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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添教授於 2015 年 1 月 3 日，率先搞新年晚宴聚

餐，與校友會同學們慶祝新年。 當晚黎教授叙述了安

排晚宴的原因，首先他為未能出席會員大會常委選舉

表示歉意，希望藉著這次聯誼活動與各常委和會員見

面。 其二是要感謝前主席葉金虹在任以來，積極推動

校友會會務工作的貢獻，令會務得以蒸蒸日上。 第三

黎教授稱讚新一屆常委委員，能勇於接受挑戰，並祝

福及勉勵他們為同學和會員服務，帶動道教文化課程

校友會的會務更上一層樓。  

 

                  Happy New Year 2015!               通訊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至 二零一五年一月               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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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1-12 日 

 1.中文大學與蓬瀛仙館 

  簽約和大支票交收典禮 

 2.清代道教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 

     

   2015 年 1 月 3 日 

    黎志添教授宴請 

     校友會同學 

         

  

2015 年 1 月 5 日      

     道教翠柏仙洞 

    六十周年晚宴 

         

   

 未來動向 

 1. 新春長洲中葯遊 

 2. 3 月道教節義工服務 

 3. 4 月參觀大埔慈山寺 

校友會前主席葉金虹(右)和黎志添教授(左)回想起，當

初校友會的成立，是由黎教授最先提出組織校友會，葉

金虹亦不負恩師所託，在過去三年內，本著「無為」的

精神，全力以赴，正如列車的火車頭般，帶領著校友會

這一輛列車，迎難而上，走進道教文化的寶庫裡，尋找

人生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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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志添教授  陸毅老師 葉金虹與第三屆校友會常委合照 

 

 

 

   2014 年 12 月 3 日 

金蘭館 44 周年 

慶典 

 

羅恩錫道長 

專訪 
11-14 

 



晚宴當晚氣氛熱烈，同學們(梅伯明、何炳基、俞咨亦、劉振武和甘麗群)等興之所至， 實行以茶代

酒，互相碰杯並相約， 於 2015 年度奧比斯盲俠夜行籌款活動中， 組織成一支新力軍參加，以發揚

道教「普濟度人」的宗旨，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1」 我們有選擇行善的自由，仁不是離人很遠

的，由此可見仁是內在於每一位同學的內心且不用假外求 。  老子曰: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九

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2 」荀子曰：「不集跬步無以至千里，不集小流無以成

江河。3」通過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積累每一分善心，使成為一個愛的海洋。  祈望將道教思想、

精神及智慧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中，提倡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互助與互愛，以入世之行達出世之

願。 

1 《論語.述而》。 

2 《老子.第六十四章》。 

3 《荀子.勸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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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footnote1sym#sdfootnote1sym


晚餐後，[前排]校友會前主席葉金虹 ( 左一)  黎志添教授(左二)  

陸毅老師(右二)  校友會主席蕭國光(右一) 與同學們大合照 

陸毅老師 

校友會前主席葉金虹 

黎志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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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感     言 

        

        春去秋來，日月更替，又到了投選新一屆校友會常委會的

時候。2014 年 11 月 30 日，尖沙咀東海商業中心一課室內，聚

集了我們歷屆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道教文化課程的同學， 

香港總給人一種冷感的現代化商業都市，有一班蠢蠢欲動的

同學，願意接受新的挑戰，承擔新一屆常委的工作，可說是非

常難能可貴的了。社會上的學生會組織，遍地皆是，向來不那

麼受到人們注視，坊間多以「聯誼會」、「街坊會」或蛇齋餅

糭等嬉鬧形式的團體。然而唯獨是此一家與別不同，我們以往

所舉辦之活動，以探索和推廣道教文化為主題，每每在娛樂之餘，蘊含著一份更深的意義，

絕不是純玩樂的性質。我們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 

        由於上屆的戰績輝煌亮麗，同學們最初都未敢接手續航，以免落得一個敗家仔的不義之

名！幾經思量後，最後決定參選主席一職，以公平的投票方式，結果由小弟以些微票數險勝，

成為新一屆校友會主席，要肩負起推廣道教文化的一項使命絕不容易，幸而，我有一班滿腔

熱誠的常委和同學們作後盾，我的團隊裡，分別有梁啟耀和胡湘紅兩位副主席，司庫李豔英，

外務秘書俞咨亦和內務秘書陳智君，馮凱倫和袁德康兩位文書組，還有總務小組有黎國俊、

張永強、陳廣洪和田崗四位，宗教資詢事務吳小萍等，皆是同心同德之人，作為他們的一份

子，與有榮焉！老子有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走一千里的路程，是從邁開第一步開

始，就讓我們於這一文化沙漠裡，共創道教界復興的傳奇之始。 

 

       我們以弘揚善道為原則，積極參與社會上的公益事務，將道教思想、精神及智慧融入現

代人的生活中，提倡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互助與互愛，以入世之行，達出世之願，發揮

當仁不讓的精神。 

 

 

 祈願來年新景象，熱腸古道正氣揚， 

 香江小鎮顯奇蹟，弘興道學志無彊。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道教文化文憑課程校友會主席 

                                                                                                     蕭國光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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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3 日 

參觀金蘭觀榮成 44 周年慶典 

黎志添教授(右五)與同學們在呂祖殿前合照 

仙真佛聖齊賀金蘭觀四十四周年壇慶 

2014 年 12 月 11 日 

「香港中文大學與蓬瀛仙館成立道教文化研究

中心第三期合作協議簽約儀式」假香港中文大學

祖堯堂舉行。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好榮幸獲邀出

席這次典禮，一同見證令人高興的一刻。當日香

港中文大學邀請了中國道教協會會長任法融道

長為主禮嘉賓。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任法融道長，以及蓬瀛仙館理事長洪少陵道長先

後致辭後，蓬瀛仙館捐贈 1,100 萬港元給予中大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進一步推動道教研究的工

作。儀式完畢後，黎志添教授為大家介紹全球首

個「道教數位博物館」及宣佈「清代道教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呂祖信仰、乩壇與宗教革新」正式開幕。「道教數位博物館」的網址如下：
http://dao.crs.cuhk.edu.hk/digitalmuseum/        

文:陳智君  圖: 葉金虹 

黎志添教授[左一]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左四] 蓬瀛仙館理事長洪少陵道長[右四]及

其他理事一同主持支票轉交儀式 

2014 年 12 月 11-12 日 

為期兩天的「清代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呂祖信仰、乩壇與宗教革新」，15 位國際學者

獲邀出席研討會，分 6 個專題，發表 12 篇文章。

[詳情可連結至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

心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photos/

pcb.1553120501604155/1553120014937537/?

type=1&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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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與學者合照 

http://dao.crs.cuhk.edu.hk/digitalmuseum/
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photos/pcb.1553120501604155/1553120014937537/?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photos/pcb.1553120501604155/1553120014937537/?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photos/pcb.1553120501604155/1553120014937537/?type=1&theater


                                                                                                文: 記者妹        圖 : 曾懋靖  葉金虹  李健剛                   

    蓬瀛仙館 85 周年館慶壓軸晚會，已於甲午年十月廿一日，於荃

灣如心廣場七樓宴會廳完滿舉行，筆者有幸跟隨香港中文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參加是次盛典，心情既興奮又緊張。首

先要感謝校友會前任主席葉金虹女士，向蓬瀛仙館理事積極爭取，細

心的安排，能讓同學們一同坐在第 59 席，共同分享豐富的食物和欣

賞當晚精彩的表演節目。 

    當晚逾千本地及海外同道友好雲集，聚首一堂，分享蓬瀛仙館館

慶的喜悅。晚宴的開場儀式尤其隆重，隨著道樂緩緩響起，最前排為

手持蓬瀛仙館帥旗的持旗手步入會場、其後是道字旗、提燈、提爐、

道教法器 :引磬與木魚，帶領蓬瀛仙館全體道侶經生們，迎接主禮 

嘉賓排班魚貫進場，盛況空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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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 農曆甲午年十月廿一日  蓬瀛仙館館慶晚宴 

香港道樂團演出 蓬瀛仙館 85 周年館慶晚宴主禮嘉賓 

        晚宴當晚，首先由香港道樂團團員傾力演出《金蛇狂舞曲》和《祝壽讚》，為蓬瀛仙館 85 周年館

慶晚會揭開序幕，帶動現場氣氛達至沸點。 演奏完畢，香港道樂團隨即馬不停啼，飛往國內演出。  晚

會上邀請了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中國道教協會會長任法融道長、香 港 特別行政區民 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太平 紳士及 廣東省民族宗教事務委

員會主任陳小山擔任主禮嘉賓，可謂冠蓋雲集，一片喜氣洋洋。  蓬瀛仙館理事長洪少陵道長率領永遠

館長盧維幹道長、李宏之道長，副理事長黃紹開道長等親自迎接。 在奏國歌後進行誦唸《太清寶誥》、

《純陽呂祖師小讚》及《長春邱祖師小讚》，並由 洪少陵道長致歡迎辭。  並且邀請了各方海內外同道

友好，共聚一堂，慶祝蓬瀛仙館 85 周年紀念，氣氛非常熱鬧。 

85 周年館慶晚會秩序表 

(一) 開場儀式 (二) 典禮儀式 : 奏國歌，誦唸 寶誥及小讚，致 歡迎辭，主禮嘉賓致辭，大合照，  祝酒 (三) 

「 道通天地」無綫網絡電視 39 台啟播儀式 (四)  晚宴及表演環節 :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合唱團表演

兒童合唱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花式跳繩隊表演花式跳繩，  中華傳統朗誦比賽高中組冠軍馬

善寧同學朗誦表演，致謝辭，名伶陳韻紅女士粵曲表演，以及懲教署職員樂隊表演。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花式跳繩隊 

8 

懲教署職員樂隊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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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國光主席簽名留念 嘉賓座位表 

 出席同學: [後排]  曾錦昌  蕭國光  侯麗桃  祝金來  胡湘紅  葉金虹  祝金勝 

                    [前排] 宗惠萍  俞咨亦  梁啟耀  黎國俊  鄭麗霞  馮凱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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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添教授[左十] 張德貞教授[右十] 祝逸雯博士[左六] 與同學們合照  

黎志添教授[左十] 蓬瀛仙館副財務主任葉滿棠先生[右十一] 與同學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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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俞咨亦       圖: 黎國俊 、葉金虹、趙天一 

         踏入 2015 年是道教翠柏仙洞創立的 60 周年

壇慶紀念，為了隆重其事， 湯覺嫦主持發心為恩

師羅恩錫道長，籌備出版一部《先天濟煉科》錦盒

裝見(圖一)，湯主持求得三個勝杯，還邀請到香港

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主任黎志添教授協助寫序

文，準備在慶祝晚宴上送贈給各方同道友好，以弘

揚道法。《呂祖無極寶懺》有云:「慕道參玄，即

是青松翠柏」， 1954 年復獲祖師鸞示： 「翠殿現

巍峨， 柏林環峽谷。 仙壇傳妙理， 洞府悟玄機。 」

正式名為「翠柏仙洞」。  

         羅恩錫道長與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道教

文化課程校友會早已結下深厚的緣份， 2013 年 2

月 3 日校友會同學們曾前往位於大角咀一安老院

舍拜候這位， 現在八十幾歲，已經退休的老道長。 

見(圖二)當日羅道長非常健談和雀躍，還即席為同

學們示範唱腔， 打三丁一板和其他花板的功夫，

筆者有幸是座上其中一位同學，感到非常讚嘆，羅

道長雖然年事已高，仍技術高超，造詣之精湛，簡

直令人拍案叫絕，此行真是獲益良多。藉道教翠柏

仙洞創立 60 周年紀念，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好榮

幸獲邀出席翠柏仙洞 60周年壇慶晚宴及報導羅道

長一篇專訪，以推廣道教文化。 

圖三  柳真君乩文、南海西樵山雲泉仙觀收據 

羅恩錫蒙柳真君下降乩示  :「羅恩錫弟子性情活潑 ，心地光明。 具此美資， 良堪造就。惟是品

質，稍有所偏。今既身入道門，自當勤讀經書，就正有道之士，冀借他山之助，而修淘淑之功。

品質日就純和，道德自然精進，修道自易，為功矣。賜號以沖。」見(圖三) 

圖一《先天濟煉科》六十周年壇慶錦盒套裝         

 圖二  羅恩錫道長(左五)與校友會同學們合照 

羅恩錫道長， 一九二八年出生，廣東順德大良

人士，父親羅侶平，曾就業於香港雲泉仙館館長

吳禮和道長其下的生和興金山莊，生和興金山

莊的舊信封至今仍然好好保存著，見(圖四)。故

羅恩錫自小便經常接觸道教，庚辰年二月十一

日 (1940 年)，時 13 歲，由父親帶往南海西樵山

雲泉仙館入道，獲賜道號「以沖」。當時在雲泉

仙館入道，需向雲泉仙館繳付一百五十大元作

入道費用，費用已包括簪冠、恤老、香油等等。 



 

 

 

   羅 恩 錫 道 長 專 訪 

入道以後，羅恩錫從 15 歲開始抄寫《先天濟煉科》，好難想像年紀輕輕的羅恩錫，憑著個人

頑強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把整部幽科經典，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錄出來，不得不令人佩服。 

丁亥年(2007 年)中秋佳節，羅恩錫道長在其手抄

本裡題字稱 : 「本《先天斛食濟煉幽科》乃吾十

五歲壬午年(1942 年)所抄，迄今足逾六十五載。

現賞賜與徒兒黃證道、湯覺嫦倆位珍藏，留傳後

世，弘揚道法。」見(圖五) 相傳當時道堂是以祖

師懺代替濟煉幽科，偶然間在一次法事中，忽然

下著滂沱大雨，突如其來的大水，幾乎把擔箱也

浸沒了，卻無意中發現《先天濟煉科》科本，自

此以後便改用《先天濟煉科》超幽。這個故事是

否《先天濟煉科》的真正來源，但至今已無從稽

考，因缺乏相關文獻資料可考證。 
圖五  羅恩錫於丁亥年(2007 年)中秋節題字 

        羅道長繼續憶述，當時香港道堂欠缺懂幽科科儀的道士的問題非常嚴重，香港抱道堂和萬

德至善社遂專程，前往國內邀請道士鄭希甫，來港主持超幽科儀。羅恩錫道長師承釋達平和道

家麥幸道長，而麥幸道長一脈師承鄭希甫。羅道長對香港道堂幽科科儀的發展貢獻很大，他在

其親手抄寫的《濟煉幽科加持訣要》裏提及，上世紀四十年代，全港道堂之中只有一台男經生，

由五至七眾組成，所以非常吃香，各道堂欲在賀神誕中放『濟煉幽科』，必須預約排期，待安

排先後次序處理。羅道長在《濟煉幽科加持訣要》的簡介中稱: 「約四十年前，我寄居某道堂

中一深夜，一位護法神乍現，與我四目交投，眼中放射出青藍色的電光，持續三秒後消失，至

今我的視力仍然好好，遠和近非常清楚。」當時，香港道壇中的四大紅人，羅恩錫、吳耀東、

梁本澤、潘可賢等被合稱為四大天王。羅道長還給我們闡示了一張已經發霉的舊單子，單子上

寫滿了他早年服務過的道堂和佛堂名單，合共有十五間，地址仍清淅可見，非常珍貴，當時道

堂嚴重缺乏經生的情況也可見一斑。羅道長於 2007 年在其私藏，極具有紀念價值的道堂和佛

堂名單上，用綠色鉛子筆加上註腳，「我的履歷積數十年之經驗，遍走十方，見此可知，無需

介紹。」並署名「錫」。見(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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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恩 錫 道 長 專 訪 

羅恩錫道長自小天資聰穎，曾就讀香港知用中學，且名列前茅見(圖七)。羅道長精通釋家和道

家科儀，無論是加持、持咒、手印、操控、二、三手的打噹、掌板之技巧，乃至醮司和吹奏道

教的音樂，造詣相當高，更具有創作和編寫新曲的才華，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老師傅，一生

孜孜不倦地進行抄寫經典、印製大量經本給後學，可謂才德兼備，道門中不可多得人才。 

圖七 羅恩錫曾就讀於香港知用中學，成績名列前茅 

羅恩錫道長好滿足地笑稱，他當年被邀請，在各個道堂傳授《濟煉幽科加持訣要》，加持訣要

原本抄自同門師兄黃啟錫道長，承先啟後。當時，道家經生猶如天之驕子，所有加持均屬秘傳

不教外人，《濟煉幽科加持訣要》是專門訓練加持的，一時人材濟濟，許多幽科著名加持，如

侯寶垣、王玄秋和鄧九宜等亦曾習於他的《濟煉幽科加持訣要》。由此可見 ，羅道長對道教

幽科科儀發展 ，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貢獻很大，實在功不可沒。時光飛逝，羅道長提起陳

年往事，依然津津樂道，其中侯寶垣和王玄秋兩位對他尢其敬重，據說侯寶垣曾將一碗魚片粥

內的全部魚片留給他吃，自己甘願食白粥。而王玄秋方面，將愛女許配給他，招他為東床快婿 

。 羅恩錫道長桃李滿門，道教翠柏仙洞湯覺嫦主持和新中華道教學會主席黃證道主持，都是

他的高足，2000 年眾弟子為羅恩錫道長慶祝生日，場面熱鬧非常。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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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2000 年翠柏仙洞眾弟子為恩師羅恩錫道長慶祝生日，

場面熱鬧非常 

湯覺嫦主持為其恩師羅恩錫道長出版

在他年輕時候手抄本 《先天濟煉科》 

錦盒裝 ，並安排在翠柏仙洞 60 周年壇

慶晚宴送贈給各方海內外道友，一方

面以弘揚道法，另一方面可以圓了恩

師多年來的心願，可謂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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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恩 錫 道 長 專 訪 

道教祭幽之來源，可追索到漢魏時，葛玄常行「靈寶內鍊」祭鬼之法，累積功德，被封

為葛仙翁。由於古時少立文字和道教經典多以師徒口口相傳形式教授，故遲遲未有祭鍊

科儀面世。羅道長稱 ，上世紀四十年代，只 有通善壇使用《先天濟煉幽科》，大部份道

堂， 如抱道堂、 雲泉仙館和嗇色園在超幽科儀上， 均使用《三教幽科》見(圖九)這部經

典。現存《三教幽科》本附有《呂帝君降三教幽科序文》見 (圖十) ，現將序文全文節錄

《三教幽科序文》有云: 「佛教以明其性，道教以鍊其性，聖教以复其性，知鬼神情狀者，

其惟聖人仙佛乎。四生六度輾轉輪迴，何以或升或沉， 不外一迷一覺， 迷其性則歷劫累生，

未離苦趣。覺其性，則仙鄉佛國，隨證生天。儒釋道統匯其源，還歸太極，精氣神混合為

一，究竟涅槃。」 

  圖九  三教幽科封面                            圖十    《呂帝君降三教幽科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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