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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元�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

社会，因此，�了社会的�定，国家的�展，�

�的繁�，人民的幸福，�族之�和宗教之�的

相互�通和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和�共

�，互信互助的基�上，才能携手前�，���

国家的前途和同胞的利益�造更好的明天。�

得�幸的是，我国各大宗教都深切的了解到�一

点，早在1949年的�候，七大宗教便�合成立

了“新加坡宗教��会”(Singapore Inter-Religious 

Organisation)。1996年起，接受了道教徒和巴哈伊

教徒的加入，�大�九大宗教交流的平台(目前�

至十个宗教信仰)，各宗教�袖和�体，常常参加

彼此的�典和活�，逐�地，大家在一起��活

�，而且越�越好，�得有声有色。最令人�忘

的一大盛事是：在佛教居士林李木源林�的�起

下，九大宗教�合�行我国空前的“跨世�和平

祈祷大会”，从1999年 12月31日傍�至2000年

1月1日上午，�夜�流接力��12个小�，�世

界人民祈福，不休不倦，令人感�。数千名参与

大会的各宗教信徒，心和心有了零接触，相信那

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之一。

本期刊出的多篇文章和�道，一再体�国人

珍惜不同�族和不同宗教共生共�的成果。正如

《道��》第六十四章云：“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之台，起于累土”， �是�多先�和

�人努力不懈地栽�筑台，成果得来不易，�我

�在既有的基�上，加深和加广合作，��木成

�，�高台�立。

我�也要用同�的�来自勉。�本季刊自

2005年�刊以来，已届3年，共出版了12期。《

�城道教》在新加坡道教�会的会�和��室同

仁的辛勤工作下，在国内外道教界人士和各国学

者的支持与��下萌芽��，�我�在学�中�

�，一路上不寂寞、也不彷徨，�是我�要��

致�的。回��去，我�不敢�是取得多大的成

�，但12期�在一起，�能�成个�子，尚能自

我告慰一番。自我告慰�后，����、思索、

商�，我�将从下一期起做一些�更，从封面到

内�，从��到内容，方方面面都可以改，以期

��者和道教做出更好的服�。

�者需要怎�的服�，�者最清楚，没有了

�者，�刊物等于是空��源，失去了意�，因

此，我�十分重��者的意�和建�。我�衷心

的期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想到什�，

要怎�的刊物和内容，即刻提�写来，打���

送个��来，拿起��来，告�我�，和我��

�，�忙我���把《�城道教》�得更好，�

也将��我的人生留下美好的回�。

人生会有几�美好的回�？先在此作揖，向

大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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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山与江西�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山并

称�中国道教四大�地。

�云山是在中国安微省内，位于黄山脚下，由�

云、白岳、�山、万寿等9座山峰�成，�景区面�

110平方公里。因峰�常有云�弥漫，一天白色，古

称白岳。�史上黄山白岳并称，故有“黄山白岳甲江

南”， “新安多佳山，而�云岩与黄山�最，黄山白

岳相�，�看从来无��”等佳句的��。

明朝嘉靖年�，世宗因年�三十无皇子，便命�虎

山�天�在白岳�其求子，�果得到��。明世宗非常

高�，因�其“一石插天，直入云端，与碧云�”，就

更名� “�云山”。�云山又被称�“福寿山”，�是

因�道教把名山中仙人所居�地称�福地的�故。

神秘玄奥的道教文化、流光溢彩的丹霞地貌、琳琅

�目的摩崖石刻、��清�的湖光山色和秀美自然的田

��光，使�云山在中国�多景区中独�一格。��从

��的角度出�，坐��些“��文章，形���”的

美好景色便是莫大的福分。

�云山是中国国家��景名�区和国家森林公�，

景点集中，气候温和�合四季游�。�云山有月�街、

云岩湖、楼

上楼等游�

区。全山有

� 、 殿 、

院、�、�

等108�，

道�27�，

道房12家。

�云山的道

教�画、摩

崖石刻和碑

刻 数 以 千

�，几乎峰

峰有��、洞洞有刻�，清代乾隆皇帝��之余，�

誉�“天下无双�境，江南第一名山”。

�云山地��成���砂岩，赤如朱砂，�若�

霞，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境内峰�四起，峭壁�

■夏涛

立，�云、流泉、云海，四��幻，��多姿。山中

36奇峰，峰峰入画，72怪岩，岩岩皆景，洞、�、池、

泉遍布其�。山奇、水秀、岩怪、洞幽。

�云山�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太��，�里有栩栩

如生的道教鼻祖老子天然神像，�里�有世界上�模最

大的天�岩、上古�期的恐�足印化石，以及美�美�

的道教建筑��。尤其是，新近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文

物、堪称“江南之最”的千余�石刻碑文，以从容舒

�、疾徐有致的�奏，所表�出的�烈的人文意�和�

烈的��氛�，�予人�一�接近生命本真的快�。

民�的��
民��于“�云山”名字的来�有�一��法。

��真武太子在武当山修�后，不太�易�山云

游。他的朋友“地藏王菩�”此�已在安徽九�山�始

弘法。�了与真武研�修�，菩�入定遥感，向湖北武

当山�出邀�。真武于是�起祥云前往安徽。二仙�面

后，同往白岳游�。真武走上白岳��，不禁�奇峰、

秀岩及�多各具特色的泉、池、潭、瀑的景致所吸引。

地藏王笑着�道：“此山�不及武当仙山雄�壮�，但

山中峰�景致，鬼斧神工，自然而成，�与武当暗合，

人称‘江南小武当’。不妨将此作�行��墅，�我也

好常相�桓，研�佛道玄旨。若能�允，不妨�此山�

�一名以��念。”真武稽首�允道：“承菩�善意，

敢不�命。”他略一思索便道：“我�此山主峰，一石

插天，直入云端，与碧云�，就�之‘�云’�。”

�云山是一座仙山，自古就有人在此修�成仙。唐

朝末年，有道士�栖霞云游来到了�云山，�居在天�

岩，辟谷修真，后羽化�仙。唐朝大�人，号称“�

仙”的李白有�句“十五����丹，二十�丹丘白

岳”，其中的丹丘子是一位道士，也是李白的好友。李

白�丹丘子和白岳，自然与修�有�。或�丹丘子也曾

在白岳修行�。悠悠千年，�云山的山岩下、幽洞中多

�云山峰�常有云�弥漫，
一天白色，古称白岳。

�妙之�。
利用天然岩洞建成
的洞府玉虚�。

真仙洞府的�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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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壁上的“天�神秀” 四个大字，
�真仙洞府的�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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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人清修，可惜在史�中留有��的并不多。

��大概在南宋�，白�仙子引百��泥，塑成了

玄帝即真武大帝神像。真武大帝在本像成后，又托梦�

道士天谷子余道元，命他装�金身，�建真武祠。《�

云山志》���，自真武祠�立后，四�百姓遇旱�、

蝗�，或求子去病的，凡来�云的无不有求必�，自此

�云山成�一方道教�地。到了明朝，�云山道教活�

日��盛。山中道士常往武当山��求学，因此�云山

的��建筑、道�道制，多�效武当。

明代，武当山道教已深入�云山。一方面，相��

三�受真武大帝点化，曾于嘉靖年�到�云山�教，住

在半山上的一小屋中，仙逝后他的徒弟将其肉身藏入一 

岩洞，尊称“肉身洞”，洞前筑有�殿，至今仍存，殿

后洞口刻有“真身内藏”几个大字。其后世弟子中无心

道人比�有名。据他�，�三�已�成了超凡入�，数

次死而�活只是神游的表�，��就可以解�他羽化后

又有很多人在峨眉山看�他的�法了。�一方面，�天

�在�云山�嘉靖皇帝求子十分��，故皇帝命其居住

在�云山�道。到万�年�，�云山盛�一�，有“玄

帝香火，在均州曰武当，在徽州曰�云”之�。清末，

因���，�云山的道教�展受到很大的影�。

��佳景留仙迹
从�云山山脚下向上攀登，��登封古�后，最先

到�的是望仙台。从其名字就可以大概猜出�是一个�

望仙人点化的地方。��1600多年前，在洞天福地修道

的�乙道人在此�受�拐李点化，�升成仙。其徒弟布

根因六根未�，眼�着�父与�拐李�升而去，空中只

留有李仙的余音：“布根布根，六根未�，�利忘�，

求仙�成，�再修九九八十一年�！”布根�然后悔但

已�太�了。不�他�着李仙的�，常常在此站立久

望，年深日久竟成立石，原先的名字“冷水亭”也就

改作“望仙亭”了。后来人�又改称“望仙台”，并造

了望仙亭，亭中有明�立的碑，上刻“�云�南天，�

星拱北�”。

望仙台的西北方就是洞天福地祠，又称桃源洞天，

祠由明代�三��建，今已不存，内有明代所建的八卦

池、��仙墓、仙人床及�、�、殿祠�址。不��即

是栖真岩、忠烈岩和寿字岩。栖真岩据�是�云山最早

的道士唐朝栖霞真人修行之地，忠烈岩是祭祀�公的地

方。而寿字岩的“寿”字是清代慈禧所写，�个巨大

的“寿”字，直径�230厘米。寿字崖之后便�一个�

敞的石洞，游人可以通�，�属天工所造，�“崖下

窟窿”，称之�一天�，�内摩崖石刻和碑�，数目

很多，琳琅�目，�“白岳碑林”。

洞天福地往北就是真仙洞府，指的是在数百丈高的

�崖底部的五个洞穴，都曾�是仙人居住之所。以前修

行的道士就居在洞中。它是�云山�景精粹之一。�些

洞依次�：八仙洞，供奉的是道教的八仙；�通洞，供

奉的是南海�音；��洞，供奉真武帝君，�旁有十

八��；雨君洞供奉�王；文昌洞供奉文曲星。从�

云山真仙洞府中可以感受到�厚的儒、道、佛并存的

气息。真仙洞府崖壁上有很多摩崖石刻，其中最�醒

目的是崖壁上的“天�神秀” 四个大字，�真仙洞府

的�著�志。

从真仙洞府再往北行，�二天�和三天�，便来到

了月�街。月�街原�道家�武�丹的地方，��道

人、山民居住。街上的��以玄天太素�最�雄�。它

坐南朝北，背倚着玉屏、��、西鼓三峰，前面�孤峰

卓立、清秀挺拔的香炉峰，�然天�地成的�、鼓、香

炉，�然天成。位于月�街�生楼下的小�天，是一个

葫芦形岩洞。“�天”在道教中是仙境的意思。据�，

�史上很多道士在此�升成仙。

香炉峰在月�街太素�前，山峰独立挺拔，形似香

炉。此峰底座小而�健，炉身粗壮，�端与底座大小几

乎相同，���上的�亭，香炉当初是朱元璋所�，可

惜�亭和香炉1985年大����被�，�在的�亭系

1983年重建的，�当雨后初晴，云��渺之�，香炉峰

或�或�，有��其

妙曰：“山作香炉云

作烟，嵯峨玉��千

年”。

小�天西北方是

位于紫霄崖下、利用

天然岩洞建成的洞

府玉虚�，由“太

乙真��”、“五

虚�”、“治世仁

威官”三个石坊�

成，石坊上刻有神

����案的浮雕。

内有壁画，�述了真武大帝成仙、降

魔的故事。此外，�有明代才子唐

寅撰写，戴��写的《紫霄�玄帝

碑�》，碑高7.34米，� 1.40米，

�江南罕�。

�云山�部的仙迹主要有楼上

楼、�天�蚣、�音洞、仙人花�、

棋�石、一�天地等。 

�代文人墨客，如李白、朱熹、

海瑞、唐寅、戚�光、徐霞客、袁枚

和郁�夫等都登���云山，并留下

了�多�美的�句。元代著名学者、

�人�玉的《白岳》一�堪�代表：

名冠江南第一山，花冲故�石��；

重重烟�霓云里，簇簇峰����。

�夜松声��梦，半�灯影伴人�；

忽��佩珊珊度，知是神仙月下�。

真仙洞府的�天�画。
香炉峰在月�街太素�前，山
峰独立挺拔，形似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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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寿字崖刻
的“寿”字，是清代
慈禧太后所写的。

真仙洞府都曾�是仙人居住
之所。以前修行的道士就居
在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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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人的民俗�念中，天�(也称天堂)是玉皇大

帝、王母娘娘以及�多高�神仙居住的地方，人

世�少数得道成仙、修行到家也能上天，而大多数人死

后�要去��生活。��也像人世�一�，有等�森�

的管理机�，隶属于玉皇大帝��。���念的�生和

形成主要来自道教。

其源�可以追溯到道教的前身——神仙家思想。如

英国著名学者李�瑟先生指出：“希�的��(欧洲所有

其他��都源于此)和中国的��巨大和根本的区�，在

于希�或西方的���有�金和�金的概念，而�寿或

�生不老的概念，或青春或永生的概念�只源于中国。

其�由可追溯到中国独特的�生不老的思想上，那�中

国没有‘�理�化’的概念。‘�理�化’�一��是

指人死后其�魂要受到�判，高尚者将升入�一世界的

��，并永居其�；而那些生前做�者将被�入地�，

并永�留在其中遭受��。但在公元前4世��衍�期

的中国社会尚没有��‘�理�化’的概念。那�普

遍��，所有的人死后都要降至黄泉之下，并永�居

住其中。‘黄泉’非常�似于希伯莱�的‘��’和

希��的‘地�’。……但是，假如��得做一些恰当

的事情，比如，�能在�当的瓶中找到�当的�丸，就

能免入黄泉而升至��世界……�言之，�将会成�一

个永�遨游于山水之�的成了仙的道士。�就是地仙，

即在地球上�生不老的情况。�一方面，�也可能�邀

成�天仙。”��追求肉体�生不老的愿望正是神仙家

特有的思想。中国的“��”�念就是在“黄泉”的基

�上�展起来的。

西�以后，“黄泉”逐�具体化到泰山，泰山成了

治鬼之府，�岳神成了冥司之主。��墓中出土的�

墓券中，常有“生人属西�安，死属太山”的文字。

《�俗通��正失》：“俗�：岱宗上有金�玉策，

能知人年寿修短。”《重修��集成》卷五《孝�援神

契》：“泰山一曰天�，言�天帝�也。主招人魂魄，

�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短。”至魏晋�期，已完

全�入道教系�之中。

“泰山主冥”的�念在魏晋六朝盛�一�，�岳神

作���之王的形象也越来越��。有子有女，而且有

一大群属下的官吏，一如��的官府。

隋唐以来，随着佛教力量的�大，�佛教中的地�

王——地藏王、��王的信仰逐�流��来，但始�

是“舶来品”，一方面�然��王的名字在老百姓中

�广�流�，但已与佛教有天壤之�，已完全中国化

了；而且，��王向无��，或寄身于�岳�，把他

看成是�岳大帝的属下；或寄身于城隍�，�于�中�

辟十王殿。�一方面，�岳神的�力非但没有削弱，反

而随着唐宋帝王加封��岳大帝，�宇遍及全国。明清

以后，�岳主冥和�王主冥二�信仰逐�合流，二位冥

王往往并存于�岳�中，而民���一直���岳大帝

是��王的上司。

��的官吏大都由道教的神�担任。它分�三个�

次：最高�是�岳大帝及其属吏，相�有七十六司(或�

七十二司)，如速�司、福寿司等，各司其�，相当于人

世�的中央政府；中�是城隍及其属吏，相当于省、市

��政府；最下�是土地及其属吏，相当于�、村�政

府。如�生案件，土地没有�案的�利，上�到城隍�

�理，而各地城隍�理的案子，最后都要��到�岳大

帝�。�完全是�照��而�建的一个管理体系。　

唐宋以后，���岳大帝作���之主的地位不

可��，但泰山作���所在的地位却逐�被�都所

代替。早期的��鬼都也和仙界中洞天福地一�，分

道教和民�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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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各�。由于��末年的正

一盟威道起源于四川，�都是

早期道教的��中心之一，

正一盟威道又俗称“五斗米

道”、“鬼道”，道中的巫�

称“鬼吏”，于是原先作�北

方鬼都的�都名气�大。陶弘

景《真�位��》将北方鬼帝

�衡、�云���都北�大

帝，列于第七�神仙中位，又

由于《西游�》、《�馗�》等神魔小�的�染，�

都逐�成了中国唯一的鬼都。自宋以来，�代在此按

�曹地府的�想，修建了一整套建筑，使鬼城更加名

府其�。如其中有“奈何�”，此��窄，相��人鬼

魂�此会堕入河中，被�鬼毒虫所食；生前�善者�此

�，�可�利通�，再投生�人。�下�有一池，称血

河池。旧�一些善男信女到�前�香化�、施舍�物，

以求死后神佛保佑��。有“鬼��”，从玉皇殿上行

有一座漆�山�，血�般的横�上有“鬼��”三个大

字。��人死后到鬼国，必����座森�的�口。

有“五云洞”，在二仙楼��，深不�底。��是�

�生�丹之井，又�是�曹地府的入口。旧�，香客

常将燃着的���入洞中，寒�瑟瑟，���旋而下，

��有声，�是“群鬼��”。�有“登天梯”、“望

�台”、“��台”、“十王殿”、“十八�地�塑

像”等等。

在中国的���念中，十八�地�和十殿�王的�

法也很流行。十八�地�或十殿�王的概念�然源于佛

教，但从十殿�王的名字到�殿的��都已完全是道教

的内容。在�都以及不少�岳�中都塑十八�地�和十

殿�王的造型。如山西蒲�柏山�岳�中十八�地�全

都建在地下，由十五孔窟洞�成(其中三孔�洞各分��

�)，内塑五岳大帝、十殿�君和六曹判官等，�外�塑

有各�鬼吏和刀山、油�、碾磨、�解等群像，��一

百二十余�(个)。

隋唐以后，受中国��“至忠至孝之人，命�皆

�地下主者”�念的影�，民�广泛流行着某些�正

之人死后�冥王的�法，城隍、土地是如此，�佛教

中�生制的地域之王——��王到了中国后也是�常

更�的。相�最早的是�擒虎，�于《隋���擒虎

�》，其后有北宋名相寇准、北宋名臣范仲淹，最著

名的是北宋大臣包拯。

摘自史孝�、�仲宇主�《道教�俗�》，上海：上海

辞�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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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香港�湾�玄学院道旗招展、道��

�，一千二百位神明乘着秋日金�，降�在大帽山。道

教最盛大的科�，�期12天的“太上金 �天大�”�

�大典隆重�行。�是�南�地区��的最具�模的祈

福��，也是香港有史以来��的最大�模的道教活

�。中国国家宗教事�局副局����、中国道教�会

会�任法融、香港民政事�局局�曾�成、中国中央�

港���公室主任高祀仁、香港道教�合会主席��奇

等出席���式。来自中国广�、湖北、四川�省和香

港、澳�、台湾等地区以及新加坡、英国、加拿大、泰

国、印尼等国家共千余名道�和嘉�参加了此次香港道

教界空前的活�。

此次�天大�的���“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

安、消�解厄、���利��祝香港回�10周年安定繁

�社会和�太上金 �天大�”，由香港道教�合会主

�，在�玄学院借出的后山福地�辟法�，架建玄�，

一�十二昼夜，虔修功���，普利冥�。受邀承�的

道教��一共37家，包括香港蓬瀛仙�、香港�玄学院

以及广�紫云�、北京白云�和海外各地的��。

新加坡道教�会、道教新加坡青松�和新加坡�当

�的���参加了�次的大会，承�演法。

香港�次的�天��以道教��科范�基�，特�

是宋朝古籍���的要求，再�合广�及香港��的�

�。其次，有���的��与布置，也参考大量的古代

道教典籍�料，配合香港的本土宗教特色。在��的布

置方面，均按古�所�一一完成。天幡、符幡、二十八

星宿旗、五岳旗、法灯的�挂，四方�法、�旗、太�

旗的�立，都�人��。�会的科�，内容涵盖了道教

的主要科范�式。因此，到了�天大�的��，有如游

�于道教文化之中。

�次�天��山�水秀，坐北向南，占地三十多万

平方英尺，是理想的建��地。所���以元始虚皇�

�基�，分内、中外三�。都�，�意�虚皇�的内

�；祭�，�意�虚皇�的中�；整个�天大�的�

�，�意�虚皇�的外�。内�以上方都�三清殿�

首，主奉道教最高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宝天尊

及太清道�天尊。

此外，�、南、西、北及下方，分�五�，配合

上方(都�)，合�六合�，�天�大�“天一生水，地

六成形”之数。

�方�玉皇殿，又称覃恩�福�，主奉昊天至尊玉

皇大天尊；南方�天�殿，又称除病消��，主奉�道

■林益�

世界道教盛事
   太上金 �天大�
               在香港�行

世界道教盛事
   太上金 �天大�
               在香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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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祖天�；西方���殿，名�罪解厄�，主奉��

�祖孚佑帝君；北方�元辰殿，名保命延寿�，主奉

先天斗姥元君；下方�三官殿，名�国佑民�，主奉

三元三品三官大帝。

�在内�牌楼前亦��官殿，主奉���法王�

官。又在外�右方分�青玄�及���，前者主奉太

乙救苦天尊，超荐寒林，后者供奉�家�佛和儒家�

�，方便佛儒�教参与，共修善功。

除上述各�外，亦�有“静默堂”，即“静

室”，供奉����之祖�神像。法���前后，

必�自“静默堂”出入。

�有一�名“�郭”：“�”是作�料的干

草，“郭”是外城的意思。�郭，就是在�的外�，以

干草建成的地方。按古���，�郭安在��幽��，

用以召放幽魂。

�配合�天大�，一系列�富多彩的道教文化展示

活�也在香港���行：

今年5月至10月，�行了17�道教�生�座，邀�

多名道�和学者，就各�生学��各�表高�。

2007年11月20日上午，道教文化�料�(以下�

称“�料�”)于香港蓬瀛仙��行全体委�会�。�

得8年前，蓬瀛仙�在上海召�了�料�的��会�，

目的是要�用�代科技�外弘�正�道教文化，�正坊

��道教的�解，以�到宣道弘教的宗旨。

�料�集中了一批当今道教研究成果斐然的中国以

及海外学者，花�大量的心力，��和撰写道教文献及

��，并向中、港、台及新加坡等地的道�和道教��

征求�料文物，以互�网形式用�文繁体、�文�体与

英文等三个版本�外�播。

自1999年�网以来，��者与日��，�在已成

�世界各地道教研究者，大�院校最重要的学��料

参考源泉之一。

蓬瀛仙�理事�李宏之道��：“8年内，科技�

展一日千里，内地的���展使互�网迅速普及，‘网

�’已�切切��走�普通民�的生�中。�在，道教

网站更可�百花�放。”

蓬瀛仙��在更�一���了“道教文化中心”，

以�一�理�料�、香港道��等�目的工作。李道�

�：“我�将加大投入弘道工作的力度，希望�料�

的工作能��往�来，取得更好的成�。”希望大家

在“中国道�任法融会��写的‘聚慧�’�个会�

�内，集中��的智慧，提出��的宝�意�，��

料�引路�航。”

相信��个道教网站相�相成，相映交�，能��

弘道宣教的事�添加�力，�一��足道教徒以及社会

各界在知�和学�等方面的需求。

道教文化�料�http://www.taoism.org.hk

道教文化中心http://www.daoinfo.org

道教文化�料�全体委�在会�
后合影。前排左四�香港蓬瀛仙
���李宏之先生，左五�台湾
指南�理事�高忠信先生，左六
�香港蓬瀛仙�永久��黎��
先生，左七��料����卿希
泰教授。新加坡的代表是后排右
一(�色上衣)林益�，右三(�色上
衣)�青云先生，�先生也在泰国
��推�道教的�展工作。

道教文化�料�
        全体委�会�
道教文化�料�
        全体委�会�

�天大���大典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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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到道教与中国��文化之�的�系�，��奇

�，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道教宣�敬天

法祖、教忠�孝，�人行善，都是中国��文化的反

映。中国��磨�却始�屹立在世界的�方，原因就

在于博大精深的��文化在�系。“因此，无�怎�

辛苦，都要�持�承中国的��文化，�我�而言，

就是要�承好道教文化。”此外，他��，道教�于

包容、和�的理念，都是非常符合社会要求的。在当今

�事��的情况下，弘�道教的�秀文化，�促�社会

和�与�展具有重要作用。他建�道教徒一定要��起

来，一起弘�道教，一起�国家作出�有的�献。��

奇�：“道教有很多�派，�一个�派都有自己特殊的

地方。但大家信仰的是同一个道祖，和�包容是道教的

��思想，有容乃大，道一�同，所以大家��以礼相

待，��才能取��短、共同��。道教与其他宗教的

�系是‘和而不同、求同存�’。”�此，香港道教�

合会决定，将�10年�行一次�天大��式。下一次的

�天大�盛典将于2017年��。

核心理念：敬天法祖
中国国家宗教局副局�����：“�天大�是道

教最大最神�的大典，它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从

事宗教工作��多年来，�是第一次参加�天大�。没

有香港道教界的努力，就不会有�次盛典的��。‘敬

天法祖、�天大�’是�次活�的口号，也是此次大典

的核心理念。�个理念非常有意�：敬天，体�出道

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的思想，�作今天

道教文化�料�
        全体委�会�
道教文化�料�
        全体委�会�

11月14日，�行新�《香港道堂科��史与�承》

�布会。本�撰稿人是黎志添博士、游子安博士、�真

博士、李家�、梁斯韵、黄敬安、�家�等。�是一部

全面和系�研究香港道堂科�渊源、�承和演�的重要

学��著，厚�337�。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耀庭教授�得好：“像��内容的�著，目前在中国和

国外都�没有�到�，因此，可以�，�部�著在�一

特定�域中�是第一部。”

道教界一年一度的盛事——道教音��演今年已

是第七届，此前分�在香港、台湾、北京、新加坡、

广州和四川�行，11月20日�天大���期�，第七

届道教音��演�武当武�表演在香港理工大学��

���。

由香港道教�合会主�、香港�玄学院�助的第四

届国�道教学�会�(�天大�)于11月22日至24日在香

港新界大埔露屏路香港教育学院��，来自世界各地的

170多位学者将��道教不同范畴�言并�行��。

11月24日(即��十月十五日下元�，亦�吉日)，

�天大��隆�香港道教�合会�会40周年�宴，�

此次�天大�的��成功�下美好的句点。

下一次在2017年
香港道脉�承多源自广�，��近百年的�承，如

今在香港得到�好的�展，尤其在香港回�之后，道教

教�与大�道教祖庭和���系加�、交流�繁、友�

日��密。成立于1967年的香港道教�合会，旨在��

和��香港道�教�，宣�教�及��宗教活�。

香港道教�合会主席��奇先生表示：“今年�逢

香港回�10周年，又是香港道教�合会成立40周年，我

�希望借此机会，�合所有道教徒，加�弘�道教文

化。同�向香港市民、向世界各地介�道教文化，宣�

香港道教�状，也希望通�此次活�，上天能真正�福

�香港，�福�中国，�福�世界人民。”

年�学生也到��
来了解�天大�的
内容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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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就是‘以人�本’。法祖，就是

要慎�追�、就是要明�，把中�民族的

血脉代代相�下去，把几千年的中�文明

��光大。”

台湾《道教月刊》社��弘�

�：“香港的道教�境很好，�展得也非

常好。台湾道教与香港道教的最大不同在

于��方面。香港道教的��模式非常先

�，而且很成功。香港的道教�体都在�

�参与社会事�，从事很多社会慈善工

作，包括���老院、�学校等，�道教

在香港深入民心，不��大地�大道教在

社会上的影�，而且�充�了道教�体的

力量。本次‘�天大�’是近几十年来第

四次���模如此宏大的活�，非常重

要，也很有意�。”

(�者按：采�人物文稿�用自《中国民族

�》，特此致�)

今
年在香港�行的“第七届道教音��演”，共有十二

个道��体参加演出，新加坡道��是其中之一，也

是从第一届起就参与其盛的道��体之一。

新加坡道��由新加坡 菜芭城隍���，成立于

2001年，原名 菜芭城隍�道��。2003年正式注册后，

更名�新加坡道��。

新加坡道���次演出的�目是：�号韵(一)称�“太

乙救苦天尊”，以及�号韵(二)称�“福生无量天尊”。此

二韵的作曲者是��音���、中国音�学院教授、笙演奏

家�之良先生，科��������黄信成道�。

称�祖��号是道教祈福与度亡法事科�中的重要内容

之一，也是道教徒日常修行的重要法�之一。称�“太乙救

苦天尊”�号，太乙救苦天尊将�声赴感，慈悲救度亡者�

魂升天，同�保佑生者�危�安，遇�呈祥。称�“福生无

量天尊”�号，�是祈求神明恩覃三界，福佑�生，以使天

下太平，法界安和。

“�天大�”是大型的道教科�，“�天”指的是道

�所�“三十六天”中位置最高的“大�天”，�降神�

甚多，�����，科目�富，参与��道士�亦�，可

��会�格之高，�模之大。

据�史��，最早一次的�天大�是在唐朝�行。唐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当�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唐�宗在

�安大明�内修建了“河��天大�”。

宋朝�，因�皇帝崇奉道教，道教�展非常迅速，�

定了如天��、先天�、三元�等八个国家�日�行道教

��。宋真宗命大臣王�若�定《�天�位》九卷和《�

天科�集成》一卷，合称《�天科�品位》十卷，可惜�

已失�。

王�若��有《翊�保�真君�》，�述了九���大

法，指出九���中，�天大�是唯一可以同�被朝廷、官

�和百姓三个社会��同�修建的国家科�。

南宋�，四川高道�元素��的《道�定制》，明�

列出�天大�一千二百分位的�号，成��天大��的重

要参考。

宋元�期�乱�繁，生��炭，�行�天大�特�多，

祈�神�保佑�生，也超度亡魂，安�人心。元朝泰定二年

(公元1325年)，皇帝�令正一道第三十九代天��嗣成和

玄教大宗��全�，在全真教的祖庭�春�(即今北京白云

�)�行�天大�，参与的道士千余，��了全真、正一、

玄教等不同道派合作�建�天大�的先河。

清朝及民国年�，都曾�行各�次�天大�。

近年来�建�天大�的��如下：

1980年 台湾高雄市�帝�

1984年 台湾台南市鹿耳�天后�

1993年 北京白云�

1998年 台北指南�

2001年 山西�山大��

�
天
大
�

第七届道教音��演

黄信成道�率�新加坡道��演出《�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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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福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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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至下)

新加坡十大宗教代表祈祷世界和平。

如朝旭�升，儿童的舞蹈�来和煦的光�。

仙�声中，武当山的武�表演当是万人�忘的�目。

(封面)

李���理是万人福宴的特�嘉�。

��文部�出席《九十春秋》新��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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