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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經樂欣賞會是 2015 年香港道教日的壓軸活動，晚會於 4 月 5

日(星期六)，假座荃灣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校友會好榮幸獲邀出席，

今年道經樂欣賞會的主題「玄音.道範」，當晚的節目非常精彩，其

中以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動員 100 名活潑天真的小學生，藝術綜

合表演《上善若水》，水柔弱、不爭、居下、滋長包容萬物的特性，與

「道」相近。表演是以輕鬆的手法帶出和諧共處，互相包容，當小朋友

從台上走到台下，全場來賓佈以熱烈掌聲，使現場氣氛達至和諧，共同

協力宣道弘教、公益社會一大里程碑。             

       當晚，首先恭請主禮嘉賓，包括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協調副調

研員焦洋先生、信託基金及廟宇聯合秘書處執行秘書黃衛民先生、

華人廟宇委員會財產及管理小組主席馬清煜先生 SBS JP 及香港道

經樂團團長曾忠南道長等上台就坐後。 典禮儀式正式開始。大眾肅

立，奏國歌、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道長和嗇色園主席陳東道

長先後致辭。其後致送感謝狀予四位嘉賓、榮譽會長、大會音樂總

監、樂團指揮、贊助單位、演出單位、籌委會成員及大會司儀，香

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曾忠南道長致謝辭。最難得的是道教界大家庭

齊集於欣賞會，大會會長、演出單位、贊助單位及籌委會代表大合

照留念後，豐富的表演節目隨即展開。    文:記者妹       圖:趙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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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 

        各位顧問、老師和同學們對今期會

訊的封面有何感覺呢? 顏色設計是否比

前兩份會訊更年青呢? 筆者認為學道之

人應該保持一顆年青求道之心。近來反

思道家思想，不進則退，應追隨時代巨

輪向超自然力量不斷邁進 。 

 



 

打頭陣的是由香港道教聯合會道經樂團為來

賓演出，曲目包括雙吊掛、三寶詞、香花送、

瑤台讚、道祖小讚、五供讚，為道經樂欣賞會

的精彩表演節目揭開了序幕。道經樂團的每位

成員均能獨當一面，成員更會自組音樂社到老

人院、長者中心和醫院作義務表演，以一己之

專長服務社群，發揮道教無私奉獻的精神，不

得不令人佩服。 

接著是「澳門道教科儀音樂」表演，道教主要分

為兩大派，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道士出家住

在宮觀裡，全真道樂的特色比較幽深、典雅、含

蓄和深沉。而正一派的道士，有住在宮觀，亦有

住在民居，其道樂相對地活潑清盈，副有強烈的

地方和民俗色彩，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兼融了道

教正一與全真兩大派系的音樂，2011 年被國家

文化局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晚澳門

道樂團為我們詠唱三寶讚及演出

澳門八音鑼鼓之《朝臣大戰》。 

中場休息前，由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一

班天真活潑的小學生，藝術綜合表演《上善若

水》，《上善若水》取自老子的《道德經》:「水

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

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柔弱、不

爭、居下、滋長、包容萬物的特性，最接近「道」，

表演以輕鬆的手法帶出和諧共處，互相包容的

訊息，小朋友精彩的表演，博得全場來賓熱烈掌

聲，將道教和諧、共融的思想傳遞給市民大眾。 

香港道經樂團指揮孟繁智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澳門道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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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場的表演節目，是由香港三大道觀，青松觀、飛雁洞佛道社及嗇色園演示道教全真科儀和正一龍

虎山科儀，配合香港道經樂團伴奏。  甚麼是科儀? 科儀是指道埸法事，科儀即形式或儀式，意思是透過某

種形式去祈求某種事情，科儀的核心是以經典為本，再以許多的意像輔助而成。「科」是指動作的一種，

也可以解釋為流程，依據一定流程，稱為照本宣科，配合許多動作而成典章制定的禮節程式，即所謂行禮

如儀。香港全真派道堂科儀主要承繼自廣州三元宮，此次道教科儀經樂匯演，廣州三元宮將與香港青松觀

一樣，同樣演示《吊掛》及《三皈依》兩首經韻，筆者非常慶幸可以跟隨校友會出席這次道經樂欣賞會，

在會場內欣賞各首道樂，更可從中辨識兩地音樂的異同，是一次難忘的經驗。 

         正一派科儀比較著重齋醮儀式，道教在齋醮儀式中使用的音樂，認爲有「感動神靈」的作用， 齋醮儀

式具有複雜的結構，由各種獨立科儀組成，每個科儀又具有獨立意義的儀式，例如: 焚香、升壇、畫符、發

爐、誦經及青詞等等。 正一派經典科儀是以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科儀為代表，正一派的唱腔包括有獨唱、齊

唱、散板式吟唱，而音樂方面包括鼓樂、吹打樂、以及合奏等多種形式。

當晚飛雁洞佛道社為我們演示龍虎山科儀《平安道場》，配以香港道經樂

團伴奏六個曲韻，包括《望粧臺》 、《淨穢咒》、《迎請師尊讚》、《瑤

臺讚》、《垂簾讚》、《路罡調》。 

        在道教整個科儀活動裡，音樂形式、唱誦、舞步等，互相配合，營

造濃厚的宗教氣氛。 道教音樂吸取了中國古代宮廷音樂和凡間音樂，深

入道教的特色，道經樂欣賞晚會的壓軸 

表演節目，是由嗇色園普宜壇，及香港 

道教聯合會道經樂團伴奏，誦唱「祝香 

咒、    禮十方」《上三寶香》及《瑤壇 

讚》。 

 

{註: 頁 2 及頁 3 資料取自 2015 年香港道教日道經樂 

欣賞會埸刊} 

 

  香港青松觀演示《吊掛》及《三皈依》

飛雁洞佛道社演示正一派龍虎山科儀 

嗇色園普宜壇演示誦唱「祝香咒、    禮十方」《上三寶香》和《瑤壇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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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湯偉奇榮譽會長

(左一) 

   香港雲泉仙館王廣漢正司理(右二) 

 嗇色園樊智偉主任(左二) 與同

學們合照     

  蔣序禮師兄、楊碧珠與同學們合照 

    同學們及親友在荃灣大會堂等候進入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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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吳耀東館長熱烈歡迎同學們 

圖二 同學們誠心叩拜呂祖仙師 

         2015

年4
月4
日(

農
曆
二
月
十

六
日) 

，
本
會
安
排
拜
訪
粉
嶺
雲
泉
仙

館
吳
耀
東
館
長
，
當
日
，
校
友
會
一
行

十
五
人
浩
浩
蕩
蕩
朝
粉
嶺
坪
輋
出

發
，
《
論
語
》
首
章
《
學
而
篇
》
，
開

宗
明
義
說
︰
「
學
而
時
習
之
，
不
亦
悅

乎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

校
友
會
同
學
和
親
友
們
從
遠
方
而

來
， 

吳
館
長
非
常
好
客
，
親
自
到
庭
園

迎
接
見(

圖
一)

。
同
學
們
紛
紛
上
前
向

吳
館
長
問
好
，
寒
暄
片
刻
後
，
大
伙
兒

移
步
到
純
陽
殿
誠
心
叩
拜
呂
祖
仙

師
，
祈
求
呂
祖
嘉
庇
校
友
會
會
務
興

隆
，
各
位
同
學
及
家
屬
心
身
康
泰
見  

  

藏
經
閣
，
藏
經
閣
內
佈
滿
了
吳
館
長
多

年
來
的
書
法
作
品
，
每
年
新
春
期
間
，
吳

館
長
喜
愛
親
自
書
寫
揮
春
，
為
雲
泉
仙

館
，
增
添
了
不
少
農
曆
新
年
氣
氛
。
同
學

們
藉
此
良
機
，
虛
心
地
向
吳
館
長
請
教

誦
讀
《
三
教
幽
科
》
經
本
見(

圖
四)

，
現

年
八
十
六
歲
的
吳
耀
東
館
長
，
一
時
興

起
，
手
舞
足
道
，
為
同
學
們
示
範
見(

圖

五
、
圖
六)

。
筆
者
在
本
文
中
，
希
望
藉

拜
訪
這
位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道
門

中
四
大
天
王
之
一
的
前
輩
，
繼
羅
恩
錫

道
長
專
訪
後
，
為
吳
耀
東
道
長
報
導
一

篇
專
訪
。  

               

文
︰
記
者
妹  

圖
︰
陳
慶
祥 

圖三  奇石閣茶聚 

(

圖
二)

。 

參
拜
完
畢
，
吳
館
長
誠
邀
同
學
們

到
奇
石
閣
一
起
茶
聚
，
一
邊
品
茶
，
一
邊
暢

談
了
許
多
有
趣
的
道
門
逸
事
見(

圖
三)

。

香
港
雲
泉
仙
館
道
脈
源
自
廣
東
南
海
西
樵

山
，
五
零
年
代
由
於
國
內
政
治
動
盪
，
大
批

道
士
走
難
來
到
香
港
，
一
九
四
四
年
，
淪
陷

期
間
，
香
港
雲
泉
仙
館
創
立
，
隨
即
舉
辦
義

賣
饘
粥
，
救
活
了
許
多
饑
饉
的
老
百
姓
，
吳

館
長
憶
起
，
一
九
七
五
年
在
坪
輋
現
址
興

建
廟
宇
，
非
常
有
趣
的
是
，
當
日
並
非
得
到

乩
文
啟
示
，
而
是
由
於
一
陣
強
風
把
竹
棚

吹
倒
，
竹
棚
所
落
之
處
，
便
開
始
在
該
處
建

廟
至
今
， 

茶
聚
的
氣
氛
非
常
融
洽
和
諧
。 

        

其
後
，
同
學
們
參
觀
了
雲
泉
仙
館
內 

圖四  同學們向吳館長請教 

圖五、圖六  吳道長手舞足道，即興為同學們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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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館長(正中) 與同

學們在藏經閣合照 

吳館長(正中)與同學

們在呂祖殿前合照 

拜訪完畢同學們在呂

祖百字碑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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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4
月25

日(

農
曆
二
月
十
六
日) 

，本
會

安
排
拜
訪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主
席
梁
德
華
道
長
，

此
行
是
為
了
感
謝
梁
主
席
繼
續
為
校
友
會
擔
任
顧

問
工
作
。 

    

當
日
，
校
友
會
一
行
八
人
，
中
午
到
達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
我
們
誠
心
向
太
上
道
祖
叩
拜
，
祈
求
太

上
道
祖
嘉
庇
，
校
友
會
會
務
穩
步
發
展
，
同
學
們
福

慧
齊
增
。
梁
主
席
率
領
審
查
部
鄭
寶
花
主
任
、
關
顧

部
吳
影
喬
主
任
、
彭
珈
皓
師
兄
與
同
學
們
會
面
。
梁

主
席
稱
讚
校
友
會
，
在
成
立
短
短
三
年
間
，
大
部
份

同
學
以
業
餘
性
質
組
織
及
參
與
各
類
型
的
活
動
，

例
如
︰ 

在
宮
觀
探
訪
方
面
，
參
觀
廣
東
省
的
宮
觀
，

亦
有
遠
至
北
京
及
武
當
山
的
宮
觀
探
訪
，
藝
術
方

面
亦
組
織
了
音
樂
小
組
，
在
不
同
公
開
活
動
中
表

演
，
在
社
福
方
面
安
排
探
訪
安
老
院
，
與
及
在
道
教

日
參
與
義
工
服
務
，
服
務
社
群
， 

發
揮
無
私
奉
獻
的

道
教
精
神
。
梁
主
席
勉
勵
同
學
們
繼
續
熱
心
參
與
，

希
望
將
道
教
文
化
不
斷
向
前
推
進
。  

        

梁
主
席
稱
，
香
港
六
大
宗
教
，
分
別
擁
有
具
代
表

性
的
地
標
式
建
築
物
，
例
如
︰
天
主
教
神
學
院
、
回
教

清
真
寺
、
大
嶼
山
寶
蓮
寺
、
天
壇
大
佛
、
大
埔
慈
山
寺

等
等
。
兩
年
前
，
由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主
動
聯

絡
梁
主
席
，
提
出
在
宣
傳
及
推
廣
道
教
文
化
方
面
，
在

地
區
上
應
如
何
配
合? 

這
個
問
題
， 

促
使
了
梁
主
席
對

道
教
有
一
地
標
性
的
建
築
物
的
構
思
，
建
築
物
所
提
供

的
設
施
必
須
具
有
代
表
性
，
能
讓
全
世
界
人
士
認
識
傳

統
道
教
的
文
化
。 

籌
建
中
的
「
香
港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監
於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的
設
施
，
不
足
達
至
到

一
個
道
教
聖
地
，
既
有
道
教
活
動
，
亦
有
道
教
信
仰
的

匯
集
，
不
足
以
作
為
信
仰
活
動
場
所
或
文
化
匯
聚
埸

所
，
所
以
梁
主
席
決
定
向
政
府
申
請
撥
地
興
建
「
香
港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
打
造
宗
教
文
化
中
心
，
以
宣
揚
道

教
文
化
，
在
九
個
月
內
，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在
玄
圓
學

院
和
蓬
灜
仙
館
，
先
後
舉
辦
了
兩
次
會
集
，
召
集
了
屬

會
宮
觀
壇
堂
，
並
將
信
息
落
實
，
再
由
道
聯
會
正
式
向

政
府
申
請
。
梁
主
席
透
露
現
階
段
公
文
的
申
請
往
返
、

地
政
總
署
、
落
案
回
覆
，
據
地
政
署
的
回
覆
，
撥
地
申

請
有
兩
個
選
擇
，
第
一
在
北
區
尋
找
理
想
的
地
方
，
第

二
任
何
政
府
提
供
的
地
方
或
衛
星
城
市
。 

梁
主
席
表

示
為
了
使
民
政
局
批
准
申
請
，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需
要

提
交
初
步
財
務
預
算
及
繪
製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的
草

圖
。 

構
思
中
的
「
香
港
道
教
文
化
中
心
」
，
將
設
有
一

座
大
型
的
太
上
老
君
的
塑
像
、
內
設
有
道
教
殿
堂
、
輔 

設
有
房
舍
、
展
覽
館
、
圖
書
室
和
大
型
會
議
室
，

可
供
舉
辦
國
際
性
、
大
型
學
術
研
討
會
和
講
座
，

讓
市
民
認
識
道
教
徒
的
生
活
，
短
暫
道
士
出
家
的

生
活
體
驗
，
依
戒
守
律
。
同
學
們
聆
聽
梁
主
席
的

一
夕
話
，
有
如
勝
讀
十
年
書
之
感
，
拜
訪
活
動
在

親
切
、
和
諧
的
氣
氛
中
圓
滿
結
束
，
最
後
本
會
主

席
頒
紀
品
給
予
梁
主
席
及
影
大
合
照
留
念
，
此
行

不
但
加
深
了
我
會
與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的
聯
繫
，

更
擴
大
了
彼
此
合
作
的
空
間
。 

 

文. 

圖
︰
記
者
妹 

 圖一、二   同學們參拜太上道祖 

   圖三、四  梁德華主席 鄭寶花主任 吳影喬主任 彭珈皓師兄與同學會面 

圖五、六  校友會主席頒紀品給予香港道教聯合會梁德華主席及大合照 



      

 

 

彭珈皓師兄(左五) 關顧部吳影喬主任 (左六) 香港道教聯合會梁德華主席(正中)  審查部鄭寶花

主任(右五) 與同學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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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教
概
論
講
座       

         

         

午
餐
後
，
同
學
們
留
下
來
，
繼
續
傾
聽
香
港
道
教
聯
合

會
湯
偉
俠
博
士
的
講
座
見(

圖
一)

，
講
題
為
「
道
教
概
論
」
，

真
的
大
有
裨
益
！ 

         

原
來
我
們
的
共
同
祖
先
，
聲
名
顯
赫
的
炎
黃
子 

孫
，
其

實
是
不
止
的
啊 

！
當
日
除
了
炎
帝
和
黃
帝
之
外
，
還
有
較
少

人
提
及
的
「
蚩
尤
」
，
唯
「
蚩
尤
」
早
已
被
定
性
為
邪
惡
勢

力
，
故
此
後
世
一
直
引
以
為
禁
，
鮮
有
提
及
。
以
此
比
喻
人

之
善
惡
制
衡
，
需
要
盡
力
去
惡
揚
善
，
養
正
驅
邪
的
道
教
提

倡
主
流
。
上
古
時
期
，
蚩
尤
帶
領
九
黎
氏
族
部
落
興
農
耕
、

冶
銅
鐵
、
制
五
兵
、
創
百
藝
、
明
天
道
、
理
教
化
，
為
中
華

早
期
文
明
的
形
成
做
出
了
傑
出
貢
獻
，
使
陽
谷
成
為
中
國
農

耕
文
明
的
重
要
發
源
地
之
一
。
摒
除
錯
誤
的
思
想
觀
點
，
恢

復
歷
史
的
本
來
面
目
，
確
認
蚩
尤
的
歷
史
地
位
，
蚩
尤
的
確

是
中
國
古
代
歷
史
上
與
黃
帝
同
時
代
的
偉
大
歷
史
人
物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產
生
過
重
大
的
影
響
，
休
息
期
間
同
學
們
邀
請

宣
道
部
湯
偉
俠
博
士
合
照
見(

圖
二)

。                                                                                                                                                                                              

                                                 

文
︰
蕭
國
光  

圖
︰ 

記
者
妹    

                   

   圖一  同學們聆聽道教概論講座 

圖二  宣道部湯偉俠博士(正中)與

同學們合照 



      

 

    圖一  同學們在黃大仙祠前合照 

         2015

年5
月16

日(

星
期
六) 

，本
會

安
排
拜
訪
嗇
色
園
黃
大
仙
祠
李
耀
輝
監

院
。
當
日
，
校
友
會
一
行
十
二
人
約
好
在

黃
大
仙
廟
前
之
大
樹
下
集
合
，
同
學
們
難

得
聚
首
一
堂
，
我
們
在
黃
大
仙
廟
前
空
地

合
照
留
念
見(

圖
一)

。
香
港
黃
大
仙
師
有

求
必
應
，
香
火
鼎
盛
，
馳
名
中
外
，
未
到

中
午
，
廟
前
的
大
空
地
已
聚
集
了
大
批
遊

客
，
等
候
進
入
廟
內
遊
覽
和
參
拜
，
真
是

名
不
虛
傳
。 

        

李
耀
輝
監
院
在
孔
道
門
前
與
同
學

們
合
照
見(

圖
二)

，
繼
而
在
鳳
嗚
樓
接
見

同
學
們
，
李
監
院
娓
娓
道
來
，
「
普
濟
勸

善
」
乃
香
港
黃
大
仙
的
宗
旨
，
據
《
驚
迷

夢
》
初
集
稱
，
「
普
濟
勸
善
」
之
宗
旨
，

源
自
光
緒
二
十
三
年(1897)

年
即
乩
文
曰 

家
星
乃
李
耀
輝
監
院
之
高
徒
，
於

3

月

8 

日
道
教
日
「
萬
人
祈
福
讚
星
禮
斗
大

法
會
」
中
，
擔
任
侍
壇
一
職
。
及
後
兩
位

道
長
帶
領
同
學
們
朝
大
殿
方
向
前
進
見

(

圖
四)

，
同
學
們
誠
心
向
主
神
黃
大
仙

師
畫
像
上
香
和
參
拜
見(

圖
五)

，
祈
求

校
友
會
會
務
興
隆
。
黃
大
仙
畫
像
左
手

邊
供
奉
齊
天
大
勝
孫
悟
空
，
同
學
們
再

誠
心
向
齊
天
大
勝
恭
敬
上
香
。                 

        

再
之
後
，
同
學
們
參
觀
太
歲
元
辰

殿
，
太
歲
元
辰
殿
糅
合
了
現
代
科
技
元

素
，
同
時
維
持
傳
統
風
格
，
殿
內
每
一
件

雕
塑
均
非
常
精
緻
，
好
比
藝
術
品
般
，
可

謂
鬼
斧
神
工
，
令
人
讚
嘆
！
最
後
同
學

們
在
太
歲
元
辰
殿
內
合
照
見(

圖
七)

，

此
行
除
增
廣
見
聞
，
更
能
了
解
黃
大
仙

「
普
濟
勸
善
」
的
宗
旨
，
獲
益
良
多
。 

                 

文
︰
記
者
妹  

圖
︰
祝
金
勝 

 

十
月
初
六
日
︰ 

「
普
救
群
生
理
本
然
，
濟
人

危
急
是
神
仙
，
壇
開
亦
為
行
方
便
，
臺
畔
諸 

生
志
貴
堅
。
」
「
普
濟
勸
善
」
包
括
兩
方
面
，

一
方
面
是
「
普
渡
眾
生
」
，
就
是
指
幫
助
眾

生
在
人
生
中
解
決
所
遇
到
的
難
題
，
另
一
方

面
「
濟
施
時
疫
」
即
贈
醫
施
藥
，
而
「
勸
善
」

是
指
通
過
編
集
各
仙
聖
在
普
濟
壇
降
的
乩

文
，
出
版
善
書
公
諸
於
世
，
例
如
出
版
《
驚

迷
夢
》
。
李
監
院
更
勉
勵
同
學
們
要
多
勸
人

行
善
，
行
善
積
德
，
因
為
「
道 

」
就
在
生
活

中
，
生
活
就
是
「
道 

」
。   

        

會
談
後
，
外
事
交
誼
組
梁
福
澤
董
事
、

李
家
星
副
組
長
和
白
漢
彬
與
同
學
們
合
照

留
念
見(

圖
三)

，
梁
福
澤
董
事
乃
鼎
鼎
大
名

梁
仁
菴
的
後
人
，1915

年
西
樵
普
慶
壇
的
梁 

仁
菴
道
長
將
黃
大
仙
畫
像
帶
來
香
港
。
李 

9 

圖二  李耀輝監院(正中) 與同學們合照 

圖六  同學們誠心扣拜齊天大聖   圖五  同學們誠心向黃大仙師畫像上香 

 

圖七  太歲元辰殿內大合照 

圖三  梁福澤董事(左七) 李家星副組長(左

六) 白漢彬(左五) 與同學們合照 

圖四  同學們朝大殿方向前進 



      

 

 

        

是
次
拜
訪
蓬
瀛
仙
館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
是
由
三
位
同
學
，
從

多
角
度
寫
一
寫
拜
訪
洪
理
事
長
的
心
德
和
看
法
，
集
思
廣
益
，
以

增
加
文
章
的
趣
味
性
。 

         2015

年5

月17

日(

星
期
曰)

，校
友
會
常
委
和
同
學
們
在
主

席
的
帶
領
下
，
拜
訪
蓬
瀛
仙
館
。
承
蒙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
陳
日
廣

理
事
、
黃
麗
珊
副
行
政
總
裁
及
陳
敬
陽
署
理
助
理
總
裁
熱
情
款

待
，
讓
我
們
深
入
了
解
蓬
瀛
仙
館
的
歷
史
發
展
，
與
及
宣
揚
道
教

文
化
方
面
的
努
力 

。
洪
理
事
長
更
不
吝
賜
教
，
與
同
學
們
分
享
了

他
對
道
教
的
體
會
和
理
念
，
更
鼓
勵
我
們
多
拜
訪
中
港
兩
地
的
宮

觀
，
及
督
促
我
們
努
力
弘
揚
道
教
，
使
發
光
發
熱
，
此
行
實
在
是

獲
益
良
多
。
為
表
謝
意
，
校
友
會
主
席
致
送
紀
念
品
予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
拜
訪
後
，
洪
理
事
長
專
誠
設
齋
宴
招
待
我
們
，
席
間
，
大

家
繼
續
交
流
，
彼
此
言
談
甚
歡
。
最
後
，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特
別
送

贈
蓬
瀛
仙
館
道
教
文
化
資
料
庫
出
版
的
一
部
書
籍 

《
道
風
百
年
》

給
予
校
友
會
，
並
與
我
們
合
照
留
念
！ 

是
次
拜
訪
活
動
非
常
成

功
，
除
了
增
進
知
識
外
，
我
們
好
榮
幸
得
到
洪
理
事
長
的
勉
勵
和

指
導
，
豐
富
了
我
們
的
思
維
，
心
中
熱
切
期
盼
下
一
次
拜
訪
活
動

的
來
臨
。 

                                                                  

文
︰
胡
湘
紅     

        

         

今
次
以
校
友
會
名
義
正
式
拜
訪
蓬
瀛
仙
館
，
有
幸
與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和
陳
日
廣
理
事
作
深
入
交
流
，
洪
理
事
長
展
示
出
其

對
道
教
文
化
推
廣
的
抱
負
，
而
每
一
件
的
事
務
都
是
實
實
在
在

的
做
，
例
如
與
中
文
大
學
合
作
的
廣
東
省
電
子
博
物
館
、
道
通

天
地
電
視
、
和
內
地
有
關
單
位
商
談
重
編
道
教
樂
譜
等
等
。
洪    

10 

理
事
長
還
總
結
出
香
港
現
今
仍
然
欠
缺
大
量
有
學
識
之

士
協
助
推
廣
道
教
文
化
，
蓬
瀛
仙
館
與
中
文
大
學
合
辦

的
道
教
文
化
課
程
是
一
個
契
機
，
因
各
校
友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
不
同
階
層
，
所
以
語
重
心
長
地
向
我
們
各
校
友

說
︰
「
不
要
拘
泥
門
派
之
別
，
齊
心
做
好
道
教
文
化
推

廣
之
工
作
。                      

 

                            

文
︰
梁
啟
耀      

                                                    

尋
「
道
」
之
旅
後
感  

        

當
日
校
友
會
委
員
和
同
學
們
一
行
八
人
，
專
誠
拜

訪
粉
嶺
蓬
瀛
仙
館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
我
們
十
分
榮
幸
獲

得
熱
烈
招
待
，
藉
此
良
機
到
兜
率
宮
頂
禮
列
聖
仙
真
， 

再
傾
聽
洪
理
事
長
的
訓
育
，
實
在
大
有
裨
益
。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發
揮
澤
心
仁
厚 

的
濟
世
精
神
， 

語

重
心
長
地
向
同
學
們
指
引
出
，
校
友 

會 

會
務
未
來
持
續

發
展
的
方
向
，
建
議
同
學
們
可
以
更
積
極
、
廣
泛
聯
絡

道
教
界
人
士
，
安
排
往
尋
中
港
眾
多
道
蹟
，
相
互
交
流

道
學
見
解
，
既
可
增
廣
人
脈
，
又
可
加
深
知
識
，
方
方

文
化
觀
摩
，
處
處
見
證
考
察
，
自
利
利
他
，
達
至
雙

贏 

，
此
語
一
出
，
眾
人
皆
非
常
讚
嘆
！ 

莫
不
佩
服
！
我

們
有
此
機
緣
獲
洪
少
陵
理
事
長
面
授 

機
宜
，
內
心
實
在

感
恩
，
眾
委
員
內
心
亦
盤
算
，
如
何
配
合
落
實
此
法
，

才 

不
枉
此
弘
道
良
機
，
把
握
珍
惜
機
緣
，
此
行
，
真
箇

任
重
道
遠
，
義
不
容
辭
！  

                                         

文
︰
蕭
國
光  

圖
︰
吳
少
萍 

洪少陵理事長(右六) 陳日廣理事(右五) 黃麗姍副行政總裁 

(右一) 與同學們合照  

洪少陵理事長(正中)   陳日廣理事(左五) 陳敬陽署理助理

總裁(左二) 與同學們合照 



      

 

       文: 俞咨亦   圖: 俞咨亦 

 

一、 導論 

       香港雲泉仙館吳耀東館長， 在去在年為本會擔任顧 

問一職，在吳館長的英明指導和鼓勵下 ，校友會會務得以漸

趨穩定發展， 有鑒於日前會員大會已選出新一屆的委員， 第三

屆常委於 2015 年 4 月 29 日專誠到西型盤雲泉仙館探訪這位老

前輩，校友會主席將感謝信頒給吳館長見(圖一)，此行，一方面

可聽取吳館長的教誨外，另一方面繼羅恩錫道長專訪後，為吳

耀東道長報導一篇專訪，以推廣道教文化。 

二、吳耀東的生平 

        吳耀東道長，一九二九年出生，人稱「東叔」，自七歲開

筆以來，十一、二歲獲乩示開始做經生，在西樵山雲泉仙館入

道，獲賜道號 「憲早」，屬於道教雲泉派的「早」字輩，比羅

恩錫的「沖」字輩還要高一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是道門中

的大紅人之一，與羅恩錫、梁本澤和潘可賢等，被合稱為四大

天王。 父親吳禮和道長，於廣州蘇酥醪觀 入道，道號「祉因」，

吳禮和道長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大慈善家， 在港曾任保良局、蓬瀛仙觀、

青松觀與龍慶行等多間慈善團體和道觀主席，其下的生和興金山莊，就

是專門代理廣東省南海西樵山雲泉仙觀入道事宜，負責收取入道費用，

當時在西樵山雲泉仙館入道，需繳付一百五十元作入道費用，費用已包

括簪冠、恤老、香油等等，東叔每提及其父親，會肅然起敬，由於他自

幼受父親薰陶及影響下，經常接觸道教，從小開始學習經懺，當日由於

印刷技術並不普遍，入道以後，吳耀東需要抄寫經典和懺本。一九四四

年，十三歲的吳耀東見(圖二)，已跟隨父親，在施粥賑饑慈善活動中，擔

任正司數一職，即會計工作，每月收取二十元，東叔自幼天資聰穎、克

苦耐勞，打掃、沖茶，全部一腳踢，回憶起陳年往事，東叔向我們表示，

當時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反覺得好好玩，真是虎父無犬子。  

三、道門不可多得的人材 

        吳耀東道長的聲線雄渾，是道門中不可多得的二手人材，當時道堂的經懺皆不教外人，唯有偷

師，幸好東叔天賦異稟，每首經懺，只要聽聞過三遍，便能夠掌握經懺的腔蘊，並且可以在法事中

演繹出來，不愧為出色的二手。東叔憶述起，他曾經有過一次做加持的難忘經驗，至今依舊記憶尤

新，非常難忘，上世紀四十年代，香港道堂欠缺懂幽科科儀的道士的問題非常嚴重，全港只有一台

男經生，在一場青松觀的法事中，原定約了內地經生梁曙光做加持，梁曙光突然病倒了，未能做加

持，眾人都不知所措，當時做二手的吳耀東，唯有硬著頭皮，迫於無奈地做了平生第一次加持，東

叔稱: 「只要用心地去誦經，心誠則靈。」此外，東叔笑稱在他小登科的那一天，因害怕家人擔心，

會帶來不吉利，只有瞞著家中上下各人，偷偷地到澳門做了一場法事，待法事完成後，才匆匆乘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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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十三歲的吳耀東 

圖一  校友會主席頒感謝信給吳耀東館長 



      

 

 

 吳 耀 東 道 長 專 訪 

船返香港，回家上頭，時光飛逝，轉瞬已間數十年了，他每次回憶起此事，非常感謝呂祖恩師的慈

悲嘉庇，保佑家中各人平安大吉。東叔嘅嘆說 : 「世事皆虛幻，何需太認真。」在筆者看來，吳耀

東道長以老子『無為』的精神，就可以達到『無不為』1 的理想效果，他的專業精神，讓我們後學非

常敬佩。 

四、施粥賑饑 、功德無量   

        香港雲泉仙館源自廣東省南海西樵山，現懸掛於西環

雲泉仙館的對聯稱，「源溯樵山傳道統， 派分香海衍玄宗。」

呂祖仙師寶座接續西樵祖館道脈，承先啟後，一九五零年由

於內地政權不穩，很多道侶紛紛南下避走香港，並在香港組

織臨時賀誕 。吳道長稱香港雲泉分館創立於甲申年(1944

年)，由前輩道長吳祉因、陳湛沖、高聚沖和陸均沖等總理

組成，當時每位總理捐出港幣 500 元正見(圖三)。同年七月

香港淪陷，哀鴻遍野，滿目瘡痍 ，餓殍滿途，令人慘不忍睹，

香港雲泉分館秉承道教「尊師重道、普濟勸善」的宗旨，與

先天道安老院，創辦義賣饘粥賑饑，貧苦大眾排隊領取饘 

粥，回家後將饘粥加水煮成稀飯，給家中大小享用，令許多饑民得以溫飽，救活了饑民無數，光復

以後，香港雲泉仙館仍然繼續派飯施衣、贈診送藥給有需要人士，可謂功德無量。 

五、道教「承負」的觀念 

         粉嶺雲泉仙館的白粥和齋菜非常出名，每天慕名而至的遊客絡繹不絕，東叔表示，在平日曾經

接下了一千圍齋菜的訂單紀錄。道教非常著重承負的觀念，《太平經》卷卅九說：「承者為前，負

者為後，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為多，今後生人反無辜

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故前為承，後為負也。負者，乃先人負 於後生者也。1」意思是說，前人有

過失，由後人來承受其過責；前人有負於後人，後人是無辜受過，這叫承負，即前人惹禍，後人遭

殃；如果是善的話，則是前人種樹，則後人遮蔭，換句說話，即我們的行為會影響下一世的福報，

祖先行善積德，會影響子孫後代的福報。吳禮和道長為人樂善好施，畢生積極參與慈善公益事務，

雖沒有剩下大筆家財給後人，但那一份無私奉獻的精神，身為兒子的吳耀東道長每提及其父親吳禮

和道長，感到非常自豪。但在現實生活中，為何會出現「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意思

是指壞人處處風光，財富不盡；好人卻不得好死的情形。 據《感應篇匯編》有云:「所謂善人，人皆

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2」說明善人之福報盛大

而且不爽。1944 年吳禮和道長遵從呂祖仙師訓示，義賣饘粥，救活了無數老百姓的生命，吳禮和道

長當日施粥救世，粉嶺雲泉仙館今時今日能以一碗白粥聞名於世，是否所謂的道教「承負」觀念呢? 

是否大慈善家吳禮和道長佈施救濟，其福報惠及子孫後代呢? 

 

1.《老子. 第 48 章》 

2.《太平經》卷三十九。 

3. 見《感應篇彚編》(台北: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00 年)，頁 385。  

 

   圖三   香港雲泉仙觀成立創辦總理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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