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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翰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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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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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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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中
国
和
国
际
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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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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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并
且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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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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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书
法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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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中
国
神
农
杯
、
王
羲
之
杯
和
法
国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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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棕
树
杯

等
中
获
奖
，
其
中
十
余
次
获
得
特
等
奖
和
一
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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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他
的
作
品
也
被
许
多

艺
术
部
门
和
重
要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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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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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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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门
城
楼
、
北
京
中
南
海
、
新
加
坡

三
清
宫
、
台
湾
中
山
纪
念
馆
和
美
国
赛
克
勒
美
术
馆
等
等
。
他
的
作
品
也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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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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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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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新
加
坡
三
清
宫
的
《
道
德
经
》
碑
、

山
西
五
台
山
、
成
都
青
羊
宫
以
及
福
建
东
岩
山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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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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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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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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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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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道
教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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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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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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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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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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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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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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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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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
并
且
在
法
国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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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
今
天
，
他
的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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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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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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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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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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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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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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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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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国
家
和
地
区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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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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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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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给

50
多
个
国
家
政
府
要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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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11月25日至26日，新加坡道教总

会会长陈添来BBM应邀出席“第三届国际道教论

坛”。参会期间，陈会长就新加坡道教的环保实践

发表了演讲。以下为陈添来会长的演讲全文。

新加坡占地面积仅有五百平方公里，却容纳了五百

三十多万人口。这个人口密度大，发展速度快的岛国；

拥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干净的地面和高水平的

公共卫生。新加坡政府和国民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政

府大力推广环保政策，国民积极实践环保措施。同样，

二十多年来，新加坡道教总会一直在努力配合政府，引

导民众，为新加坡的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新加坡人口数量庞大，族群结构多样，宗教环境多

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南

方省区的移民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安家落户。伴随着

移民的浪潮，道教也传入了新加坡。但各个籍贯的道士

所设立的道坛散落于新加坡的不同区域，并无统一的组

织。1979年，新加坡三清道教会成立，成为当地各道坛

主的联合组织。1990年，新加坡道教总会正式成立，为

大量华人民间宗教信仰提供了归属。 菜芭城隍庙在2003

年创办三清宫，成为新加坡第一座正规道教宫观。一直以

来，新加坡道教总会致力于倡导和推广道教文化，开办道

教活动，资助道教研究。在尊重民众习俗的基础上，道教

总会秉承老庄思想，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努力将道教活

尊重信仰 保护环境
——新加坡道教总会的环保实践

动和谐完美的融入新加坡社会。

一、道法自然——道教与生态保护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开始面临严峻的环境危

机：空气污染、物种灭绝、能源枯竭、人口膨胀等等。

尤其是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稍有不慎，

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灾害。人类，究竟如何与自然和

谐相处，成为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早在两千多年

前，老子已经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老子认为“道法自

然”1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

一致的：“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生而

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2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

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的。道生

化万物，而又使万物长养，但不去主宰他们，一切听其

自然。同时，老子主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

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

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

能成其大。”3自然乃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温暖与滋养众

生。庄子宣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4既然天地是

1. 老子著，陈鼓应注：《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
局，2009）页159。 
2. 老子著，陈鼓应注：《老子注释及评介》页254。。 
3. 老子著，陈鼓应注：《老子注释及评介》页194。

4.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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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父母；那么人类对待自然，也应该如同对待父母一

般。孝敬顺从父母是华族人的传统观念；面对自然，我们

也应该怀抱崇敬和感恩，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破坏生态

环境。后人继承老庄思想，不断追求与自然的和睦相处：

慎无烧山破石，延及草木。折华伤枝，实于市里，金

刃加之，茎根俱尽。其母则怒，上白于父，不惜人年。人

亦须草自给，但取枯落不滋者，是为顿常。天地生长，如

人欲活，何为自恣，延及后生。有知之人，可无犯禁。5

《太平经》以一个简单而思辨的故事告诉人们如何合

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人们可以采集草木作为燃料，但最好

是选取枯萎的草木，不要砍伐正在滋荣生长的草木。过

度的攫取将破坏环境，殃及后人。《老君百八十戒》规

定:“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

摘花草”；这与现代人提倡的保护植被非常相似。“不

得妄凿地毁山川”、“不得竭水泽”；这是要求保持水

土，防止生态灾难。“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6；这

就如同政府禁止企业向河流海洋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

这些戒律，和现代环保思想十分接近。保护生态环境是

道家一脉相承的理念。如今，我们的宗教活动也应该在

顺应自然，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展开。

二、尊重信仰——道教总会的宗教活动
新加坡族群多样，信仰多元。道教总会的成立并不是

为了限制新加坡的民间信仰，将其一元化。相反，道教总

会尊重不同族群的不同信仰，容纳多种神祗崇拜，开展各

式法会庆典。道总宫庙往往在重要神祗的圣诞组织庆祝活

动，如城隍显佑伯主圣诞、关帝圣君圣诞等等。在新年之

际，道总庙宇的资深道长率领信众拜太岁、接财神，并为

信众消灾祈福。平日，道总各庙宇宫观也为信善提供香烛

金纸，用以供奉神祗，祭祀祖先。同时，道总并不禁止民

间个人祭祀。农历七月中元节对新加坡华族民众意义重

大。中元节源自于道教，民间认为七月是祭祀亡亲、悼

念祖先的日子；民众同时以乐善好施的义举为孤魂超度。

二战之后，中元节在东南亚更受重视。除去各间庙宇组织

的大型法会之外，国人或是在家中叩拜祖先牌位；或是于

组屋周边的露天场所焚烧冥纸，寄托对祖先的哀思，请求

祖先的保佑；或是在组屋楼下插炷香绕圈，围筑福田，祈

求福祉。六七十年代以来，歌台表演也成为新加坡中元节

的重要庆祝方式。道总没有为中元节规定某种单一的祭祀

方式，也不拒绝各族群不同的祭祀活动。道教总会试图为

新加坡各族民众提供一片广阔宁静的精神家园，而非限制

各个族群的信仰自由。

然而，丰富多样的宗教活动可能带来环境污染。比

5.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下册，
页572。

6. 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二册，
页849-852。

如，大量的香烛燃烧，冥币焚化，会造成烟雾弥漫，空

气混浊；燃烧残留物会增加垃圾，破坏环境卫生。大型法

会、清醮活动中，一次性餐具的大量消耗甚至是浪费同样

为生态资源带来沉重负担。尽管如此，新加坡道教总会从

未以环保的名义阻断或是限制民众的宗教活动——禁止焚

香烧纸或是取消斋醮法会等等。当然，道总更不会为了追

逐经济利益而大肆鼓吹祭祀活动，贩售香烛冥币。在尊重

多元信仰的基础上，道总一直尝试不同环保措施，实践各

种环保方式，为保护生态坏境而不懈努力。

三、保护生态——道教总会的环保实践
(一) 有效管理及时清洁

新加坡民众信仰多元，道总庙宇时常主办各种大型活

动，如超度法会，升龛法会，老子诞辰庆祝，各间庙宇的

庙庆等等。这些活动场面盛大，人数众多；如果管理不

善，往往造成混乱和拥堵。但是，道总的各项庆典法会并

未给新加坡的城市运转带来沉重的负担。主办方有效的管

理与妥善的安排为维护环境卫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活动

之前，主办方要求出席者提前报名，以便统计人数，预留

足够的场地、通道乃至泊位。活动之中，主办方会派出专

人引导、安排出席者参加各项活动：由何处进入会场，在

何处供奉生果，何处焚香点烛，何处叩拜祈福等等；皆有

工作人员指导或是明确的多语言标志；保证各项法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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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定的日程中有序进行。活动之后，主办方当然会负责

清扫会场及周边区域，保持环境卫生。故而，大型宗教活

动基本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之类的社会环境问题，也没有造

成垃圾遍地之类的生态环境问题。

对于庙宇内的个人参拜活动，尤其是供奉香烛，焚烧

纸钱；道总庙宇往往进行统一的管理。以三清宫为例，庙

宇周围并无其他香烛贩售点，香烛金纸由三清宫统一提

供，方便信徒祭拜。三清宫的香烛金纸并不以盈利为目

的；更不会向信徒鼓吹，请得越多越好。供奉香烛的数

量多少全凭信徒自愿。三清宫给予信徒极大的信任，无

人值守时，由信徒自助投币，请香供奉。同时，三清宫为

信徒准备了专门的香炉、焚烧桶；并且每日清理，保持卫

生。故而庙宇内不会出现烟霾笼罩，香灰遍地的情况。

总而言之，在道总庙宇的有效管理之下，丰富多彩

的宗教活动和谐自然的融入新加坡社会，成为城市文化

的亮点而非负担。

(二) 文明祭祀 提倡环保

对于新加坡民众的个人露天祭拜活动，道教总会也非

常关注。首先，道总提倡民众谨慎焚烧香烛冥纸。当今社

会，消费主义风靡，现代人不断追求物质的数量，造成很

多浪费行为。这样的消费主义也延伸到宗教领域，人们常

常认为，花越多的钱，请越多的香烛冥纸焚烧，就能得到

越多的保佑和福祉。对此，道总多年来一直建议信徒理性

消费，呼吁民众祭拜时尽量减少香烛金纸的焚烧数量。

我曾经在光明日报的采访中提到，如果情况允许，应该

让香料、冥纸烧完，不过如果环境有限制，点燃冥纸表

心意就好，心诚则灵7。我会青年团的庄光栋道长在联合

早报的采访中也表示，并非多烧金纸才会得到神明更多

的庇佑，这样做反而只会造成环境污染8。“七月习俗并

没有规定信徒们焚烧冥纸的数量，最重要的是信徒有心

意。”9另外，考虑到新加坡周边国家每年焚烧树林、桔

梗和火山喷发造成的烟霾，道总还与新加坡佛教总会、阿

南达弥提雅拉玛泰佛寺共同发函，劝请民众应尽量减少焚

烧冥纸和香烛，以避免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其次，道总

努力通过各种传媒渠道，指导民众正确、安全的焚烧香烛

冥纸。上图为道总在《狮城道教》杂志上以图文结合的形

式呼吁信众谨慎焚烧香烛。同时，在本地主流媒体和网路

上，如联合早报、facebook，道总也做出了相应的宣传。

道总鼓励信众在焚烧香烛和冥纸时，使用市镇会提供的焚

烧桶或自备容器，不要直接在草地或是空地上焚烧冥纸，

以避免发生火患、破坏公物，或是造成其他居民的不便。

道总提醒信徒不要在无人看顾的情况下焚烧冥纸或将易燃

品(如：火柴、打火机或烟蒂等)丢入焚烧桶。另外，道总

7. 新加坡《光明日报》03-04-2011 
8. 新加坡《联合早报》09-02-2014 
9. 新加坡《我报》08-08-2013 

建议居民不要漫天抛撒纸钱。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有越来

越多信徒撒冥纸的趋势。道教传统并没有这样的做法，我

们相信一些信徒是在观赏海外电视剧时，看到撒冥纸的画

面才这么做，并引起其他信徒有样学样。10故而道总特别

提醒信徒们，不要把冥纸抛向高空，撒满一地；以免焚烧

物过度扩散，影响环境卫生。

再者，道总还与佛教总会等宗教组织共同向新加坡环

境局提出建议，要求环境局重新设计焚烧桶，让民众可以

更快、更干净的焚烧冥纸。许多信徒和组织近几年纷纷表

示，希望能改善公共焚烧桶的设计。目前使用的焚烧桶，

开口不够大，每次只能让一户人家或几个人一起使用。另

外，焚烧桶是长筒形的，当信徒把大量冥纸丢进桶里，桶

内会因氧气不足而排出大量的白烟。桶内火势不够旺，燃

烧的过程较慢，排烟量也较多。一些居民或许是因为这样

才会随地焚烧冥纸。11道教总会、佛教总会等宗教组织共

同讨论后认为，新的焚烧炉应该是长形的，可以让至少两

三组人同时使用，焚烧炉的设计也应该更透气，冥纸才能

更快更充分的燃烧。目前，改良焚烧桶的请求已经得到了

政府的回应，当局建议我们与理工学院的学生合作，设

计新的焚烧桶；方便民众祭拜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三) 敞开怀抱 接纳新知

道教总会在劝导信众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会广泛接纳

其他宗教或是非宗教组织带来的环保信息。回教青年专业

人士协会(Young Association of Muslim Professionals，

简称Young AMP)和倡导环保的FirstFern培训与咨询公司

创办人法尔荷(Farheen Mukri)联合编撰了一本实用性极

强的环保指南。环保指南除了介绍各宗教对大自然和环保

的看法之外，还提供一份了测量环保程度的检查清单，让

宗教机构或团体检视各自在节省能源、纸张和净水等方面

的效益，从而了解其环保程度及有待改进之处。道总积极

实践并且大力推广环保指南中的内容。根据环保指南的提

示，道总在举办活动时尽量精确统计出席人数，根据人数

合理控制食物和餐具的数量，减少浪费；同时使用以环保

材料制成的碗碟。道教提倡简朴节约的价值观，其实和环

保所倡导的原则非常相似。道教总会鼓励信徒把节省变成

一种习惯，不仅在宗教活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贯彻节约

资源的环保理念。

四、总结
近年来，在尊重国民多元信仰的基础上，新加坡道教

总会一直致力于倡导、推广环保理念，实践环保措施。今

后我们将引进先进的科技手段减少污染，利用便捷的传媒

方式宣传环保。我们坚信，新加坡道教总会将为生态环保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10. 同上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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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历来注重保护自然环境、维护

生态和谐，有着“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等宝贵理念及成功实践。新加坡

是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与生态国

家，保护生态环境是所有组织与个人的

责任与义务。作为新加坡的一员，三清

宫一方面积极宣传道教的生态智慧，另

一方面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

行的环保措施。

2014年10月，三清宫正式启用从台

湾引进的一台环保烧金炉。该烧金炉具有节能减炭的功

能，共耗资十万。这是三清宫为保护环境、更好地服务

三清宫启用新型
环保烧金炉

善信而做的最新举措。该烧金炉由大东建炉公司制造，结

构体由不锈钢及耐火材料构成，表面涂有耐热材料，可使

用20年以上。作为符合世界环保潮流的产品，它采用了全

自动吸金设计、干式集尘系统、堆累式设计及全自动温度

变频操作设计，能够高效快速的烧化金纸，将灰烬锁定在

炉内，既可以避免烟尘排放、水污染及管壁堵塞等问题，

还可以充分节约空间和电能。此外，该烧金炉还设置有超

温警报系统，能够防止金纸投入过量。数个月来的实践证

明，该款环保烧金炉安全实用，高效节能，既能充分满足

善信的使用需要，又可以起到多重环保效果。

三清宫还计划进一步宣传和推广环保烧金炉，以期

减缓祭拜时的焚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新加坡道教总会

会长陈添来BBM对此项倡议极为支持，将通过道教总会

来促进它的实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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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2日，为庆祝晋宫二十三周

年，淡滨尼联合宫隆重举行千人联欢晚宴。副

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先

生应邀出席了盛会。淡滨尼联合宫名誉顾问淡

滨尼集选区国会议员马炎庆先生是大会贵宾。

当晚，淡滨尼联合宫亦举行了《淡滨尼联合

宫崇奉诸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布仪式。

张志贤副总理、马炎庆议员及白沙榜鹅集选区国

会议员再纳先生共同为该文集揭幕。

淡滨尼联合宫隆重庆祝晋宫
二十三周年并举行新书发布仪式

广泽尊王原名郭忠福，生于中国后唐同光元年

(约公元923年)，于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8年)坐化成

神。圣王公神威显赫，保境佑民，被历代敕封，累封

至“威镇忠应孚惠威武英烈保安广泽尊王”。千百年

来，无数民众虔心供奉广泽尊王，而今以广泽尊王为主神的宫观业已遍布寰宇。据悉，

在新加坡便有多家供奉广泽尊王的宫观和家庙。

早在1903年，南安诗山凤山寺广泽尊王金身便曾莅临新加坡巡安。时隔百余年后，

广泽尊王金身再次来到狮城。2014年11月8日至22日，新加坡南安会馆隆重举办“新加

坡凤山文化节”，恭请中国福建南安诗山凤山寺广泽尊王金身莅临新加坡巡安。此次巡

安，旨在弘扬广泽尊王忠贞爱国、孝亲事老之精神，并赐福善信。

11月8日，广泽尊王金身抵新后，赴三清宫敬拜玉皇上帝。11月19日，海内外嘉宾

参拜广泽尊王，并在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的带领下，向

广泽尊王献礼。此次文化节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民众进一步了解了广泽尊王信

仰及水庙头凤山寺的历史。

南安会馆恭请中国福建南安诗山
凤山寺广泽尊王金身
莅临新加坡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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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菜市联合宫礼请资深道长，为2014年度光

明灯会员举行转运大法会，并向会员子女颁发奖助学金。人力

部部长暨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陈川仁准将作为主宾，应邀出席

了当天的典礼。

菜市联合宫是由福山亭、竹云宫及福灵宫联合组成的道

教宫庙，位于菜市巷门牌6号(6 Chai Chee Lane , Singapore 

469020)，于1995年2月28日正式落成。其中，福山亭奉祀主

神福德正神大伯公，竹云宫奉祀主神齐天大圣，福灵宫奉祀主

神北极玄天上帝。菜市联合宫的

建筑风格极富华族特色，颇为美

观。该宫位置适中，交通方便，

且三间宫庙都有较长的历史，是

以素来香火鼎盛，常年有大量善

信前来祈福。

菜市联合宫举行2014年度光明灯
会员转运大法会暨会员子女奖助学金颁发典礼

红山古庙真人宫在今年步入第102年，特于2014年12

月4日至12月9日，热烈庆祝“保生大帝、观音佛祖、萧府

王爷”千秋暨102周年庆典。庆典期间，真人宫举行了一

系列的祈福仪式。此外，庆委会还带领善信到13间供奉保

生大帝的宫庙敬香，设午宴款待红山区受邀的150名不同

种族和宗教的乐龄人士。

在今年的庆典上，真人宫正式启动了“重建庙宇，

筹募基金”的计划。据真人宫庆委会主席陈木生介绍，

真人宫庆祝保生大帝千秋
原有地契将于2017年约

满，得蒙总理公署兼文

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

部长暨拉丁马士单选区议员陈振泉先生的大力协助，地

契更新申请获相关部门批准，将续期到2047年。

真人宫计划于2016年展开重建计划，需要筹募大量资

金，恳请十方善信及各界人士鼎力支持，为道教文化的传

承及红山甘榜社区的和谐而尽一份力。为更加全面的筹集

基金，除去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外，真人宫也发

起了“你我30之约——2017”活动。该宫特动员弟子和善

信，发愿每月捐助30元。此举既能够众志成城，完成建庙

大业，也能够为自身和家人广种福田，积累功德。据悉，

此项活动已经得到了过百人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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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4日，台湾道教总庙三清宫主任委员陈

虞镒先生带领一众道侣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台湾道教

总庙三清宫位于宜兰县，依据传统道制而建立，建筑巍

峨壮美，有人间仙境之美誉。该宫多年来致力于弘扬正

统道教、复兴中华文化，大力倡办社会教化、推动公益

慈善、净化信众心灵，于弘道事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实为道门之表率。

新加坡道教总会对陈主委一行予以了热烈欢迎。道

教总会会长陈添来BBM特意指出：三清道祖是道教之最

高神祗，极道之尊，至尊至极。举凡道教宫观均在主殿

供奉三清祖师，但多有“三清殿”，而少有以“三清”

台湾道教总庙三清宫代表团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为名的宫观。台湾道教

总庙三清宫和新加坡道

教总会所在地三清宫即

是其中两所，尤显这次

相会之难得。双方就正

统道教的建设与传播进

行深入交流。而后，陈

添来会长和名誉会长胡

清山BBM(L)带领陈主委一行参观了三清宫、 菜芭城隍

庙及宏茂桥联合庙(金英堂、 林宫、龙山岩)等新加坡著

名宫观。

2014年10月16日，新到任的柯丽兰(Mary-

Gardner Coppola)女士专程前来参访新加坡道

教总会。柯丽兰女士现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政治处一等秘书(Political Unit Chief)。新加坡

道教总会青年团秘书长庄光栋道长热情接待了柯丽兰女士一行。

柯丽兰女士表示，她对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宗教和谐仰慕已久，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属

典范。她亦对道教文化非常感兴趣，也很想了解道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庄光栋道长向柯女

士致以了热烈欢迎，就道教的历史、道教在新加坡的传播、道教总会的活动等做了一一

介绍，特别分享了新加坡道教总会在维护和增进种族宗教团结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最后，庄道长带领柯女士一行参观了三清宫大罗宝殿等处，让他们对正统道教有了

进一步了解。

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柯丽兰女士
访问新加坡道教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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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5日至11月26日，陈

添来会长率领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团，

赴中国江西龙虎山出席“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此次国

际道教论坛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

主办，由国际道教论坛江西组委会具体承办，系全球道教

界的一大盛事，共吸引了25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及媒体人士。

本届论坛以“行道立德，济世利人”为主题，设

有“道教的诚信思想和慈爱精神”、“道教的生态智

慧”、“道教的养生之道”等三场分论坛。陈添来会长在

主论坛做了题为《尊重信仰，保护环境——新加坡道教总

陈添来会长率团出席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

会的环保实践》的报告。参会期间，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

们同世界各地的同道嘉宾就道教事业进行了广泛交流，均

深感获益良多。所有人一致认为，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既

是一场论道古今、学贯东西的人文盛会，也是一次启迪思

想、引发共鸣的心灵之旅。

论坛成果《龙虎山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当代道教的

理念共识与前进方向。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将为增进全人

类的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而国际道教论坛将在其中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4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

添来BBM率团赴高雄道德院、泸州护天宫地母庙、道教

总庙三清宫及泰国道教华光宝殿等知名道教宫观参访。

陈会长一行得到了各宫观的热烈欢迎。    

访问期间，陈会长先后同三清太乙大宗师翁太明道

长、李益义主委、陈虞镒主委、林施红霞会长等道教界

领袖进行了会谈，就发展道教事业与弘扬道教文化等事

宜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就协力推动道教发展达成

了共识。

访问高雄道德院时，恰逢武当玄天上帝巡境高雄，

驻跸道德院。11月2日至11月3日，高雄道德院和武当

山道教协会联合为“武当山玄天上帝600年神尊全台巡

境活动”共同总主办“为全世界大地众生消灾解厄化

煞化劫延年益寿祈安祈富祈福道德慈悲吉祥大法会”。

新加坡道教总会系大法会的主办单位之一。11月3日，

陈添来会长同翁太明宗师、李光富道长等道友一同关怀

低收入群体。

11月5日，陈添来会长联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

港、台湾及泰国的多间道教宫观代表，赴林府为“侨领

典范、道教荣光”林施红霞居士贺寿。林施红霞居士是

泰国道教华光宝殿等机构的永远创会总会长，多年来为

弘扬道教而不遗余力。

陈添来会长率团赴多地进行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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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大帝威灵显赫，庇佑家国，福臻万民。九皇信仰

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在东南亚有着广泛的信仰网络。每

年农历九月，各地信众必会举行隆重而庄严的典礼，来庆

祝九皇大帝诞辰。

在新加坡，九皇大帝更是深受民众崇信，有着以后港

斗母宫为代表的多间宫庙。作为本地最古老的九皇爷庙，

后港斗母宫自被新加坡道教总会接管以来，每年均会隆重

举行以道教仪式为主的九皇庆典，与国内供奉九皇大帝

的宫庙相互举行巡游和拜访。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形成

了以九皇庆典为纽带、覆盖全岛的九皇大帝信仰网络。

正是通过以九皇庆典为龙头的系列活动，九皇信仰愈发

深入人心，而后港斗母宫等供奉九皇大帝的庙宇亦焕发

新机，香火鼎盛。

甲午年农历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九(2014年9月24日—10

月2日)，九皇圣诞庆典如期举起，热闹非凡，精彩纷呈。

新加坡道教界隆重
庆祝九皇大帝圣诞

后港斗母宫、 水港斗母宫凤山寺、龙南殿等宫庙

分别组织了盛大的活动，包括恭迎圣驾、圣驾出

巡、祝寿祈福法会及各种慈善活动。其中， 水港

斗母宫凤山寺的庆祝活动于农历八月廿八(9月21日)

开始，共为期12天。

农历九月初九(10月2日)，狮城各道教宫庙恭送九皇

大帝回銮，计有数万名道教徒参与其盛。当晚，李显龙

李显龙总理和善信打招呼

李显龙总理夫妇莅临龙南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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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偕夫人何晶来到盛港西道的龙南殿欢送九皇爷，这

是他首次以总理身份出席九皇爷庆典。盛港西区议员蓝

彬明医生也参加了龙南殿的庆典。

后港斗母宫在榜鹅东海滩欢送九皇爷，整个场面热闹

非凡。大会贵宾为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

张志贤先生，国会议员杨木光、颜添宝及普杰立医生。在

祭祀典礼开始前，现场响起后港斗母宫赞颂九皇大帝的宫

歌，并燃放绚丽夺目的烟花，让氛围趋向高潮。恭送九皇

圣驾回銮的盛况在网上全程直播，这在全球尚属首次。

位于义顺的 水港斗母宫凤山寺在三巴旺海边恭送九

皇爷。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先生偕夫人来到忠邦联

合宫，并向10多名外交使节介绍恭送九皇爷回銮这个极富

当地特色的宗教传统。尚穆根先生是义顺集选区议员，他

自26年前负责忠邦区事务以来，只要人在国内，就一定会

出席忠邦区的九皇爷庆典。当晚，尚穆根部长与信徒一起

将载有九皇爷的纸船一步步推向海边。

甲午年的“九皇圣诞”在各道教宫庙、十方善信和

相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与无私奉献下，圆满落幕。相信它

将在狮城掀起新的热潮，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九皇信仰。张志贤副总理敬香

花车

尚穆根部长同信徒一起恭送九皇大帝回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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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是由“志播玄风于全球”的道教

一代宗师、道教香港青松观侯宝垣道长(1912—1999)所创

立。道教香港青松观创建于1950年，属于全真龙门派，源

自中国广州至宝慈善会。香港青松观最初建坛于九龙伟晴

街，坛地仅100平方尺。在侯爷的倾力经营下，香港青松

观于1960年购置屯门青山麒麟围建立永久观址，经过十年

建设始有规模宏大的宫观建筑群。香港青松观供奉三清道

祖、全真三祖等道教尊神，素本全真龙门派“忠孝廉节义

信仁惠礼”九美德，以“青松精神，服务人群”为宗旨，

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从1977年开始，侯宝垣道长遵从

吕祖训谕，为“把道家道教推向全世

界”而努力不懈。凡新立之海外道观，侯爷皆秉持太上

道祖“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教诲，将

宫观交由当地道教会及信徒管理，使其完全实现“法嗣青

松，道脉相承，教义齐一，教务自主”2。侯爷的道心、

志向、魄力和弘道业绩由他的诗作可一窥端倪。“松涛

万里播玄风，七海五洲进大同。倡创美加传法乳，继开

英澳阐真宗。宣经演教探微妙，炼性修身度昧蒙。普照

恩光垂永世，十方檀越礼金容。”

1985年12月18日至22日，应新加坡三清道教会之邀

请，侯爷率领道教香港青松观同人参加“护国祈安大清

醮及普度大会”，由此开始了惠泽狮城的阐教弘道历程。

青松观全球总观长侯爷莅新弘道

侯爷率道教香港青松观道侣参观刘爱芳道长初创之九天玄女宫

侯爷狮城弘道

刘爱芳道长(左)与侯爷(中)

青松永茂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

侯爷于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内主持神像开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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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大量的善信和一心求道者。侯爷亦于信众当

中选拔弟子，悉心教导。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现任主

席刘爱芳道长即于1995年被侯爷收为弟子，成为了 

“运”字辈弟子，道号“碧运”。1998年，刘爱芳道长

被委任为副财政，协助侯爷及董事局管理青松观事务。

转折
在侯爷的带领下，道教新加坡青松观欣欣向荣，香火

日益旺盛。考虑到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的长远发展，侯爷计

划购置永久观址，并由香港祖观拨付了一笔用于置地的专

款。当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土地，款项暂时留存备用。然

而，1999年侯爷羽化飞升。这是全球道众的巨大损失，也

是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发展史上的一个拐点。之后不久，

香港祖观便将置地专款追回，并再无暇兼顾分观事宜。

初创
1986年，侯爷赴新参加“太平清醮”，倡议在新加

坡筹建青松观分观。1987年，侯爷在新加坡社团注册局

正式登记注册成立“道教新加坡青松观”，最初落户于

丝丝街。

1996年8月，道教新加坡青松观正式开幕，观址设

在芽笼22巷的三水会馆。自此，“青牛载道传南服，松

鹤朝元仰北辰。”同年，侯爷率领青松观道侣赴新，诵

经礼忏，普度十方。此外，侯爷一行还带来了一批珍贵

的道教文物，在新加坡公开展出。该次展览在新加坡引

起了轰动，备受各界关注。

为了弘扬道教文化，自1996起，侯爷连续三年

率领香港青松观赴新，联同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的道侣

举行道教活动。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在本地声名鹊起，

陈庆炎总统与刘爱芳道长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道侣启建道坛

刘爱芳道长(右一)随陈添来会长(左3)为泰国华光宝殿林
施红霞女士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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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
当是时，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突然失去了香港祖观的

财政支持，顿时陷入了困境。在此关头，侯爷生前极为

肯定与信任的刘爱芳道长毅然接任主席一职，肩负起了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的发展重任。自2000年起，道教新加

坡青松观的一应费用均由刘爱芳道长独立负担。在刘爱

芳道长的领导下，一众道友和善信为道教事业奋斗不息。

之后，道教新加坡青松观进行了两次搬迁：2000年，

自芽笼22巷搬迁到芽笼13巷22号；2004年，搬迁到了现

址，即芽笼35巷9号4楼。虽然观址两度搬迁，但侯爷当

年建观时的所有神像、神龛、坛仪等圣物法器均得到了

妥善保管。侯爷虽然羽化，但“道存则人存，法在同身

在”，其精神与事迹永远激励所有道教徒。道教新加坡

青松观所有道友和善信更是感念侯爷的功德和教诲，在

观内供奉侯爷，日日祭拜，不敢或忘。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芽笼35巷9号4楼为刘爱芳道长购置的永久会址。侯

爷当年的永久观址设想在刘爱芳道长手中得到了实现，

她无愧于侯爷当年的信任和重托。

在以刘爱芳道长为首的道侣及善信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十余年的独立发展，道教新加坡青松观这株由侯爷亲手

栽种的道教幼苗得到了悉心呵护与培育，逐步成长，日益

壮大。目前，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共有会员一百多名，常

年开展诵经等活动，服务道教徒和善信。道教新加坡青

松观现任理事会成员如下：主席刘爱芳道长；副主席董

福来；总务高荣骏道长；副总务黄福财；财政王秋儒；

副财政刘爱燕。

新篇
作为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的主席，刘爱芳道长多年来弘

道不已，为青松观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杰出贡

献。特别是她代表青松观加入新加坡道教总会这一广阔

的平台，通过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青松观在国内

国际的影响力，让青松观的道教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度。

刘爱芳道长于2000年至2002年担任新加坡道教总会

宣教，2002年至2006年担任道总委员，2006年至今担任

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多年来，在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

陈添来BBM的信任与支持下，在兄弟道观的友好往来与

密切配合下，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和刘爱芳道长积极参与本

地及海外的道教活动，同其他宗教保持着广泛而深入的联

刘爱芳道长就任新加坡道教总会第十三届执委会副会长 
(左起：高荣骏道长、刘爱芳道长、陈振泉部长、陈添来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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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芳道长与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会长

刘爱芳道长与香港青松观副主席叶长青道长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
CHING CHUNG TAOIST ASSOCIATION (SINGAPORE)

新加坡芽笼35巷9号4楼

No.9, Lorong 35 Geylang Road #04-01, Singapore 387941

Tel: +65 6741 2696,  Fax: +65 6741 2696

系与交流，为促进新加坡种族宗教和谐而贡献自己力量。

从2003年至今，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同中国、马来西

亚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道教界均保持着密切往来，先后

多次应邀参加了国内国际道教活动。例如：2003年至

2005年，应新加坡碧山亭邀请，多次参与“万缘胜会集

福道场”，启建道坛，普度十方；参加首届国际道德经

论坛(中国·西安，2007年4月22日—27日)；参加马来西

亚北海斗母宫的“创宫四十周年纪念：山门落成开光典

礼暨太上覃恩护国佑民冥阳普利福世大醮会”，并借出

珍贵的坛仪法器、道教典籍及书法等供文化展览使用；

参加“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中国·龙虎山，2014年11

月25日至26日)等。

作为由侯爷一手创立的道观，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全体

道众将时刻牢记侯爷的教诲，力求让更多的人从道教文化

中受益；作为新加坡道教界的一员，道教新加坡青松观将

一如既往的响应新加坡道教总会的号召，为道教事业与和

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蔡惠霖主编：《弘道阐教—侯宝垣道长纪念集》，香港

青松观出版。第14页部分照片引自该书，特此感谢。

2.	 李养正：《毕生弘道，垂辉千秋—缅怀香港青松观侯宝

垣大师》，《中国道教》2002年第6期。

3.	 道教香港青松观副主席叶长青道长对侯爷在新加坡传道

的事迹进行了详细回顾，并结合道教新加坡青松观诸道友

的口述，对道教新加坡青松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整

理。本文以上述资料为蓝本，特此感谢。

道教新加坡青松观襄赞新加坡道教总会主办的美食节

澳大利亚青松观道友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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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苏瑞

隆教授做客新加坡道教学院，为广大学员带来了题为

《“昆仑女神”到“女仙之首”：论古今的瑶池金母信

仰》的精彩讲座。苏瑞隆教授是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

图）亚洲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汉魏六朝辞赋和诗歌，

以及海外华人民间宗教。

西王母是中国古老的女性神 ，其信仰源远流长，影

响深远。苏瑞隆教授首先追溯西王母的起源，指出在《山

海经》中西王母本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大神。而后，考察

她如成为古人所崇信的神祗之历程，分析瑶池金母信仰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隆教授做客文化大讲堂
盛不衰的原因。在汉朝，西王母崇拜盛行，西王母逐渐被

道教化。到了晋朝，西王母成为化生万灵的神 ，而后逐

步演变为领袖仙界女仙的王母娘娘。最后，剖析西王母娘

信仰和民间宗教的关系。1949年，王母娘娘突然降乩，

表达降世救人的旨意。此后，瑶池金母的灵验事迹一再

出现。苏瑞隆教授的演讲风格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赢

得了学员们的阵阵掌声。

本期文化大讲堂是新加坡道教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的合作项目之一。新加坡道教学院今后将继续联同

国大中文系举办道文化专题讲座。

2014年12月6日，在系主任衣若芬教授的带领

下，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师生一行二十余人来到新

加坡道教学院进行参观。据魏月萍博士介绍，此次

参访属于中文系课程《中国的佛家与道家思想》的

实践考察部分。

新加坡道教学院院长陈添来BBM热情接待了衣

教授一行，向他们介绍了新加坡道教学院的课程设

置与发展规划，并热烈欢迎南大中文系师生前来参

加道文化课程的学习。参访期间，全真派的高祥森

道长向中文系师生系统介绍了道教神仙谱系，并对

他们的疑问进行了详细解答。近两个半小时的参观

与互动结束后，中文系师生纷纷表示不虚此行，进

一步了解了道教文化。他们亦对三清道教图书馆的

道家道教类藏书非常感兴趣。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师生
参访新加坡道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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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广泛流传于华

人之间的一句俗语，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

在这句我们常常听到的俗语背后，其实蕴含

着丰富的道教文化内涵与传统习俗禁忌，从

中我们看出道教敬天法地，道法自然的思

想，也可以从中体会到我们华族先民敬畏

自然，与天地相友的精神。

一、殷郊太岁形象源流考
近年来拜太岁法事在华人道教信众中影响越来越大，

信徒希望能够通过在年初祭拜太岁尊神，而祈求一年顺遂

平安，太岁这个词也越来越为广大信众所熟知，很多宫观

也设有专门的太岁殿供信众祈禳太岁，常见的太岁殿布局

设置为，斗姆元君居中，六十甲子太岁环列左右，有的也

会在斗姆元君左右，增设玉梵、妙梵二使者，但甚少见到

于太岁殿中安置地司太岁殷郊之位。根据宋代天心派的雷

法系统，六十甲子太岁应属于北帝为主神的地司法班，而

地司法班之中又以殷郊元帅为统领，下辖一干将吏，目前

习见的《太上灵华至德岁君解厄延生法忏》也是将殷郊太

岁列为六十甲子太岁之首。

就笔者查考所及，在宋之前，殷郊多以殷元帅之称呼

出现于道教典籍之中，宋代《太上三洞神咒》第五卷记载

有《召殷元帅咒》，《法海遗珠》第四十四卷称之为“北

浅谈地司太岁殷郊元帅
 文／周晶纯

极御前显灵体道助法馘精灭魔地司太岁主吏至德殷元帅，

名郊。”稍后成书的《道法会元》所收录的《天心地司大

法》称之为“北极御前显灵体道助法馘精灭魔地司勐吏太

岁大威力至德元帅殷郊”，都十分明确的提出了殷郊的名

讳。对于殷郊太

岁形象的描述，

大致可以分为两

种形象：

一 为 “ 孩 儿

相 ， 青 面 ， 红

发，丫角乾结，

青 身 体 ， 露 哨

腿，皂绿绯袍，

红裙扎腰，项带

十二骷髅，左手

金锺，右手执黄

钺 ， 身 肥 短 ，

立 黑 云 中 ， 有

黄 、豹尾侍左

右。”的“童真

太子像”

一 为 ： “ 青

面青身，金冠，朱发，绯抱 缘，绞扎腰间，上左手托

日，右手托月，下右手钺斧，下左手金钟，项上悬挂十

二骷髅”的“变化法身”像。

殷郊元帅所习见的这两种形象，实际是元帅吞服金丹

变身前后的两种形象，根据明初永乐年间刊刻的《绘图三

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载殷郊元帅本生故事为商朝末期，纣

王失道，天下罪孽丛生，民不聊生，怨气冲天，殷朝气数

已尽，天帝钦遣诸神下降，兴周灭纣。太岁系商朝纣王长

子，一日纣王正宫皇后姜氏在后花园误踏巨人脚印，怀孕

生下一肉球，于是宠妃妲己向纣王进谗，说正宫皇后生出

了怪物，于是纣王便下令将此不祥之物丢弃在荒郊野外，

任其自生自灭。奇怪的是，郊外的乌鸦竟自动聚集起来

帮忙遮蔽日晒，白鹿也轮流供奶给这团肉球。不久，金

鼎真人经过见到这个奇异的状况，便用剑将肉球剖开，

原来里面竟包裹了一个婴儿。金鼎真人将婴儿抱回水濂

洞 ，交付贺仙姑哺育扶养，并给他取名：“金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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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他被丢弃在郊外，乳名就叫做：殷郊，而一日“殷

郊”误食丹丸，变身成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形象怪异。

在“殷郊”七岁时，贺仙姑将这件事情的经过及他的

身世一五一十的告诉“殷郊”，而他的母亲，早因为妲己

的陷害跳楼身亡。殷郊知道事情真相后，既悲伤又痛苦，

于是请求金鼎真人准许他为母报仇，随后便取了八宝洞中

的斧钺金钟，前往牧野协助周武王伐纣，适逢纣王营中将

士阵前倒戈，自相残杀，殷郊趁乱赶到摘星楼活捉妲己，

将她抓了去见周武王，接获命令后，随即把妲己噼死。玉

皇大帝见到“殷郊”孝节忠义，而且英勇斩妖，于是封他

为“地司九天游奕使至德太岁杀伐威权殷郊元帅”，为人

间奖善罚恶之神，六十位值年太岁，皆归其所统辖也。因

此为“太岁之首”。

根据清代着名文献版本学家叶德辉之考证，永乐本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实乃元本《画像搜神广记》

之翻刻，故这段对于殷郊元帅身世的记载早于之后出现

的《封神演义》中所记载的不同的殷郊故事，《绘图三

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记载虽与之后《封神演义》所记载

殷郊故事的结局不同，但却与道教内部所流传的殷郊元

帅本生事迹也基本一致，只不过道教中对于殷郊元帅还

记载了他为春秋时期隐士南昌廖仙伯修行护法，之后廖

仙伯功成飞升，保举殷元帅的事迹。而高功法师在行仪

画殷元帅符时，所需加入的密讳与咒语有些也都提到了

殷郊元帅的身世，如下图中的金哪吒即为殷帅本名，叮

奴为殷帅乳名，金鼎真人即殷郊之师，廖祖即殷帅护法

之人，如此等等，限于篇幅，不得备举。

而如果我们来研究殷郊太

岁的两种形象，会发现虽然服

食金丹之后，由原先的童子像

变为凶神恶煞之像，但是有一

些共同之处并未改变，其中最

为显着的即是青面青身，项

带十二骷髅，为何殷郊太子身

色不为赤橙黑黄，偏偏为青色

呢，其中实有深意存焉，在道

教起土谢土，地司发檄，宫辰

颁牒等于土地有关的科仪中，

主法神将皆为殷郊元帅，在这

些科仪中大多要驱逐土煞，安

镇地龙，而五行东方属木，

木能克土，而木色为青，故

殷郊元帅肤色为青，实际是

代表了木克土煞之意，在《太

上灵华至德岁君解厄延生法

忏》中更是直接称殷郊元帅为

灵华青帝，其中的白文中也提

到，“木旺东方，是属长生之位”而殷郊元帅项挂十二

骷髅，暗指岁星木星运行一周为十二年，有时也可以理

解为一年十二月令，在殷郊太岁的童子法相上，有时还

会在头上再横系一个骷髅，根据道书所载，这一个骷髅

实际是指有时会出现的闰月，除此之外，十二骷髅亦可

代表十二地支方位，在地司科仪中，就有所谓的十二宫

辰神王发牒安镇的节次，殷郊元帅之形象本身就代表了

一年之内，任何方位，所有土地有关之事，皆可借由殷

郊元帅之神力而荡除无余。

二、太岁禁忌与殷郊
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岁星纪年法，岁星即木星，《续文

献通考·郊社考卷一百九》：“太岁者，十二辰之神。木

星一岁行一次，历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已

为阳，自午至亥为阴，所谓太岁十二神也。”木星的恒星

周期是11.86年，在古人看来大约12年它又会在同一星空

出现，因此古人将天球赤道均分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

十二次的名字自西向东（逆时针方向）依次为星纪、玄

枵、娶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 火、鹑尾、寿

星、大火、析木，而木星每年行经一次，这样人们就可利

用木星所在的星次来纪年，这就是所谓的岁星纪年法。但

由于岁星实际上每11.86年运转天球一次，因此每隔84年

就会超过”一次”， 换言之，岁星记年法随着年代愈久

就与天象愈不符，这种现象称为岁星超辰，这样就会给

占星或者纪事带来不便，故古人在木星的对面，虚拟了

一个完美运行的星宿，即太岁，每十二年即运行周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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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这样即可以非常准确的纪事与占卜。

而每年太岁星所降临之处则被称为是太岁方，《协纪

辩方书》曰：“太岁，君象，其方固上吉之方，而非下民

之所敢用。”太岁为贵神，其所在之向当然也是尊贵吉利

的，但是黎民百姓却因为太岁所在的方向太过于尊贵，

反而必须避开，以符合上下尊卑的身分。而太岁相对的

方位，称之为岁破方，大凶，不可用，东汉王充在《论

衡》中提到太岁方时也做有如下记载：“抵太岁凶，负

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协

纪辨方书》又曰：“《广盛历》曰：岁破者，太岁所冲

之辰也，其地不可兴造、移徙、嫁娶、远行，犯者主损

财物及害家长。”而如果有意或无意在这些地方动土，

修造，则会触犯太岁，引发不测不测之祸，甚至连九五

之尊的天子也必须避之则吉，早在先秦时期的典籍《荀

子》中就有记载“武王之伐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

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

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至唐代更是

将地中的太岁形象化，唐张读的《宣室志》卷五载:“吾

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若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

故不祥也。”所谓“修肉”就是“太岁肉”，乃是太岁在

土中的象征或曰化身，呈肉块之状。在古代笔记小说中，

常可见到因为在太岁方动土掘得太岁而遭遇祸患的故事，

自唐代段成式的《续酉阳杂俎》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屡见不绝。虽然这些笔记小说的记载可能多出于口耳

相传之传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华人对太岁方

的畏惧与忌讳。

而为何将地中掘得的肉块状物体与太岁相联系，笔者

认为，这实际与殷郊太岁本身故事出生神迹有关，之前已

经说过，殷郊出生时，并非人形，而是一个肉球，这一点

恰恰与地中所掘出的肉块状物体相似，民间自然而然的就

将两者联系了起来。认为这即是太岁在土中的化身或象

征。发展到今日，更有术数者流，将太岁分为天形太岁，

地形太岁，人形太岁，则又是太岁信仰的又一种发展。

所谓月有阴晴，人有顺悖，困厄之关，须仗祈禳，触

犯太岁而罹祸，则必须加以祭祀方能免祸，清代学者赵翼

在其学术笔记《陔馀丛考》中提到：“术家有太岁将军之

说，动土者必避其方”，等到动土完毕，“功成作毕，解

谢土神，名曰谢土”，这一思想在华人之中流传很广，至

今很多华人聚居地区在营建屋宇或动土完毕之后，都会进

行或简或烦的谢土仪式。

三、道教科仪中殷郊元帅之功用
殷郊元帅在道教中被尊为地司众神之首，统领六十甲

子太岁及十二候，二十四气大将等地司有关神将，在道教

科仪中最为常见的即是在与土地有关的相关科仪中，在动

土之前，要进行起土科仪，动土之后，要谢土，科仪中

高功法师变神，召请殷郊元帅降临法筵，铺设灯坛，宣

读发放檄文，请元帅带领一干神将，去除土煞故气，安

镇龙神。也有的因为风水不佳，外有形煞克冲，则需移

山改向，此类科仪也是请殷郊元帅为主将来完成。中国

常熟一代，在谢土仪式（当地称之为谢红）之后，还需

在住宅之内悬挂张贴殷郊元帅开相符，方告最后完成。

除了与土地相关的科仪常会召请殷郊元帅之外，殷郊

元帅也是雷部三十六帅之一，在雷霆总诰有“庞刘苟毕神

通大。温康岳孟显威灵。灵官王马二元帅。地司太岁殷将

军。”之语，故度关解煞也是殷郊元帅的主要职责之一，

华人传统在儿童出生之后，会为其批算星命，其中有一步

骤即是算小儿关煞，如果小儿命带关煞，则必须进行度关

解厄的法事，在法事中，需要搭建法桥，以灵鸡代替儿

童，然后法师请殷郊元帅替儿童打开一道道的关卡，保

佑儿童顺利成长。在某一地区如果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疾

病或者某一家人接连生病，久病不愈时，有时也会举行

和瘟践舟的法事，其中也会祈请殷郊元帅押解凶神恶煞

登上法船，离开此处，远走他方。

传统道教科仪种类众多，内容博大精深，笔者限于

学养，只能举其大者，简单罗列，未能一一备举，尚待

有识君子再加补充。

四、总结
近年来，关于太岁的信仰，在全世界华人中，传播的

越来越广，每年年初来寺庙宫观祭拜太岁，参加拜太岁活

动的信众也越来越多，但殷郊太岁却似乎不太为人们所注

意，希望这篇小小的文章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认识

了解到太岁文化与太岁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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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滨尼联合宫崇奉诸神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林纬毅主编，淡滨尼联合宫

(Tampines Chinese Temple)出版

2014年2月第1版

主编简介：

林纬毅，新加坡国

立大学哲学博士，

现任中国华侨大学

哲学院客座教授

2012年3月4日，新

加坡著名道教宫观淡滨

尼联合宫举办“淡滨尼

联合宫所崇奉诸神国际

学术研讨会”，邀请包

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

系苏瑞隆教授、马来亚

大学中文系主任苏庆华博士、中国华侨大学陈景熙博士

在内的12名国内外学人，就淡滨尼联合宫所崇奉的神祗

进行研讨。本文集是2012年会议论文的结集。

淡滨尼联合宫崇奉多名神祗，如天公、大伯公、太

岁、清水祖师、洪仙大帝、大二爷伯、五营将军、虎爷、

孔子公、蔡府王爷、张公圣君、朱邢李大人等。该文集

以上述神祗为研究主题，由国内外学者联合完成，具有

重要的意义。其一，这是以本地学人为主，采取多种研

究方法，从各个视角对在新加坡颇具影响力的神祗所做

的系统研究。他们的文章涵括了神明的历史、神职、传

播过程、宗教仪式等多个层面。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

民众进一步认知他们的信仰，也达到了会议主办方淡滨

尼联合宫弘扬宗教文化的初衷。

其二，这是道教宫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通力

合作的结果。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新加坡本土庙宇，淡滨

尼联合宫为研究者提供了详尽的文献资料，对研究者的

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双方的良好合作让田野调查

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也充分保证了文集的质量。学术会

议的成功举办和会议文集的顺利出版，对于其他宫观弘

扬宗教文化也颇具启发意义。

道书推荐

《传承与延续：福德正神的传说
与信仰研究——以马来西亚华人
社会为例》

吴诗兴著，砂拉越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出版

2014年7月第1版

作者简介：

吴诗兴，华裔马来西亚人，现任马来西亚林连玉基

金高级执行员。

福德正神，又被称为伯公、大伯公等。作为被东南

亚华人普遍崇奉的神明，福德正神信仰业已成为华族历

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宗

教文化现象。

该书是吴诗兴多年研究福德正神信仰的最终成果。作

者将福德正神置于宏观的“华人宗教”大背景下，运用历

史学、文献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与解释福德正神信仰之

由来与发展，既注重对中国古籍文献资料的梳理，也重

视对田野考察资料的运用。他的研究不仅勾勒了南洋华

人移民史背景下的信仰变迁，更强调了神明之供奉与闽

粤原先信仰的传承与演变。作者对于南洋华族文化结构

进行了重新审视，剖析了福德正神信仰的深层宗教文化

底蕴，对于福德正神信仰何以成为华族文化记忆的象征

之一给出了有力解释。

对于想要了解福德正神信仰和南洋华族信仰文化而言

的人而言，这是一册必须研读的学术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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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以相和报也。必有余怨，任刑者

失人情，必有余怨，及于良人。

安可以为善。言一人吁嗟，则失

天心，安可以和怨为善也。是以

圣人执左契。古者圣人执左契，

合符信也，无文书法律，刻契合

符以为信也。而不责于人。但刻

契为信，不责人以他事也。有

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

已。无德司彻。无德之君，背其

契信，司人所失。天道无亲，常

与善人。天道无有亲疏，唯与善

人，则与司契同也。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道德经注解

白
话
文

第七十九章

企图和解重大的仇怨，必然有保留
的仇怨，

这样怎能算作善？

因此，“圣人”虽握有借据的存根，

而不强迫人家偿还。

有“德”的人，就像经管借据的人
那样从容，

无“德”的人，就像经管租税的人 
(收租时)那样计较。

天道对人无所偏爱，

永远帮助善人。

Chapter 79

When reconciliation is arranged after a great hatred

It is sure to leave some hatred behind.

How could it be regarded as good and satisfactory?

Therefore the Sage could be regarded as keeping the left-tally* 
contract and would not press for speedy fulfillment of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 by the other party.

The virtueless is only pressing for return in respect of money or 
things given to others.

But the way of Heaven is impartial.

It i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good man.

*  Left-tally contract – ancient contract was made by lines cut on 
bamboo tally slips which were split into two. The lender kept the 
left-hand portion, while the borrower kept the right portion.

�
第79、80、81章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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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第八十

小国寡民，圣人虽治大国，犹以为

小国，俭约不为奢泰。民虽众，

犹若寡乏，不敢劳。使有什伯，使

民各有部曲什伯，贵贱不相犯也。

人之器而不用。器谓农人之器。而

不用者，不征实夺民之时。使民重

死，君能为民兴利除害，各得其

所，则民重死而贪生也。而不远

徙。政令不烦则民安其业，故不远

迁其常处也。虽有舟舆，无所乘

之；清静无为，不作烦华，不好出

入游娱。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无

怨恶于天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去文反质，信无欺也。甘其食，甘

其蔬食，不鱼食百姓也。美其服，

美其恶衣，不贵五色也。安其居，

安其茅茨，不好文饰之屋。乐其

俗。乐其质朴之俗，不转移。邻国

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相去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情欲。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Chapter 80
Let there be a small country with a small population.
Though there were tenfold or hundredfold very able persons,
Yet their abilities should not be fully used.
Let the people value their lives and stop migrating to distant places.
Though they had boats and carriages, they should have no occasion 
to ride in them.
Though they had weapons and armor,
They had no occasion to display them.
The people were taught to tie ropes for reckoning.
Then people would enjoy their food.
Despite coarse clothing they felt it beautiful.
They found comfort in their homes.
They were happy in their customs.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was within sight,
And the people could hear the barking of dogs and crowing of 
cocks from their neighbourhood.
And the people till the end of their life,
Would never think of migration because they enjoyed simple and 
pure living.

(Translator note: This might be LAO TZE’s mind of utopia)

第八十章

国家要小，人民要少。
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使用；
使人民不用生命去冒险，不向远方迁移；
虽有船和车，
没有地方乘坐它；
虽有武器装备，
没有地方陈列它。
使人民再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
(使人民)
吃得香甜，
穿得漂亮，
住得安适，
过得习惯，
邻国互相望得见，
鸡鸣犬吠的声音互相听得见，
而人民直到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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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质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信言者，如其实也。不
美者，朴且质也。美言不信。滋
美之言者，孳孳之美辞，不信者，
饰伪多空虚也。善者不辩，善者，
以道修身也。不辩者，不文彩也。
辩者不善，辩者，谓巧言也。不善
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
水有珠，浊其渊；辩口多言者，亡
其身。知者不博。知者，谓知道之
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博者不
知。博者，多见闻。不知者，失要
真也。圣人不积。圣人积德，不积
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也。
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为人施设
德化，已愈有德。既以与人已愈
多。既以财贿布施与人，而财益
多，如日月之光，无有尽时。天之
道，利而不害。天生万物，爱育
之，令长大，无所伤害。圣人之
道，为而不争。圣人法天所施为，
化功成事就，不与天下争功名，故
能全其圣功。

道
德
真
经
注
河
上
公
章
句

Chapter 81

Sincere words are not fine,
Fine words are not sincere.
A good man does not argue.
He who argues is not a good man.
Wise man may not be very learned.
Learned man may not be wise.
The Sage does not accumulate wealth and property but only keeps 
his essence of pure mind.
He works for other people,
And become richer himself.
He gives to other people,
And has greater abundance.
The Way of Heaven,
Is to benefit and bless people and does no harm.
The way of the Sage is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of the TAO and 
does not strive with anyone.

第八十一章

真话不漂亮，

漂亮的不是真话。

善人不巧说，

巧说的不是善人。

真懂的不卖弄，

卖弄的不是真懂。

“圣人”没有什么保留，

尽全力帮助人，他自己反更充足，

把一切给与人，他自己反更丰富。

天的“道”，

利万物而不害。

“圣人”的“道”，

做什么从不跟人家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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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2014年10月4日

至10月7日，香港道教联合会联合香港各道教宫庙，以及

来自两岸四地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道教界人士，举

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两岸四地和平祈福法会、道教

坛仪展览以及香港道教论坛等。受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陈

添来BBM的委托，新加坡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锡辉PBM率

领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团一行，出席了香港道联会的系列

活动，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5周年华诞。

10月4日上午，香港道教联合会在香港中环大会堂举

行道教坛仪展览及香港道教论坛开幕式。在道教坛仪展

览开幕式上，来自各地的道教团体和宫观展示了一系列

意义非凡的道教法器等物品。在新加坡道教总会青年团

秘书长庄光栋道长的精心策划下，新加坡展区以道教总

会弘扬正统道教的行动为主线，辅之以虎爷公、大二爷

林锡辉副会长率团出席
香港道教联合会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65周年
华诞系列活动

伯等颇具狮城

特色的神祗。

在为期三天的

展览中，新加坡道教总会的展区吸引了大量人士前来参

观。新加坡道教总会理事高荣骏道长及青年团团员们对

善信和游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解答，并赠送他们纪念品。

10月4日，由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中文大学道教

文化研究中心和通善坛合办的“2014年香港道教论坛”

隆重举行。高道大德及学界名家齐聚一堂，共话道教的

传承与发展等问题。副会长林锡辉PBM参加了“道教领

袖座谈会”，就新加坡的道教信仰和文化同与会者进行

了分享。论坛期间还播放了“传承道教文化，提升华人

精神”主题影片。

10月5日，香港道教联合会在如心酒店举行“两岸四

地和平祈福法会”。来自各地的道教界人士一同念经祈

福，祈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幸福。

在港期间，林锡辉副会长一行还同陈鼓应教授、陈耀

庭教授、柏夷教

授、孔丽维教授

等著名道教学者

进行了交流，向

他们转达了陈添

来会长的问候。

国际著名道教学者陈耀庭教授参观新加坡道教总会的展区

领取感谢状

新加坡道教总会代表同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梁德华道长合影

林锡辉副会长做题为《新加坡的道教信仰和文化》的报告

林锡辉副会长向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勇
副局长赠送《狮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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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青年宫

狮
城
道
教

艺

苑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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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日至12月16日，在院长

陈添来BBM、艺术总监陈妍 女士和华族

舞蹈系教学主任王琬 老师带领下，新加

坡城隍艺术学院华族舞蹈系青少年班在中

国厦门等地进行了为期15天的艺术交流。

作为旨在传承华族文化、弘扬传统艺

术的教育机构，城隍艺术学院素来重视为

学生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尤其注重为他

们提供切身体会中国传统艺术的机会。在

艺术总监陈妍 女士看来，交流学习是

让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渠道，能

够激发他们的学习潜力，培

养他们的思考能力。

在交流期间，华族舞

蹈系师生先后到厦门艺

术学校、泉州师范学院音

乐与舞蹈学院和厦门歌仔

戏研习中心等艺术机构进

行友好交流与艺术学习。12

月3日至12日，学生们

在厦门艺术学校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学习了4种

舞蹈课程。10天的课程结束后, 17位学生通过汇

报课展示她们的学习成果。部分家长从新加坡

飞往厦门给予支持。12月13日，交流团一行赴厦门青年

宫进行舞蹈艺术交流。12月14日，访问厦门歌仔戏研习

中心。12月15日，赴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进行

交流。嗣后，赴安溪城隍庙谒祖。

这是令所有学生难忘的一次旅程。在各路名家的悉心

指导下，他们通过认真学习，让自身的舞技有所提升。而

传统艺术文化的熏染，更让他们感知到了华族舞蹈之文化

内涵，增强了对传统艺术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对自我的了解和对自然的敬仰。

最后，学员们满载着喜悦与收获而归。

交流班结业汇报演出

城隍艺术学院华族舞蹈系师生
赴中国厦门等地进行艺术交流

古典舞水袖，身韵

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艺术
总监陈妍 女士发言

学员们表演《俏花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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