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shed by 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新加坡道教�会出版（非�品）

2 0 0 7

2

新加坡道教�会  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21 Bedok North Avenue 4 Singapore 489948

Tel: 62422115   Fax: 62421127  Email: taoist21@singnet.com.sg   MICA (P) 176/03/2007

Design, colour separation and printing:
PCL Printers (Pte) Ltd    
Tel: (65) 67458733    Fax: (65) 67458213

季刊

� 10 期

国�道����在
西安 ●  香港隆重�行

��与�寿��真人�寿思想管�

中国五岳之一  南岳衡山

弘�道法，恢�世界和�

Covers_10.indd   3 10/21/11   3:37:51 PM



竹云�主神是�天大�佛祖及玄天上帝

芽笼联合宫千人联欢宴会
邀请红头巾参与

芽��合���祝大伯公、玄天上帝��位�神千秋于5月6日

�行��宴会，招待各界嘉�及信�。�林百列集�区国会�

�王世�医生也莅�主持�个盛会。当天�上引人�目的是

前“��巾”��人士的参与，此外，大巴�的�困老人家也

受邀出席，并分�平安�包�景万岸、甘榜�美区�取福利金

的�困人士。

竹云宫庆祝诸神千秋
�于菜市�合�的竹云���祝�花三太子、大二�伯��神

千秋，特�呈献“竹云�之夜”。竹云��祝�花三太子千秋

从5月28日至6月1日，��五天��各��典活�。�典期�，

信���不�的前来�香祈福。理事会特聘�深道�前来��酬

神，祈求��雨�，国泰平安。道���信��平安�，祈求身

体健康，生意�隆。�典期�，也礼聘王泗妹���及新�来歌

仔�班（木偶�）公演三天助�。

灵宝皇坛放生法会
新加坡海南道教�宝皇�于2007年5月6日，在 菜芭城隍�三清

�，�善男善女主持消�解厄祈福放生法会。放生法会在上午九点

�始，�道��善男善女��祈福，消�解厄。法会的最高潮就是

下午四点正，�善男善女将手中的�儿�放到自然界去。�宝皇�

�年都会�行放生法会，希望能借�个活��系�道友，也�善男

信女祈福。

淡滨尼联合宫举行第八届委员会
就职典礼　

淡�尼�合�于5月20日�行第八届（2007�2008）年

度新旧委�会交卸就�典礼。�就�典礼主持�誓�式

的是前国防部高�政�次�潘 厘先生。当天�上受邀

出席的嘉�包括：����沈�文BBM、法律���碧

山大律�、新加坡道教�会会��添来PBM、新加坡全

国��基金会主席余福金等。

淡�尼�合�成立已有20年，一直以来都秉持取之社会用

�社会，��弘�道教精神，�社区医�、教育等方面做

出了�献，深�各界好�。

菜芭城隍庙神诞连演93天酬神戏
菜芭城隍���祝清溪�佑伯主��，特聘台湾��及新��地著

名的�、潮��从5月7日起，��演93天的酬神�。 菜芭城隍��

一年的清溪�佑伯主��，信�都会礼聘��公演答�神恩，�数之

多，居本地神�之冠。参与�次演出的包括享有盛誉的台湾小�霞

��，从5月7日起一�14天��募城隍慈善基金演出，所有的收入

将�入“NKF后港�榜�洗�中心基金”。接下来的79���将由

新、��地知名的�、潮��及歌仔��流登�。 菜芭城隍�今

年最大的盛事就是12月��行的90周年大�。在90周年大�期�，

将�行礼斗�星大法会、祈求世界和平祈祷大会、�族和�宗教互

信万人宴、出版《 菜芭城隍�90年�展史》、召�第一届国�城

隍信仰文化学�研�会、第一届世界城隍信仰��大会等。

宴�退休的���伍“��巾”，感���的辛�！

放生�式

淡�尼�合�第八届（2007/2008)年度委�就�典礼。本会
���、名誉主席、���全体委�合影。 

阿裕尼集�区国会���木光先生主持酬神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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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宗教文化交流�会和中国
道教�会主�、�西�委会和香港�
委会承�的国�道����，于４月
２２日至２７日在西安和香港�行。
海内外300多位�家、学者和道教界
人士出席了此次��。����《道
��》与和�文化、生�保�、�代
管理、�生健康等���行大会�言
和��。

国�道����的点滴至今仍在
�人的心中沸�。在��上，��
�《西游�》中�演者六小�童�来
了“�悟空是道�儒三教合一的典
范”的�点，并称今后自己将尽力用
表演的形式�播道家文化。六小�童
�言�表示，在小�中�悟空�求�
生之道�到了菩提�祖，学到了七十
二�的本�，可以�，�悟空是真正
的道家弟子，而且是名气最大的道家
弟子。小�《西游�》中所表�的就
是一个三教相融合的��世界，整部
小�里，佛、道�教作��大��，
始�都是相互呼�、同舟共�，从来
没有分庭抗礼、明争暗斗�。而�悟
空就是一个“道�儒三教合一的典
范”。

多元�族、多元宗教是新加坡的
一个特色，今天的新加坡国富民�，
不同的�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国人能
�聚集一堂，共同�国家的�展做出
�献，�是我国引以�豪的一大成
就。�悟空�求�生之道，学�七十
二�的本�；各道教�宇在�播道教
文化上也要学�更多的本�，�求在
推�道教文化上作出�献。也要�新
加坡�族及宗教和�作出�献。

本刊�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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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会四位
代表参与“国�道
����”�幕礼
的“�恩法会”。
左起：庄光�、��
芳、翁��和黄信成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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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位于湖南省衡山�境内，古称“南岳”。相�

南岳��古帝的左臂�成，又因位在二十八宿之中的�

星之翼，能“度��衡”、“���物”，故名衡山。

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数百里，中有大小峰�七

十二座，回雁�首，岳麓�足，其中以祝融、天柱、芙

蓉、紫盖、石�五峰最著名，自古�道、佛教名山。

衡山自古以来也是道、佛�教修道之所，魏晋�，

魏�存真人曾于山中修�，得《黄庭内景�》而悟道升

天。后�土宗慧思和尚亦入山首�佛教，从此道、佛�

教于山中和平共�，延�至今。山�道�、佛寺星�棋

布。

道教称“南岳”�“第三小洞天，名“朱陵洞

天”，尊称岳神�“司天王”、“南岳大帝”。唐�

元初年，司�承�真人来此修道，�白云庵于九真�

北。五代道士��道真

人亦修道于此。著名道

教��有南岳大�、黄

庭�、玄都�、���

等，佛寺有藏�殿、方

广寺、祝�寺等。�

分��介如

下：

南岳�：

位于衡山

脚下的南岳�

北。据《南岳

志》��，唐

初始建司天霍

王�，�元十

三年（725）

建南岳真君

祠，宋代大中祥符五年（1012）建造后殿，后屡�重建

与�修，�模�大。�内�存建筑有�星�、��亭、

正川�、御碑亭、嘉��、御�楼、正殿、寝�、后

�、�便�、西便�、四角楼等，占地面�多�9.85万

平方米，是五岳之中�模最大，�体布局最完整的古建

筑之一。主体建筑正殿，亦称大殿，�清代光�八年（

■夏涛

祝融峰

南岳大�香火鼎盛之景。

2006年11月新加
坡道教�会一行
朝拜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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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称“南岳”�“第三洞真
虚福地”，乃“朱陵太虚小有之
天”，�称“朱陵洞天”，�来
是神仙居住的洞府。

南岳衡山��国家�景
名�区、首批AAAA旅
游区、全国文明�景旅
游区示范点、中国旅游
知名品牌。

中国五岳之一

      南岳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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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重建，重檐歇山顶，高22米，面宽七间，庄严肃

穆，气势雄浑。正殿供奉着“南岳司天昭圣帝”，即祝

融神君。殿内有七十二根石柱，象征衡山七十二峰。

黄庭�：

位于衡山集贤峰下。始建于唐代，原在天柱峰下，

初名魏阁，乃祀晋代魏华存真人之所，后改称“紫虚元

君祠”，宋代政和五年（1115）赐名“黄庭观”，清

代乾隆年间（1736－1795）移建今址。现存建筑有正

殿、过殿、道舍等，均为清代所建；正殿内原供奉魏华

存真人塑像，壁间原嵌有《黄庭经》石刻，传为魏华存

亲书。观前山

门额题“山不

在高”四字，

右侧题“憩足

仙 关 ” ， 门

外 有 “ 飞 仙

石 ” ， 此 石

上 方 平 坦 ，

下端尖削，上

刻“飞仙”二

字，并留有一

双天然脚印，相传此石原是王母所乘一朵白云落下而变

成，后来魏夫人在石上诵经礼斗，并从此石之上白日升

天。观之四周，树木繁茂，怪石嶙峋，花草飘香，溪水

潺潺，环境清幽，风景优美，是南岳著名宫观。

玄都�：

位于衡山祝融峰至南岳镇之间。又名丰山亭、吸云

庵。初建于南朝齐梁时代，清代光绪四年（1878）扩

建为观，并辟为道教全真十方丛林。全称“十方玄都

观”，后屡废屡建。观主要建筑有山门、玉皇殿、三清

殿、斋堂、道

舍等，多为近

年重建。观外

古松苍劲，云

雾缭绕，观内

花草飘香，仙

乐飘扬，环境

清雅，宛若仙

宫。现为湖南

省道教协会所

在地。

���：

位于衡山紫霄峰前。据《南岳总胜集》记载，始建

于西晋太康八年（287），怀帝永嘉中（307－313），

赐额为“华薮”；南朝梁时改称九真观，唐玄宗间

(712－756) ，改称衡岳观；后因兵火而毁。北宋皇佑年

间（1049－1054），重建；徽宗宣和六年（1124），散

建吴天殿，改赐为铨德观。

藏�殿：

位于衡祥光峰下，始建于南北朝陈废帝光大二年

(公元568年) 原名“小般若禅林”，后因明太祖朱元璋

赐大藏经一部，存放寺中，故改为藏经殿。大殿是一

座琉璃瓦宏墙、单檐翘角的古建筑，庙宇别致严谨，

朴素淡雅，就像被镶嵌在含翠欲滴的丛林中一颗秀丽

的明珠。

方广寺：

位于衡山

莲花峰中央的

花芯之上，据

《南岳志》记

载，方广寺建

于南朝梁天监

二 年 （ 公 元

503年）南岳

高僧之一的惠海，来到这八座青峰围绕的狭长山谷中，

见此地与世隔绝，岩壑幽邃，就在这里结草为庵。

据《南岳志》记述，这座六朝时的古刹。在唐代

曾改名为方广圣寿寺，宋初又赐名方广崇禅寺。寺院

经过隋、唐、宋、元、明五次修建，屡修屡废，屡废

屡兴。

祝�寺：

位于南岳

大 庙 的 东 南

侧 ， 是 南 岳

五 大 佛 教 丛

林之一。祝圣

寺历史悠久，

主要建筑物有

前殿、正殿、

藏经阁、方丈

室、罗汉堂等，光彩华丽，蔚为壮观。罗汉堂左右墙

上嵌有石刻的五百罗汉像，这些罗汉线条流畅，栩栩

如生。

南岳衡山历史悠久，佛、道二教持久兴旺，自然风

光与人文景观无比壮观，自古就是人杰荟萃的胜地。

远古时代的尧帝、舜帝、禹帝均到过南岳祭祀，大禹

治水，曾在衡山杀白马祭告天地，在皇帝岩斋戒祈上

天帮助，获天赐金筒玉书，取得了治水方案，制服滔

天洪水，功垂万世。清代乾隆、康熙皇帝曾为南岳题

词；李白、杜甫、柳宗元、朱熹、魏源、玉船山、谭

嗣同等历史名人及当代国家领导周恩来、叶剑英、胡

耀邦、陶铸、郭沫若等均到过南岳，并留下3700多首

诗词、歌、赋和375处摩岩石刻。

清代诗人魏源在《衡山行》中传神地形容：“恒

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

独如飞，朱鸟展翅垂云天…。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则

赞美道：“东南倚盖卑，惟岳资柱石。前当祝融居，

上拂朱鸟翮。青冥结精气，磅礴宣地脉。还闻肤寸

阴，能致弥天泽。”美丽的衡山终年翠绿，回时成

景，以“山之高，水之幽，洞之奇，寺之古”而秀冠

五岳。

玄都�

方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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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注解� �道

经

注

解

康信祈道�提供

�淳第十九章

��，��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画像，��

作画，不如三皇��无文而治也。弃智，弃智

慧，反无�。民利百倍；�事修，公无私。�

仁弃�，�仁之�惠弃�之尚�。民�孝慈；

�化�也。�巧，�巧者，��乱真。弃利，

塞�路，���。盗�无有，上化公正，下无

私邪。此三者，�天下三事�弃。以�文不足，

以�文不足者，文不足以化民。故令有所属。当

如下句。�素抱 ，�素者，当抱素守真，不

尚文�也。抱 者，当�其� ，以示天下，

可法�。少私寡欲。少私者，正无私也。寡欲

者，当知足也。

第十九章

抛弃了�明和智慧，

人民才有百倍的利益；

抛弃了“仁”和“�”，

人民才能回到孝慈；

抛弃了巧和利，

盗�才能消�。

以上三条[消�的原�]作�理�

是不�的，

所以要[正面指出]使人的知�有

所从属：

[那就是]：

外表��，内心朴素，

�少私心，降低欲望。

道祖太上老君所�《道��》，�然只有五千多字，但内容�富，�在不可思�。在治国安邦、�人�世、修心�

性、�生久�、人文管理等方面都有殊�的法�。几千年来，大家都在研究《道��》。��《�》中的法�，

不�用在�里都行得通；《�》中的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因此，有研究著作流�下来的，古今名家就有

数百家之多，注解文字洋洋洒洒�数千万之�。

近代以来，《道��》已翻�成数十��文，在世界各地流通，得到各国朋友的学�与�用。美国前��里根

(Regan)曾�在一篇国情咨文里引用了《道��》“治大国若

烹小�”的名言。而道祖“无�而治”的智慧，也被中外各

�管理者广��用。

据新加坡�文�章��，2005年11月，在�合国教科文���

�的“世界哲学日”前夕�行的���示，中国道家�典《道

��》�膺最受�迎的哲学著作的第一名。

本刊��了��注解版本。一�古�注解，一�今�白�文注

解，并配以英文，方便�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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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9
Disclaim* to be a Sage and abandon wit, and the people will 

be benefited a hundredfold. Disclaim humanity** and justice, and 
the people shall recover their innate qualities of filial devotion and 
kindness. Banish cunning and profiteering, there shall be no robbers 
and thieves. The above 3 statements may not suffice to teach the 
people. Therefore, I give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Cherishing simple and plain honesty, embracing one’s original 
nature and discarding selfishness and wanton desires.

*Disclaim-
A true sage disclaims himself to be a sage. He teaches people with 
priority to return to Nature by finding their true selves. To abandon 
wit being plotted to satisfy one’s wanton desire.

**Humanity-
It should be one’s innate quality and not to be utilized to win praise 
and justive by hypocr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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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0
To cease learning tricks is to free your mind from worrie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speech when saying in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mood? How much difference is ther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at which persons fear. Is indeed 
to be feared. It is a pity that people do not cultivate their minds 
free from lust, just like the waste garden or field full of wild 
grass. The multitude of people are busy an joyous as if they are 
celebrating a festival or going up a terrace in spring. But for 
me, my mind remains quiet and peaceful, just like an innocent 
new born baby. Unattached to worldly desires, I wander about 
without a home. People apply full effort in the pursuit of honour 
and profit, But I am like one left out. My mind is like that of 
a fool, being so childish and muddled! The vulgar appears so 
smart, I alone seem dull. The vulgar appears bright and clever. I 
alone seem depressed. My mind remains calm and peaceful like 
deep and vast sea. Drifting with ease like wind without fixed 
residence. Relying on their abilities, all people have their aims. 
I alone appear stubborn and simple. I alone differ from other 
people, Because I know the value to obtain endless sustenance 
form the Mother of Nature*(Unity with TAO).

*An image of a sucking baby – referring to getting force of 
energy form the Nature or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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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第二十章

�学，�学不真，不合道文。无�。除浮��无
�患。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同���而相去几
何？疾�君��而�文。善之与�，相去何若？
善者，称誉，�者��，能相去何如？疾�君�
忠直，用邪倭。人之所畏，人�道人也，人所
畏者，畏不�学之君。不可不畏，近令色，�
�人。荒兮，其未央哉。言世俗人荒乱，欲�
学�文，未央止也。�人熙熙，熙熙，淫放多
情欲，如享太牢，如�思太牢之具，意无足�
也。如春登台。春��交通，万物感�，登台
�之，意志淫淫。我独怕兮其未兆，我独怕兮
安静，无情欲之形兆。如�儿之未孩，如小儿未
能答偶人�。乘乘兮若无所�。我乘乘如�鄙，
无所�就也。�人皆有余，�人皆有余�，以�
奢，余智以��。而我独若�。我独若�弃，似
于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与俗人相�，守
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沌沌兮。无所分�。俗
人昭昭，明且�也。我独若昏。若暗昧也。俗人
察察，急且疾也。我独��。无所截割。忽兮若
海，我独忽忽，如江海之流，莫如其所��。漂
兮若无所止。我独漂漂，若�若�，无所止也，
志意在神域。�人皆有以，以，有�也。而我独
�，我独无�。似鄙。鄙似若不逮也。我独�于
人，与人�。而�食母。食，用也。母，道也。
唯我独�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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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祈道�提供道��注解� �

第二十章
抛弃所�的学�，才能免于�患。
��与斥阿，相差有好多？
善良与罪�，又差得了好多？
�人所怕的，就不能不怕，
�古以来已如此，
��气�不知道何�停止！
�人是那�无�无�的�喜，
好像参加盛大的筵会，
像春日登台眺望那���。
独有我，却淡淡地，无�于衷，
像�儿�不会�出笑声，
疲倦地，竟像无家可�！
�人都有多余的�西，
而独有我，却像什�也不足。
我真是愚人的心��，混混沌沌地！
一般人是那�清楚，我却��昏昏。
一般人是那��苛，我却�一切�宏�
���，像无�的大海，
无尽�，像疾吹的��。
�人都有一套本�，
而独有我�得拙笨无能。
我偏要跟人家不同，
��在于得到了“道”（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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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的由来

�天大�是道教大型�合�礼的名称。�

天，即大�天，道教指天之三界以上的�高

�。《无上秘要》称天之「三界之上，渺渺

大�」，以�天指��之名，是�言其�降

神�数量之多，品位之高，以及����之

�，�模之大，��目的之广泛，参与��的

道士和祭祀、奉献的道教徒人数�多。�，原

是祭�的意思。宋玉《高唐�》云「祷旋�，

��神，礼太乙」，�神就是祭神之意。�晋

之�，�和���，《太上洞渊神咒�》称「

修���，不依科�之考」。唐代以後，�

和�才�普遍地�用，以指称道教�礼。因

此，�是道教�其崇拜�礼的一�称呼。《

无上黄 大�立成�》称，「延真降�，乞

恩�福，��之�」明代以後，道�与民�

多以�代替�，�天大�之称遂流行�来。 

�天大�的内容及其特点

明代正�《道藏》收有以�天大�冠名的

科�文献有《�天大����》，《�天大�

三朝�》，《太上洞玄�宝天尊��天大�上

品妙�》等。据《�天大����》，在�天

大�中召�的有「三清至尊、十方上�、玉京

金�天帝天真、十方�尊��、三界官属、一

■夏涛

切威�」等等天地�所有神�。行�的目的是

祈求国泰民安、�罪�恩、祈寿延生、拔幽荐

祖等等。�天大�的�模比�大，��也�，

一般要�行三天、五天、七天等不等，�天所

行科�均不相同，因此内容十分�富。�天大

�在宋代也有称�周天大�或普天大�的。据

《道�定制》称，宋代的周天大�供奉的神�

有「二千四百分位」，普天大���神�「三

千六百分位」。����只有「朝廷修奉，或

大臣�国亦�修�，庶人不�奉修」。�在香

港、澳�和台湾地区道教常有�行太平清�、

祈安清�，据其内容，就是地区民�自己邀�

道士�行的�天大�。

丁亥年香港�天大�

香港道教�合会��在今年11月13至24日

一�12天��“�天大�”，以�祝香港回�

十周年及香港道教�合会成立四十周年。

“丁亥年香港�天大�”的���“敬天

法祖”。2007年一�12天的“�天大�”将

在香港�湾�玄学院�行，�隆重其事，�特

于学院外�山辟地，�建一个占地30多万平

方 的“�天大�”�。�料届��天会吸引

2000名游客到�。

“�天大�”��委�会主任梁��道�

表示，�次的“�天大�”是近代��有�活

�以来最�和最鼎盛的一次，参加的法事�体

来自世界各地，多�40 多个，�是参与��

法会牌楼外：�左右幡灯，
左幡灯“�天金 �至尊玉皇
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右幡
灯“���中太乙救苦天尊青
玄九�上帝”。日��幡，夜
��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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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天大�新��布会”的�目
包括：�生功示范及古琴伴奏。

2007�天大�初上表��式
在3月4日（��正月十五）
�行，��上表布置。

的��就有500多个，整个活���高�800万

元。梁��道��：“�个大型宗教活�自去

年初就�始提出，����工作需要�年，目

前已 �了600万��。”

所�“道无�不行、道�的�串就是科

�”，大�就是指以最崇高、最盛大的科�，

向一千�百多位�神仙祈福。梁��道�表

示，今年的大�，将邀�中国国家宗教局、中

国道教�会、中国�香港���公室、中国国

�院港澳事��公室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等有�

人士，出席大�的�式。

根据道教的文献“道藏”��，中国唐、

宋、元、明�期，�有帝王�体抱恙、�困

重重等大事�生，都会由皇帝�行“�天大

�”。直至近代，分�在北京白云�(癸西

1993年)和�山大��(辛巳2001年)前后�建�

天大�，台湾指南�也在戊寅年(1998)主��

天大�和壬午年(2002)主�通天大�。

届�，新加坡道教�会将��前往香港出

席�个盛会。新加坡 菜芭城隍����、道

教新加坡青松�、新加坡�当����也将前

往参与其盛，并奉行��六天的道�法事。

欲��更多�料��接到以下网址：http://

www.luotiandajiao.org/

2006年11月19日在九�香格里拉酒店�
行 “2007�天大�新��布会”，宣布
于11月13日至24日��“�天大�”，
并以“敬天法祖”作���，云集�岸
四地及世界各地道教人士同聚香江，透
�一�十二天的�式，�心礼拜及�香
港、祖国和全世界祈求福祉。

��和布�

�天大�科�和��均有定制，��以祈福祷寿�首要，清水��，�灯�幡，上表�奏、��迎

�，��拜�，早午�朝，礼斗供天等等都要依科宣奉，依�行法。

���附�主事寒林渡亡，拯救��，集��之�，�通三界，�至天清地�，���利。更要恭�

地方官�代表国家民族。上章宣意，祈求上��福，庶使��雨�、民康物阜。

道涵三才，�天是指大�三仙境。《礼斗�》云「天一生水，地六成形。」�南西北上下称六合。

今次�天��位于�湾福地大帽山山麓，相接�玄学院后山，可用占地�三十万平方 ，�有吉地相

�，可作道�停�用。因此，�益地方�境条件，建��天��以都��首，附以五方�，�成六合��

天�大�之数，而整个道�坐北向南，���牌楼作道�山�分隔内�和外�。

�天大�初上表��式隆重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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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could well be a watershed for the Singapore Taoist 
Federation when the newly formed Taoist Youth Group 

took ove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Taoist Cultural Festival. In a 
very short time, they were able to come up with an impressive 
Exhibition cum Talk as well as held an Evening of multi-cultural 
performances for members of the Federation and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of other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Held at the Pavilion of Far East Square, the Taoist Cultural 
Exhibition offered visitors a glimpse of the exquisite robes 
worn by the Taoist clergy, rare ancient Taoist texts, fascinating 
appurtenances used during Taoist rites and ceremonies, and 
various other interesting paraphernalia connected with Taoism. 
While one might have seen a Cantonese Taoist Priest conducting 
a ceremony, or a Hokkien one performing a similar rite, one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had a chance to see all the robes 
that these priests wear, showcased together in one place, if 
not for this exhibition. And the more discerning ones would 
b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 designs of 
these robes, which in themselves are extraordinary works of 
craftsmanship. 

 As in most societies, the arts flourish under the patronage 
of religious orders. To the Chinese, the Taoist tradition has a 
long history. Throughout this period, various forms of Chinese 
arts such as calligraphy, opera performances, tea appreciation 
and music have blossomed. This is evident during the two-
day exhibition at the Pavilion where visitors were treated, 
among other things, to a remarkable display of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paintings collected by Master Kang. An accomplished 
calligrapher himself, Master Kang was at hand to explain to 
visitors the finer points of this art, and even shared with them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the creators of these marvellous 
works of art, and how these compositions were produced. Many 
visitors were fortunate to receive a copy of Master Kang’s 
calligraphy,produced then and there specially for  them to bring 
home. Little wonder then that many suitably impressed visitors 
were inspired to take up calligraphy, going by the number urging 
Master Kang to start a class in this ancient art form. 

 Master Kang disclosed to me that to master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t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just to memorise the 
pronunciation and strokes of every character produced. One 
would also have to appreciate the etymology of the character and 
if it were a string of characters, then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se characters were arranged is required. In fact, one needs 
to be immersed in this fascinating world of Classical Chinese 
to real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it. If that can be achieved, 
then one is regarded as being endowed with the rare quality of 
being able to truly appreciate the fragrance of flowers featured 
in a drawing, or if it is an image connected to tea, then the full 
flavour of this beverage. 

 Two Taoist Masters, Master Chen and Master Huang, 
expounded on the Tao to an audience of more than a hundred 
people comprising members of the Federation as well as the 
public. Majority of those who attended were of the view that 
such public talks should be held more often so that more people 
could learn about and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much 
of which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aoist ideas. 

 Singapore has a very rich mix of different Chinese 
dialect groups, migrating from China at different periods in 
time, and these Chinese migrants have brought with them their 
respective practices and traditions. From the years of living 
together in this relatively small island of Singapore, many of 
the different provincial practices and traditions carried out by 
these migrants have cross-influenced the other groups. It is 
in this rich potpourri of our culture that some of us also have 
many questions regarding our identity, origins and practice. A 
slide show of the different Chinese temple festivals hit a chord 
with many in the audience who were familiar with this slice of 
their heritage. Although they may have com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exposed to different thoughts and ideas, many 
were seen nodding in unison at the familiarity that such shared 
practices engendered 

 A grand dinner was held on 3 April, 2007 at the Koo Chye 
Ba Sheng Hong Temple grounds for members of the Federation 
and guest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and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All in, there were 120 tables. The 
guest-of-honour for the function was Dr Vivian Balakrishnan, 
Minister for Community, Youth and Sports while the special 
guest was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Teo Ser Luck. This must 
be one of those dinners where a very special table capable of 
seating twenty or more has been installed for the VIPs. It was 
indeed heartening to see members of different religious groups 
sitting and sharing a meal together. 

 A cross-cultural show featuring a group of Indian youths 
gyrating to Chinese rock music, a leading Malay TV star 
belting out Malay, English and Mandarin songs (she even sang 
a few lines from a Hokkien and Hindi song!), and a Chinese 
face-changing artiste certainly went very well with the guests 
enjoying the delicious meal. Some interesting aspects of the 
Taoist traditions were showcased at the dinner too. It took the 
form of a chanting group of the Tuas Tua Pek Kong singing 
extracts of the Dao De Jing while the San Qing Gong group 
performed a Taoist ritual dance. 

 It was indeed a memorable night, where I came away with 
more new friends. To the Youth Group members, you deserve a 
pat on the back for a job well done. We look forward to an even 
more exciting line-up at next year’s Taoist Day. 

  Ta ist
             CulturalFestival 2007
■Victor Yue Seong-S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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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我�五名青年�成�乘搭国泰航空的班

机抵�香港。抵港后直接到香港道教�合会�到，国

�道����香港�委会的��分配工作及交代工作事

�，并�取我�的工作制服、��通行�等。�次的任

�就是要�助赴香港参加��的���理入港手�、�

�机票、分配��、住宿等。小�会�后，我�到粉�

蓬瀛仙�放下行李，然后乘仙�的小巴到星光大道和尖

沙咀到���，也舒�了我���的心情。吃了�餐后

我�就回到蓬瀛仙�休息。第一次住宿（挂�）在道�

里，感�真的很特�。

4月20日，用�早餐，就到香港道教�合会集合，

在小�会�后就�同香港�委会共10人��的乘�前往

机�。���个小�的航行我��于抵�古都�西安。

明��住持�世天道�和中国道教�会常�理事 信升

道�前来迎接我�一行人。西安古称�安，建城史已有 

3100 多年，是�史上周、秦、�、唐等十二个王朝在此

建都，�� 1100 多年。

4月21日，在�世天道�的��下，我�参�了�

山明��。参拜了明��供奉的�天尊后，住持�世天

道�和�武雄先生介�明��的�展�史、道�活�、

道�管理等。明��是一个�合旅游的一个�殿，�世

天道��自培�了百位青年居士服�人��解及介�道

教文化和明��的�殿�来�的旅客和信徒，�更多人

能���道教，�是�得我�去学�的。�世天道�也

《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典，其中�含

着�富的和�理念，�于我�今天�建和�社会、共建

和�世界具有重要的�示意�。“和�”既是中国��

文化的重要理念，也�当是全世界不同�族的人�共同

追求的社会理想。一个国家要�求�展，�不�和�有

序的社会�境；世界要���定与繁�，�不�各国的

和�共存。国�道����的主�就是“和�世界，以

道相通”。　

国�道����由中�宗教文化交流�会和中国道

教�会主�，�西�委会和香港�委会��。4月22日

在�史文化底�深厚的千年古都西安�幕，4月27日在

�西方文明交�的国�大都市香港落幕，象征着《道�

国�道����在西安�香港隆重�行

庄光�（惟�）

�》将从古老走向�代，从中国走向世界。�是一次中

���文化向�代化、全球化�化与重塑的努力，是一

次中�民族思想活力和�新精神的演示。

国�道����是中国首次就�一�典��如此�

模的国���。来自世界各地17个国家以及香港、澳�

和台湾地区的代表及嘉�500多人与会。新加坡道教�

会�添来会�率�一行10余人出席了盛会，��有林

��第一副会�、林金�副会�、��芳副会�等。阿

裕尼集�区国会��兼本会�誉���木光先生，以及

道教�会青年���黄信成道�青年���庄光�秘�

�、�国梅�政、�玉�副�政及洪渝�委�。而青年

����参与了香港�委会的接待工作。

�当地�游上�，当游客踏上明��山�的同�就能感

受到�厚的道教文化气息。

中午我�回返酒店�小�会�，然后在酒店房里

�理��到香港的文件、���等。大家忙了整个下

午，�于大功告成。大家趁���始前夕先到西安的

景区�鼓楼和�楼参�。��正是西安�鼓楼�行“晨

�暮鼓”�古表演活�，我�正好目睹了身穿古�装的

士兵在�鼓楼上的二十四�气鼓��，然后�天鼓��

24声以�暮�。

今天“万人��《道��》”在香港大球��行，

并以13839人同��念《道��》�造了吉尼斯(Guin-

ness World Record)“最多人同�集体�声��”的世

界��。当天在��新��得知此事，在西安的我�都

能感受到��喜悦！

4月23日，我�参�了可�是“世界第八个奇

迹”的秦始皇兵�俑博物�。世界最大帝陵之一的秦始

皇陵��奇特，被��是古代的奇迹，是本世�最壮�

的考古��。它既是中国人民的��珍品，又是世界人

民的共同文化��。

4月24日傍�，我�到原�唐皇城一部分的北院�

（回坊�情街）参�。沿街建筑保持明清民居的格局，

�佛我�已�回到了明清朝代。我�也�了西安�名

的民族�味小吃，及区域内具有百余年�史的“�懋

恭”水晶�。

�新加坡道教�会青年�出席国�道����

�会�添来会�率�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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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陵博物苑参�活�。��陵是西�

鼎盛�期的�始人�景帝��的陵，是世界上第一座

全地下�址博物�。我�陶醉在几千年�民族的文明

�煌，�略到盛世西�的雄�所在。�后我�到了西安

国�机�，乘搭往香港的班机。�次国�道�����

委会安排了�架包机迎接嘉�到香港。到了香港国�机

�，香港�委会的其他接待大使已在大�迎接来�了，

我�到了香港，也�始了“接待大使”的任�。

4月28日至4月30日，我�在香港参�了几��宇，

也游了几个旅游景点如尖沙咀前九广�路�楼、香港会

�展�中心、金紫�广�、海洋公�，也到了著名的旺

角、尖沙咀、�街、弥敦道等地方。

5月1日，我�一行人搭乘早上的班机回返新加坡，

�束了西安香港的行程。

4月22日，国�道����在古都西安南�城楼�

行盛大的�幕�式。（南�又称大南�、永��，是

西安古城�体系中最古老的一座城�，建于隋朝初年，

唐末�建�留作南�，明代改名至今。）古朴的南�城

楼被点�得流光溢彩、喜�祥和。在西安南�广�御道

前�行的�古入城�式，以迎接��的最高礼��迎世

界各国参与本次道����的大�、��的莅�。�古

迎�入城�式被誉�“中�迎�第一式”。�迎接中国

（西安�香港）道����在西安的召�，西安永�礼

�文化公司根据此次国���的主�，�掘��了很多

与道教文化�密相�的元素，并将它��行��化的改

造，融入到原有的�古入城�式中。整�入城式的表演

突出“和�世界，以道相通”的主�。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嘉�宣布���幕，

并与主��位和承��位共同��国�道�����幕

的按�。�幕�式上，一�精彩的�合文��会《大道

无�》。分�“尊道”和“��”�篇，精彩的表演�

目�得与会者的高度��。

道教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史，是一�深�、厚重的

文化，而古城西安��着�夏五千年的文明，印刻着西

安十三朝古都的文化。城中的唐城青瓦，古�厚�，是

�史�我�留下的文物，也只有��厚重的"文物"，才

能承��深�、厚重的道教文化。首届国�道����

�幕�式�古迎�入城�式被誉�“中�迎�第一式”

在西安�幕，是任何地方都不能取代的。西安是古��

之路的起点，是�耕文明�期中国�接西方最�重要的

通道。�路商�活�可�奇�可点、令人眼花�乱，而

外来工�、宗教、�俗等的随商�入更是不�枚�。中

国��品、瓷器、漆器等也从此走向世界。中国最早与

世界交流就是透�此路，今天国�道����在西安拉

�帷幕，就像道��再次走向世界，与西方国家交流，

�道��的研究注入��代的新方向。�是个温故知

新、�古御今的文化交流活�。

�古入城�式永��（南�）外的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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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道教�会代表出席�幕典礼

国�道�����幕式在西安的南�城楼上隆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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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西安��在人民大厦礼堂展�，�是一

次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宗教、文化、学���，也是

一次�放式、多元与��的��。��主�是“和�世

界、以道相通”，分��是�《道��》与和�文化、

《道��》与生��保、《道��》与�代管理、《道

��》与�生健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嘉

��邀致�，道教界大�、�家学者和社会人士用不同

的角度�《道��》�本��的�典�行��。当天�

添来会�也在大会上�言，表示新加坡三清�建立“道

��碑”�推广道教文化具有��的意�。

西安国�《道��》��最后一�会�在24日下午

�行，��在分���后告一段落。4月26日， “国�

西安��“和�世界　以道相通”

道������体�言及���言” 在香港理工大学�

�会����行。

“道教音��演”于���行，由多个内地及香港

道教�会��表演��，演奏多首著名道教�曲，包

括：<将�令>、<流水>、<二泉映月>、<百花�>、

<道情>、<天�地久>及<武当韵>。藉着是次音�会

推广《道��》思想和道教音�文化。

　　4月27日，在香港伊�莎白体育��行“儒�

道三教��”和《道��》分���。来自内地和港、

澳、台的三教教士及�家学者，从各自的宗教与学�

�域分析，提倡宗教各派��心�力，�促�“和�

社会”的�展和建�而共同努力。 在“儒�道三教�

�”����中，�家学者�就“三

教同源、以人�本”�成共�，一致

呼吁宗教��取��短、繁�共生，

携手�造“和�”社会的精神氛�。 

��着《道��》四个��之学者�

座，��推向高潮。来自香港、台湾

和内地的�家学者各抒己�，从“和

�文化”、“生��保”、“�代管

理”和“�生健康”四个方面，分析

了《道��》与普世大�，和社会各

�面都密不可分、息息相�。最后，

由四位教授先后向大会作本次��之

���言。青年���与香港�委会成�在西安人民大厦合影

4月24日，我�出席�南山古楼�参加古楼��修

落成�典�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登上�南山，��的望

着古楼�，��心情�言是表�不出来的！�行世界和

平祈祷法会�，我�到老子祠和古楼�的后院参�、敬

香。�南山是道教�祥地之一，��今天楼�台的��

台就是当年老子��之�。古楼�台目前尚有老子��

台等老子文化�迹60多�。此次�修工程整修了一些核

古楼��修落成�典�祈祷世界和平法会

新加坡道教�会青年�成�登�南山古楼�

新加坡道教�会代表在古楼�

心景区。盛�于世的��金丹派，如���祖�、�洞

�祖�、�海蟾祖�等，均曾�居于�南山。至金元，

全真道�始人王重�祖�又修道于�南山附近之�蒋

村、南�村，�南山遂成�全真道最早的�祥地。我�

今天来到了�南山，可以感受到�“天下第一福地”的

魅力，和那幽美的景色深深的刻印在我�的�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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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大道流行�《道��》版本（文物）

展�”，在香港九�公�文物探知��幕，也�国�

道����在香港系列活�掀�序幕。老子所著《道

��》自�世以来，注疏者代不乏人，有学者考�，

�代文献所著�的注本�有2,000�。《道��》�是

被翻�成外文版本和��最多的中国典籍，据不完全

��，迄今�止《道��》的外文�本已近500�，�

及30多个��。

“《道��》版本展�”是世界上首次��如此大

�模的《道��》版本（文物） ��展。展�的展品

有500多件，包括考古��最早的�国竹�本，�代各

�版本、注本、�代��本，29�外文�本，以及与

《道��》相�的珍�文物，其 中10多件中国国家一

�文物是第一次到香港展出。中国国家一�文物包括

公元前300多年的�国竹�、明万�年�刊印的《元始

天尊�梓潼帝君���本原�》、明《正�道藏-道�

�集�》、�孔子�老子画像石、隋代�皇十一年�

“大道流行��《道��》版本(文物)展�”

老子像等。 我�除了能�睹�些珍藏外，更可以了解

道教及中国源�流�的文化。

新加坡道教�会代表在香港九�公�文物探知�参�《道�
�》版本（文物）展�

27日，“国�道����“�幕�式。中国

道教�会会�任法融道�居台中席地而坐�道，

遂将五千字《道��》的精髓�明扼要地一一道

出，并祝愿香港社会和�、家庭和睦、人民身体健

康。接着由十多名武当弟子表演武�，他��柔

“国�道����”��落幕

并�、�快�慢、�而有力的高�度表演，将所

有��的情�推向高潮，令在���大�眼界。 

　　�而，由8l位来自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台

湾、新加坡等五地的高道上表�恩作��，他�依次

�行�香、上表、�恩，感�上�的福庇，祈求社

会和�、世界和平。新加坡道教�会的�位乾道（

男道士）黄信成道�、庄光�道�，和�位坤道（

女道士）��芳道�、翁��道�参与�恩法会。 

　　最后，由中国道教�会副会���禹和香港道教�

合会主席��奇先后用中文、英文分�宣�了与会代

表、嘉�和�家学者所通���的《国�道����

宣言》，并��全�千名市民��老子《道��》，

宣布�����束。至此，���六天，跨越十三朝

古都西安和�代�感之都香港�地的“国�道���

�”��落幕。中国道教�会任法融会�在向听��道

参与�恩法会的道��于��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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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大伯公��介

座落于新加坡�部海岸的洛�大伯公�面朝大海，

景色宜人。从�陋神�到香火鼎盛，洛�大伯公�只有

短短二十几年�史。�然“��”尚浅，但在新加坡已

�是家���。�逢佳��典，更是人潮�涌。

�所周知，洛�大伯公�将在2007年8月3日（�

�六月二十二日）搬�至�央通道与�央巷分界�，

交通非常方便，距�靠海的旧�也不�。不�的是，

依然保持其奉祀多位其他宗教神明而�受称誉。主祀

福�正神，也就是俗称的大伯公。此外�有�祖、�

天�、�公、地藏王菩�等�族神祗；拿督公及�都

教象神等。�多元而和�的独特格局，成�我国宗教

界被广泛��的佳�。

�然�舍�海旧址，但洛�大伯公�将随着搬��

入新的里程碑，��史掀��新精彩的一�。新�宇占

地2万平方尺，楼高4�，�有一个地下停��。�有

一个�属行政楼、大型会�室等等。而收藏道教文化

的���也正在��中，以方便�研究道教的学者前

来参考和��。除了以上完善的�施外，新�宇在�

�方面也凸��、巫、

印的宗教色彩，相当独

特。 其中，天公殿内所

�置的天公�和伯公殿

内所�置的伯公�，其

独特��可称上是本地

比�特�。 再加上内置

的灯�，入夜�分�得

���光，�是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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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人眼前一亮。

洛�大伯公�的理事�本着��慈悲�民的精神，

与不�余力地�社会慈善和�族和��献着自己的力

量。2006年4月30日是洛�大伯公�回�社会�一个重

要里程碑。洛�大伯公���新加坡首个唯一��：�

�救���匙�慈善周�宴。洛�大伯公�于当�宣布

��20�救��慈善�体名�。而且受惠的慈善�体包

括各宗教�族人士。�也是洛�大伯公�多年来捐出最

大的一�善款，��超�新�一百多万元。洛�大伯公

�此活�大力推�慈善��，�受各界��。�入新�

宇后，将秉持回�社会的宗旨，洛�大伯公�将��支

持及推广其慈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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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公��
洛�大伯公�在2007年3月20日（�

�二月初二）大伯公��日，�行�平安

��式。和往年一�，当天人潮�涌，共

送出了1万个具有收藏价�的猪年��金

��参与的香客。从��二月初一�始一

�十天�祝大伯公��，�目包括演�酬

神、�大伯公���包、�平安�、万人

��宴会。洛�大伯公�理事会敦�社会

�展，青年及体育部政�次�兼白沙 - 榜

�集�区国会���思�先生�大会�

�。特�嘉�是外交部�兼阿裕尼集�

区国会����文先生、白沙-榜�集�

区国会���克�柏默等其他��均受

邀出席。�也是在旧�址�行的其中最

后一个大型活�，而明年的大伯公�辰

也将更令人期待！

�深道���理事�在旧�走�平安�，
明年的大伯公千秋将在新�再会。

理事会同仁与社会�展、青年
及体育部政�次��白沙-榜�
集�区国会���思�先生在
洛�大伯公�辰万人宴会上拍
照留念。

社会�展、青年及体育部政
�次��白沙-榜�集�区
国会���思�先生�同白
沙-榜�集�区国会���
克�柏默��助学金�中小
学及技�学院学生。

大批的信�出席�个��的大伯公�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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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公��

洛�大伯公�
新�晋�大典

的宗教文化之旅。浩大的彩旗�伍、舞�舞�、多��

��目的花�将当前�，八家将和天��馗��，��

�鼓��、八仙、20尊神将、��大旗、巫族的��迎

��鼓�、印度族的舞蹈�及台湾云林��水溪民俗技

��会、 台湾��玖�合�、 台湾新�方歌��徐徐

往新�宇前�。届�将�大家呈献一�串精彩的民俗�

文表演。晋�大典及金身�光�式也将随着�伍抵�新

�宇后由�深道�主持。

洛�大伯公���于2007年7月28日（��六月十

五日）�行盛大的���境活�。当天，�、巫、印三

大民族的花�、�鼓�伍、���伍等，将伴随大伯公

���境至新加坡�、西、南、北、中区。此次大型的

�境活�，�洛�大伯公�8月3日（��六月廿一日）

�行的新�宇晋�大典掀�序幕。

8月3日，�典��委�会配合�个盛大的�典活

�，安排了�串的民俗�文表演，�信�分享�个��

洛�大伯公�从台湾引�一个31英尺高自�吸金��保大金

炉作�膜拜大伯公之用。据知，本地�没有其他�宇�有同�的大

金炉。 相信洛�大伯公�是本地首��有此金�焚化大金炉的�

�。

大金炉使用�很方便，善信�不需要自己�手点燃或拆�整�

的金�。只需把金�放在大金炉炉口，金�就能自�被吸入炉内焚

�。重要的特征是金�在炉内焚��不会到�乱��，�周��境

起了一定�保作用。

自�吸金��保大金炉之外表��雕刻唯妙唯肖，一体成形。

除了耐震耐火棉，它也耐高温。其外形美�，而且不�形。

新加坡最大的

光明灯塔
�一�号称新加坡最
大的光明灯塔，高8 
米，可容�一万五
千�小灯塔。

一�号称新加坡最大的万民光明灯

塔，是洛�大伯公�的�外一个特色。高

8 米，�容量一万五千�小灯塔，相信是

�洲容量最多的光明灯塔。从�今七千�

灯塔到一倍数量，是洛�大伯公�一大�

�。香客置光明灯塔之目的不外�祈求安

康�利、延生延寿与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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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吸金��保大金炉

P15_18.indd   17 10/21/11   2:48:07 PM



奠安�成祈福清�大法
在8月4日至6日（��六月廿二日至��六月廿四

日），�典��委�会也邀�中国上海城隍�、台湾

松山慈惠堂和新加坡混元道�的法事�，�合主持三天

的奠安�成祈福清�。法会期�也将�行斗灯礼斗大法

会，届�也�放�信�参加。

洛�大伯公�在7月7日（星期六）下午，迎来

了外交部���文先生。当外交部�抵��，受到

洛�大伯公�主席白瑞�、��李水欣以及理事�

的�烈�迎。主席白瑞

�和理事�����文

部�一一参�位于海�

的旧�，并和前来参�

的台湾宜�元心舍（地

母�）参��在�前拍

照留念。接着，��文

部�也随着前往新�参

�，���合三大民族

特色的�宇留下深刻的

印象。

主席白瑞�和��李水欣
����文部�参�新�
各殿�。

�理事与��文部�和台湾宜�元心舍(地母�)参��在�前拍照留念。

地址：20 Loyang Way Singapore 508774  •  ��:（65) 6363 6633  •  �真:（65) 6262 6622  •  ��:（65) 6363 6336  •  ��：lytpk@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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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寿思想管�

��
   与�寿

1《道藏》第18册，文物出版社、上海�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

津

津

乐

道

�
城
道
教

19

■曹�波

中
国���生思想��，人的寿命�短与品�高低

密切相�。孔子提出“仁者寿”的�点，并�

�“大�必得其寿”；《内�》也�“�全而不危”；

《太上老君�生���生之真�》明�指出，要想心身

健康，就必�淡薄名利，禁�声色，�少�欲，戒除�

心，它�：“且夫善�生者，要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

性命延�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

三者廉��，四者�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忌。

六害不除，万物�心，神�能内守？”陶弘景在《�性

延命�》中也要求“目不欲�不正之色，耳不欲听丑�

之言，鼻不欲向�腥之气，口不欲�毒刺之味，心不欲

�欺�之事”1，因�它�会“辱神�寿”。

妙�真人�思�（�541~682）在�承和�展了中

国��文化中的道��生思想，十分��道�修�的重

要性，并着重�述了“��”与�寿的�系。在《千金

要方��性序第一》中，他借用�康之言把道�修��

�“�生大旨”，“�生有五�：名利不去�一�；喜

怒不除�二�；声色不去�三�；滋味不��四�；神

�精散�五�。五者必存，�心希�老，口�至言，咀

嚼英�，呼吸太�，不能不 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

无于胸中，�信�日�，道�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

求寿而自延。此�生之大旨也。”他��，行善是�寿

的重要条件，主��生以�性（即培�高尚的道�情

操）�主。他��：“夫�性者，欲所�以成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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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善，不�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自然不

生，�乱�害亦无由作，此�性之大�也。”他一再�

�“�行不充，�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2 

在《福寿�》3中，�思�将�福寿�在一起，��

行善��可以延寿，�非作歹�会�寿。他指出：“福

者，造善之�也；�者，造不善之�也。鬼神盖不能

�人之�，亦不能致人之福，但人�不善之多而�其

命也。”“�不善之多而�其命”的原因，是因�

行“非分”之�。“非分”之�，即不�之�。�思�

指出：“富�者以��取�非分也，��者以妄盗取�

非分也。”�就是�：富�者，依仗自己的�力巧取豪

��非分之取；��者以胡作非�和盗窃的方式�取�

非分之取。在《福寿�》中，�思�列�了几�非分的

行�，它�是“官爵之非分”、“��之非分”、“妻

妾之非分”、“童仆之非分”、“衣食之非分”等。

“官爵之非分”即用��不正当的手段窃取官位，

��的人会有�、得病、甚至�生。�思��：“官爵

之非分者，崎�而居之，��而得之，�薄而�其位，

躁求而窃其禄。求其躁取而必�，�而取之非分也，即

有�焉病焉死焉。”

“��之非分”表�在�个方面，一方面，想�好

�，但又不想��价�的人，�一方面，在使用�上，

不按����，�度地鞭打�，令�奔而不�，��不

息，不��途奔波和路途的�阻。前者是�在交易上不

公平，后者是�虐待�物。他�：“��之非分，市�

吝其价，而�欲其良，水草而不�，鞭勒�度，奔而不

�，不知��之疲，不知�近之乏，不��阻之路。畜

不能言，天哀力竭。此非分也。” 

“妻妾之非分”即�色淫佚，��非分的行�必然

�致�奢和淫乱，不利健康。他指出：“妻妾之非分

者，所�既多，�用必广，淫佚之道，必在�奢。金

翠之有余，�膏之有弃；��其文彩，��其珍�；

人�之�，余�之易；人�之苦，余�之�。此非分

也。” 

“童仆之非分”即指�下属好坏不分，不会体恤

下属。他�：“童仆之非分者，以良��，以是�

非，苦不�之，�不容之，寒暑不念其勤�，老病不

矜其困�，鞭打不�其屈伏，凌辱不�其�疏。此非

分也。” 

“衣服之非分者”衣���，在衣服多得数不清的

情况下�不断添制新衣。他��毫不怜��寒的人，�

可�他�的衣物被虫吃鼠咬，甚至腐�也不施舍��

人。�思��：“衣服之非分者，�彩有余，余而更

制，箱�之无限，�寒之不施。不念裸露之凌寒，布素

之不足，以致蠹�鼠口，香 腐�。此非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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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思�撰，�作�、�瑞�等�注：《�王全�》，�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
3  李�福、李慧雁�著：《�思��生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6-398�。
4  [唐]�思�撰，�作�、�瑞�等�注：《�王全�》，�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

“�食之非分者”滋味肥�，奢侈浪�，食�山珍

海味伴弦歌，��玉液��霓裳�。�思�指出：“�

食之非分者，一食而�其水�，一�而聚其弦歌，其食

也寡，其�也多，民之糠�不充，此以��有弃，�其

仆妾，委�泥�。此非分也。”�思���，正�的�

生之法在�食方面��做到“厨膳勿使脯肉�盈，常令

���佳。”4

�思�以��交易、�色交易、吃喝嫖�等非分行

��主体的健康的不利，从反面�明行善���身体健

康的重要性。他的��是：“夫人之死，非因依也，非

�也，盖以�之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而追之�

矣。人若能�其�，悔其咎，布仁惠之恩，垂�恤之

念，��幽冥，可以存矣。尚不能逃其��之�，不然

者，其�而多，其寿百促。”又�：“人若奉��而不

欺者，�人知我，�人�我，天乃授之，人以悦之，鬼

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而不失其�，�不

及矣，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除矣，必可

保生全天寿也。”

�真人的�寿���代医学的研究所��。�代医

学的研究��，助人��、与人�善的行�有助于��

人体免疫系�功能，使神�系�及��通骨髓与脾�，

�生抵抗感染的�胞，从而免受多�疾病的侵�，�有

利于健康�寿。巴西有一位名叫阿尼塞托的医生，在�

�10年的��研究中��：玩世不恭而卷入腐�行�的

人，容易得癌症、心肌梗死、�敏症、�溢血和其它心

�病。他�583名被指控犯有各���受�罪的官�和

583名廉�官�作了比�，不廉�的官�中有60％的

人生病和死亡，其中，126名死亡者中，癌症占60％，

心�病占23％，其它病占17％；得病的232人中，癌症

占53％，心�病占l5％，其它病占32％。而廉�官�中

生病或死亡者�占16％。玩世不恭者，他�心理状�

不佳，有一�不健康的“心”，他�做了�心事，�

日惶惶不安。精神�期�于不正常状�，因而引起体

内代�紊乱，机体功能失�，��各�疾病。相比之

下，大公无私，心地坦然，�于奉献，情���，永

思�取，受人尊重，永�可以保持最佳的精神状�，

自然就会延年益寿。

作者�介：曹�波（1970-），湖南益�人，厦�

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已在《宗教学研究》、《中国道教》、《自然��法研

究》、《自然��法通�》、《科学技�与��法》、

《哲学��》、《厦�大学学�（哲社版）》、《�旦

学�（社科版）》、《中国人民大学���料中心》等

刊物上�表�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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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法　

■黄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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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世界和�

人心惟利是�，�利忘�等比比皆是，甚至�了�得

人寿保�金而�父、�妻、�子的��人性的惨案也

�有�生……

以上��乱象，�人触目�心，不寒而栗！

我��真想想：社会物�文明越来越��，科学

技�越来越先�，可是人�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世

界却越来越�乱，�人利己的�象却越来越多，人与

人的�系却越来越冷漠无情，家庭、族群、国家之�

的矛盾却越来越�重，所有�些矛盾、冲突的根源究

竟在�里？

二、矛盾冲突之根源

�者学道多年，也在研�《道��》，通�“�除

玄�”、“以�其�”的�察和思考，所得出��是：

所有�些矛盾冲突的根源不在外物，而是在人的内心。

由于人��的心�被花花世界�重�染了，因此迷失

了与生�来的“�陀陀光��”的先天“道性”，取

而代之的是私欲�生的后天“�性”。“道性”未迷

�，�人�世的原�是“尊道��”，无私无欲。老

君�：“万物莫不尊道而��，道之尊、�之�，夫

被
孔夫子誉�“其犹�耶”的老君，以“善利万

物”的慈�之心和“以百姓心�心”的博大胸

�，�下千古名著《道��》，�述“道�”真�，剖

析宇宙人生真相，探究天地万物原理。��五千余言，

但��万有，无所不包，且字字珠�，章章金玉，永�

智慧之光芒，乃指路之坐�，迷航之灯塔。

在当今世界面���危机且无�可施之�，各国

有�之士都把目光投向古老的�方文明，此���世

界《道��》��，�掘和弘�“道�”之真�，�

世局剖析病因，�症下�，�乃“�善�”之盛�，

其功�无量也。

《道��》第十八章�：“大道�，有仁�。慧

智出，有大�。六�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

臣。”老君在几千年前所�的�段�文，却成�当今

世界的真�写照，而且�在的乱象更是有�之而无不

及。

一、当今世界之乱象

且看目前�个世界：

——社会��不安，国家、宗教、族群之�的冲突

不断，如美阿�争、美伊�争相�爆�，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的冲突，伊拉克境内的不同宗教派�冲突，朝�、

伊朗的核��等；

——地震、海�、水�、旱�、火�、空�、海

�、�染病等���生；

——征服自然，掠�石油、天然气、煤，并���

伐，破坏植被，�戮�物；

——全球气候�化�常，大自然生�失衡，物�

��；

——大气�染、水源�染、�境�染、土地沙漠化

等越来越�重；

——个人身心不安，自�率逐年�多；家庭��不

断，�婚率有�无�；青少年因受到色情、暴力、�

博、吸毒、�盗等的侵�，犯罪率加速��；

——�理道���，礼�廉耻�弛，物欲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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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命而常自然”。“道性”迷失后，“正��邪，

善��妖”，�心�念、待人接物，皆背�道�而�

之：一切以“我”�中心，自私自利，自以�是，是非

不清，善�不明，正邪莫辨等。因此，可以�一��，

�是人内心的“道性”与“�性”的冲突，即无私无我

与自私自利的冲突。

因此若要恢�人自身的和�，家庭的和�，以及社

会、国家、世界的和�，必�从人的内心着手，从改�

人的邪知邪�和自私自利上下功夫。那�如何改�人的

内心世界？如何化解冲突、恢�和��？答案就在智慧

无�的《道��》里，大慈大悲的太上老君，早在几千

年前就��地回答了�些��。因此《道��》���

人�的痛苦，洗���的心�，挽救世道人心，化解各

�危机，恢�世界和�，恰如�疾妙方与�症良�，�

得研究与推广。

三、化解危机之妙法

若要改�人的邪知邪��正知正�，改�人的自私

自利�无私无我，首先要�人�了解�个����：

一是人与天地万物是什��系；二是人与天地万物�

�如何相�。

�于第一个��，老君�：“道�万物之奥”。道

是宇宙万物的�根源，“道”生天、生地、生人、生万

物。由此可知，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道”而生，

同出一源，是一体的。人与万物既然是同出一源，“本

是同根生”，而且又共�于天、地的博大�抱里，那

�，天、地就好比父母，人与万物就好比兄弟姐妹的

�系，因此，人与天、地、万物原来是不分主客，不

可�立，�如一家，密不可分的。�也是“天人合

一”的道理。

至于第二个��，老君�：“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是��我�：�人�世，要效

法“地”的无私承�的博�，效法“天”的无私覆盖

的博�，效法“道”的自然无�的博�。并以如此博

�之心善待万物，与天地万物相�相敬、和�相�。

��原�叫“道法自然”，是人与天、地、万物相�

�必需要秉持的原�。

��个道理非常重要，它是冲突能否被化解，和�

能否得以恢�的��所在，因此不可不知。明白了��

个道理，再按照“道法自然”的原�去落�，就一定能

��到目的。那�如何落��？

老君�：“吾有三宝，持而行之。一曰慈，二曰

�，三曰不敢�天下先。”如果把“道法自然”比作

�病妙方，那��“三宝”就好比妙方中不可替代的

三味“良�”，我��持服用“三宝良�”，就是落

�“道法自然”的原�。

(一)、“一曰慈”：慈就是仁慈，就是�。持

行“慈”宝，就是要“自�”与“�他”。

自�，《道��》曰：“自�不自�”。人的自

�，并非自以�高�、以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

因���的�，不是�自己，而是害自己。自�是修道

的�程，即修�自身和�的�程：修正��的思想和言

行，消除内心的�欲、嗔恚、痴迷、傲慢、嫉�、怨恨

等邪知邪�，恢�“尊道��”、无私无我的正知正

�，使自己心神安�，身心和�，如此可�致“修之

于身，其�乃真”的境界。

�他，是指以�自己之心来�人、�物。首先�自

己的家人：孝�父母，友�兄弟姐妹，恩�夫妻，培�

儿女等。其次，以�自己家人之心来�他人，做到尊敬

上司、��，尊敬他人的父母；友�朋友、同事及他人

的兄弟；��他人的儿女等。其三，以�人之心�物，

做到�大自然中的一切物�真心��，不存私心，不

占有，不侵害，不破坏，且�天地神明及各法界�生

要真�尊敬，不��、不冒犯。《道��》曰：“�

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

�明。”可知，常常�人�物、救人救物的人才是最

有智慧的。因��不�能化解人自身“道性”与“�

性”的冲突，化解家庭成�之�的冲突，乃至化解社

会、国家、世界的冲突；而且�能恢�人�心�美、

�境美、自然美，一切都美。

�就是奉行“慈”宝、服用“慈”�所�来的无

�的和�力量。

(二)、“二曰�”，�就是��、��、�惜，有

而不尽用等意。《道��》曰“�，故能广”。��、

�惜，是力量的�累，因此生活才能�裕，力量才能广

大。有道是“成事由��由奢”。不��、而光�求�

广和排�，将如《道��》所�“舍�且广，死矣”。

因此，老君�我�要以“�”�宝，�“去甚、去奢、

去泰”。

以“�”�世之人，或生活�朴，勤���，自

力更生，不求于人，“知足�富”，故其�融融也；

或“心善渊”，生性淡泊�静，�光�晦，不�虚

名，不做�心事，而心安理得；或“事善能”，做事

踏�，尽力而�，且持之以恒，“�无�事”；或“言

善信”，�人��，�于助人，故人��系和�；或

心胸�广，包容他人，故能化解冲突，和睦�里；或

惜精宝气，蓄�心神，可得“深根固柢，�生久�的

之道”……�些都是��身心，�点言行，使人自在

而和�。

而“舍�”�世者，其表��：或生活浪�，好

逸��，成事不足，�事有余；或心浮气躁，好高�

�，事不�心，便怨天尤人；或�奢淫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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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良�”用于人与人之�，��持真�、友�，

相互�容、��与不争的原�。人生在世，不�身�何

方，都要与周�的人相�，要使人��系永久和�，必

�重�“不敢�天下先”的原�，有道是“忍一��平

浪静，退一�海�天空。”否�“小不忍�乱大�”。

当今社会有�多冲突与不和�，都是因�不�容、不忍

�、争�好�引起的。因此，老君�：“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得信。”�就是教�我�要�容、大度，有“海

�百川”的胸�。以此胸�待人接物，各�矛盾冲突

将如釜底抽薪，化于无形。�就是“夫唯不争，故无

尤”，“天道无�，常与善人”。

�味“良�”用于国与国之�，��持国家不

分“大小多少，�怨以�”，�持互相平等、�下、

包容、信任的原�，所以老君�“大国以下小国，�

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取大国。”而大国更�本

着“大者宜�下”的胸�。���下与互信能有效化

解双方的��与冲突，��友�与合作。在�理国家

之�重大的利害冲突�，要�持“柔弱���”的原

�，即使用和平的手段，不要��用武力解决。因�

武力可以打�一个国家，但打不�正�，也打不�由

此而�下的深仇大恨。因此老君告�我�“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天

下，其事好�，�之所�，�棘生焉，大�之后，必有

凶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否�“�梁

者，不得其死”。

当今世界所存在的武装冲突，皆是因�盲目相

信“国之利器”可以解决一切��，因而留下了冤冤

相�，永无休止的后患。因此，若要从根本上消除冲突

病因，必�服用老君研制的“不敢�天下先”的宝�。

据��，目前世界核武器的�量，已足���人�六十

次。�了避免人���的再次爆�，必�祭起老君�个

法宝，使“�梁者”��清醒，良心不泯。

如上所推荐的“三宝”，来源于“道�”真�，�

之于“道法自然”�原�。遵此而行，将化干戈�玉

帛，化�气�祥和，化冲突�和�，化���太平。

《道��》曰“道者同于道，�者同于�，失者

同于失。”可�当今世界之所以乱，就是由于人内心

的“乱”而�致的。所以只要人��底改�自己的心

�，“自知不自�，自�不自�”，勇于担当慈�天、

地、万物的神���，�底改正邪知邪�与自私自利

的“�性”，切�遵循老君�“甚易知，甚易行”的

道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多做天下万物“利而

不害”之事，多�子�万代“�而不争”之�，“以�

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从自身做起，从自家做起，人

人“勤而行之”，并“慎�如始”。如此，�化解矛盾

冲突，排除人�危机，成就“天下大事”，恢�世界和

�，“�无�矣”！

色”、“五音”、“五味”之�，�致神魂�倒，聚

�滋事；或自高自大，自我夸耀，把�人的功��之一

身，�将遭人唾弃；或自以�是，�利忘�，做�人利

己之事，造成人��系��；或�失道�，��腐化，

生活糜�，以致�明反被�明�；或良心�失，人情冷

漠，子不子、父不父，落得个�叛��的下�；或�了

追求“�得之�”而�人�劫，�将害人兼害己……�

些都是放�身心，恣意妄�所致，可�“舍�且广”，

�和�之大患，不可不�弃之。

《道��》曰：“塞其�，�气�，�身不勤；

�其�，�其事，�身不救”。可�持“�”与“舍

�”，�一念之差，�重天地。因此，持行“�”宝，

�恢�家庭、社会乃至世界的和�至�重要。

(三)、“三曰不敢�天下先”，此��容、忍�、不

与人争之意。《道��》曰：“不敢�天下先，故能成

器�”，意�不与天下人争，所以能做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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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心皈命礼。
青���界，��妙��。七宝芳�林，九色
�花座。万真�拱内，百�瑞光中。玉清�宝
尊，�化玄元始。浩劫垂慈�，大�甘露�。
妙道真身，紫金瑞相。随机赴感，誓愿无�。
大�大慈，大悲大愿。十方化号，普渡�生。
��劫中，度人无量。�身赴感，太乙救苦天
尊。

太乙救苦天尊

上��九色神光，放射万丈光芒、�多真人、力士、金

�神王、金童玉女侍�在他身旁。相�民�的《拔度血

湖宝�》是他�授的。又《青玄���罐施食全集》称

他：身�九��子，手持�柳洒��以救苦度亡，“�

�青�妙��，紫�霞光撒太空；千��花映宝座，九

��子出云中；南�丹台�宝笈，北都玄禁破��；唯

愿垂光来救苦，�等稽首礼慈容；施食功�不思�，孤

魂滞魄早超生”。

�于天尊的神�，《漂放�灯集.放生咒》曰：“天

�神，地�神，慧�出鞘�妖精，一切��化��，�

声救苦解救�网苦辛，太乙救苦天尊救��生”。

世��生若有困�，�心称念天尊�号，就能得

到救度。往生者或地�幽魂，也仰�天尊威光，方可

脱�苦�，超升仙界。因天尊�声救苦，�化十方，

无所不在，因此又称“十方救苦天尊”。其�辰日�

��十一月十一日。

太
乙救苦天尊有“�声救苦天尊”、“十方救苦天

尊”等号，�称救苦天尊。相�其�玉皇大帝左

右侍者之一，配合玉帝�御万�。道教�他由青玄上帝

神化而来，誓愿救度一切�生，所以 化救苦者，太乙

救苦天尊化身如恒沙数，物随声�。或住天�，或降人

�，或居地�，或�群邪，或�仙童玉女，或�帝君�

人，或�天尊真人，或�金�神王，或�魔王力士，或

�天�道士，或�皇人老君，或�天医功曹，或�男子

女子，或�文武官宰，或�都大元�，或�教�禅�，

或���雨神，神通无量，功行无�，�声救苦，�物

随机。”“此�在天呼太一福神，在世呼�大慈仁者，

在地�呼�日耀帝君，在外道�邪��子明王，在水府

呼�洞渊帝君。”若遇到困�，只要祈祷天尊或“�念

�号”，即可“解�排�，化凶�吉”，亦可“功行�

�，白日升天”。

至于天尊的形象，《道教���》描�道：端坐于

九色�花座，周�有九��子口吐火�，簇�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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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天玄女又叫“玄女”、“元女”、“九天

女”、“九天娘娘”，�中国上古女神。�然他

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并不�赫，但�是一个正�之神，

形象�常出�在古典小�之中，成�扶助英雄��除暴

的�命女仙，故而�在道教神仙中的地位�常重要。

九天玄女的原始形象是玄�。《��.商�.玄�》

�：“天命玄�，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

�，正域彼四方。”�是殷商后代祭祀祖先的�歌。意

思是�提天帝命令玄�生下商的始祖契，建立了�大的

商王朝。玄�就是商的始祖。

早在隋朝之前，就有一部叫《黄帝文玄女兵法》

的著作。�中����了九天玄女助黄帝��蚩允的

故事。此中九天玄女�玄�所化，成�一位救助危�

�授兵法的女神。

�有一��法��九天玄女由“天女 ”衍化而

来。《山海�.大荒北�》曰：“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

女 。蚩允作兵伐黄帝，黄帝乃��攻之冀州之野。�

�蓄水。蚩允��伯、雨神�大�雨。黄帝乃下天女

，雨止，遂�蚩允。”�个天女 就是黄帝�下来的。

���付蚩允所�的�伯、雨神。原来大�属于早期女

之神，后来就�成了九天玄女。

据《隋�》��，九天玄女也�精�生之道，曾�

向黄帝解答男女俯仰升降盈虚之�。

九天玄女是�次于西王母的女神，不�在道教中享

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民�亦有深厚的影�。在著名的

古典小�《水��》中，梁山好�劫江州法�，将主人

翁宋江救上山后，又下山去接老父�和弟弟，不料被官

兵��，慌乱中逃�不道村玄女�。官兵�至�中，九

天玄女��，吹契一�怪�，�沙走石，罩下一��

云，官兵�恐逃走。九天玄女派�个青衣仙女�宋江

相�，授予三卷天�，并命其道：“宋星主，�汝三

卷天�，汝可替天行道�主，全忠仗��臣，�国安

民，去邪�正。”又道：“此三卷之�，可以善�熟

悉，只�与天机星同�，其他皆不可�。功成之后，

便可焚之，勿留在世”。

宋江受命后，从此�定了起�的决心，不再三心

二意。后来，晃天王殉命，宋江代之�梁山泊��首

�。

在道�《通玄�化六�洞微遁甲真�》中，九位仙

尊中九天玄女位居第二，可�其在道教神仙中的地位是

崇高的。在人�心目中，九天玄女又是一个精通兵法、

扶危救�的女神形象。在沿海一�，�又有大�至九�

神尊九体，所以尊称其�九理�。

�史上�于九天�母的��玄之又玄,��中国善男

信女蒙上一道神秘的光�。祭祀九天玄女的�宇,�代香

火不断,是万民参拜祈求平安�福的女神。

九天玄女�辰：��九月九日。

�料来源：���《道教神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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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善��祝善才童子及三主子��千秋
位于石�路的竹善�于5月18至22日，一�五天在�山景�祝善才

童子及三主子��神��千秋。本次�典特�之�是，以竹子制作

成独一无二的“�花清香平安�”的扶手和��，�身共�14尺。

��主席��恩表示，�个特�的“�花清香平安�”，��的�

花灯及���信�可以体�到如仙境般的感�。20日���行的�

�宴会，大会��是丹戎巴葛集�区国会��英��。活�期�也

�宴招待百位老人。

�山��香�参加�来西�
斗母�九皇大帝�会九周年�念�宴
�山��香��于六月二日参加由�来西�吉打州峨 斗母��

�的�来西�斗母�九皇大帝�会九周年�念��素宴，受到了

主�方盛情地款待。此次盛会�新��地九皇大帝友�的善信

�有机会�聚一堂，同申共�，加�了各��之�的�系，并

�彼此提供了互相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大家均希望今后各��

之�能��保持�密的�系，�常互�与交流，将九皇大帝的

信仰文化��光大。

�福�大伯公��会�祝11周年
金泉律�福�大伯公��会于6月10日至14日一�五天�祝大伯公�

�神晋�11周年。10日至14日礼聘福建新�����宵公演。13日

��的��宴会，当天�上的特�嘉�是�林百列集�区国会��

王世�PBM医生。�福�大伯公��会也献捐五百元�新加坡道教

�会充当活�基金。

九天玄女�参�海南道教�地
5月13日�18日九天玄女�一行三十人，在主持��芳的��下参�

海南道教�地及名�景点。5月14日，参�定安文�峰玉蟾�，当日上

午，一行三十人浩浩��抵�了玉蟾�的正�，�得了��式的�迎，

在海南道教�会会��道�及玉蟾��院江国松道�的��下参�了玉

蟾�各�殿及美�的景点。双方也交�了�念礼品，九天玄女�主持�

�芳也捐献了一千元新�予玉蟾�充当活�基金。除了参�玉蟾�外，

也游�了三�的大小洞天、南山南海�音、�水猴�及景色迷人的��

湾。�个��都�着愉快的心情��了�景色迷人的海南�，并希望再

次游��美�的海南�。

��超度法会
九天玄女�在6月28日邀�十位香港全真派道�与多位本地道�

�合假三清��行一���超度法会，共有六十八位�主参与�

�法会。主持��芳道�表示，“太上三生解冤妙��，冤�三

生，意思就是前世造冤�，来世�，所以有些�女�孕数月，遂

��落，或一�、二�、三�或五�之向既便死亡，�也�就是

冤�。因�很多善男信女家�不�，所以�便�行了�个法会来

念�超度��，使��能往生仙界花�，使�宅�旺。�道�从

早到傍������得以往生花�或仙界。�文有：太上三元解

冤妙�。太乙拔度血湖宝�。血湖�灯拔度�。太上�度血湖真

�及斛食�度幽科。���在�道�的��声中，走�金��，

往生花�仙界，逍遥快�。法会���束。

以竹子制作�独一无二的“�花清香平安�”

�山��香�全体��于吉打州峨 斗母�前合影

�福�大伯公��会理事与�林百列集
�区国会��王世�医生(左六)合影。

��超度法会��

27

�
城
道
教

IFC_IBC.indd   27 10/21/11   3:33:52 PM



Published by Taoist Federation (Singapore)    新加坡道教�会出版（非�品）

�
城
道
教

道

总

动

态

�添来主席���香�向九皇大帝行礼。

后港斗母�参加�来西�斗母�九皇大帝�会成立第九周年�念

新加坡佛教�会��塞�

2551�塞�盛会

参与阿弥陀佛佛教中心��塞�祈祷活�

由新加坡佛教�会主�的�塞��典活�于5月26至27日在�安城广��行。此次活�主�是“心�奉献

2007�宗教和����”，藉此次的活�来呼吁社会各��的人士��慈悲及�心，将信念���行�。

�活�主持�幕�式的是黄根成副�理兼内政部�，他在献�上表示，�一名新加坡人都����和主�的了

解其他族群的文化�俗和宗教礼�，以便加深自己在�方面的了解及包容。因��族及宗教和�不能�凭社区和宗

教�袖来扮演，�一个新加坡人都有�个�任及��来共同��新加坡和�

社会。由学校、社区、宗教共同完成的53根和�柱，��了各�行善的故事并

以文字、�画、照片并点�了象征和�的�花。53根花瓣型的柱子�合成一个

巨型�花。“心�奉献2007�宗教和����”活��包括宗教和�美味素食

展、宗教和�祈福典礼、慈�无限大�演。新加坡道教�会也是�2006年参与

了百万�花��后再次参与�个盛会。当天出席者�包括新加坡宗教��会宗

教�袖及代表，道教�会�添来会�也出席了�个�幕�式。韭菜芭城隍�及

三清��助了宗教和�美食�位。

此次的活��得全国�族与宗教和���委�会、人民�会以及社区�展

理事会、新加坡宗教��会、新加坡�教�会等鼎力�助。

2007年6月2日，在�添来PBM主席的��下，“九皇�”�香�赴�来西�出

席吉打峨 斗母�九皇大帝��第十任掌���，承��来西�斗母�九皇大帝�

会成立第九周年�念��素宴。�也是后港斗母��2005年再次参加�个盛会。

�添来表示，新、��国相�遥�，但是由于

九皇大帝道法无�，源�流�，�我�集�在九皇

大帝的�下，共同���九皇大帝信仰文化、促

�新�各���善与��、敬神礼念��一�！

�来西�斗母�九皇大帝�会自成立以来，成功

��各地�友，促��系，出版“斗�”提升信

仰文化水准，�在已��展成�一个很有��化

的全国性宗教�合�体，成就�煌！各地��更

秉持救世�人的精神，��支持社会公益活�，并在社群推展多���惠及其他

族群和宗教信徒，�可加�社会的凝聚力，也是促�不同宗教�的了解，�是�得我�学�的典范。�次随行的包

括�源�副主席、��泉副��、及 菜芭城隍�理事及�女�等。

2551�塞�盛会在5月27至31日在���路�行。自2002年�始，新加坡

佛教居士林、印度教基金会管理局、新加坡��文化�会、小印度商店�合会、

及新加坡回教�教�会及新加坡道教�会都会携手共同�祝�塞��个盛大的活

�，�一年的�塞�都是一个跨�族及宗教的活�。27日��的�幕�式敦�到

�丹���下前来主持。�会上由各大宗教共同呈献一�串的文化表演，道教�

会会��大士伯公�道��唱���来了一�精彩的唱�曲目。本次活�也�

S.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dowment Fund�集了63万

元的活�基金。

��五天的活�，�包括�心捐血、�塞�文化表演、英��示佛理�座、

初院��会、淡米��示佛法�座等。佛祖献�花灯和悉�多法王子浴佛�式。

5月30日，下午7�整，阿弥陀佛佛教中心��的��塞�活�，点亮了万�

的灯�。主�方邀�新加坡宗教��会(IRO)的宗教�前来祈祷。当天�上主

持亮灯�式的是�作��政夫人及阿裕尼集�区国会���木光先生。当�

作��政夫人按下����，万�的灯�照亮了整个夜空，也��塞�的�

典拉�序幕！道教�会高��道�与各大宗教�体的宗教�共同��祈祷，

祈求�族及宗教和�。新加坡宗教�会代表与�作��政夫人及阿
裕尼集�区国会���木光先生合影。

九皇大帝至高无上的��宝物-金�。

新加坡道教�会青年�与其他宗教的青
年�袖在和�柱前合影。

大士伯公�道��唱��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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