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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與社會

　　香港道堂通過道教科儀，為香港社會祈福禳

災，其來有自。每遇災禍，香港道教團體參與超

薦法會，以求安陰利陽。如 1918 年馬棚大火，約

六百多人遇難，事後在愉園蓋搭醮棚，延請鼎湖

高僧及應元宮道士開壇作法事，超渡亡魂，當年

參與建醮的道堂包括牛池灣的先天道派的萬佛

堂。 1 1972 年「六一八」雨災，山崩樓塌，觀塘安

置區受災嚴重，青松觀、六合聖室等道堂前往災

埸為遇難者作安息法會。及後，香港佛道團體舉

行超薦法會，分設佛教、道教、潮僑三大主壇及

分壇，誦經禮懺，追悼「六一八」雨災全體罹難

者。參與道教壇計有：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

觀、松蔭園佛道社、圓玄學院、蓬瀛仙館和抱道

堂等。 2 又如香港在 1970 年代以前水源緊缺，道

堂也曾為旱災祈雨。 1955 年春天，歷時兩月乾

旱，通善壇、龍慶堂與善慶洞特發為「祈雨法

會」；3 1963 年大旱，本港 4 天供水一次，六合聖

室設七星祈雨壇祈雨。 4

　　2003 年春天，香港非典型肺炎肆虐， 4 月 17

日至 4 月 23 日（農曆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香

港道教聯合會聯同 16 間道堂舉行「消災解厄祈福

法會」，地點選在沙田車公廟前翠田街足球場。

（圖一）本文對這次法會，及期間誦唸的《辟瘟妙

經》等相關文獻，作了扼要的記錄和解說。

二、遣送瘟神的習俗

　　瘟神亦稱疫神，即主司瘟疫之神，此信仰源

於古人對瘟疫的恐懼。瘟神是多種惡性和急性疾

病的凶神，對於這種凶神，人們不敢得罪，唯有

請道士行法遣送瘟神。瘟神只能「送」、「驅」以

請走，而不能說「滅」瘟。古代有「五疫」之說，

而瘟神多為 5 位。被稱為中國諸神百科全書的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載「五瘟使者」的名號：

「昔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六月內，有五力士現於凌

空三五丈，……帝問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

何災福也？』張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

天上為五鬼，在地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張元

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仕貴，總

管中瘟史文業』……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

之。」5 這次祈福法會，其中一位驅瘟主神是「和

瘟教主匡阜真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廬山

匡阜先生〉載「姓匡名續，……號匡阜先生」，

「凡水旱厲疫，禱之皆應焉。」匡阜真人游江

南，將五瘟神收為部將。為何稱「和瘟」？李豐

楙說得明白，他引用香港長洲太平清醮舉行的

「遣船」科和臺灣南部沿海瘟醮，配合民眾的和

瘟、拍船，道士使用神咒和瘟、遣瘟法，認為

「和」是先行懷柔的語氣，「遣」是強制語氣，務

求「掃除淨盡」，潔淨境域。 6

　　有關送瘟，可從古代驅疫鬼的「儺」說起。

「儺」是年終舉行逐疫驅鬼的儀式，《後漢書》〈禮

儀志〉稱：「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南朝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有臘日（十二月八日）逐

疫之說；宋元時代，民間有祭送瘟神的習俗。道

教的送瘟科儀，正是民間習俗的規範化。 7 據

說，南方逐疫的作法，將船焚化放入海中，能將

災疫帶走。因此，宋代以來，送瘟例要用船。例

如臺灣有瘟神之祭典，此俗傳自福建，稱「王

醮」；放王船之習俗，號稱「送瘟」。「建醮之

時，裝飾帆船，載上王爺神像或其他器物，號稱

王船，放流於海或予焚化之俗，頗為盛行，號稱

送瘟，眾皆相信，如此作法，將疫癘帶往他方，

人民可免遭殃。」8 又如雲南省昭通地區鎮雄縣

的打醮活動，約在明朝中期由中原一帶漢族傳

入。一類為祈求甘霖的「打雨醮」，另一類為驅

瘟的「打清醮」。其中送瘟的「掃（送）船」儀

式來自道教，瑤族製作「羊船」把瘟疫送走，「羊

船」既是送瘟工具又是祭品。 9 香港道教聯合會在

這次法會特別紮作了一艘 15 呎長的法船，作和瘟

香港道教送瘟祈福法會及其辟瘟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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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舟科儀之用。（圖二）因地制宜，這次送瘟法

會的法船「予以焚化」而非「放流於海」。舊時

江南有紙船明燭送瘟神之風俗，其辦法是用紙紮

船一艘，請瘟神、五方行瘟使者接送上法船，將

法船焚化，返歸神界。 10

三、香港「消災解厄祈福法會」的行儀與解說

　　香港道教聯合會舉行連續 7 天之「消災解厄

祈福法會」，誦經禮懺，藉此為市民祈福消疾。

香港道教以前做過祈雨等科儀，但沒有做過驅

瘟，籌備過程中請教上海陳蓮笙、陳耀庭諸位道

長，科本決定選用《和瘟遣舟科儀》、《瘟祖八

寶驅瘟法懺》和《元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

法會設主壇、天壇、地壇、中壇。（圖三）因是

祈福道場，主壇奉三清，輔以四御五老；以及北

帝、斗姥、天后、龍母、太乙救苦天尊、九天玄

女、當年掌管雷部諸神、當年掌管風部諸神等

等。 11 中壇奉三位驅瘟主神，中為「洞淵教主驅

瘟疫崆峒感應天尊」（仙尊名號亦見於法船），左

為「無上洞淵三昧伏魔天尊」，右為「和瘟教主

匡阜真人」。法會期間，市民可請驅瘟符與平安

符，大會共派發各八萬張。 12（圖四）法會行儀節

序，簡列如下：

（1）四月十七日（農曆三月十六日）

三奏龍庭（車公廟上表）

請水淨壇

豎幡、安大士、中壇請聖

開壇啟請（見解說 1）　

開金榜

玄門開位

玉皇宥罪錫福寶懺（見解說 2）

開黃榜

玉皇心印經

玄門破獄

（2）四月十八日（農曆三月十七日）

玉皇宥罪錫福寶懺

諸天朝　玉皇朝

赤松黃大仙師寶懺

太上清靜經　太上道德經　玄靈經

攝召真科（過仙橋）

（3）四月十九日（農曆三月十八日）

三元賜福寶懺

三元朝　文帝朝

大洞仙經　至寶真經

正陽仁風寶懺

呂祖玄妙經　北斗延生經

聖帝保安寶懺

關燈散花科 （見解說 3）

（4）四月二十日（農曆三月十九日）

三元滅罪水懺

七真朝　武帝朝

金剛水幽

（5）四月二十一日：送瘟科儀 （農曆三月二十日）

太乙濟度錫福寶懺

太乙朝　靈官經　雷祖朝

玉樞經　三元妙經

瘟祖八寶驅瘟法懺 （見解說 4）

元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

和瘟遣舟科儀 （見解說 5）

（6）四月二十二日：三清濟煉（農曆三月二十一日）

純陽無極寶懺

呂帝朝

結懺科儀

先天斛食濟煉幽科（見解說 6）

（7）四月二十三日：大供諸天（農曆三月二十二日）

清微禮斗真科

玄門讚星科

玄門供諸天科

圓隆謝表送神

上列行儀節序，有幾方面要解說。

解說 1 、啟壇邀請特區政府官員主持祭天儀式，

而第一天「開幕典禮」、第五天、第六天和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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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科儀，各壇參加。七天每日各有主壇，如圓玄

學院是第一天主壇，青松觀是第七天主壇。

解說 2 、多天誦經禮懺，藉不同的經文懺本懺悔

改過，以《玉皇宥罪錫福寶懺》為例，朝禮三

清、玉皇等神靈，祈求上天赦罪賜福；《玉樞

經》13 則述消災解厄之法，誦此經可解厄解驚。

然後舉行驅瘟科儀，首先誦《驅瘟法懺》，繼而

誦《辟瘟妙經》，再而進行「和瘟遣舟」。 14

解說 3 、「關燈散花儀」，由「關燈儀」（全稱是

「五方關燈科」）和「散花儀」（全稱是「散花解冤

結」）二個科儀不間斷地組合而成。關燈科儀行

儀目的是以神燈之光，把亡魂從地獄引領出來。

散花科以「花」作為比興的對象，慨歎人生，亡

魂在壇場上聽道士們「說法談玄」，通過教育解

除亡魂生前冤結。整個「關燈散花儀」約兩個多

小時，科儀以唱為主，具有極強的音樂性。 15 是

次消災解厄祈福法會，關燈散花儀由松蔭園佛道

社負責。據說，香港所用「關燈散花儀」版本，

來自廣州三元宮。 16

解說 4 、《瘟祖八寶驅瘟法懺》，版本來自《回

天寶懺》卷六，八寶即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心。

懺文讚曰：「八則當成八寶看，良心一點是金

丹。懺文不但驅瘟疫，以此回天亦不難。」

解說 5 第五天送瘟，三位驅瘟主神移奉於主壇。

和瘟遣舟科儀，選用清末刊印《廣成儀制》的〈和

瘟遣舟全集〉：「公文宣示，神聽昭明。仰惟察

功籙過，奉  天命以無私，布氣行瘟，豈仙壺之妄

轉，今則蒙天赦罪，依式遣舟。……」法會籌委

會成員梁德華道長講述和瘟遣舟科儀的特色，當

天用作和瘟遣舟的法船先用『雷公令牌』作法

器，施五雷號令開光，請三位驅瘟主神帶領五方

行瘟使者、瘟部總管，登上法船，送返天庭。法

船內備有紙紮必需品，包括船伕、酒、米、鹽、

醋等。化船時用檀香燃點乾禾草，因為要旨是

「驅瘟」，值得注意是用檀香薰，薰香作拜送，

而不是用火燒。化船時唸咒：「江頭鑼鼓響鼕

鼕，……奉送諸神何處去，……一葉扁舟遊大

海，逍遙逕到蓬萊宮。」先把神位放上法船，然

後把法船推到龍口向吉方(南方)，同時各經生一

路諗咒一路化船，末段結壇唱小讚：「重斟酒三

獻，上奉都天拜送瘟司盡上船，為報兒郎並水

手，醉歸青天，醉歸青天。」17 整個和瘟遣舟的

科儀便告完成。

解說 6 、與關燈散花儀齊名的香港道教科儀是

「大三清」，可說是本地道教科儀的代表作，「大

三清」約需四個多小時。「大三清」是道教的大

型科儀，包含煉度、超幽和施食三項內容，原名

「先天斛食濟煉幽科」，這個科儀「覆蓋全社

會」，為普渡一切幽魂而舉行。香港「先天斛食

濟煉幽科儀」的科書，來源於蘇州的《太極靈寶

祭煉科儀》，它的基本內容和程式仍然保持著宋

代科儀的模樣。 18 1997 年香港道教聯合會舉行慶

祝回歸祈福法會，啟建七晝連宵法會，三清科儀

由 250人一齊誦經，規模譽為「本港開埠以來的首

次」。 19

四、送瘟法會所用的《太上洞淵辭瘟神 妙經》

　　法會第五天和瘟遣舟，焚化法船， 特別之

處是將整篇《太上洞淵辭瘟神咒妙經》（以下簡稱

《辭瘟妙經》）經文書錄在法船的帆上。（圖五）

「此經為消除瘟疫之用」，借元始天尊為洞淵天

尊所說，認為民眾得瘟疫，瘟疫形成因果，皆因

「不敬三寶，呵天罵地，全無敬讓，心行諂曲，

為非造罪」，應建立道場，焚香誦經以消災。 20

《辭瘟妙經》經文引錄如下：

爾時

元始天尊與諸大眾，在上陽宮內敷演教法。時有洞淵天尊上白

元始天尊竊見下界生民，盡染瘟疫之疾，四肢壯熱，手足酸疼，頭痛眼華，五臟盛熱， 如

鍼刺，不能喫食，如何救療？是時

元始天尊曰，皆是下界生民，處居人世，不敬三寶，呵天罵地，全無敬讓，心行諂曲，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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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錄《辭瘟妙經》，有幾方面須加以解說。

（1）據李豐楙推測，這部屬於諷誦類小卷經文，

在宋元時期撰成，曾被江西南昌、福建漳、泉州

道士運用。 22

（2）在法會道場禮請的對象計有「行病神王、五

帝使者、七十二候聖者、二十四 聖眾、行瘟大

判官、俵藥主事、行豬羊牛馬瘟疫使者、祛災使

者、癘毒使者、地分神王、后土社令」，經文提

到「五帝」，即「東方青帝青瘟神君、南方帝赤

瘟神君、西方白帝白瘟神君、北方黑帝黑瘟神

君、中央黃帝黃瘟神君」。 23「七十二候」表示一

年中節氣的變化，一年二十四節氣，共有七十二

候，即《廣成儀制》的〈和瘟遣舟全集〉啟請的

「瘟司布化氣候神君」。「十二年王」就是一紀十

二年所形成的十二值年瘟王。 24

（3）《辭瘟妙經》收進《莊林續道藏》，稱為《元

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內容再加演繹發揮。 25

五、香港其他驅瘟法會和活動

　　在 4 月至 6 月之間，港人在疫症下自求多

福，不同宗教紛紛舉行祈福法會。 4 月 9 日鄉議

局邀請新界各區歷史悠久或具規模的寺、觀、廟

宇，罕見地同時舉行「全港驅瘟除疫祈福保安洒

淨日法會」，為香港禳災祈福，驅除瘟疾，保境

安寧。這 1 4 所寺、觀、廟宇（宮觀佔其七）包

括：26

屯門青松觀

屯門妙法寺

荃灣圓玄學院

荃灣西方寺

打鼓嶺雲泉仙館

大嶼山寶蓮寺

青衣天后宮

青衣真君大帝廟

西貢天后廟

九龍塘省善真堂

粉嶺蓬瀛仙館

大圍信善玄宮

萬德至善社大埔萬德苑

元朗凌雲寺

　　當疫情嚴竣時，匯集傳統習俗、宗教儀式和

民間智慧，或用舞火龍習俗，或求天后、求車

公，或在華陀誕求神庇佑。例如 5 月 18 日新界鄉

議局在港、九及新界九個地區進行「華陀誕舞火

龍鎮疫驅瘟」活動，其中在屯門天后廟舉行的舞

火龍活動，不少人向廟旁供奉著的華陀祭壇上香

造罪，致令此疾所傷。凡為人民身強力健，不知回向，出入往來，並無避諱。蓋是五帝使者

奉天符文牒，行於諸般之疾，凡人之所為，係在簿書，遂行其毒，若人吸著，便成此疾。如

有男子女人家染此患，宜令闔家斷絕五辛，低聲下氣，柔軟身心，歡喜慈愍；禮謝辭遣，置

立香位，請道迎真，於家建立道場，焚香轉誦妙經，依教禮謝開於道位，次施設齋筵，香燈

如法。請於天符十二年行病神王、五帝使者、七十二候聖者、二十四 聖眾、行瘟大判官、

俵藥主事、行豬羊牛馬瘟疫使者、祛災使者、癘毒使者、地分神王、后土社令。各領部眾，

俱降道場大道之處，解此毒癘，宜轉此經，一時禳謝。若凡人係在簿書，仍須勾銷放赦，奏

聞今有弟子某歸依投懇，拜奏誠心，莫為留難，改死重生。於是聖者見此禮謝，收瘟攝毒，

故不流行。是時

元始天尊乃為頌曰：

太上立科教 敬信除災殃 瘟疫留毒害 聞善化吉祥 歸依念三寶 家門漸吉昌

芳能轉此經 鬼禍悉潛藏

是時洞淵天尊并諸大眾，聞此聖言，各各歡喜，作禮而退，信受奉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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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祈求神靈保佑非典型肺炎盡快絕跡。華佗

寶誕當天，官員在省善真堂參拜華佗仙師，並表

揚本港醫護人員的努力。及後 6 月 22 日再於屯門

天后廟廣場，再次舞動火龍。經過各方齊心努力

抗疫， 6 月下旬香港終於從疫區除名。與香港一

水之隔的澳門，相對安然渡過，然而居安思危，

澳門道教協會與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於 6 月 1 5

日，舉行「辟瘟鎮炎保平安建醮祈福法會」。 27

　　早在 1894 年粵港發生瘟疫， 28 民眾到本港其

他地區或回鄉迎請神衹，如抬著車公、綏靖伯等

神像巡遊，以平息災疫。百年前大疫，諸仙聖降

示的乩文，勸人修省改過。如《善與人同錄》收

錄呂祖乩語：「溯自甲午以來，癘疫四佈，港澳

省垣首遭其劫。……其中或能幸免者，……不知

天之厚我，而猛然自修省，則癘疫遂潛消之不

覺。若從恃天之厚我，而侈然自放，則癘疫一旦

發而莫收。」呂祖又乩示：「大劫之中，十今消

去七八。更願諸子常存省察之念，恒懷利濟之

心，有一分力量，積一分功德。」29 又如《驚迷

夢》收錄黃大仙乩語：「近日治疫方刊太多，無

一不能治，亦無一能治。吾之方，只一善字可治

矣」，隨壇羊之石詩：「世間盡是善心人，那有

遣此瘟神部。」30 至今仍然發人深省。

後記：本文撰寫過程中，是次法會籌委會成員梁

德華道長提出許多寶貴意見，道教文化資料庫與

麥錦恆先生提供相關資料和相片，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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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5Michael Saso 編輯，《莊林續道藏》(臺北：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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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消災解厄祈福法會」會場，相片後方為車公廟。（道教文化資料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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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法會期間派發的驅瘟符與平安符

圖二、用作和瘟遣舟科儀的法船（作者攝）

圖三、「消災解厄祈福法會」會場平面圖

圖五、書錄在法船帆上的《辭瘟妙經》（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