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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謹代表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同人， 熱烈祝賀香港中文大學道

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誌慶、 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舉辦十

周年誌慶， 北京白雲觀、 台北指南宮、 香港蓬瀛仙館兩岸三地宮觀結

盟。  為了隆重其事，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及香港蓬瀛仙館，

在 7 月 25 至 26 日期間， 聯合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校友會好榮幸獲

邀出席道教文化之夜盛宴， 與其他道門大德、 道教文化研究學者們、 道

堂首長前輩、官紳賢達及多間壇堂同道友好們，一起見證道教文化研究

中心的成果和貢獻。    

        此外， 校友會義工團於 7 月 24 至 26 日期間， 在不同的活動上協

助， 發揮老子「無為」精神， 以無私奉獻，利益眾生， 道炁常存。校

友會藉此機會向每一位義工團朋友致謝。   轉瞬間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由

成立至今已度過十個寒暑， 這十年既是一段時間經驗的累積， 亦可以說

是對已取得成果的肯定和總結。 本會衷心祝願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 在回顧昨日輝煌的成就，迎接明日更多的發展和挑戰，

再創高峄。 文: 記者妹      圖:  祝金勝   趙天一  李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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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界盛事《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

立十周年紀念、 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舉辦十

周年紀念， 北京白雲觀、 台北指南宮、 香港蓬瀛仙

館兩岸三地宮觀結盟》慶祝晚會已圓滿舉行。  晚會

假荃灣如心海景酒店七樓宴會廳舉行，校友會合共

有 47 位同學參加晚宴，  藉此良機我們第一至第五屆

學員聚首一堂， 氣氛既溫馨又熱鬧， 非常感謝每一

位同學，你們的參與

和支持正是我們第三

屆常務委員的最大推

動力。 當晚大會安排

四十八位嘉賓行紅地

毯步入會場，場面既

莊嚴又隆重，待各位

嘉賓就坐後， 司儀宣

佈 慶 祝 晚 會 正 式 開

始。 隨即由宜興周鐵

城隍廟六位道長為來

賓， 演奏無鍚道教音

樂中的經典曲目《二

泉映月》、《安五靈》

和《金橄欖》， 令來賓

有「耳聞仙樂、眼觀上

界」之感。   要切實推

動道教發展、弘揚道

教文化， 2008 年，北

京白雲觀、台北市指

南宮以及兩岸三地宮觀聯誼會，旨在團結兩岸三地

宮觀，攜手弘揚道教文化和思想，本次晚會亦是為了

慶祝兩岸三地的宮觀結盟。 蒞臨晚會之嘉賓眾多， 

有來自國內、台灣及香港道門各位大德，同道友好， 

亦有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和學術界的不同學者，以及

其它各界的嘉賓，可謂是群英薈萃的道教盛會。 

                             

              大會司儀邀請 24 位主禮嘉賓上台 

    就坐，蓬瀛仙館理事長洪少陵道長、香 

   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霍泰輝教授、中國道教協會

副會長吉宏忠道長、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

道長、北京白雲觀監院李信軍道長先後致辭，致

辭完畢後，大會安排嘉賓分批上台與主禮嘉賓們

合照，合照完畢 ， 接下來是切蛋糕及祝酒儀式， 

 
 長、霍泰輝教 

道長三位嘉賓 

禮嘉賓祝酒。

助慶，儀式完 

賓 移 步 到 台 

同 享 用 豐 富 

晚 表 演 節 目 

首 先 有 香 港 

懺 團 展 示 香 

科 儀 〈 三 

來 賓 送 上 無 

由 北 京 白 雲 

演 由 古 琴 曲 

樂 的 武 當 三 

及 武 當 山 紫 

夫學院的精彩 

晚 會 最 觸  

大 會 安 排  

師 、 道 教 中 

道 教 文 化 課 

由洪少陵道

授、李信軍 

帶領台上主

並以放紙炮

成，主禮嘉 

下就坐，一 

的菜餚。當

非常豐富，

蓬瀛仙館經 

港全真道堂 

皈依〉，為 

限祝福。再 

觀為來賓表 

《關山月配 

丰太極》與 

霄宮道教功 

表演。慶祝 

動筆者的是 

中文大學老 

心職員、與 

程歷屆校友及校友會，合共 68 人大合照留念，場

面盛大，令人感動。晚宴上，校友會由蕭國光同

學代表 致送紀念品予香港蓬瀛仙館洪少陵道長，   

    再由梁啟耀同學代表致送紀念品予道教文化 

           研究 中心黎志添教授，藉以表示我 

                     們歷屆同學的一點心意。 

武當山紫霄宮道教功夫學院武術 折子戲八仙賀壽 蓬瀛仙館經懺團展示〈三皈依〉 
北京白雲觀展示由古琴曲《關山

月配樂的武當三丰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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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瀛仙館財務主任葉滿堂先生(左七)  與道教文化課程同學們合照 

道教文化文憑課程歷屆同學難得聚首一堂，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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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下列參與 7 月 24 至 26 日校友會義工

團的同學: (排名不分先後) 

 

蕭國光、梁啟耀、陳廣洪、黎國俊、吳家權 

李艷英、何炳基、侯麗桃、祝金勝、路心寧 

梁翠儀、鄭麗霞、俞咨亦、冼啟鴻、邵光懷 

李君祖、關宣貴、宗惠萍、麥銘駒、田崗 

梅伯明、胡湘紅、張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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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語有云 :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 」2015 年 7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第三屆校友會常務委員， 聚

集在尖沙咀東海中心 300A 課室， 開第五次常務會議， 希望起集思廣益之效。   為了加強同學們的聯繫，每一屆將

增設一聯絡人(班長)，由校友會主席直接邀請同學出任， 班長將負責跟進和通知該屆的同學，五屆聯絡人的名稱順

序為蕭國光、 侯麗桃、張永強、吳小萍和陳智君等等。 

         是次會議非常成功，可以對校友會上半年度的活動

總結經驗及檢討外，又可以增進下半年度活動之計劃

性 ，  還可以 提高常委之間士氣和提高參與感 。  在瞭解

和實踐校友會會務工作的甘苦 ， 同時亦加強委員們的能

力和發揮校友會團隊的合作精神， 體驗「道就在生活，

生活就是道。」                                              

 

      「何師兄，慶祝晚會當天能否做義工」，「當然可以」，「感謝你，到時見」，平淡的幾句電話對話

與承諾，我就參加了中大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慶祝晚會的義工團隊了。 

        起初報名參加慶祝晚會，是受當天的表演項目所吸引。  一心本着欣賞表演及藉此機會與同道門再聚

會傾談為主要目的，未有做義工的打算，但得知校友會需要義工協助，當然義不容辭，也不管要做什麼?  

就一口答應了。   晚會當天，可真忙過不停，校友會義工團隊分成幾組，有負責接待、有負責禮品包裝、

有負責表演嘉賓接送、亦有負責拍照. . . . 等。 我組負責的工作是要帶領各嘉賓組有規律的上台拍照，任

務看似簡單， 有效的執行却殊不容易，因為當天的嘉賓實在很多，而分散坐在不同的位置，要及時通知

與安排集合，時間的掌握與隊友的分工合作，十分重要，我組校友隊員十分齊心，當天中午便到會場視察

與準備，早已有了默契，使當晚的工作十分順利，閒時還替其他義工隊打氣，既緊張又愉快，感覺到團結

的力量，使人興奮又難忘。 

        慶祝晚會完結了，是標誌着中大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年的成長結果， 而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亦

是它成長中的產物，回想校友會在 2012 年 6 月成立至今，不經不覺又三年了，我也親眼見證着它的成長。

校友會從成立至今，每年所舉辦的活動很多，大部份我都有份參加，對於每次付出精神與心血的委員們，

都心表謝意，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在短短幾年間，已能有效地團結不同屆的學員，建立起一座橋樑，為香

港道教文化作出貢獻。 

        回顧校友會成立之初，早期的活動都是以參觀本地或內地道堂為主，而近年的活動，則加入了慈善

及義工服務活動，既能團結會員的力量，又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弘揚道教濟世精神，個人認為是十

分有意義，發展的方向十分正確。   但願在未來的日子裡，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繼續努力，團結學員，

發揮團結力量，為社會服務多做善事，為怨氣沖天的社 

會加入更多的正能量。  團結就是力量，校友們加油﹗ 

                   

                          第二屆道文化文憑班同學 

                                    何炳基 2015 年 8 月 

 

文.圖:     記者妹                                                                               



 編者的話: 

        南懷瑾先生曾比喻 : 「佛家是雜貨店，儒家是糧食店，道家是藥店。」筆者認為佛家好比一家大型超級市場，貨

品齊全，琳琳種種，燒香唸佛，任君選擇。  儒家好比一家服裝店，講求度身訂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有序，

四書五經，國家興旺，吸引了不少仕族子弟，故服裝店亦其門如市。 至於主張清靜、不爭、守柔、自然及無為的道

家，好比一家古玩店，內裡擺放著國家級的奇珍異寶，且價值連成，可惜大多數人， 即使三清現於眼前而不知， 神

仙去後，才惚然大悟，明白「道在生活，生活就是道。」只能慨嘆!   入寶山而空手回，須知「道不遠人，人自遠之。」

即使在古玩店中，亦要有慧心慧眼，方能辨別那些是奇珍異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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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正式成立， 為專業進修學院屬下

的一個校友會組織， 現會員達一百多人。  校友會旨在聯繫和團結畢業學生， 推動香港道教文化的研究及

發展。 本會歷年積極參與本地道教文化推廣活動， 每年拜訪本港和國內各宮觀作文化交流。 第三屆會員

大會於 2014 年 11 月召開， 經選舉順利產生十一位常務委員， 及後委員人數由十一位增至十三位。 第三屆

常務委員就職典禮於 7 月 26 日， 假中文大學利黃瑤壁樓完滿舉行， 當日黎志添教授頒發委任狀予出席就

職典禮的每位委員，  第三屆常委任期由 2014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可謂「任重道遠」。 

第三屆常務委員會 (2014-2017 年) 

主席          :       蕭國光先生                                              總務      :      張永強先生  

副主席      :       梁啟耀先生       胡湘紅女士                                         陳廣洪先生                                                                        

內務秘書  :        陳智君女士                                             文書      :      袁德康先生                    

外務秘書  :       俞咨亦女士                                                                   馮凱倫女士     

司庫          :       李艷英女士                                              支援      :      吳小萍女士                    

總務          :       黎國俊先生                                                                   田崗先生 

   
[第三屆常務委員後排左起] :  

黎國俊  陳廣洪  梁啟耀  蕭國光  胡湘紅  

俞咨亦  吳小萍  田崗 

[主禮嘉賓前排左起] :  

蓬瀛仙館司理歐振成道長   蓬瀛仙館財

務主任葉滿堂道長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

長胡誠林道長  蓬瀛仙館永遠館長李宏

之道長 MH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

道長 MH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孟至嶺道

長  中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

教授  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黃瀚漢道

長  嗇色園副主席黃植偉道長  浸會大

學任伯光教授  課程導師袁康就博士   香

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葉榮成道長 2015 年 7 月 26 日第三屆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文:  記者妹     圖  :  祝金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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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記者妹  圖  :  祝金勝    李君祖 

   

                                                    

                                                      

   

       為了積極推動道教學術和培訓道教界人才， 於 2006 年 香港蓬瀛仙館與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舉辦「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 2015 年 7 月 26 日(星期日)  校友會好榮幸獲邀出席「第十屆

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暨「第四屆道教文化文憑課程」聯合畢業典禮， 典禮於中大利黃瑤壁樓舉

行。 筆者有幸跟隨校友會出席典禮， 一同見證 20 位暑期研修班同學及 14 位文憑班同學之畢業盛事，

真的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驗。    

第十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畢業同學與主禮嘉賓合照留念 

第四屆道教文化文憑課程同學與嘉賓、課程老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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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記者妹        圖  :  祝金勝    李君祖 

   

                                                    

                                                      

   

      「十」是一個圓滿的數字， 今年適值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及研修班舉辦十周年， 歷屆

研修班同學藉此機會在中文大學再次聚一堂，實在非常值得紀念，直至 2015 年七月，暑期研修班已培訓

了十屆同學，超過兩百名道門管理人才。 此外，為了提升香港市民對道教文化的認識，協助文化工作

者、教育工作者及道教神職人員回應社會大眾對道教知識的渴求，  自 2006 年開始， 香港中文大學道

教文化研究中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舉辦道教文化證書課程，每年邀請不同的專家學者，

講授道教文化的內涵。 

         當日大會邀請到蓬瀛仙館永遠館長李宏之道長 MH、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孟至嶺道長、香港道教

聯合會主席梁德華道長、蓬瀛仙館司理歐振成道長、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中心黎志添教授先後致辭，

並為大會擔任主禮嘉賓。   畢業同學分別從主禮嘉賓、  高道大德和課程老師手中領受畢業證書， 場面

盛大。  典禮完畢後，大會安排畢業同學與嘉賓到中文大學崇基聯誼會餐廳午饍。 最後， 僅代表校友會

祝賀第四屆道教文化文憑課程畢業同學與校友會緊密聯繫， 共同攜手， 開展弘道的工作而努力。 2015

-16「道教文化證書課程」現正招生， 有興趣人士請參考課程簡介單張或流覽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網頁，

網址 http://dao.crs.cuhk.edu.hk/ch/courses.html 

道青團團長朱鈺齡道長(左三)  第三屆校友

會 

第四屆文憑班畢業同學 

文憑課程代表吳小萍同學致謝辭 蒞臨觀禮之嘉賓人數眾多，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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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

年暨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舉辦十周年及北京白

雲觀、 台北指南宮、香港蓬瀛仙館兩岸三地宮觀結盟

紀念聯合慶祝活動。 

    蓬瀛仙館與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聯合舉辦

「當代道教文化發展的挑戰與未來」研討會，於 7 月

25 日在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舉行。  校友會好榮幸獲

邀出席， 副主席胡湘紅女士更獲邀請擔任研討會第三

埸 「道教文化推廣與道教的全球化」議題的講者， 並

在會上發表「香港道教文化推廣的挑戰與未來」文章。        

         由 7 月 24 至 25 日期間，  校友會義工團 ，  分成

三個小組， 分別到深圳機場、香港機場和火車站協助

接待從國內道教宮觀前來本港的學員們，我們一方面

扮演親善大使角色， 

積極參與及支持這次 

非常有意義的道教活 

動，發揮老子「無為 

」的精神，與國內學 

員交流，另一方更重 

要的是藉以推廣及弘 

揚道教文化。       

         

 

        當日香港蓬瀛仙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長、 香

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胡誠林道長、 香港道教聯合

會學務部主任湯修齊道長等先後致辭， 並在開幕

典禮上擔任主禮嘉賓， 全體主禮嘉賓與 15 位講者

合照留念。  研討會上共發表 15 篇文章， 詳細內

容請參考《「當代道教文化發展的挑戰與未來」研

討會文集》。 

出席研討會後感: 

        大會邀請了有知名度的講者們和主禮嘉賓，

他們的演說使我對道教有更明確的認知和目標，

信仰精誠和濟世度人是一個道教徒的天職。 

        星加坡和香港的青年團發展使人振奮和有希

望，更希望香港道青團能在教內改革，走入社區，

利用新科技和國際交流，道教界能增加多些經濟

資助，在各位高道大德的指導下， 能早日開展，

老子 :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道教要做到與

時驅進， 將道教傳播與服務形式融入社會， 著重

個人靈性之提升、家庭與社會公德培養，宣揚利人

利己的重要性，藉以加強「弘道」的工作，冀望吸

納更多年青信徒。 

[研討會講者後排左起]:   李紀道長  梁理中

道長  李游坤道長  莊光棟道長  樊智偉道

長  方崇陽道長  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胡湘

紅副主席  杜俊基道長    尹翠琪教授  吳真

教授  孫亦平教授  郭武教授  車高飛道長  

王馳博士 

[主禮嘉賓前排左起]:  香港蓬瀛仙館歐振

成理事  香港道教聯合會學務部主任湯修

齊道長  香港蓬瀛仙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

長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黎志添教授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孟至嶺

道長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胡誠林道長  中

大宗教系譚偉倫教授  廣州市純陽觀主持

潘志賢道長  廣州市民族宗教局辦公室主

任鍾向陽先生 

         文.圖  :  記者妹 

 

尹翠琪老師 (左五)  黎志添教授

(右五) 與同學們合照 

   

                                                    

                                                      

   

      文:    宗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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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am 到中大陳震夏宿舍接待學員 08:45am 帶領學員到利黃瑤壁樓演講廳 19:30pm 送學員上旅遊巴回宿舍 

11:00am~18:00pm  火車站位置設街站 

    帶領內地學員到中大李慧珍樓咖啡店早餐 

安排及指示內地學員在中大校巴站等候 

接待中國道教協會兩位副會長胡誠 

林道長(左一) 和孟至嶺道長(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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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有
多
間
大
王
爺
廟
，
分
佈
各
區
，
每
區

大
王
爺
都
有
不
同
背
景
，
誕
期
亦
有
所
不
同
。
大

埔
元
洲
仔
大
王
爺
誕
期
，
每
年
由
農
曆
五
月
初
六

至
十
五
日
，
活
動
在
大
埔
舊
墟
，
天
后
宮
風
水
廣

場
內
舉
行
，
靠
近
汀
角
路
旁
，
搭
有
神
棚
安
奉
大

王
爺
，
給
善
信
上
香
祈
拜
，
神
棚
前
面
更
搭
有
大

戲
棚
，
一
連
十
日
上
演
神
功
戲
，
免
費
招
待
坊
眾

觀
看
。 

       

今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星
期
日 (

農
曆
五
月
初
六

日) 

，
中
大
道
教
文
化
課
程
校
友
會
應
儒
釋
道
功 

德
同
修
會
之
邀
請
，
出
席
大
埔
元
洲
仔
大
王
爺
寶

誕
，
當
天
下
午
舉
行
開
壇
祭
禮
，
酬
神
儀
式
。
當

日
，
適
逢
父
親
節
，
由
校
友
會
主
席
帶
領
下
，
會

晤
儒
釋
道
功
德
同
修
會
會
長
黃
維
溢
先
生
，
及
各

執
事
、
義
工
團
員
和
香
港
道
教
青
年
團
等
代
表
。 

         

開
壇
儀
式
，
由
儒
釋
道
功
德
同
修
會
黃
維
溢

會
長
親
臨
指
導
，
功
德
同
修
會
各
道
侶
、
會
員
、

善
信
共
聚
壇
前
，
知
儀
行
禮
，
焚
香
化
表
、
虔
誠

懇
禱
，
祈
福
結
緣
，
敬
祝
大
王
爺
聖
壽
無
彊
，
儀

式
節
奏
明
快
、
莊
嚴
，
唱
誦
一
曲
，
由
時
代
曲

「
在
水
央
」
改
詞
之
「
仙
家
樂
」
作
為
結
束
。 

         

                 

          

        

對
於
儒
釋
道
功
德
同
修
會
，
在
道
教
科
儀
上

敢
於
創
新
，
不
因
循
守
舊
的
嘗
試
精
神
，
深
得
同

學
們
讚
許
，
可
一
洗
粵
語
片
流
行
時
代
，
高
佬
泉

模
仿
猥
瑣
道
士
，
破
壞
道
教
歪
風
形
象
，
此
行
，

心
慶
得
遇
黃
會
長
，
將
道
教
音
樂
發
揚
光
大
，
使

現
場
大
眾
，
無
不
歡
喜
讚
嘆
。 

                    
 

                    

文
︰
陳
廣
洪     

蕭
國
光
攝 

 

         

 

 

 

 
         

 

         

要
提
及
香
港
的
大
型
寺
廟
，
近
期
最
多
人

討
論
的
可
說
是
在
本
年
四
月
正
式
啟
用
的
慈
山

寺
。 

由
於
寺
方
需
要
預
約
參
觀
時
間
，
為
了
方

便
校
友
們
參
觀
，
第
三
屆
校
友
會
委
員
們
早
於
一

月
時
已
申
請
報
名
；
但
碰
巧
原
定
預
約
的
日
期

(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由
於
寺
方
要
閉
寺
預
備
浴
佛

節
，
因
此
將
參
觀
日
期
改
到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與

市
民
大
眾
一
起
慶
祝
浴
佛
節
，
今
次
活
動
有
幸
得

到
校
友
們
鼎
力
的
支
持
，
共
六
十
位
校
友
及
親
友

報
名
出
席
。 

    

當
天
開
放
給
公
眾
人
士
參
觀
， 

寺
廟
內
好
不

熱
鬧
， 

筆
者
一
到
達
慈
山
寺
便
可
看
到
那
片
寧
靜

的
海
景
和
宏
偉
的
寺
廟
， 

卻
別
有
一
種
既
莊
嚴
又

寧
靜
的
感
覺
。 

當
天
除
了
能
為
釋
加
牟
尼
佛
淋
浴

外
，
更
有
不
同
的
活
動
，
如
畫
禪
圈
，
與
及
親
身
參

與
浴
佛
法
會
等
等
。  

校
友
會
在
這
次
活
動
中
， 

只

是
代
校
友
們
安
排
入
場
門
票
， 

當
每
一
位
校
友
和

親
友
們
領
取
到
門
票
後
，
面
上
流
露
出
喜
悅
的
笑

容
， 

這
正
是
推
動
我
們
第
三
屆
常
委
的
最
大
原
動

力
， 

希
望
參
與
是
次
活
動
的
校
友
能
盡
興
， 

亦
同

時
期
望
那
些
未
能
撥
冗
出
席
的
校
友
們
， 

也
能
繼

續
支
持
校
友
會
日
後
安
排
的
活
動
。          

                                    

文
︰
陳
智
君    

記
者
妹
攝  

同學們與義工們合照 

開壇祭禮，酬神儀式 

大王爺神棚 

祭祀大王爺供品 

觀音聖像 

參與浴佛之人士 



 

 

 

 

 

 

 

 

 

 

 

 

 

 

 

      張怡香博士，現任美中聯合大

學（駐美）校長、世界道醫培訓學

院院長、夏威夷大學醫學院教授、

北京醫科大學客座教授、世界道

教學會會長、天師道第六十四代

胤師、美國御用太玄道觀住持。  

        當晚主辦單位安排了簡單

而隆重的進場儀式、奏國歌、 
  張怡香博士 

        道教在中國有一長期之發展過程， 時至今日道

教主要分為全真派和正一派，香港道脈主要源自廣

東，大部份宮觀屬於全真派，正一派的道堂為數不

多，供奉正一派開山祖師張道陵祖天師就更加少。   

泓澄仙觀原於 2001 年創立之泓澄天師壇， 由主席葉

文均道長率領其追隨弟子創立而成，秉承祖天師師

訓 。   創立初期壇址在北角一八百呎單位， 由於道

務瞬速發展， 2005 年正式以泓澄仙觀命名，同年十

月遷往現址，面積達 4000 呎。 

        農曆五月十八日吉時，為道教創始人張道陵祖

天師誕生近二仟年， 更適逢香港泓澄仙觀十五周年

紀念。   於  2015 年 6 月 27 日， 農曆五月十二日吉時， 

於北角富臨皇宮大酒樓， 筵開四十多席，誠邀各道

堂首長前輩，官紳賢達及多間壇堂同道友好蒞臨， 

共同見證泓澄仙觀承先啟後及邁向明天努力而繼續

耕耘。   校友會好榮幸獲邀請出席晚宴， 在宴會上，

筆者有幸一睹天師道第六十四代胤師張怡香博士的

風采。  為祝賀張道陵祖天師寶誕， 張怡香博士在

《泓澄仙觀十五周年紀念特刊》撰寫序文稱 :「道教

神明教化世人向善，排斥邪惡，造化蒼生，更積德救

貧，不敢懈怠。」並在慶祝晚宴上恭讀祝文，以示法

祖天師濟世度人，方方闡教之聖績。 

 

誦讀泓澄小贊、 張怡香博士恭讀祝文、十位經生

喃唱香讚、短片仙蹤可尋、全體主禮嘉賓上臺就

坐、 泓澄仙觀主席葉文均道長致辭後、再由民政

事務局許曉暉副局長 SBS JP、香港道教聯合會主

席梁德華道長、中聯辦協調部廖勳副部長先後致

辭，大會更安排主禮嘉賓為福祿壽和金龍氣球紮

作點睛儀式，金龍隨即在會場內繞場一週， 將現

場氣氛推至沸點， 各來賓興奮地觸模金龍頭尾， 

寓意吉祥如意， 由年頭好到年尾。  還有一連串豐

富的表演節目，「仙家樂」舊曲新詞演唱、粵曲折

子戲及四川變臉等精彩表演，與同道友好一同慶

賀。  透過祝賀教祖張天師寶誕，泓澄仙觀希望將

道教關愛社群、和諧共融的思想，傳遞給市民大

眾，以提升道教形象。 

  {頁 12 資料取自 2015 年泓澄仙觀十五周年紀念特刊} 

                                                      文: 記者妹         祝金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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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廿
五
屆
理
事
們
， 

在

主
席
梁
德
華
道
長
帶
領
下
， 

於
五
月
前
往
北

京
， 
向
中
國
國
家
領
導
人
介
紹
籌
劃
拟
建
的

香
港
「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之
計
劃
， 

老
子
說
︰

「
九
層
之
臺
， 
起
於
累
地
。
千
里
之
行
， 

始
于

足
下
。
」 

尊
誠
拜
訪
中
共
中
央
統
戰
部
、
國
家

宗
教
事
務
局
、 

國
務
院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及

中
國
道
教
協
會
， 

此
行
為
了
落
實
興
建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之
計
劃
，
向
前
邁
進
了
一
大
步
。 

        

構
思
中
的
香
港
「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乃
一

地
標
式
道
教
聖
地
，
主
要
分
為
「
文
化
區
」
、

「
廣
場
」
、
「
生
活
區
」
和
「
地
庫
」
等
四
個

區
域
︰ 

「
文
化
區
」 

 (

一) 

建
有
一
個
道
教
圖
書
館
和
數
據
庫
，(

二) 

建
有
宿
舍
供
從
世
界
各
地
到
訪
作
文
化
交
流

人
士
， (

三) 

建
有
兩
個
展
覽
廳
，(

四) 

建
有
一

個
大
型
綜
合
會
議
廳
。 

「
廣
場
」 

 

         

          

早
前
，
本
港
向
內
地
申
請
把
四
個
非
遺
項
目
列
入

國
家
級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當
中
，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暨
蓬
瀛
仙
館
的
全
真
科
儀
音
樂
和
嗇
色
園
黃
大
仙
信
俗

成
功
被
列
入
第
四
批
國
家
級
非
遺
代
表
性
項
目
名
錄
。 

文
化
部
特
意
於
六
月
十
一
日
在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展
覽

館
舉
行
甘
肅
省
非
物
質
文
化
展
演
暨
頒
發
第
四
批
非
遺

牌
扁
給
香
港
成
功
申
請
單
位
。  

         

主
辦
單
位
邀
請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曾
德
成
任
主

禮
嘉
賓
，
曾
局
長
致
辭
時
表
示
，「
根
與
魂
」
展
演
系
列

是
文
化
部
與
特
區
政
府
為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工
作

而
合
辦
的
重
要
項
目
。 

典
禮
上
為
香
港
第
四
批
國
家
級

非
遺
代
表
性
項
目
名
錄
進
行
頒
牌
儀
式
。 

第
四
批
非
遺

項
目
涵
蓋
聯
合
國
教
育
、 

科
學
與
文
化
組
織
《
保
護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公
約
》
所
界
定
的
「
表
演
藝
術
」
、
「
社 

會
實
踐
、 

儀
式
、 

節
慶
活
動
」
和
「
傳
統
手
工
藝
」
等

類
別
，
具
有
突
出
的
歷
史
和
文
化
價
值
，  

並
且
在
社
區

或
相
關
範
疇
中
具
相
當
的
代
表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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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
進
口
建
有
樓
牌
象
徵
「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
在
廣
場
中
豎
立
巨
型
老
子
聖
像
，
於 

廣
場
後
段
建
有
一
座
「
三
清
大
殿
」 

及
孝
思

園
，
以
表 

揚
中
華
孝
道
。 

「
生
活
區
」 

設
有
「
中
醫
館
」
和
「
老
人
宿
位
」
，
另
設
一

齋
、
葷
菜
館
，
可
供
二
百
五
十
人
使
用
。 

「
地
庫
」 

(

一)

設
有
停
車
場
，
包
括
一
百
六
十
個
小
型
泊

車
位 

，(

二)

建
一
個
環
保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

(

三)

建
針
灸
治
療
室
、
中
醫
及
道
醫
診
症
室
、

氣
功
修
練
室
。 

    

籌
建
「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的
目
標
，
是
要

將
道
教
源
遠
流
長
之
文
化
，
廣
泛
地
融
入
社

會
，
藉
以
將
社
會
積
累
的
戾
氣
化
解
為
祥
和
，

提
高
香
港
人
的
正
能
量
， 

共
建
和
諧
美
好
的

社
會
環
境
。 

{

資
料
取
自
香
港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概
念
構
圖
及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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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絡上最近流傳一段非常感人之短片， 內容是叙述一隻烏龜， 見到同伴身軀反轉，四腳朝

天，急不及待衝上前去拯救，幾經辛苦，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將同伴的身軀倒轉過來，若牠能

力不足，自己也反轉，寶貴的生命也要賠上。  在筆者看來，烏龜捨己救生命之德性，令人不得不佩

服，烏龜之性已合乎天之德性， 反省人類雖為萬物之靈，具備如此捨己救人高上之德性?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有云: 「真常應物，真常德性。」意思是以自己的自性、本覺，來接應

世間萬事萬物，只有透過應物，個人之德性才能有所提升。  故生活中所有的舉心動念， 所作所為， 

就是蒼生之性-天性-德性之顯現。  圖中的烏龜的表現， 堪稱龜中豪傑，即聖人「勇敢」和「仁」的

表現，其充分發揮捨己救生命的精神，牠就是具有「聖人天之德性」，即道家「貴生」、「忘我」

的思想。   莊子主張「心齋、坐忘」，「心齋、坐忘」並不是簡單的一兩句口號，而是在現實生活

中，在對應事物，時時刻刻，為眾生服務而忘我的表現， 在生活中真正體驗「道就是生活，生活即

道。」烏龜的表現就是修道行為的寫照，因此， 修道不在乎形式，只在乎靈性是否合乎天之德性-

「道性」，亦是道在生活-- 不離事事觀、察、覺、悟。  這些實踐便是進一步修行之層次。 愈行的

深入，愈明修行之真，全不在形式及文字理論上，又《論語.顏淵 》: 「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成

全別人的善行，不幫助別人做壞事，小人恰恰與此相反。  

         各位讀者在日常生活中，若有各式各樣的道在生活的體驗，歡迎與我們分享、交流、互相增

益之效果。                                                                                                           文.圖:     記者妹 

                                                                                                                                

 

 



      

 

           以程明道之《定性書》為基礎，對修道工夫的精神實質作一探析                       文: 俞咨亦 

 

一、導論 

      程明道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若能廓然大公，則不累於物欲， 

自能物來而順應。 1」程明道認為人們在修道工夫上之蔽處在於自私而用智，他所批評的「用智」實是指不

懂得「恰如其分」的行為，其影響就在於使心不能「明覺」以對應「自然」，所以不能適應「道」。  筆者

在本文中，以程明道之《定性書》為基礎，討論張橫渠心中的困惑，程明道強調天理是生命的指導原則，再

提出化解之道，對修道工夫的精神實質作一探析。 

二、張橫渠心中的困惑 

        在修道工夫上，張橫渠自覺心性常被外物所牽動，常誘於外物，故專函向姪兒程明道請教，橫渠先生之

煩惱與困惑，在於如何擺脫物慾之干擾？ 以最後達到性之定的問題。  程明道在其著名的《定性書》回覆張

橫渠，何謂「定性」? 《定性書》書名雖名「定性」，實則是討論如何能「定心」?  牟宗三先生指出「定

性」即是性之定，是在工夫中表現或體現表現上的性之定不定，不是性體自己有定不定，亦不是性體自己有

不定而須要吾人去定住它，「定性」之語以要求性之貞定，即要求如何能使心不為外物所累， 因而使吾人可

以獲得性之表現時之常貞定， 故通篇皆就心言。2   明道先生在《定性書》開宗明義地說 :「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3」在程明道看來，當

下體悟，本心本性之呈現，心性是一，人生存在世界中，我們只能在世界之中來體會此性與道， 說明人與世

界並不是相互對待的內外關係，而是仁者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   既然是渾然一體，則物就不是外， 那麼己

也無所謂內，因此，道不能有內外之分，性亦不能有內外之分，但張橫渠在修道上就是犯上了，將我這個主

體與外物即客體互相對立起來，內心不斷受到外物干擾，無法安定下來。 

                                              滅於東而生於西 VS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外物的引誘一個接著一個，由於外物之干擾內者無窮，內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定靜，不但動時不能定，就

是靜時亦未必能定得下來，程明道對張橫渠那種純然杜絕外物的作法，其實是事先預設了性有內外之別，即

以本來之性為靜為內，以感物而動為外， 這樣所謂的「定性」， 絕外誘的方法，只是要強制心在感物時的

動，以恢復內在的靜。  其根源是指非外而是內，全面否定外界一切事物的誘惑，只肯定內在修養的工夫。  

在世界中，知識區分內外，尚可以接受，而立場區分是非，就過於死板，因對立會產生排斥，做法是不夠高

明，宜取消對立、內外之兩忘。    程明道認為修道工夫之目的，不是去杜絕所有外誘之產生，只求清心寡欲，

而是讓自己在面對外物之引誘時，仍然有一定的定力。 

三、 天理作為生命指導原則 

        當時張橫渠問於明道先生曰 ：「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4」在《定性書》內，程明道批評張橫渠

在修道的工夫上，一味主靜，要杜絕一切外物的誘惑，這樣的修道方式類似佛家的清心寡欲，過於嚴肅，反

而產生了更多問題，那麼如何能安頓心性? 依明道先生在《定性書》中稱，性之貞定常為感性所制約，況且

世間之外誘是難以全面杜絕的，一方面外誘就好比野草，須知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說明外物之誘惑好

比小草般，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或比喻無法徹底摧毀的，另一方面外物之誘惑亦有層次之分，當人們居於高

層領導地位之時，便會出現更高層次之外誘，如清高之外誘，爭第一、演說要比其他領導者更好、更具影響

力，又或者過份理想化如普渡眾生，由此看來，不同層次的外誘，將變成教條化。  程明道稱:「與其內外

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明道先生認為最恰當的做法是既不肯定內在世界，亦不否定外在世界。  
   
1《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之三》。 

2 見牟宗三著:《心體與性體》第二冊 (台北: 正中，民 57 年)，頁 235。 

3《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之三》。 

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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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明道之《定性書》為基礎，對修道工夫的精神實質作一探析 

宜取消對立、內外之兩忘。    程明道將天理作為生命指導原則，不如張橫渠所指的一外物，天理會內在化，

即存有即活動，本體即工夫，活動和工夫皆是應接外物的工夫，天理或道就在現實世界彰顯出來。 

四、化解之道     

        為何明道先生會說「定」並不應從「動靜」、「內外」等來理解呢？  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5」動靜都是本來是定，靜定是指在修持方面鞏固定力，動定要應物，面對塵世間外物之誘惑，考驗

定力，只要做到靜亦定，動亦定，要應接各種外物，鞏固定力，當亂世產生時，個人的定力會被受考驗。 聖

人必須要勇於應物和應世，尢其是在亂世，面對滾滾俗世所有的誘惑，例如高官厚祿，名韁利鎖。 馮友蘭認

為聖人一方面自己有極高的修養，又另一方面能入乎社會以行教化事業者， 而聖人又因為有天地整全的覺

解， 所以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入世的是他能在社會中服務眾人， 出世的是他能有超脫的意境而不為世俗

所牽染，而並不是要離世而不問世事。6 程明道鼓勵張橫渠起初要靜心修養，由於主靜的工夫只能是基礎工

夫， 最終亦要面對塵世所有誘惑，故積極回應時代的挑戰就是化解之道。  

五、結論 

         在張橫渠方面可能是要通過摒絕外誘 ，使思慮意欲之心不升起活動，從而實現定心，而在程明道看來，

張橫渠拘泥於袪除外物的誘惑，一味主靜、絕外誘，這種做法過於嚴肅，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內外分

的問題，只可以說是一種消極工夫。 「苟規規於外誘之除， 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

無窮，不可得而除也。7」   程明道認為當下體悟，本性心性之呈現，當本心體悟後即有積極工夫與消極工夫，

前者即本體便是工夫，後者不要太執著一個靜養的地方，只要抱持著大公之心作為行事的根據、方針，面對

狂風暴雨，「不須窮索，不須防檢。」要應世，須信奉有一偉大的「道」在背後作為支柱，有幾大定力，便

有幾大外誘，杜絕外誘沒有太大邏輯性，「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與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繫于心而繫于物也。8」聖人在應接外在世界，外誘往往帶來喜、怒、哀、樂，聖人喜怒不繫于心而繫於物，

應物而不滯於物，即「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之精神，所以有一背後的道理，所有外物引誘皆不是為惡，

若有這樣思路，「道」亦近矣。 
 
 
 

5《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之三》。 

6  見杜保瑞: 《馮友蘭＜貞元六書＞對中國人生哲學精神的比較觀點》臺灣。  

7《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之三》。 

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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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參觀可觀天文中心 

※12 月拜訪西貢通善壇安老院 

※12 月拜訪紫靜琅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