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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教有甚麼好的？概括為八個字：在信仰方面——「敬天法祖」，我們對「天」

是敬畏的，因敬畏而有我們的信仰，「法祖」是中華傳統，八德九美，前人是我

們的規模，要學習他們的品德，還提倡孝道，所以在信仰上「敬天法祖」；在個

人、社會方面——「修己濟世」或是「濟世渡人」，有了這個信仰是「修己渡人」，

先是將「道」「德」成為自己的修為、學習，繼而去服務其他人。」 

 

梁德華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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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的五大宗教中，只有道教是完全源於中國本土的宗教。歷史悠久是道教

的特點，但同時亦成為了道丈在當代的包袱。相對如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

道教予人的感覺總是與老人拜神的迷信活動脫不了關係。此次在樹仁大學商業經

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帶領下，中心團隊特意拜會梁德華道長，

透過與道長的訪談，讓公眾了解現時道教在當代香港社會的真正面貌、角色及其

社會價值。 

 

梁德華道長，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蓬瀛仙館副理事長。道號景華，為全真龍門

派第三十二傳弟子，蓬瀛仙館道裔。父親梁福榮，道號宗榮，亦為全真龍門道人。

梁道長自幼跟隨父親學習龍門科儀經懺，歷任香港道教聯合會經懺主任和蓬瀛仙

館科儀主任。 

 

長於蓬瀛仙館 

 

梁道長生長在一個道教的家庭，自小就經常跟隨父親出入蓬瀛仙館，不過梁道長

坦言童年回蓬瀛仙館並非因為宗教信仰，而是受到生活環境吸引：「童年的心境

就是覺得蓬瀛仙館很大，有自己的宿舍，宿舍裡一人一張床，不用擠在「閣仔」，

所以很嚮往跟隨父親回來。」 

 

談及心路歷程的轉變，梁道長憶述自己當年年少氣盛，曾一度犯下錯事。提起這

段往事時，梁道長十分坦然：「我認為人的道德標準與人生的成長是同時累積的，

所以我十分願意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經過這樣的起跌，梁道長回想起童年在

蓬瀛仙館聽過的道——名與利、貧與健、知不知足、品德是如何形成的。「我突

然想，為甚麼自己會犯這樣的錯呢？為甚麼會去貪呢？如果知足就不會貪，不貪

就不會犯事了。我想起這些因和果，真的是不言之教，就想到回來蓬瀛仙館。」 

 

「最初重返道教界，我並不懂得道家的思想、道教的宗旨是甚麼，只知道要拜神。

直到有一次，蓬瀛宣道部門請了蘇文擢（中文大學國學級名宿）來講道，題目是

『道教與中國文化』，我越聽就越不明白，才知道自己的根基太淺。」梁道長從

此下定決心鑽研道教的思想、仙真讖本中的經義，通過不斷翻閱經讖，方領悟到

道教原來與人生息息相關，與所謂神仙信仰——「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是兩回

事。經過這些歷程，梁道長開始參與香港的宗教界，直至今天。 

 

香港道堂的傳承與本地化 

 

廣東是香港道堂傳承的根。1949 年前後那段時間，大批中國人為躲避政治災難，

由廣東南下到香港，同時帶來了他們的傳統信仰，故此香港的道堂的本源大多在

廣東省附近。「我們蓬瀛仙館的起源就是廣州市的三元宮，八十六年前的主持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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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階道長南下到香港，創立了蓬瀛仙館。」梁道長又舉了幾個例子：源自至寶台

的清松觀、源自芳村的信善玄宮，還有源自西樵的雲泉仙館。 

 

宗教傳承的發展需要適應社會的變遷，因此香港道堂的營運形式也隨着社會發展

而有所改變：「傳統的道教，無論是正一派或全真派，基本上都是出家的，但在

香港如何可以出家呢？除了需要家庭生活，還有生活上的問題——道士是賺不到

錢的，尤其在英國殖民社會，道教不像天主教、基督教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資助，

所以後來已經沒有完全出家的道士了，這是最大的改變。」不過，梁道長強調，

儘管營運形式有變，但道教內的傳統體制、規律戒條則從沒有任何改變，因為這

些是必須要依遵的條文，絕不可改動。 

 

香港道教派別與組織 

 

道教是多門多派的宗教，但總體來說有兩大主流派，第一是龍虎山張天師、張道

陵傳承下來的「正一派」；第二是由唐朝開始發展的「全真派」。兩派的宗教精神、

教義相同，仙班的體系也同是以太上老君為道祖；兩派的不同之處在於傳承的形

式和組織性的體系。最明顯的是正一派每代天師（當代宗派的最高負責人）的傳

承一定要有直系血緣關係，絕不外傳；而全真派則是以師徒的關係作傳承架構。 

 

對於香港道門林立的情況，梁道長說：「香港的道教組織以一個「廟」或一個「壇

堂」作為單位，它們各自獨立，比如我們蓬瀛的本源在三元宮，屬全真派，宗派

傳承不變，不過是以個別單位發展而已。」 

 

香港最被認同的道教聯合組織是「香港道教聯合會（道聯會）」。「所謂『被認同』

是指香港政府及國內單位認同它作為香港道教不同宮觀的代表，香港特區政府或

是以前的政府對道教有甚麼事宜，對口單位就是道聯會。」梁道長簡介了道聯會

的組織：「道聯會屬於是一個民間的宗教組織，有團體的會員，包括獨立註冊的

宮觀、壇堂，比如蓬瀛仙館、黃大仙祠、圓玄學院等；另外也有個人的會員，他

的身份也可能是團體會員中的道侶或負責人。」道聯會由理事會管理。理事會的

成立是由每兩年一次的選舉票選出來的，團體、個人會員各有一票，最後再投票

互選主席。 

 

道教在香港的傳教事業 

 

在訪談開始前，梁道長有一番感慨：「我自己去體會我的信仰，固然道教是土生

土長的宗教，有很長的歷史，但我們真的不太進步，未能適應社會的要求，將它

普及化。」他直言現今道教的發展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現今大都會社會，歷

史比我們淺的、非本土文化的，往往被人認識比我們（道教）多而深，所以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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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覺得作為宗教人士，或者宗教團體，我們做的工夫不夠現代化，我們一定要與

時並進。」 

 

梁道長坦言，道教的受眾性比其他宗教弱，尤其年輕一代對道教的接觸面更小，

因此必須主動爭取機會，致力推動道教思想的宣傳工作。他更笑言曾經大膽的想

過，將道教典籍中的古文語體譯成白話文，即使此舉可能受到部分人指責，認為

會破壞道教文獻，但道長認為應敢於面對（現實）：「我們並沒有違背思想和宗旨，

文意不變，只是文字的表達形式改變了而已。問題是現今的道教人士願不願意這

樣做呢？」 

 

近年，道教界在宣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們有自己的電視頻道1，將拍好的節

目放上去；現在很多道堂的宣教部門也有網站；如果你去圖書館，會發現近十年

增添了很多道教書籍，文藝與文化方面都有不少刊物；傳承的研究也有很多學者

的論文；部份大學在十多年前，譬如四川大學也有道教文化基地，開始培植博士

生；個別道堂也很積極舉辦一些道學的講座。」梁道長繼續道：「基督教有復活

節、耶穌節；佛教有浴佛節；我們還未有，但我們不甘於沒有這樣的假期或優待，

我們於教內將道祖日命名為道教節，以這樣的自強方式在社會宣教。」 

 

除了上述所說的活動，梁道長在前年組織了「道教青年會」，一方面延續道教界

壇堂宮觀的傳承，一方面透過社區公共事業宣揚道教。「我們已經注意到我們需

要與弱小的社群有接觸，比如單親家庭，將來我們會以青年團的形式去主動敲他

們的門。」 

 

更難得的是，道教在喪殯的祭祀禮儀上也有突破。梁道長稱，醫院有不少貧窮的

市民去世，他們的家人未必有能力在殯儀館租一個靈堂，明愛醫院最近就引入了

電子殯儀，死者家屬可以在熒幕選擇以不同宗教的儀式拜祭，當中也包括道教：

「明愛聯絡到我，我認為我們要入世趨時，不拘泥於傳統。我們也願意用這樣的

形式接觸社會、普及我們的宗教。」 

 

道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 

 

香港有六大主流2宗教，分別是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我們宗教界均認同宗教的共融對於社會的和諧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六宗教組織

了『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梁道長接着向我們解釋了此名字的意義：「它的名字

                                                      
1
 名為「道通天地」，為蓬瀛仙館電視節目外判計劃，詳情可參看其網址
http://www.taoist.tv/show_program.php?pid=49，檢視日期，2015 年 10 月 20 日。 
2
 雖然一般說孔教並沒有其他五大宗教的神靈膜拜，以致有說法認為孔教不是宗教。但是現時學

界於宗教學上的定義仍包含了儒家，此外香港官方說法亦包含了儒家代表的孔教，故此本文繼續

六大宗教的說法。 

http://www.taoist.tv/show_program.php?p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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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用『六宗教聯誼會』，又不用『聯合會』，而是領袖的座談，以顯示在體系中

沒有哪一方獨大。」 

 

據梁道長所述，「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的基本原則是互相平等：每年座談會當值

的主席由六宗教領袖輪流擔任；座談會的秘書工作也是由六宗教輪流派代表擔任；

甚至坐的時候也要用圓桌會議；每逢社會事宜均要以六宗教的名義發佈；每年的

新年文告，六個宗教領袖要一起簽名。梁道長還特別提到一項十分值得驕傲的規

定：「無論是社會、宗教的事情或是政策的事情，但凡六宗教中有任何一個宗教

認為有異議，則一律不執行，不是五比一就要少數服從多數。」 

 

從梁道長的話可以了解到，香港六宗教的相處是十分和諧的：「我們很珍惜六宗

教的互相包容，彼此明白要以公益的精神、以社會的大同精神為前，否則在很多

事情上就不能共融了。」 

 

正統道教界對異端看法 

 

近世很多不同的

宗教內都出現了

一些異端，作為正

統道教界代表，梁

道長表示，六宗教

每一個教內都有

不同的聲音，而這

些發展過程中的

枝葉並非六宗教

的代表可以駕馭

或干涉得到的。 

 

不過梁道長強調：「作為宗教界的代表，我們的立場要十分清晰，對於自己宗教

的宗旨也要堅持，作為一個界別的代表，很多事情也要有一個依歸，一個傳統的

記載。比如我們道教，雖然我們有很多宗派，而發展到現在有兩大宗派，但我們

的主體——戒和律是沒有變過的。」他又繼續道：「在發展過程中會形成大家不

同的行為，作為道教的代表，我們不會檢討他們有差異的行為是對是錯，我們以

傳統的戒律為原則。」 

 

道教在香港的價值 

 

宗教在一個社會總會有其特定的地位及角色，在訪談中，當問及香港社會和道教

李樹甘博士與梁德華道長進行訪談（吳嘉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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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彼此的影響時，梁道長回應道：「港英政府時代，尤其是在早期，老實說華人

根本是二等，議事會的成立也是以外國人為重，這是不能不承認的，大企業也是

掌握在西方手中，否則上世紀怎會有『華經理』體系？社會上沿用的宗教模式也

是西方宗教的。」他又補充：「上世紀的假期，就算華人的新年假期也不是因為

道教，只是習俗而已，所以道教在上世紀對社會沒有很大的影響。」梁道長接着

又說：「那麼社會有沒有影響道教呢？也沒有，因為我們的固執，雖然社會的體

系用西方的模式，但華人堅持自己的習慣，社會影響不了我們。」 

 

「道教是我們自己民族的宗教。現在香港已不是殖民地了，是自己的土地，我們

應該致力宣傳它（道教），在自由下我們要爭取自我提升，不要好像上一代在體

制下默默地忍受，我們可以去爭取。」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道教在香港的價值，梁道長將之概括為八個字：敬天法祖，

修己濟世，他說：「在信仰方面——『敬天法祖』，我們對『天』是敬畏的，因敬

畏而有我們的信仰，『法祖』是中華傳統，八德九美，前人是我們的楷模，要學

習他們的品德；在個人、社會方面——『修己濟世』或是『濟世渡人』，先是將

『道』和『德』成為自己的修為，繼而去服務其他人。」 

 

小結 

 

透過梁道長的訪問，筆者可以感受到梁道長帶領

道教走出社會的決心。梁道長一方面堅守道教的

宗旨、戒律，以維護信仰核心；一方面又有開明

的思想，力圖擺脫傳統的枷鎖，與時並進。在梁

道長的努力下，相信愈來愈多人會有機會重新認

識這個中華傳統宗教。 

 

 

 

 

 

 

 

 

 

 

 

（文：吳嘉瑤 校：林皓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