当我们众口一

词以现代科学手段的标准来斥责外丹

的遗害时，西方的学者却从历史的角度

高度赞赏了道士对于物质世界探索的

贡献。老子早就说过：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没有什么

事是绝对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正反两

面。因此，今天，让我们再来回顾道教

外丹的修行方法，也许会发现，炼丹并

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它更是古人探索自

然界的一种勇敢的尝试。

如果成仙对于大众来说只是一种

美好的愿望，那么养生却是人人可行

的有益的生活方式。道教里包含着丰

富的养生理念、养生功法、养生食谱等

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医学“上医治未病”

的原则。本期我们就刊登了道医张怡

香教授的养生药方给读者。但养生之

道，贵在持之以恒，健康掌握在每个人

自己的手中。

本刊编委会

名家书道
潘永强书法作品......................................................................................封二

目录，编委会，卷首语....................................................................3

学人道语
道教炼丹术及其科学遗产(上)...............................................................陈彤.4

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卿希泰.19

养生之道
张怡香教授养生药方........................................................................张怡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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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一届执委就职典礼.....................................................10

新加坡道教总会拜访各种族及宗教组织.....................................................11

宫庙介绍
心领神会：洛阳大伯公宫...........................................................................13.

会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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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经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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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教炼丹术是道教的重要法术。“道”是道教之根

本信仰，修道是实现道教信仰的基本途径。道因

术显，术因道成，道术是道教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道

教的主要特征。道教兴于黄老之学，吸收方家之术，形

成于东汉末年，历经近2000年的发展，成为中国人的基

本思想信仰之一。国人的行事往往是外儒而内道，故有 

“中国之根柢尝在道教”之说。

在道教创设与发展过程中，历代高道创道理、立道

规、阐道义、释道疑、行道术、度道众，令道教深植于

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作为宗教信仰，道教在构筑“道”

之终极信仰的同时，也提出了实现信仰的“得道”之途，

即信众凡人可经修炼而得道，得道而为仙。积德行善、持

戒诵经诚为得道修炼之一途，服食冥想、存思炼化也是长

生成仙之一径。虽然道术林林总总，然殊途同归修道成仙

实为道教徒之最高追求。炼丹术作为实现长生久视之术

一直在秦汉之际方士中流行。道教崇尚：“我命在我不

在天”，炼丹实是最好的自己主宰自己的方法，炼丹术

之滥觞可谓意料之中。

究其本意炼丹术其实是采五金八石之精，盗天地日

月之机，炼长生不死金丹之术。道教炼丹术依其修炼的

目的分为金丹和黄白两类。金丹意为行九转炉火之术，

炼金石丹药而为还丹金液，服食长生之法；黄白是指冶

药金、药银之法。唐宋以降，以人体内的精、气、神为

药物炼制仙丹的内丹之学大发扬，以矿物原料炼制金丹

的法术也被称为外丹术。

内丹术形成以后，丹家将炼丹术分为天元神丹、地

元灵丹、人元大丹。其中天地二丹为外丹，人元大丹为

内丹。

本文中之道教炼丹术特指外丹黄白术。

一. 道教炼丹术之发展史略

炼丹术就其技术层面而言其实是中国古代冶金，制陶

等工艺发展的产物，周代的《考工记》记载了商周时期在

青铜与合金冶炼铸造方面的高超工艺，因此炼丹术发端时

的工艺基础及其深厚。

1. 道教炼丹术之肇始

秦汉之际方仙道流行，寻访仙山、仙人的方士层出不

穷，方士李少君曾向汉武帝刘彻敬献长生之术，据《史

记》《封禅书》记载：“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

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

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

而事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这是目前所知史籍中最

早有关丹砂化金的记录，通常也将其作为炼丹术之确切

的初始时期。

其后有淮南王刘安曾聚集大批方士为其试演神仙黄白

事。及至东汉，魏伯阳、张陵、狐刚子、阴长生等众多道

士仙人，于炉火实践之后，将有关炼丹心得付诸文字， 

著成丹经道书。《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

经》、《三十六水法》和《周易参同契》即为该时期之

主要炼丹著作。这其中《太清金液神丹经》和《黄帝九鼎

神丹经》开火法炼制神丹金液之先河；《三十六水法》则

行水法飞炼石药为金液之始祖；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

则熔“大易、黄老、炉火”于一体，被尊为“万古丹经 

王”。伯阳以焦氏易说，图谶之学，黄老之辞阐丹道之

理，更用天文、历算之学，兼文辞古奥，因此向来被认为

艰深难解。各家评注，众说纷纭，或云其为外丹之冠，或

云其为内丹之圭臬，或云其为房中之秘笈。

■ 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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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炼丹之学初兴之时期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发

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炼丹的原料主要是丹砂、水银、

铅等，由于当时对金属及化合物的物性变化只有表面的

了解，因此，类似水银这种液态金属因其所具有的特殊

的物理性质而被神化了。同时上述这些丹药由于在炼丹

炉火的有限温度区域即可以发生化学变化，因此实现之

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具有便利性。其次，炼丹术的隐

名传统就此形成，无论是药物，抑或鼎器，进而炉火时

辰，均以隐名代指，丹道就此戴上了神秘的面纱。第三，

初步奠定了遵循易学规律，符合天地日月运行的道教炼丹

术之基本理论架构。

2. 道教炼丹术之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炼丹术因葛洪和陶弘景两位大

家的出现有了长足的进步。葛洪是道教史上百科全书式

的人物,《抱朴子内篇》被誉为仙学之大成，其中《金

丹》、《黄白》两篇向被认为炼丹术史上之重要著作。

葛洪及其推崇还丹、金液之法，在《金丹》篇之始即云： 

“余考览养性之书，鸠及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

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

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其《金丹》

篇中记载了三十余种丹方，《黄白》载有七种炼药金、药

银的黄白之法，相较早期的炼丹术著作领域有了很大的延

扩。葛洪提出了“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炼丹理论，丹

道的原理也渐发展起来。

另一位大道士陶弘景亦为炼丹史上的重要人物。陶

弘景素有“山中宰相”之称，其著有《合丹药著法式节 

度》、《集金丹黄白方》、《炼化杂术》和《太清诸丹集

要》等外丹著作。史载其于茅山山中曾进行二十多年的炼

丹活动，《南史》《陶弘景传》载其为梁武帝炼丹：“弘

景即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

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

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虽然陶弘景的炼丹著

作现已失传，但还是有很多内容被后世丹家记载下来。

在道教炼丹术的发展时期，丹道理论开始有了发展，

炼丹的程式趋于规范，作为道教之法术，在证道的同时也

愈来愈体现宗教的神圣性。无论是禁忌、堪舆、发炉、醮

祭、服药均有规定，已然成为素心人之神秘事矣。

另魏晋时期服药之风盛行，名士望族以服食“寒食

散”（也称为“五石散”）为乐，因此士族服药之风与

道教服丹似乎互有影响。

3.  道教炼丹术之隆盛

有唐一代，皇室尊老子为先祖，道教愈发兴盛。同时

士族学人对不受礼教约束的神仙世界心向往之，一时间学

道修仙颇为流行，在皇家和士子的共同推动下作为长生之

术的道教炼丹术达至隆盛,成为唐代道教的显学。出现了

一大批从事炼丹活动的高道如苏元朗、孙思邈、陈少微、

张果、梅彪等，有关外丹黄白术的丹经也成批涌现。

孙思邈向被尊为“药王”，他也是唐代最为著名的炼

丹家，著有《太清丹经要诀》、《烧炼秘诀》、《太清真

人炼云母诀》、《龙虎通玄诀》、《龙虎篇》等，其开以

炼丹之术炼制治病之药之先河，拓展了中医丹药的制作。

苏元朗的《太清石壁记》以收集各类丹方，服诸丹

法，疗病状法，丹经隐名等成为比较齐全的丹经集成之

作。

陈少微著有《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和《大

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述丹道火候次第，丹药品级

及丹砂化汞之术。

张果位列“八仙”，也是唐代有名的炼丹大家，有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和《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等丹

书，详论丹砂产地，品性及炼制之法。

由于炼丹术在唐朝的大发扬，丹药的运用较魏晋时期

有大幅度的增加，丹药的隐名、异名也层出不穷，梅彪

编著了《石药尔雅》对丹经中的隐名和异名仿《尔雅》

之例而详加训释，以使丹经“令疑谜者寻之稍易，习业

者诵之不难”。

唐代道教炼丹术之兴盛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及至

唐代炼丹的用药范围日益广泛，五金八石类金石药物相比

魏晋时期有大幅度增加，同时植物药物等也进入丹方；第

二，炼丹的设备进一步发展完善，铁釜及水火鼎器，各种

形式的丹炉纷纷被研制出来，丹皿器具的发展也保证了炼

丹工艺的完善；第三，金丹与黄白趋于分化，以盈利为目

的的炼制药金药银活动也相当流行；第四，出现了系统化

的炼丹理论，形成了以《周易参同契》为基础的基本理论

体系，出现了硫汞派和铅汞派等炼丹理论派系。

在外丹黄白术蓬勃发展的同时，道教炼丹术也开始

进入由外丹向内丹转化的重要时期，据《罗浮山志》记

载：“（青霞子苏元朗）隋开皇中，来居罗浮⋯⋯乃著

《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内丹矣。”这是最早的

关于内丹的记录。此时炼养之术似乎还是内外丹并行，

当时的丹经《通幽诀》云：“气能存生，内丹也；药能

固形，外丹也。”

丹道的发展由外而内，主要是由于外丹所用的铅汞

之类药物均有大毒，在唐代服丹中毒的事情屡屡发生，

引起社会的警觉，烧炼外丹之事渐渐衰落下去。另外烧

炼外丹也确实耗资不菲，晚唐随着社会财力的衰退，对

外丹的支持也难以为继了。

4 5

狮
城
道
教

p4_7_����_1.indd   5 10/18/10   11:27:53 AM



学

人

道

语

4. 道教炼丹术之衰落

内丹之学于唐代逐步兴起，到了宋元内丹术趋于成

熟。内丹修炼借用外丹术语，鼎器、药物、火候等风行

于内丹著作中。而外丹之学渐显颓势，但修炼外丹仍有

传人。出现了有关外丹术的集成性著作，作为对外丹

术的总结。独孤滔的《丹方鉴源》实为炼丹药物的总结

性著作，已能按基本的化学性质对丹药进行分类。吴

的《丹房须知》则对炼丹时筑坛择址，丹鼎釜器等均有

细论。另有《诸家神品丹法》、《金华冲碧丹经秘旨》 

《庚道集》等重要丹经问世。宋元时期中国的手工艺技

术高度发达，因此，炼丹的鼎器也都设计精妙，有关蒸

馏器具也在当时出现。

明清时期，内丹学在道教中占据统治地位，外丹之学

也只能依附内丹而存在。虽有炉火之事，但口传心授的炼

丹之学，令其越来越小众，外丹术已是强弩之末矣。

二. 道教炼丹术之理论基础

长生飞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实践信仰也是教徒的基

本要求，作为道教方术，炼丹术真意在于希望通过人工

炼制金石之药，改变金石之性，使其成为固化了“道”

的长生不老之药。

“假求外物以自坚固”是炼丹术成立的基础，《抱

朴子内篇  金丹》：“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

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

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外物以自

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

此是借铜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容卫，非

但铜青之外傅矣。”丹家相信服食不朽之物，可将其抗

蚀之性能移入体内，使生人也拥有这种天年长寿、坚固

不腐的功能，如此则可达生命永驻，登仙度世的目的。

魏伯阳所说的：“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

之，寿命得长久。”也体现了这一观念。

其次，天地万物皆可变化也是炼丹术的基本思想之

一，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黄白》中说:“变化者,乃天

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不可以异物作乎？譬诸阳燧所得

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火水岂有别哉？”“铅性白

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页，而白之以为铅。云雨霜

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葛洪

认为人工可以合成自然物质的变化观，成为其烧炼金丹

的基本依据。为什么金丹可成？因为万物可化。通过炉

火之事，可以使物质循环转化，因此也赋予炼丹术超自

然的神学力量。而丹家们对自己改变自然的能力也深信

不疑：“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抱

朴子内篇·黄白》）

上述的基本思想也可以认为是丹家的根本信仰，因为

相信可以“假外物以自固”，所以服食还丹金液才会有

效，此乃炼丹术的指导思想；因为认为“万物可化”，所

以炼制金丹才成为可能，实为炼丹术的行动准则。

1. 合天地自然规律的还丹理论

作为道教的法术，炼丹术的理论是在道教的时空相对

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因为道教的时空是不均匀的， 

“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仙界与现实的时间是不同

的刻度标尺。天上仙界与人间世界的空间位置的不同，时

间的标定也不同，因此丹釜中药物变化过程相对时间的缩

短，才使服用金丹之人的寿命延长。缩短与延长的统一，

实源于道教的时空相对论。源于《参同契》的“大易丹

道”就说此事，大丹须四象齐全，五行气足，运火一年，

方才成熟。那么为什么要一年哪？因为一年十二月，一月

三十日，一日十二时，共四千三百二十时。丹家行炉火之

事，炼制还丹，是因为存在上界仙真方能服食的“自然还

丹”，《丹论诀旨心鉴》云：“有上仙自然之还丹，生太

阳背阴向阳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自然还

丹是流汞抱金而孕也。有丹砂处皆有铅和银。四千三百二

十年丹成。”然而丹家临炉炼丹，以人间炉火仿自然圣火

之造化，在丹炉中浓缩时间，再现自然还丹的过程，已成

不死之仙丹：“金丹是日月运动自然成丹。因燧人改火，

后圣用之，同于天火之造化。”“后圣用火喻爻象，月计

三百六十时，年计气候四千三百二十时，合四千三百二十

年。喻合天符，自然还丹。”（通幽诀）。用丹炉里的四

千三百二十时，夺天火造化四千三百二十年，道教的时空

相对论在炼丹术中体现出来。

早期丹经偏重于丹方记录，炼丹理论薄弱，唐代以

后炼丹术大发展，引证《周易参同契》阐释丹道理论的

炼丹著作纷纷问世，炼丹术的义理之学逐渐完善。基于

传统的天人相应宇宙论，丹家认为所用的炉鼎器具就是

一个缩小的宇宙，《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大丹

炉鼎亦须和天地人三才、五神而造之”，“鼎有三足以

应三才，上下二合以象二仪，足高四寸以应四时，炉深

八寸以配八节，下开八门以通八风，炭分二十四斤，以

生二十四气，阴阳颠倒、水火交争，上水应天之清气，

下火取地之浊气⋯⋯”以其小宇宙来实现天地变化的所

有玄机，如此盗天地日月之机而炼出的仙丹，自然可以

食之而长生成仙了。

丹经用药也需应天上星宿。《太清石壁记》中“五石

丹方”曾如是说：“五石者是五星之精，丹砂，太阳荧惑

之精；磁石，太阴辰星之精；曾清，少阳岁星之精；雄

黄，后土镇星之精； 石，少阴太白之精⋯⋯服之令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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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度世，与群仙共居。”《太清金液神气经》所载“太玄

清虚上皇太真玄丹”则有：“（用药）凡二十八物，象二

十八星宿之灵符也”。《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载“淮南

神仙方”用药“凡七物，上应北辰七星，日月、五行具在

此中矣。⋯⋯故服之合以六律，上应七星”。

在缩小的“宇宙”的炉鼎里，以符合“自然”的方式

浓缩造化时间，炼制上应“天上星宿”的丹药，如此炼得

的金丹，自然同上仙所服食的自然还丹一样，服之而得永

生了。太上曰：“道法自然”，所言极是。

2. 行临炉炼丹火候的天符之说

炼丹之道取法于自然，丹家认为临炉火候也至关重

要，《诸家神品妙法·金丹秘要参同录》尝指出：“万

卷丹经秘在火候。”“凡修丹最难于火候也。火候者，

是正一之大诀。修丹之士若的其真火候，何忧其还丹不

成乎？”

所谓火候，乃丹炉温度控制之法，其根本在于要依时

调整炼丹所用炉火的大小，即临炉丹火的变化必须与天

符运行相契合。“天符者，信也。能发泄万物化生而成

形，运动反本而成精”（《还丹肘后诀》）。炉火变化

合天符之运行，即所谓“直符”。《通幽诀》云：“日

月四时直符循环，一如车脚，运转阴阳，成数造化，载

运万物，故在律纪。”一年十二月通于十二消息卦，一

卦有六爻，应对于一月之六候，一候为五天，每月炉火

按卦爻变化来控制进退，此谓“用火喻爻象”。《还丹肘

后诀》对炉火变化之直符有详细的解释:“直符法喻:如十

一月建子，阳气始生，夏至一日阴气始生，是天地阴阳进

退一年十二月用事也。一月故有六候，直符潜伏，五行出

没，交会刑 并在其内。”丹家发炉炼丹须以十一月为丹

炉举火第一月。“初候发火用二十四（两）〔铢〕火，为

一爻也，以法二十四气。守至二日半加一爻，至五日为一

候也。以次用火加爻。每月有六候，常至第三候六十时下

与第四候三十时上并武火处，其火斤两进退日夜须别添熟 

（火）〔炭〕，常令露火面，即候本斤两〔数〕也。其直

符九个月半毕后，则常取第九月火候爻象法则进退斤两为

定，不论年月远近也。”丹家相信，经过十二个月的大周

天之炉火造化，金丹自然可成。

细究“天符”火候之论，实源起于《周易参同契》： 

“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诎信以应

时。”因为用火之道实际事关炼丹之成败，细察其在炼

丹过程之运用，可以发现，丹家运用之根本还是在于合

天地自然之规也。

3. 丹药配伍之相类之学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

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道教宇宙生成论之根

本。“道”生混沌之气，此气分化为阴阳二气，二气交感

产生第三种“和”气，阴阳和“和”相互作用生成万物。

万物皆有阴阳，阴阳相互联系和制约，达至平衡状态。

阴阳之学及其从属的五行之论是中国古代一切学术

之基础,道教炼丹术也不例外地以此为基石。《云笈七

签》卷七三《大还心镜》：“一金一石谓之丹，亦合天

地也。”“如丹唯一阴一阳，龙虎二物”。《通幽诀》

云：“诀曰：一阴一阳之为道，一金一石之为丹。石乘

阳而热，金得阴而寒，此乃魂魄相应，理势必然”。炼

丹术中丹药相类配伍的学说，也是以阴阳五行之学为基

础。《周易参同契》一向主张炼丹的药物要同性，同类： 

“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杂性不同种，安肯合体

居”。而《太古土兑经》进一步将丹药做了类性的划分： 

“金银铜铁锡谓之五金，雌雄硫砒名曰四黄，朱汞鹏硇

硝盐矾胆命云八石。或阳药阴伏，或阴药阳治，明达气

候如人呼吸，皆有节度。《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也论述

了这个问题:“一阴一阳曰道，圣人法阴阳，夺造化，故

阳药有七:金二石五。黄金、白银、雄、雌、砒黄、曾

青、石硫黄皆属阳药也。阴药有七:金三石四。水银、黑

铅、硝石、朴硝皆属阴药也。阴阳之药各禀其性，而服

之所以有度世之期、不死之理者也。”这些论述其实就

是以阴阳性类来说明，只有相类的物质之间才能发生反

应，产生作用。

当然，由于中医理论的巨大影响力，丹道之用药也

有以中医之“君臣佐使”理论来配伍的，:“夫大还丹用

铅为主，用水银为君，硫黄为臣，雄黄为将，雌〔黄〕

为佐，曾青为使。故君臣配合，主将拘伏，使佐宣通。

虽用借为傍助，久久为优火灰矣。”这完全照搬了中医

方剂学的配药理论。

丹药相类配伍的原则主要源于《周易参同契》的影

响，但由于对于丹药性质，丹家还是各有所宗，并无统

一的认识，因此在炼丹术中未成为主流理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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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汤

功效	 ：	治疗皮肤病、风湿、降血糖血压、长智慧

药方	 ：	苍术、白术、川穹、当归（切片）、蛇床子、地骨皮各一两，

一起煮成浓汤，用玻璃瓶放冰箱储存，可用一个月。

汤底	 ：	生姜三两用刀拍一下（不可用刀切，切则伤药性），水煮

滚后放入拍好的生姜，即关火。生姜可连续使用三天。

用法	 ：	姜水倒入洗脚盆，水高没脚踝三寸之上。药材汤一汤匙

倒入热水中，每晚泡脚五至七分钟。

注	 ：	第一个月连续每晚泡脚，第二个月三天一次，第三个月每

周二次，以后每周一次。泡完后穿长袜睡觉，使脚部保持

温暖。

药方：

女	 ：	 苍术、白术、川穹、当归（切片）、地骨皮各一两，泡入酒中，一个月后饮用，每次一汤匙

男	 ：	 苍术、白术、川穹、地骨皮各一两泡入酒中，一个月后饮用，每次一汤匙

泡
脚
汤

药
酒

功效	 ：	补中气、长寿、美容

药材	 ：	黄芪、黄精、淮山

煮法	 ：	各一两，分开用煮药砂锅煮，药汤分别灌入玻璃

瓶，放冰箱储存。

服法一	 ：	早服黄芪、午服淮山、晚服黄精，各一汤匙。空腹

服用。三至六天服完。

服法二	 ：	第一天早、中、晚服用黄芪；第二天早、中、晚服用

淮山、第三天早、中、晚服用黄精。空腹服用。

备注	 ：	淮山也可与去皮的红枣一起炖煮。

■ 张怡香

张
怡
香
教
授

养
生
药
方

黄芪	：	
味甘，气微温，气薄而味浓，可升可降，阳中之阳也，无毒。专补气。入手

太阴、足太阴、手少阴之经。其功用甚多，而其独效者，犹在补血。

黄精	：	
以根茎入药。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功能。用于治疗脾胃

虚弱，体倦乏力，口干食少，肺虚燥咳，经血不足，内热消渴等症。对

于糖尿病很有疗效。

淮山	：	
益气养阴，补脾肺肾，固精止带。用于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

肾虚遗精，带下，尿频，虚热消渴。

苍术	：	

苍术具有燥湿健脾，祛风湿的功效。主治湿阻中焦，风

寒湿痹，脚膝肿痛，痿软无力，雀目夜盲。

白术	：	

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的功效。用于

脾虚食少，腹胀泄泻，痰饮眩悸，水肿，自汗，胎动不

安。

川穹	：	

性温，是妇科常用药品，有活血顺气的作用，但也不能

多用，尤其是身体有出血现象的人不适合服用，如女

性经期。同时，川穹又是药膳中常用的药材之一，与乌

鸡同食，可以养阴活血，是女性滋补佳品。需要注意

的是，食用含川穹的药膳后不要马上饮绿茶，因绿茶性凉，会减弱

川穹的功效。

当归	：	

甘温质润，为补血要药。用于心肝血虚，面色萎黄，眩晕心悸等。既

能补血、活血，又能调经，为妇科要药。用于血虚或血虚而兼有瘀

滞的月经不调，痛经，经闭等症。

蛇床子	：	

湿肾壮阳，燥湿，祛风，杀虫。用于阳痿，宫冷，寒湿带下，湿痹腰痛；

外治外阴湿疹，妇人阴痒；滴虫性阴道炎。

地骨皮	：	

凉血除蒸，清肺降火。用于阴虚潮热、骨蒸盗汗、肺热咳嗽、咯血、

衄血。

今年三月，世界著名的道学大师张

怡香道长在新加坡道教学院授课时，为

学员讲授了多种道教养生保健知识，并

教授了一些实用的养生操和养生药方。

张怡香道长作为夏威夷大学医学教授，

长期致力于道教养生医学的研究与推

广，是当代“道医”的代表。

下面刊录的就是，张怡香道长特别

推荐的几副养生药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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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及属下宫庙
捐款助中国龙虎山天师府抗洪

道总与牛车水商联会
联办中元节展览

新加坡道教总会出席马来西亚
北海斗母宫一系列庆典

道总参与新加坡宗教联谊会
“世界和平日祈祷活动

和中秋联欢会”

中国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于6月19日遭遇九

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导致整个嗣汉天师府的大

部分建筑，包括殿堂、斋堂、办公室等被淹没在

水里，最深处的水位甚至达到2米深，最浅处的水

位也达90公分以上，经济损失达到千万人民币以

上。

新加坡道教总会获悉这项消息后，即刻发动捐

款，理事宫庙包括 菜芭城隍庙附属三清宫、正华

村金福宫、新加坡道教青松观以及灵宝皇坛等都捐

出善款，众多传度弟子闻讯后也纷纷前来捐款，

并于7月27日把所筹得之新币16,300元转交给中国

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道教协会，以便进行灾后

重建的工作。

适逢农历七月为中元节，新

加坡道教总会特别与牛车水商联

会联办中元节展览，展示了中元

节的传统习俗，以及道教的各种法

事用品。是项展览在牛车水广场展

出，自8月10日（农历七月初一）

开始，为期一个月，现场并有义工

为观众讲解。

此外，道总也在期间举办讲

座，特别邀请香港道教协会副主席梁德华道长于8

月14日（农历七月初五）前来主讲“从‘先天斛

食济炼幽科’看道教生死观”讲座，并在现场示

范道教科仪。

新加坡道教总会在陈添来BBM会长的带领下，

应马来西亚槟城州北海斗母宫的邀请，到当地参

加该宫所举办的 “创宫40周年纪念暨山门落成开

幕典礼”庆典。是项庆典自9月18日（农历八月十

一）开始，为期九天。庆典节目非常丰富，除了有

各项祈福仪式，还有道教民俗文化表演、木偶戏、

出巡等。这项庆典吸引了许多来自各地的信众，场

面热闹非凡。

道总青年团之 
“道教文化展
览”吸引了许
多信众前去参
观。图为青年
团代表正在为
观众讲解道教
文化知识

香港道教协会副主
席梁德华道长为观
众讲解道教生死观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于9月22日（农历八月十五）

中秋佳节当天，特别举办“世界和平日祈祷活动和

中秋联欢会”，将各宗教及各种族聚集在一起，共

同赏月、吃月饼，促进各方的情谊。

出席这项活动的道总代表有会长陈添来BBM、

副会长林金发、副交际洪新铭，特别委员龙仕庚及

青年团团员。当天晚上，龙仕庚也特别准备了幻灯

片，和各宗教及种族领袖分享中秋佳节的来源及习

俗，让现场来自各个宗教及种族的与会人士更了解

华人的这项传统节日，以达到种族及宗教和谐的

目标。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于8月2日举行新一届理事

的就职典礼，由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

接任该会主席一职。该项典礼在莱佛士城市俱乐

部(Raffles Town Club) 举行，社会发展、青年及

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女士作为大会贵宾也出席

了此次典礼。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成立至今61年，目的是为

了促进本地各宗教及种族之间的和谐。目前，该

会有超过300名会员，新一届的理事会有31名委

员，其中有4名来自道教总会，分别为任职该会委

员的李水欣先生及林金发先生，以及任职活动组

组长的庄光栋先生。他们在新加坡宗教联谊会的

任期为一年。

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
接任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主席

IRO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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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道教总会于8月28日在三清宫举行了第十一届

新执委的就职典礼。当晚，有近百名同道参与了新

加坡道教界的这项盛事。

当天，第十一届执委会会长陈添来BBM在三清宫的

大罗宝殿为三清道祖上香，为就职典礼拉开了序幕。而

后，陈添来会长带领一众新执委在三清道祖面前举行了宣

誓仪式。道教总会的法律顾问朱时生JP BBM主持了就职

监誓仪式，并在过后为新一届的执委颁发了委任状。

陈添来会长在就职典礼的致词中表示，新加坡道教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一届执委就职典礼

总会成立至今20年，会务顺利发展，全赖于创会先贤所

创立的基础，以及多届理事的通力合作、精诚团结。因

此，陈会长希望众执委再接再厉，进一步推动我国道教

文化的发展。

此外，陈会长也透露将在今年年底举办庆典，庆祝

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二十周年，并以新加坡联谊会主席

的身份主办宗教和谐活动。为此，他特别呼吁所有会

员积极行动起来，为这次盛会献策献力，共同把盛会办

好。

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一届 (2010－2012) 执委会名表
会长 菜芭城隍庙(陈添来BBM)

第一副会长 大士伯公宫 (林锡辉PBM）

第二副会长 三清宫 (林金发）

副会长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 (刘爱芳） 正华村金福宫 (吴亚才） 福安庙 (林国文)

淡宾尼联合宫 (许连发JP BBML) 后港斗母宫 (陈锡泉） 通淮庙(苏建成BBM)

凤山宫 (唐嘉林BBM） 斗母宫凤山寺 (郭南利BBML) 新加坡三清道教会 (陈荣华）

元龙圣庙 (赵发兴PBM） 顺西宫水池林 (胡清山BBM) 万山福德祠 (甄福常）

南海宫（曾建藩）

秘书长 洛阳大伯公宫（林志成）

副秘书长 赐福宫大伯公联谊会（郭亚光）　葱茅园九皇宫（陈映惜）

财政 菜市联合宫(方荣贵）

副财政 崇义庙（王权PBM）

交际 实龙岗北协灵坛（王福兴）

副交际 裕廊总宫（姚咭宋） 竹云宫（洪新铭） 芽笼联合宫（黄联益）

中文书 女皇镇忠义庙（卓永丰）

英文书 真人宫 (陈绍廷）

宣教 灵宝皇坛（王秋儒）

副宣教 风火院（余学尧）

查账 三巴旺财神庙（徐亚辉） 贤当宫（郭宗宝）

委员 洪国成 陈天生 何保锐 林成财 高荣骏 胡文牵

李光祥PBM 杨坤松 黄世杰	 郭鸿水 黎国辉 陈瑞谦

张福联 林金忠PBM 胡荣丰 陈志伟 萧建南 周福友

刘亚弟 佘乾虎 连淑娟 张大嘉 陈丰贵 卓南顺

黎文玉 胡钱华 郭 池

特别委员 李金池 陈福全 陈春发 沈敬雄 郑源炳BBM 林金山

陈川强PBM 卓怡清 龙仕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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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
拜访各种族及宗教组织

里斯南兴都庙、新加坡犹太人福利协会、新加坡灯塔教

会、新加坡伊斯兰宗教理事会、新加坡卫理公会甘榜加

卜教堂等15个种族及宗教组织。道教总会的目标是拜访

至少20个不同的种族及宗教组织。

新
加坡道教总会为即将在今年12月举行的“团结、互

信、和谐、共荣：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二十周年庆

典暨新加坡多元宗教及多元种族联欢晚会”，走访多个来

自各种族及宗教的组织。截至9月17日，新加坡道教总会

先后拜访了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天主教新加坡总教区、克

17.08.2010
新加坡 

佛教居士林

13.08.2010
国际佛光会
新加坡协会

17.08.2010
新加坡

新造教会

27.08.2010
克里斯南 
兴都庙

11.08.2010
佛教慈济慈善
事业基金会

27.08.2010
天主教新加坡

总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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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2010
兴都教
基金会

09.09.2010
新加坡城市
丰收教会

14.09.2010
新加坡回教
传教协会

28.08.2010
崇华堂 
道德会

07.09.2010
新加坡

灯塔教会

14.09.2010
新加坡

伊斯兰宗教
理事会

06.09.2010
新加坡犹太人

福利协会

17.09.2010
新加坡

创价学会

15.09.2010
新加坡

卫理公会
甘榜加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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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多元化的庙宇

提起洛阳大伯公宫，大家都会想

起每年除夕夜，万人上香诚拜的壮观

景象，以及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等大

日子，庙里庙外汹涌的人潮。即使是

寻常日子，这里也是车水马龙、香客

络绎不绝。而耗资千万建成的4层楼

高的庙宇建筑，巍峨壮观、富丽堂

各族同胞同欢共庆

洛阳大伯公宫也经常配合各项节

日举行许多大型活动，如大年除夕

的“迎新春、接财神”庆典、中秋

节的联欢晚会等，并细心安排各族

心
领
神
会

洛
阳
大
伯
公
宫

皇，不仅有金碧辉煌的殿堂，还配备

有完善的设施及宽敞的停车场。

充满多种信仰的宗教场所

洛阳大伯公宫最令人瞩目的另一

点，是它不仅仅供奉道教神明，也奉

祀其他宗教的神明，是一个有多元信

仰的宗教场所。在该庙的左边，设有

两个神坛，分别供奉拿督公和印度兴

都教的象神。因此每逢该庙举办神诞

等喜庆节日，除了华族信众，也有印

族与巫族同胞前来参加庆典节目。

洛阳大伯公宫融合了各族宗教

的特色，在本地独树一帜，充分体

现了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

特殊文化。

香客遍布东南亚

洛阳大伯公宫的历史，让很多人

都津津乐道。

20多年前，樟宜罗央大道一带还

是一个渔村。当时有人放了一尊大伯

公金身与其他神像在一棵大树树旁的

一个废弃铁箱上。过后，不时有人到

此燃香膜拜。由于村民们不忍大伯公

等金身饱受日晒雨淋，便搭建了一个

简陋的锌板小庙来安置神像。当时，

小庙尚寂寂无闻，除了渔村里的人，

鲜少有外人前来膜拜。

1996年4月的一个凌晨，小庙

突然失火，整间锌板小庙被大火烧

毁，唯独大伯公的金身虽被烟火熏得

通黑，但却完好无损，村民无不啧啧

称奇。过后，村民和众信徒在小庙的

附近合建了一间拥有宽阔殿堂的大伯

公庙。重建后的洛阳大伯公宫，自此

香火鼎盛，闻名遐迩，每逢新春或神

诞节日，都吸引了不少来自东南亚各

地的善信前来进香。

传统美食以及精彩的歌舞表演等，

每每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潮，当

中不乏印族以及巫族同胞。洛阳

大伯公宫在2010年举办的一

系列庆典，更成了各族同胞

欢聚一堂的场地。

1. 中元千人联欢宴会歌舞秀

吸引数千观众

洛阳大伯公宫于9月6日举

行的中元盛会，除了邀请道长

主持法会超度孤魂，也设庆中

元千人联欢晚会招待各界嘉宾，并

在该晚会上喊标福物。

当晚，洛阳大伯公宫也呈现了万

元歌舞秀，特别邀请新、马、台著名

艺人前来表演，吸引了数千观众前来

参观，场面极为热闹。这也相信是今

年的七月歌台进入尾声时期，最有看

头的一场歌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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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人庆中秋联欢晚会

洛阳大伯公宫每年定期举办的“万人庆中秋联欢晚

会”于9月21日盛大举行，吸引上万名来自全岛各个角落

的善信和公众，踊跃前来观赏助兴。当晚，洛阳大伯公宫

灯火璀璨、人山人海，歌台上欢歌载舞，美食摊前络绎不

绝，热闹非凡。

出席万人庆中秋联欢晚会的嘉宾包括：担任大会贵宾

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暨白纱—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张志

贤、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贺华

吉、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迈克柏默、马林百列集选

区国会议员王世丰医生及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杨木光医

生，还有社区领袖及各宗教的代表等。

洛阳大伯公宫在“万人庆中秋联欢晚会”上，共送出

了上万个制作精美的12生肖灯笼以及“哈拉迷你月饼”

给各族人士与孩童，并且免费提供各种风味传统小吃。精

彩的歌舞秀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现场座无虚席。盛大的

庆祝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各族同胞前来参加，他们通过提灯

笼、吃月饼等活动，亲身体验华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的欢

乐气氛。

2.		数千华印信众参加象神甘泥沙诞辰庆典

洛阳大伯公宫于9月11日，举行象神甘泥沙诞

辰庆典，吸引了数千名印族与华族信众参加，并且

膜拜象神以祝寿祈福。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

长易华仁与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哈里古玛也参

与了这项盛会。

庆典节目包括了火供仪式，由兴都教教士为嘉宾

与善信祝福。易华仁部长与哈里古玛议员也在洛阳大

伯公宫诸位理事的陪同下，到象神前献供致敬。

3.		晋宫4周年庆典，仪式庄严隆重

洛阳大伯公宫近日也举行了晋宫四周年庆典，出席

的华、印族人士与信众踊跃，场面庄严隆重。

14

狮
城
道
教

15

宫

庙

介

绍

p13_16_���_4C.indd   14 10/18/10   11:55:18 AM



1.  爱心计划联欢晚宴 (We Care)

洛阳大伯公宫在2010年4月3日举行“爱心计划联欢

晚宴”，同时为“爱心计划”举行启动仪式。共有大约

2500人出席了这项活动，保括白沙——榜鹅集选区的居民

和东北区老人院的乐龄人士。

白沙——榜鹅集选区所推出的“爱心计划”，旨在帮

助那些家庭收入超出现有国家经济援助顶限，但仍面对

困难的家庭。“爱心计划”的帮助对象是每月总收入介

于1500元至2000元，或每月总收入超过2000元，但人均

收入介于500元至700元的家庭。

这项计划除了获得东北区发展理事会的大力捐助，也

得到本地一些佛教和道教团体的鼎力支持。新加坡佛教居

士林、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联谊会以及洛阳大伯公宫将在

接下来的三年里，每年各捐出5万元，作为这项计划的资

金。目前，这项计划将有120万元资金，用以协助这群需

要帮助的居民。

“爱心计划”委员会将根据申请者的个别情况，一

次性给每户成功通过申请的家庭三个月的津贴。申请成

功的每户家庭将能获得每个月200元到300元的生活津

贴，以及每年60元到150元的儿童教育费，并且可以让

多达四名孩子受益。受惠家庭也可在受惠的三个月后，

再次提出申请。

回馈社会造福人民

守护子孙的平安是洛阳大伯公传统，也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今天，

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慈善事业。洛阳大伯公宫一向热衷于慈善事业，

经常通过各项配合神诞庆典举办的宴会，为慈善机构筹集善款，同时也

积极参与社区工作。洛阳大伯公宫一直以各种方式，善用该宫所筹得的

香油钱，不仅频发奖助学金，奖励、鼓励莘莘学子；每到岁末，也不吝

分发红包，照顾贫苦，以回馈社会，造福更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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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

医生访问白沙东区，70名脚车好手

骑脚车行善

8月22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

部长黄永宏医生访问白沙东区时，也走访了

洛阳大伯公宫。当天，来自社区与各宗教团

体的70名脚车好手，在上午8时30分开始了

骑脚车行善的活动。他们从青景中学出发，

沿路经过释加寺、江河生命堂与依斯迪法回

教堂，并逐一在每个站点领取每包500克的白

米。当70名脚车手各领取2公斤的白米后，便

浩浩荡荡与黄部长等会合，前往也是访问站

之一的洛阳大伯公宫。洛阳大伯公宫同时也

另捐出140公斤白米，连同70名脚车手所筹

集的140公斤白米，合共280公斤白米，在黄永宏医生的

见证下捐赠给Apex　Harmony　Lodge疗养院。

此外，由喜爱脚车活动人士所组成的“洛阳脚车 

队”，也在当天举行了成立仪式。现场并有多项来自不

同种族的余兴表演，包括歌唱、舞蹈与杂技表演等，还

有一项由各宗教团体所设的展览，展设了各宗教的来源

以及一些宗教物品。

洛阳大伯公宫的宗旨，是将大伯公的慈悲精神传扬

给后代，同时，也致力于继续为社区、信众提供更美好

的服务。

地址：20	Loyang	Way	Singapore	508774

电话：(65)	6363	6633	传真：(65)	6262	6622	

电邮：	contact@lytpk.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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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龙岗北协灵坛在8月3日至8日(农历六月廿三

至廿八)举办多项活动，欢庆张公圣君众神千秋及

30周年纪念，包括小型道教文化展、多项祈福仪式

以及歌台等。该坛精美壮观的“新牌楼和圣坛”也

获得多位热心人士的落力赞助，并且有望在今年底

或明年晋宫到位于宏茂桥的新家。

此外，该坛特别邀请了道教总会青年团成员到

小型道教文化展上为参观的群众讲解道教渊源和

法器的知识。这是该坛自去年起第二次举办相关展

览。

位于裕廊东的通淮庙于8

月4日至7日(农历六月廿四至

廿七)举行庆典，庆祝关帝圣

君千秋暨建庙78周年纪念联

欢宴会，特别聘请新赛凤闽剧

团公演两天以及情花歌台表演

两晚助兴。

通淮庙成立于1932年，

奉祀关帝圣君。成立78年以

来，该庙致力于各项社区公

益活动，不仅在上世纪中创

办了培德学校，还成立了乐

龄中心，同时也大力支持捐助

不少的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和教

育基金。

一对新人于8月5日(农历六月廿五)

在女皇镇忠义庙进行注册仪式，并在

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完成了宣誓、交

换戒指以及签名等仪式。主持这场仪

式的婚姻注册官是新加坡道教总会会

长陈添来BBM。

当天，忠义庙在门口以各色气

球搭起了漂亮的拱门，为这项仪式增

添了喜庆色彩，加上庙里红彤彤的灯

笼，更是显得喜气洋洋。新人以及众

亲友也在仪式开始前，纷纷烧香向神

明祈愿。

自从新加坡婚姻注册局批准了道

教的婚姻注册官以来，就有道教徒纷

选择到道教庙宇里进行人生大事，包

括了这次在忠义庙喜结连理的新人。

通淮庙庆祝
成立78周年

实龙岗北协灵坛庆祝张公圣君众神千秋及30周年纪念

一对新人在女皇镇忠义庙
举行婚姻注册仪式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为新人主持婚姻注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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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北海斗母宫为庆

祝该宫创宫40周年纪念以及山门落

成，特别邀请本地的海南道坛——新

加坡灵宝皇坛于9月22日至24日（农

历八月十五至十七）到该宫举行为期

三天的海南“吉祥法场”。

灵宝皇坛共派出14名代表到北

海斗母宫，为该宫举行一系列的法

事科仪，包括“朝天大忏”以及极具

特色的“贡瘟遣灾”法事。“贡瘟遣

宰”法事的其中一个环节，是把该区

域的五方瘟神，送到早已在海边备好

的大型纸船上后连船一起烧毁，象征

把当地的瘟神送离，让该地区因此免

受瘟神的威胁。

这是灵宝皇坛第一次受邀为北海

斗母宫举行有关的法事科仪，并获得

该宫的好评。

位于裕廊西的福安庙于9月

16日（农历八月初九）开始举

办一连五天的庆典，庆祝代天巡

狩七王府大人千秋。福安庙所奉

祀的七王府大人即萧、李、赵、

郭、朱、周和力府大人，庆典节

目则包括了多场的歌台表演、歌

仔戏以及多项祈福仪式等。

此外，该庙也在中秋佳节

当天，即9月22日（农历八月十

五）举办中秋节庆典，备有气球

模型表演、提灯笼园游会等。

石牛洞庆祝
创立22周年暨法

主公千秋

三巴旺财神庙庆祝 
值年太岁星君宝诞

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于8月6日 

（农历六月廿六）举办庆典，庆祝新

加坡城隍艺术学院及属下南乐团成立

志庆暨武当城隍道教养生院成立一周

年。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先生也出席

了这项庆典。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是由 菜芭

城隍庙所赞助成立的，目的在于为新

菜芭城隍庙成立城隍艺术学院及南乐团

加坡培养专业的歌仔戏演员，以将歌

仔戏传承并发扬光大。当天晚上，除

了有城隍艺术学院以及属下南乐团的

学员，为现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文艺

综合表演以及南音演出外；同时还有

武当城隍道教养生院的学员所呈现的

太极拳表演。

福安庙庆祝代天巡
狩七王府大人千秋

新加坡灵宝皇坛应邀到
北海斗母宫举行海南道场

石牛洞于8月28日（农历七

月十九）开始举办为期8天的庆

典，欢庆石牛洞创立22周年、

法主公及众仙佛神明列圣千秋

宝诞，节目有多项祈福仪式以

及联欢晚会等。

该庙也将在乌美4路建造一

座三层楼高的庙宇，目前正在

筹募建庙基金。

新加坡灵宝皇坛在马来西亚北海斗母宫举行海南道场

三巴旺财神庙为庆祝值年太

岁星君即邬桓大将军的宝诞，

于8月28日（农历七月十九）开

始举办为期两天的庆典，并由

该庙资深道长引领善信向太岁

星君祈福。

该庙也在9月8日至22日 

（农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举

行“拜孔子、祭文昌”庆典，为

学子及善信点朱砂，祈求开窍

门，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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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在的状况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从这以后，情况就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拨乱改正，各项工

作蒸蒸日上，科学的春天也从此来到来，道教的研究也被

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取得了

蓬蓬勃勃的大发展，我国的道教研究从此便步入了一个崭

新的时期，有人把它称为“全面铺开”时期，我认为这是

一个开拓创新的飞跃发展时期，和过去的阶段相比，已经

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国家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1980年和

1981年，经过政府批准，相继在四川大学建立了以道教研

究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建立了道教研究室。以后在其它有些单位(如华东师范大

学、厦门大学)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这种国家的研

究机构的建立，便出现了一批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

员，使道教研究工作从此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改

变了过去仅仅是由于学者个人自发地、分散地进行研究的

这种状况。因为这种状况不利于大型研究项目的开展。四

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还先后于1999年和2001年被评为全国

人文社会科学的首批重点科研基地和国家级的重点学科，

这是国家为推动道教研究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其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道教研究的课题正式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

规划当中，从“六五”规划开始，每年都有增列，这些课

题均由国家拨出资金予以保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例

如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承担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

就是从“六五”到“八五”的国家规划的重点课题，已经出

版。目前，我们正承担“九五”到“十一五”的国家重点课

题《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研究。

第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

宗教学研究所，都先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成

为有权授予宗教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都先后招

收了以道教研究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大

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道教研究人才正在茁壮成长，

成为道教研究的生力军，其中有些人已在道教研究工作中崭

露头角，成为重要的骨干研究力量。

第四，在全国各地的许多高等院校、党校、科研单位

和其它工作部门，涌现了一大批积极从事于道教研究的学

者。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从各自熟悉的方面对道

教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种兼职类型的研究人

员的数量，比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更多。

把二者加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道教

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军。这个方面军和从事于佛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等方面的研究力量相比，无论在数量上和质

量上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前的道教研究力量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相信，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逐步成长，这个方面军将日

益不断地加强和发展。

第五，中国道教协会先后于1989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

究所，1990年创办了中国道教学院，大力加强道教内部的

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道协也展开了对本

地道教的研究工作。道教界和学术界相互结合，相互尊重，

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对于道教文化研究的深

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全国许多地方还建了一些关于道

教理论研究会之类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如湖北省道教学

术研究会、泉州市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鹿邑老子学

会，四川省老庄学会等等。这些研究会组织的建立，对于

推动道教理论研究的普遍开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积极召开了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交流

了学术成果会，活跃了学术气氛。这些研讨会有由学术单

位召开的，有由道教协会召开的，也有不少是双方联合召

开的，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不管是哪种情况，一

般都有双方的代表参加。通过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沟通了

学术界与道教界的相互关系，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使两股力量互益互补，共同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努力。除了

内地召开的研讨会外，还多次举办两岸三地或海峡两岸的

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国际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

两岸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大陆方面单独召开的，有

台湾方面单独召开的，也有双方共同联合召开的。所有这

些研讨会，从规模来看，由开始的几十个人的规模，发展

为一两百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道

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有关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内容也更

加丰富多彩。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明了道教研究作

为宗教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它应有的位置。同

时也说明了道教发源在中国，道教研究也在中国这样一个

事实。这种学术研讨会举其大者约有以下各次：

(1) 1987年冬，在成都举行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

会”，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有

全国各地代表约50人参加。

(2) 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道教文化研讨会”，由中

■ 卿希泰

百年来道
	 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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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教协会主办。到会约35人，以各地道教界学者为主，

同时也邀请了部分教外道教研究专家参加。

(3) 1990年10月，在湖北襄樊举行的“全国道家(道教)文化与

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由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

道教学术研究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哲学系等11

家联合举办。与会代表67人，收到论文51篇。

(4) 1992年8月，在西安举行的“海峡两岸道家思想与道教

文化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湾

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联合召开。有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

者55人出席。

(5) 1992年10月，在湖北武当山举行的“武当山中国道教文

化学术研讨会”，由中国道协道教文化研究所和武当山道教

协会联合举办。有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

(6) 1992年10月，在西安举行的“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

会”，由西安市道教协会、西安市八仙宫和中国道协道教

文化研究所共同召开，有来自海内外的教内教外道教研究

学者50余人出席。

(7) 1994年11月，在四川大学举行的“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

学术研讨会”，由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

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共同主办。有来

自海内外、教内外学者150余人出席了会议。

(8) 1994年12月，在台湾中正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道教

文化学术研讨会”，由台湾道教会长老龚群发起并自筹资

金，与龚鹏程共同筹办，有两岸道教学者100余人出席了

会议。

(9) 1996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香港道教学院联合主办。有来

自中外的150多名代表出席。

(10) 1998年8月，“庐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由中国道

协道教文化研究所、台北文化三清宫和庐山仙人洞合办，有

两岸三地学术界和道教界学者约50人参加。

(11) 1998年12月，在广东罗浮山黄龙观举行的“第二届国

际道家文化学术研讨会”，由中山大学哲学家、北京大学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香港道教学院和中山大学文学院宗教研

究所共同主办，有来自美、日、德、韩、澳大利亚、荷兰、

芬兰、法国、新加坡、丹麦、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和内

地、香港、澳门、台湾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12) 1999年3月，在台湾南华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海峡两岸

道教学术研讨会”，由南华大学人文学院宗教学研究中心主

办。有海峡两岸道教学者100余人参加。

(13) 2000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庆祝四川大学宗教学

研究所建所20周年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 

会”，由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台湾中华大道文教基金

会、洪雅县瓦屋山道教文化研究所共同召开，有来自大陆

各地及港、澳、台和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等教内外

各地学者130余人参加。

(14) 2001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宗教与区域文

化研究——华南与西南地区宗教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

学宗教系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约有50名学

者参加。

(15) 2001年8月26至28日，在江苏句容市举行的“茅山中

国道教文化研讨会”，由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

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道院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江

苏省道教协会协办。有来自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教

内外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16) 2001年10月19至21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第二届

国际孙思邈与道教医学暨第三次国际中国医学史学学术会 

议”，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陕

西省孙思邈研究会、孙思邈故里陕西耀县孙原村等单位合

办。有来自大陆和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

台湾地区在内的海内外代表90余人参加。

(17) 2002年7月17至22日，在四川省洪雅县瓦屋山举行的 

“中国道家与生态文化学术研讨会”，由四川省道教协会、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四川省洪雅县瓦屋山管委会共同举

办，有教内外学者100余人参加。

(18) 2002年9月25至26日，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中国道教

净明道文化研讨会暨道教文化笔会”，由中国道教协会道

教文化研究所、江西省道教协会、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共

同举办、江西师大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有来自教内外

学者百余人参加。

(19) 2002年11月5至7日，“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

讨会”第一次会议于上海明珠大饭店召开，由中国道教协会

道教文化研究所、上海道教协会联合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

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

上海城隍庙承办。有来自教内外学者和统战、宗教部门的分

管领导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道教教义 

的现代阐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论文

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

(20) 2003年11月3至5日，“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

讨会”第二次会议于福建泉州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教内

外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共200余人。会议主题是就道教教义

思想中“道与神仙”的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21) 2003年11月7至10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首届葛洪与

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办，浙江

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承办。共有包括港、澳、台在内的

122位国内学者和14位国外学者参加。

(22) 2004年5月12至15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海峡两岸首

届当代道家研讨会”，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所、湖北省道协、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武当山道协主办。共有百余名代表参加。

(23) 2004年11月7至10日，在湖南南岳举行的“道教思想

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第三次研讨会，由中国道教协会道

教文化研究所、湖南省道教协会、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

研究中心和中南大学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有教内外学者

100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道教伦理思想

的现实意义”。

(24) 2005年5月16至18日，在湖北省武当山举行的“海峡两

岸武当文化论坛”，由湖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等主办、

武当山道协承办。有来自海峡两岸道教界人士及道教文化的

专家学者共500多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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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05年5月21至23日，在浙江天台举行的“天台山暨浙

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台县

人民政府主办，由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天台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

有来自海内外的代表约130人参加。

(26) 2005年8月20日，在山东省文登市举行的“全真道与

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胶东

文化研究中心和文登市政府共同主办。有来自海内外和教

内外的80多名代表参加。

(27) 2005年11月10日至11日，在河南鹿邑举行的“自然·和

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政协河南省委主办。有

来自海内外的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28) 2005年11月12日至15日，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举行的 

“道教养生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四川大学道教

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道教养生文化研究中心、成都市道教协

会、青城山道教协会、青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联合主办。

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荷兰、新加坡、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90余名海内外和教内外的代表参加。

(29) 2007年4月22至27日，分别在西安和香港两地举行的 

“国际道德经论坛”，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道

教协会和香港道教联合会共同召开。有来自17个国家及中

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和道教界共约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30) 2007年7月28至29日，在潮州大厦义安大礼堂举行的 

“华族民俗文化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由新

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亚洲

研究学会、新加坡道教协会四团体联合举办。有来自中国

大陆、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澳洲、新加坡的道家思想

与中华民族民俗文化课题研究学者专家14人参加。

(31) 由卿希泰、刘迅、陈霞共同策划的定期轮流在世界各

地召开国际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国际道教学术

研讨会”于2003年6月，在美国波斯顿举行，由美国波斯顿

大学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组织，临时由于

受到“非典”的影响，亚洲国家的许多代表未能到会。

 第二届国际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6月，在中国

青城山举行。由美国波斯顿大学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

研究所联合组织，有海内外和教内外代表约100余名代表与

会。

 第三届国际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5月，在德

国慕尼黑女人岛举行。由美国波斯顿大学、四川大学道教

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与德国有关单位联合组织，到会的各国

学术界和道教界有关代表约100余人与会。

 “第四届国际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1

日至25日，在香港教育学院举行，由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

园玄学院、香港教育学院联合主办。有150余名中外道教学

者与会。

(32) 2008年4月19日至2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全

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

教研究中心和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道教

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湖北省道教协会和武当山道教协会

协办。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的教内外学者近130人与会。

第七，创办了关于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刊物。除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差不

多每期都刊登有道教研究的文章以外，四川大学宗教学研

究所于1982年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文章为主的《宗教

学研究》杂志，先在内部交流，出了6期。从1985年的第

7期，改为公开发行，现已成为全国核心期刊。厦门大学

与台湾中华道统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办了《道韵》，每年出

版1－2期；停刊以后，又与香港蓬瀛仙馆道教文化资料库

合办《道学研究》，每年出版2期。另外，中国道协办有 

《中国道教》，上海市道协办有《上海道教》，陕西省道

协办有《三秦道教》，福建省道协办有《福建道教》、河

北道协办有《河北道教》，香港道教学院办有《道家文化

研究》和《弘道》杂志。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道教研究室

丁煌和台南市道教会合作办有《道教学探索》杂志，龚群

继续主办了《道教文化》月刊。这些刊物的创办，也反映

道教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第八，出版了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和通俗

读物等书籍，估计约有500种左右，发表的学术论文当在

100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所涉的内容相当广泛，不

少著作和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这些研究成果当

中，不仅有老一辈的学者以及一些已故学者如陈垣、蒙文

通、王明、陈国符、任继愈等人的新著和遗著，而且更大

批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著作。数量之大，为前两个阶段所无

法比拟。从时间来说，过去的历史阶段大约是80年，现在

大约是20年。可是从成果来说，现在这20年则是过去80年

的10倍至20倍。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比，就是在质量上也没

法比。这也是中国道教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的重要标

志。现在仅就我所知道的这个时期的一些著作(不包括单篇

论文)择要介绍如下：

(1) 在道经研究方面的著作有：《道藏提要》，任继

愈主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出

第二版修订本；2005年又出了第三版修订本。陈国符

著《道藏源流续考》，1983年香港明文书局出版。朱

越利著《道经总论》，199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道教要籍概论》，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道藏分类解题》，1996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丁培仁著《道

教典籍百问》，1996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卿希泰、郭武

合著《道教三字经注释》，1993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田

诚阳著《道经知识宝典》，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与

此有关，属于藏外道书收集工作的有胡道静、陈耀庭、段

文桂、林万清等主编《藏外道书》，1992—1994年，巴蜀

书社出版。属于道教碑刻的有陈垣编、陈启超校补《道家

金石略》，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龙显昭、黄海德主编 

《巴蜀道教碑文集成》，199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属于专经研究的有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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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老子绎读》，2006年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周士一、潘启明合著《周易参同契

新探》，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饶宗颐著《老子想

尔注校证》，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明著《抱

朴子内篇校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抱朴子内篇

校释》(增订本)，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明著《无能

子校注》，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杨明照著《抱朴子外	

篇校笺》，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沐著《悟真篇浅

解》，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松飞破译《天仙金丹心

法》，1990年东方出版社出版。曾召南译注《新译养性

延命录》，1997年三民书局出版。胡孚琛著《魏晋神仙

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1983年中华书局

出版。王德有点校《老子指归》，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

钟来因著《长生不死的探求——道经〈真诰〉之谜》，1992

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王平著《太平经研究》，1995年文

津出版社出版。罗炽主编《太平经注释》，1996年西

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学良著《彝文〈劝善经〉

译注》，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任法融著	

《道德经释义》，198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朱森溥著《玄

珠录校释》，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曹震阳著《道德经注	

解》，1993年大连出版社出版。萧登福译注《南北斗经今

注今译》，1999年台湾行天宫文教基金会编印。任法融注释	

《周易参同契释义》，2 0 0 0年蓬瀛仙馆出版。

《玄门日诵早晚功课经注》，闵智亭注，2 0 0 0

年 宗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 。 俞 理 明 著 《 〈 太 平

经〉正读》，2 0 0 1年巴蜀书社出版。张振国著	

《〈悟真篇〉导读》，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王宗昱著《〈道教义枢〉研究》，2001年上海文化

出版社出版。赵毓民、赵琳著《老子道德经浅解》，	

200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杨寄林译著《太平经集注

今注今译》，200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卢国龙译著	

《诗译道德经》，2003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尹志华著	

《北宋〈老子〉注研究》，2004年巴蜀书社出版。陈静著

《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2004年云南

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全林注译《周易参同契注译悟真篇注	

译》，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沈志刚注译《钟

吕传道集注译灵宝毕法注译》，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邱鹤亭注译《列仙传注译神仙传注译》，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邵康节原著、阎修篆辑说《皇极

经世书今说》，2004年华夏出版社出版。杜琮、张超中注译	

《黄庭经注译太乙金华宗旨注译》，2004年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姬志真著《知常先生云山集》，	

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萧天石著《道德经圣	

解》，200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叶贵良著《敦煌道经写本

与词汇研究》，2007年巴蜀书社出版。陈鼓应注译《庄子

今注今译》，上下册，20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松辉著

《庄子考辨》，1997年岳麓书社出版；张松辉注译《冲虚

至德真经新译》，1997年三民书局出版；张松辉注译《新

译无能子》，2005年1月三民书局出版；张松辉注译《新

译坐忘论》，2005年3月三民书局出版；张松辉注译《庄

子读本新译》，2005年4月三民书局出版；张松辉著《老

子研究》，200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松辉著《庄子

疑义考辨》，2007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朱谦之撰《老子

校释》，2008年1月底7次印刷中华书局出版。

(2)	 在道教史的研究方面，属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卿

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1988、1992、1993、	

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1996年四川人民出

版社出版修订本1—4卷，1997年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

出版四卷本繁体版。王家佑著《道教论稿》，1987年

巴蜀书社出版。南怀瑾著《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	

1988年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

一卷本，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卿希泰、唐大潮合著

《教道史》，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卿希泰、唐

大潮合著《道教史》，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卿希

泰、唐大潮合著《中华道教简史》，1996年台湾中华道统

出版社出版。刘锋、臧知非著《中国道教发展史纲》1997

年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多人合著《中国历代名道》，1997

年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养正、卿希泰、李刚合著《道

教史略》，2000年青松观香港道教学院出版。邱福海著	

《道教发展史》，2000年叔馨出版社出版。任继愈主

编《中国道教史》增订二卷本，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卿希泰著《简明中国道教通史》，2001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大潮著《中国道教简史》，	

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萧晓明主编《中国

道教》，200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潘雨庭著《道教史

发微》，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谢路军著	

《中国道教源流》，2004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王宜娥著	

《中国道教》，2004年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王宜娥著、曾

传辉译《中国道教》(英文)，2004年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增订

版)，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谢路军著《道教概

论》，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游建西著《道家

道教史略论稿》，200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属于专史性质的(包括断代史、教派史、地方道教

史、专门史、人物传记等)著作有：周绍贤著《道教全真大

师丘长春》，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李远国著《四

川道教史话》，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庄宏谊著	

《明代道教正一派》，198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郑素

春著《全真教与大蒙古帝室》，1987年台湾学生书局出

版。黄兆汉著《明代道士张三丰考》，1988年台湾学生

书局出版。汤一介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

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同时出版。

詹石窗著《南宋金元的道教》，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郭树森主编《天师道》，1990年上海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张继禹著《天师道史略》，1990年华文出版

社出版。王士伟著《楼观道源流考》，1993年陕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王光德、杨立志合著《武当道教史略》，	

1993年华文出版社出版。黄兆汉、郑炜明著《香港与澳

门之道教》，1993年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出版。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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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著《天师道二十四治考》，1996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

版。李养正著《当代中国道教》，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张全涛主编《中国龙虎山天师道》，1994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樊光春著《长安·终南山道教

史略》，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萧登福著《周秦

两汉早期道教》，1998年文津出版社出版。张泽洪著	

《张天师》，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黄小石著《净明道

研究》，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赖宗贤著《台湾道教源

流》，1999年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出版。王志忠著《明

清全真教论稿》，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李后强主编	

《瓦屋山道教文化》，2000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袁志鸿著《当代道教人物》，2000年华文出版社出版。

李养正著《当代道教》，2000年东方出版社出版。郭武

著《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

响》，200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邓红蕾著《道教与

土家族文化》，200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郭武著《全真

道祖王重阳传》，2001年蓬瀛仙馆出版。陈耀庭著《道

教在海外》，200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熊铁基著	

《秦汉新道家》，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关长龙著	

《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2001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李

福著《一代大师谢宗信》，2002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萧

玉寒著《张道陵传奇》，2002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王承文著

《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刘联

群编《陈抟传奇》，200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家葵著

《陶弘景丛考》，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唐代剑著《宋代道

教管理制度研究》，2003年线装书局出版。湖南省道教文

化研究中心编《道教与南岳》，2003年岳麓书社出版。张

振国著《道教经典故事》，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韩府著《北魏道教领袖寇谦之》，200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张松辉著《十世纪前的湖南宗教》，2004年2月湖南

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学政、刘婷著《云南道教》，2004年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贺璋 著《两性关系本乎阴阳——先

秦儒家、道家经典中的性别意识研究》，2004年巴蜀书社

出版。钟国发著《陶弘景评传》，200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孙亦平著《杜光庭评传》，200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吴亚魁著《生命的追求——陈撄宁与近现代中国道	

教》，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吉合、蔡华著《道教

与彝族传统文化》，200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杨立志、李

程著《道教与长江文化》，200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郭武著《〈净明忠孝全书〉研究：以宋、元社会为背景的考	

察》，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宋婉琴著《张

三丰与金台观》，200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张宝林著	

《丘处机与龙门仙境》，200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吴亚魁

著《江南全真道教》，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强昱著《成

玄英评传》，200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林西朗著《唐

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2006年巴蜀书社出版。张宗奇著

《宁夏道教史》，200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徐祖祥著

《瑶族的宗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	

究》，200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丽英著《道教南传与

岭南文化》，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詹剑峰著	

《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张勋燎著《中国道教考古》1－6卷，2006年线装书局出

版。黎志添著《广东地方道教研究——道观·道士及科仪》，	

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修功军著《陈抟老祖：

老子庄子之后的道教主尊》，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萧霁虹、董允著《云南道教史》，2007年云南大学出

版社出版。闵丽等著《西部现代化境域中的四川少数

民族宗教问题研究》，2007年巴蜀书社出版。梅莉著	

《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2007年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何星亮主编《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一

辑，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陈 官编著《大道

屐痕》，2007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胡锐著《道教宫

观文化概论》，2007年巴蜀书社出版；刘昭瑞著《考古发现

与早期道教研究》，200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傅凤英著《二

十世纪中国道教学术的新展开》，2007年巴蜀书社出版。熊

铁基、刘韶军、刘筱红、吴琦、刘固盛著《二十世纪中国老	

学》，200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属于道观志方面的有：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

云观志》，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明人黄天全撰	

《九鲤湖志》(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

志丛刊续编)。清人达昌撰《龙神祠图记录》、清人张崇德

撰《恒岳志》(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

志丛刊续编)。王莲友辑《重建金陵玉虚观纪事征信录》	

(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清

人仲学辂编《金龙四大王祠墓录》、金志章撰、沈永清补	

《吴山伍公庙志》(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

志丛刊续编)。清人闻人儒辑《洞霄宫志》(影印本)，2004年

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清人陈文在撰《玉华

洞志》(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志丛刊续	

编)。明佚名撰《清水岩志》(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

(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清人杨浚《清水岩志略》、清人戴

凤仪《郭山仪纂》(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

志丛刊续编)。清人何字恕纂辑《类成堂集》、清人顾家相辑	

《萍乡城隍庙善后会图册》(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

(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清人王禹书辑《关圣陵庙记略》(影

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清人

佚名辑《城隍庙岁修祀纪事》(影印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

版(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明人查志隆撰《岱史》(下)(影印	

本)，2004年广陵书社出版(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杨世华、

潘一德编著《茅山道教志》，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罗莉著《寺庙经济：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2007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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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最圆满好似欠缺，可是

它的作用不会败坏。

最充实好似空虚，可是

它的作用不会穷竭。

最正直好似枉屈，

最灵巧好似笨拙，

最好的口才好似不会辩说。

急走能战胜寒冷，

安静能克服暑热。

无为清静可以做天下的首领。

白
话
文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Chapter 45

The highest perfect appears like imperfection, (virtue of hum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s never exhausted.

Great achievements seem empty in the mind of the sage.

And yet its use is endless.

What is most straight appears crooked.

The greatest skill appears clumsy.

The greatest eloquence seems like stammering.

Instant heat overcomes cold for a while.

Calm overcomes heat.

Purity, quietude and calmness indicate the law of Nature to be  observed 

for peace and order in the world.

�(连载)

第45、46章

洪德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大成者，谓道德大成之

君。若缺者，灭名藏誉，如毁缺不

备。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此，则无

弊尽之时。大盈若冲，大盈者，谓

道德大盈满之君。若冲者，贵不敢

骄，富不敢奢。其用不穷。其用心

如此，则无穷尽时。大直若屈，大

直，谓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若

屈者，不与俗人争，如可屈折。大

巧若拙，大巧谓多才术也。若拙

者，亦不敢见其能。大辩若讷。大

辩者，智无疑。若讷者，口无辞。

躁胜寒，胜，极也。春夏阳气躁疾

于上，万物盛大，极则寒，寒则零

落死亡也。言人不当刚躁也。静胜

热，秋冬万物静于黄泉之下，极则

热，热者生之源也。清静以为天下

正。能清能静则为天下之长，持正

则无终已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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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注解� �

第四十六章

国家政治上轨道，

把战马用来种田；

国家政治不上轨道，

连怀胎的母马也用来作战。

罪过最大的是各种欲望，

灾祸没有过于不知道满足的，

错误没有过于贪得无厌的。

所以，

知道满足这样的满足

永远是满足的。

Chapter 46

When the world is in accord with TAO,

Horses are sent back to do farming work.

When the world is not in accord with TAO,

War horses breed themselves in the wilderness.

There is no greater misfortune than the lack of contentment.

There is no greater guilt than the passion for selfish possession.

Therefore he who knows what is enough will have contentment.

(连载)

俭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谓人主有道。却走马以粪，

粪者，粪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治农

田也，治身者，却阳精以粪其身也。天下

无道，谓人主无道也。戎马生于郊。战

伐不止，戎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还。

罪莫大于可欲。好色淫欲。祸莫大于

不知足，富贵不能自知禁止。咎莫大于

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贪也。故知足之

足，守真根也。常足矣。谓无有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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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1
958年生于新加坡，原籍广�南海。�画

家。�从�瑞�老�学�水墨画及�梦�

老�学��法和水墨画。从事�画篆刻教学与

�作。教学��有：南洋��学院兼���、

新加坡�法中心��、多�民���部及学校

�画篆刻��，同�也是新加坡道教学院特

聘��。�法学�有：�真卿、王羲之、王

献之、��坡、米�、�孟 、沈尹默等。

中国画学�有：任伯年、江寒汀、�奎�、

���、�板�、�昌�等。篆刻学�有：

黄士陵、�昌�、�白石等。

交流与活�有：新加坡���会会�、新

加坡�法家�会会�、�林美�会会�、中�

美�研究会会�、�城�法篆刻会会�、南�

��会会�、墨�社副会�、大型���法表

演及�法�委等。

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外�法展及国��法

展。其作品�得国内外收藏。1998年个人�

料�得收�于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

今�画名人大辞典》。1999年��新加坡�

��会��之“�之初博士美��”。

潘永�

2000年 : 2000年与�梅妹和沈添松�行“点染新境”三人�展并出版画集

2002年 : 海外�法名家作品集：第二届中国（天津）�法����委会/�天津�法通�2002第3期

2007年 : 《中��骨 翰墨�碑——百年名家�法》中国画�出版社

2008年 : 走向世界的中国商�——中国文化�画��

2008年 : 中国�——中国出版集��代教育出版社

新加坡道教学院�法�特聘��潘永�先生在�堂上��生�，深受学��戴。
潘老�在�堂上特��毫一幅字，送�道教学院，今特�刊登于此，与大家共�。

�
城
道
教

�
城
道
教

�
公�君，也称法主公、五雷法主、�雷御史、�魔将�、��公、�公

等，是中国福建省福州、�仙一�居民所�信的神明，并南�至台湾、�

南�等地，本地有不少�宇都奉祀�公�君。

相��公�君原名�慈�，�清人。10��因吃了太上老君及元始天尊所�

的半�蟠桃，�得法力；后拜��法���，学成五雷天心法等法�及�七星�

一把；18��上�山向周佐道�学道，学成�火�功夫。明武宗正�年��皇帝

敕封��公法主，此后人称“法主公”。

相�很久以前，�慈�体恤�化�的百姓遭受干旱之�，代�祈雨不成后，

便上天庭�了玉帝御案前的洗�盂水，倒下凡�化作雨水。玉帝知道后勃然大

怒，便写了�旨，派遣五雷捉拿他。�慈��知了�件事，便使�使雷公把�旨

交�他，并把“雷公掠�公”�倒成“�公掠雷公”。不�字的雷公百口莫�，

只能向�公求�。�公因此提出条件，要雷公根据他的指示�雷。怎�知道，雷

公却�看了�公的指示，雷声乱�，玉帝非常生气，但却又无从�置雷公，便降

旨�榜招�，重�能�雷之能者。�慈�知道后，便前去�榜，果然在玉帝的面

前�住了雷�。玉帝大喜之下，便封他��雷��君，将五雷�他管�，因此法

主公有号令五雷的法力。

�公�君一般的形象�身披�色�袍，脚��火�，右手��，左手做法�；

而最有�志性的，莫�于�公�君的一���。据�，�是�公�君在一次和五

通鬼斗法的�候，被五通鬼使�困在石�洞里，放火熏�的�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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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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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20周年庆典

暨新加坡多元宗教及多元种族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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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 菜芭城隍庙定于12月4日，举办“第四次世界城

隍庙交流大会”。

世界城隍交流大会的目的，在于让世界各地的城隍庙代

表有多一些交流的机会，以进一步发扬城隍文化。

今届的城隍庙交流大会，除了本地的城隍庙代表，也将

邀请来自中国上海、福建、西安、安溪、苏州、台湾、马来

西亚吉隆坡、马六甲、麻坡等各地区的城隍庙代表与会。

届时，新加坡 菜芭城隍庙也将举办讲座，提升大众对

城隍文化的了解。

咨询电话：6449 2115

菜
芭
城
隍
庙
举
办

第
四
次
世
界
城
隍
庙

交
流
大
会

2007年晚宴盛况

城隍交流大会

新
加坡道教总会成立迄今已经迈入
第二十个年头了。道教总会成立

以来，有赖于创会先贤所建立的基础，
以及多届理事的同心协力，才能顺利发
展至今天的规模。

今年，恰逢道总会长陈添来BBM
走马上任新加坡宗教联谊会的主席一
职，可谓双喜临门。为此，道教总会将
在12月3日假新加坡博览中心举办“团
结、互信、和谐、共荣：新加坡道教总
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暨新加坡多元宗教
及多元种族联欢晚会”，欢庆成立20
周年之余，也履行作为新加坡宗教联谊
会领袖的责任，进一步促进各宗教之间
的情谊，加强各宗教组织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

届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也将
作为特别嘉宾出席此项盛会。其他受邀
出席的，还有本地以及海外的各宗教及
种族组织。

咨询电话：6242 2115

2007年第一次世界城隍庙交流大会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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