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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是民國年間發源於潮汕地區的扶鸞團體，

它在1930年代末期創教，40年代已經在潮汕發展迅

速，其後在東南亞及香港各地傳播。作為一個扶鸞

團體，德教與大眾所理解的道教差別在於德教的成

員認為他們的宗教是一個將儒、釋、道、耶、回五

教合而為一的世界性宗教。五教之中的核心教義，

包括儒教的明德忠恕、道教的抱一修真、佛教的明

心見性、耶教的大公博愛和回教的慈愛清真皆能發

揚人類崇高的德性而教化於人，而德教則在不分種

族、不分宗教的情況下，將五教共冶一爐。1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香港德教團體紫靖閣。

它於1962年創立，置閣於西營盤的一棟大厦內。

時至今日，紫靖閣仍是一個有定期扶乩活動的道

壇。1949年後，德教在內地被取締，潮州人就將

他們家鄉的信仰帶來本港。紫靖閣標榜扶乩，協

助信眾問疾決疑，並藉扶乩及其他引申出來的宗

教活動去維持全年的運作。本文主要透過紫靖閣

的全年活動來探討道壇如何透過定期宗教活動以

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信眾參與，從而指出一個市區

道壇的全年運作情況、特色及其在香港本土化的

過程。2 全文所採用的資料將以紫靖閣2008至2010

年的乩文及筆者從2007至2010年的田野考察筆記

為主，目的是希望透過結合文獻及田野材料以貼

近了解紫靖閣的近況。3

正月代表着一年新的開始，紫靖閣在正月

主要舉辦三個活動：分別是正月初五之開閣日、

正月初九之請符日和正月十五之元宵活動。筆者

從2008年開始連續三年觀察這項活動，以下將以

2010年的田野考察為主要紀錄，詳述這三項活動

的內容及意義。

正月初五之開閣日

每一個有扶乩的道壇都會有「首鸞」，所謂

「首鸞」即是道壇在新一年的第一次扶乩。新一

年一定以農曆年為準，以正月作開始，西曆是不

會計算在內，所以西曆的元旦是不會有任何慶祝

活動。

不同道壇都會以正月作開始，通常不會遲於

正月十五。紫靖閣每年第一個活動是正月初五之

「開閣日」。據閣長稱，因為每年年末謝灶君4 的

時間為「官三民四」，即是古時官員在農曆十二

月廿三、平民在十二月廿四祭灶君，所以由年廿

四開始至正月初四期間，神仙會返回天庭報告每

個人間家庭的善惡。到新一年的年初四，平民百

姓就會在家中迎神，表示神靈述職完畢後會重返

人間，繼續接受祭拜及掌管每家之善惡。因此，

待眾善信於年初四在家中完成迎神儀式後，紫靖

閣將接續於年初五舉行新一年的活動。

年初五的開閣活動主要是請財帛星君下凡，

即俗語所謂「接財神」，求財神賜福，乩文解

釋：「紫靖每逢首鸞，例必命駕，寵錫之餘，留

為錢種，生生不息。」5 所有伺子善信都希望得到

財神賜福後，全年無論在正財及橫財方面（包括

做生意、工作及炒股票等），都能有所獲利，當

中請財神賜福最主要的儀式是「請利是」。

所有「請利是」的伺子善信需要在儀式進行

前預先登記，工作人員會根據伺子善信所要求的

利是數目進行盤點。例如陳宅今年請20封利是，

工作人員會先預備印有德教徽號的20個紅色利是

封，然後每個利是封內放港幣兩元。利是封封妥

後，再在利是封封面寫上每家戶主的姓名，然後

垂直放在金色盤子上等候儀式的進行。

其實，伺子善信每請一封利是只需要捐獻

港幣一元。所以照道理而言，捐一元而換兩元利

是，紫靖閣進行這個接財神儀式是要虧本的。不

過，伺子善信每次都會捐款數百、甚至數千元，

市區道壇的儀式與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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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為了換數封經財神賜福的利是，所以所謂

「捐一元」純屬象徵意義。有資深善信將這個行

為理解為「一分耕耘，兩分收獲」，屬上天對伺

子善信之恩賜，因此紫靖閣中人會視「捐一得

二」為一種上天的獎賞。

當每個家庭的利是放在預先準備的金色盤

子後，就等待開乩時進行賜福。首先，乩筆開動

後，祖師會請財神訓勉大眾，大意叫人全年謹記

行善。之後進行賜福儀式，乩手將乩筆指向全盤

利是，然後不斷在利是上方畫圈，示意在為利是

開光賜福。賜福完畢後，由閣長負責頒發利是，

由主持負責宣讀名字，伺子善信需在正中的神像

面前跪接。至於拿利是的先後次序，通常是伺子

先拿，善信接續，閣長自己一家所叩的賜福利是

則由其妻子代領。

各人請完利是後，就可把利是帶回家中供

奉。通常經賜福的兩元利是是不會即時使用，它

們會被保存一年，待新一年再請到新的賜福利是

後，才會被使用，以示新的財運又再帶入家中。

正月初九之請符日

正月初九是紫靖閣的請符日。在一般信眾的

信目中，符的主要作用就是驅邪驅鬼，同時亦兼

及鎮宅、保平安等功效。符在坊間是不難買到，

只要到一些大型廟宇外的店鋪就能購買，廟祝及

解簽的人更會勸導那些在該年犯太歲之人購買平

安符以保全年平安。紫靖閣為了順應習俗，把每

年的正月初九定為「請符日」，而所請的符與坊

間的平安符最大不同之處，為每張符皆是用乩筆

親書，這點在信眾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

有別於其他乩壇，紫靖閣只會一年賜一次

符，在正月初九之後的一年內就不會再有機會請

符，因此伺子善信會利用當天叩請足夠數目的平

安符及鎮宅符供全年之用。所謂符，其實是在扶

乩時用朱砂筆寫上「敕令」字樣的一張黃紙。符

中的「敕令」字樣必須是直寫，而且兩個字是合

文，6 通常書寫時是一筆直落而不停頓，需時須20

秒左右。

基本上伺子與善信所得到的符都是一樣的，

不過伺子所擁有的符是正月初九當晚直接用乩筆書

寫，而善信所擁有的符是預先寫好，然後再由善信

叩請回家供奉。所以，善信為確保他們所手持的

符與伺子所擁有的是一樣功效，他們會在取符後，

立刻跪拜，然後「報告」予祖師7：「某人某宅今

請符X度，求祖師保平安」。他們甚至會把獲得的

符，在插滿香的香爐上面不停打轉，利用煙薰使符

更為「潔淨」。這些行為與舉動表面上是感恩的表

現，但亦可看作成不斷要求祖師不要忘記保佑請符

之人及其家庭，實帶有提示神靈之用。

無論平安符及鎮宅符，在信眾的心目中，其

有效期均為一年。到每年年末，伺子善信可在家

中或上壇把舊符燒掉，到新一年再請新符以求繼

續保佑。

正月十五之元宵活動

正月十五是元宵節，在道教中，該天亦是上

元佳節，需祭天官。8 紫靖閣作為一個設於市區大

厦內的道壇，早年亦曾試過舉辦上元燈會，9 不過

時至今日，礙於地方所限及聚集人數眾多，已很

難續辦賞燈及猜燈謎這些傳統民間慶祝活動。不

過為表示新春團圓，工作人員會煮一些湯圓供伺

子善信隨意分吃，以示應節。當晚除了扶乩和上

天表祭天官上帝外，全晚最主要的活動就是「請

令旗」。

蓋自德教之興，定於是夜，頒錫錦旗，

藉以保歲之平安。該為生財之工具，一

舉而兩便得矣。10

乩文中已清楚表明「請令旗」主要有兩大

功用：一為鎮宅保平安，二為招財。所謂「令

旗」，其實是一塊寫有「敕令」二字及蓋有「協

天閣關主裁」專用旗印的、11 鑲紅邊的直角三角形

黃布。完成蓋印後，該黃布就成為一支經過加持

的令旗。與「符」相同，「敕令」二字亦是用乩

筆蘸朱砂合文寫成的。但由於人手不足，這些令

旗通常會在農曆十二月下旬預先乩畫好，不會像

伺子於正月初九請符那樣可以即場請求乩畫。至

於乩畫令旗的日期則每年不同，主要以遷就乩手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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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乩筆所畫的令旗數目每年不同，不過其數

目一定是由扶乩決定，並多以3和8作尾數。常用3

和8作尾數皆與廣東話中的「生」、「發」諧音相

同，「生生發發」，可謂寓意吉祥。由於每年所

畫令旗數目有限，伺子善信請令旗的數目亦自然會

有一定限制。通常用個人名義請令旗最多為一至三

支，而每個家庭只需請一支令旗放在家中即可保闔

家平安。由於令旗的另一功效為招財，所以亦會有

商人用公司名義請令旗，申領時就用某某有限公司

名義登記，到取旗時就由其老闆親領。

當晚扶乩開始後，就由祖師示意閣長代頒令

旗，由主持負責宣讀，伺子善信需跪在正中的神

像面前，然後由閣長代為頒發，閣董會成員及伺

子先取令旗，之後才到善信，情形與正月初五請

利是時的領取形式近似。信眾請令旗的數目需向

工作人員預先記錄在冊，到頒令旗時，主持會根

據請令旗數目進行頒發。閣長頒令旗時，伺子善

信會先跪下，主持會再問一次請令旗數目，以作

核對。同時，如果有伺子善信自己想臨時增加請

令旗數目或臨時想代別人請令旗供奉，亦會於此

時先行記錄，到第一輪的令旗頒完後，餘下再由

這類後補案例補領。

主持詢問完所請令旗的數目後，接着會詢問

「報效」數目，即是問會捐多少錢。根據2010年的

紀錄，閣長捐2,280元，乩手捐 3,730元，其他伺子

則分別有捐 838元、1,228元、1,288元、1,328元、

2,328元、3,388元、3,800元到最高5,000元不等。善

信則有捐88元、300元、838元，甚至上千元不等。

所捐金額總離不開3和8這類數字，與新年寓意吉祥

可謂直接相關，至於經常見到2配8，則取廣東話諧

音「易發」，有招財之意。其實「報效」多少純屬

心意，只求新年有好意頭而已。捐錢時，主持會

問領旗人今年「報效」多少，有些人未必能即時

回答。這時，主持人會根據簿冊上的紀錄提醒領旗

人上年捐了多少錢，領旗人大多數會答「照舊」，

即所捐金額與上年一樣，亦有人會刻意捐得比上年

多，以示今年比上一年富有。

領旗人從閣長手中跪接令旗後，閣長就會

講「攞左就大吉大利」。之後，領旗人就會走到

近窗的桌子旁領取「福品」。所謂「福品」即是

拜過神的祭品，用紅色塑膠袋裝着，內有大桔一

對，寓意大吉大利、好事成雙，而潮諺「兩個大

吉行通城」亦正是這個意思的表示方式。每個紅

色塑膠袋前都會釘着一個寫上名字的紅色利是

封，確保每一個捐過錢、領過令旗的人都會得到

一份「福品」而不致有人遺漏。

至於餘下的令旗就會被收起，因為一過正

月十五，一年內就不會有機會再請，做法如同正

月初九請符一樣。有些信眾如果只是預先登記請

令旗，但到正月十五當晚並沒有出席則當作自動

放棄論。「沒有付錢，人又沒有到，都當唔請

（旗）。」這一小部份人往往會在背地裏被人非

議及被批評為不誠心。

元宵節當晚，伺子還可請一些「香灰」（即

香爐灰）放在家中以備不時之需。首先，工作人

員會準備印有德教徽號的紅色利是封，然後用小

鏟把一些香爐灰放在利是封內，再把利是封放在

乩盤內，由乩筆進行開光。乩筆會圍繞利是封打

轉，以示經過加持。在整個儀式中，閣長能夠得

到九封利是，其他伺子則有七封。據稱符灰冲水

能有治病功效，不過只有伺子才有資格領取，其

他善信則未能享受此待遇。

正月初五的請財神賜利是、正月初九的請

符和正月十五的請令旗這三個活動是紫靖閣全年

最多人參加，亦是信眾捐錢最多，支持最深的活

動。縱使市區道壇舉辦的活動規模有限，但由於

正月所辦之活動皆以迎合普羅大眾求財及保平安

之需要為主，故此深受歡迎。從筆者聽到主持口

中所報「報效」的金額數目總和已達十萬元以

上，可謂是除售賣祖先牌位以外的一項最大收入

來源，有助道壇支付全年開支。

神明誕期

作為一個提倡三教合一、五教同源的道壇，

德教紫靖閣每年除了農曆七月主力負責盂蘭盆

會外，其他月份皆會賀誕，誕期的詳細情形可參

閱表一。不過為方便伺子善信參拜起見，很多時

慶祝神明誕期會放在初一、十五與扶乩日同時進

行。儀式會在每個朔望扶乩日的晚上8時進行，以

下筆者將以2008年11月12日（農曆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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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南屏古佛師尊誕為例，12 記錄閣董會成員在神

明誕期之祭拜情形。

在神明誕期日所行的儀式名為「大祭禮節」，

儀式開始時需全體肅立，七位身穿長灰袍的正副閣

長和閣董站立在前，其他伺子善信站立在後。前方

所站的人數一定是單數，據稱這純粹為求對稱美

觀，並沒有特別宗教含義。然後，工作人員會鳴鐘

敲鼓。由於德教視關聖帝君為玉皇大帝，所以為表

特別尊重，在身兼玉皇大天尊的關帝和協天閣關主

裁寶誕儀式上需鳴鐘敲鼓各二十四響，至於其他諸

位仙真寶誕則各敲十二響。眾閣長跪下奉香，接

着全體誦唸《德教心典》三遍，然後由代表「上天

表」賀誕。13 天表的內容大意是感謝諸佛仙尊四十

多年來的保佑，並期望神明悅納紫靖閣全體成員的

獻祭。代表會用潮州話的唱唸方式恭讀天表，完成

後會將之焚化。之後，再由正副閣長連同閣董七人

行「五獻禮」，包括獻花、茶、酒、齋菜和鮮果，

並另獻壽桃和壽麵。最後，全體伺子善信行三頂

禮，禮成後便拍手道賀。

對一般信眾認知而言，神明誕期往往是大型

活動，而且很多時是連續舉辦數天。設於大廈內

的道壇，往往會因地方狹窄及人手不足而將賀誕

規模縮小並把程序精簡。紫靖閣中的核心成員，

或為商人，或為在職人士，要親力親為舉辦各項

神明賀誕活動是較為困難，而且近乎每個月皆有

誕期，他們若長年大規模舉辦活動會應接不暇。

因此，閣董會職員稱，儀式必需要簡單而隆重才

能迎合大眾，伺子善信才會有時間參加。現在，

每次神明賀誕的全套儀式只佔大約15分鐘，可謂

既省時而又能切合大眾實際需要。 

表一︰紫靖閣諸佛先真聖誕暨閣慶紀念日14

日期（農曆） 活動名稱

正月初九日 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聖誕

正月十五日 元宵佳節

二月十五日 道祖太上老君聖誕

二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

三月初三日 玄天上帝聖誕

三月廿三日 天后聖母聖誕

三月廿九日 福德正神聖誕

四月十四日 呂純陽師尊聖誕  

（循例延至四月十五晚補祝）

四月十八日 華元化師尊聖誕

五月十三日 協天閣關主裁聖誕

六月廿四日 玄旻高上帝玉皇大天尊聖誕

七月杪日 地藏王菩薩聖誕 

（循例在八月初一晚舉行補祝）

八月初一日 鍾離權及韓康師尊聖誕

八月廿七日 先師孔夫子聖誕

九月初九日 重陽佳節閣慶紀念

九月二十日 柳春芳師尊聖誕

九月杪日 延壽藥師佛聖誕 

（循例在十月初一晚舉行補祝）

十月十四日 南屏古佛師尊聖誕 

（循例在十月十五晚舉行補祝）

十月廿九日 宋大峰祖師聖誕 

（循例延至十一月初一晚舉行補祝）

十二月初八日 釋迦世尊聖誕

十二月初九日 楊筠松師尊聖誕 

（二師在初九晚同參）

春秋二祭

紫靖閣內的閣董會成員每年都會在春分及秋

分時節舉行春秋二祭以祭祀報本堂及孝思堂內的

眾祖先牌位。15 在春秋二祭之前的兩星期，工作

人員會發信通知牌位家屬將會舉行祭禮，各家屬

可以參與祭拜祖先或捐款襄助。不過事實上參加

之人數不多，親到之人多為閣董會成員的家屬而

已。由於春秋二祭儀式的內容、時間和地點完全

相同，以下本人將以2010年3月21日舉行的春祭儀

式為主，陳述閣董會成員官式祭祀祖先之情形。

春祭舉行儀式的地方是大殿和大厦十五樓，

即頂樓，平時稱作「仙佛行宮」。當晚，工作人員

首先在場地的左方牆上掛上寫有「香港德教紫靖閣

春祭大典」的紅色橫幅，然後放置一張大供桌，

桌上放一置個大型的神主牌位，神主牌位上由左至

右寫着：「本閣孝思堂各姓氏祖妣/考諸先靈之神

位」、「德教紫靖閣歷代先賢之神位」、「本閣

報本堂各姓氏祖妣/考諸先靈之神位」。三個神位

前方各有一瓶鮮花供奉。牌位前依次放置12杯茶、

酒，12雙筷子、10碗由冬菇、荷蘭豆和豆卜組成齋

菜和12碗米飯。有閣董會成員表示，供品的數目多

用12，這樣牌位內的祖先在全年12個月皆得祭祀。

供桌最前面專設香爐及擺放金銀衣紙，然後擺滿了

各式食物，如各式水果、米飯、中式包點和甜糕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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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最後，地上放置兩匹紙紮大衣料和兩對紙紮大

金元寶，準備作化寶之用。

2 0 1 0年的春祭儀式首先於晚上八時在大殿

舉行，約有二十多人參加，主要是部份閣董會成

員、家屬和牌位家屬。當晚所用的儀式名為「大

殿參師儀式」，主要是在正式祭祀祖先前先禮貌

地參拜祖師，由於當晚不用扶乩，因此這個部份

的儀式較其他大型節慶簡單。儀式開始時，首先

全體肅立，正副五位閣長在前，其他伺子善信在

後。然後，鐘鼓齊鳴各三響，眾閣長跪下進香，

全體伺子善信唸誦《德教心典》三遍，唸完後全

體再行三頂禮，然後宣告禮成，大家拍手致謝。  

之後，眾人移師頂樓繼續春祭儀式，這次參

拜的對象是各祖先牌位。首先，仍是全體肅立，

然後請主祭者，即紫靖閣閣長就位。接續再請陪

祭者就位，陪祭者包括閣老、報本堂主任，副閣

長和財務主任四名。總之，連閣長在內一定要湊

夠五人在前（閣長和報本堂主任是必需的），務

求做到對稱效果。16 最後再請與祭者，包括全體

閣董、德友及眾先靈眷裔就位。眾人就位後，就

由禮生擊鼓三遍，然後由五位主祭者及陪祭者上

香，再行三叩首之禮。上香後，眾人唸誦《德教

心典》一次，因為並非扶乩請仙佛下光，所以免誦

後半部的啟經讚。之後，由報本堂主任為代表用潮

州唱腔宣讀祭文，祭文內容大概為紫靖閣所立之報

本堂和孝思堂是「緬懷祖德，源遠流長」，而舉行

春祭的目的是「慎終追遠，子孫賢孝，尊親法祖，

秉正綱長」，而最後祈望眾仙佛及各位牌位上的祖

先保佑「年年此日，瓜瓞綿綿，神其降臨，是格是

嘗」。17 拜讀完畢後會將祭文火化，接續由主祭者

和陪祭者五人行「五獻禮」，包括獻花、茶、酒、

齋菜和鮮果，並依次另獻粢盛、豬首、大發、喜

包、甜餅、紅桃、豆蔴糖、米通；金銀衣紙、兩匹

紙紮大衣料和兩對紙紮大金元寶則獻祭完畢後拿到

天台的化寶爐上焚化。最後，全體成員包括伺子善

信及家屬向歷代祖先行三鞠躬禮後即禮成，然後大

家拍手致謝。

由大殿到頂樓的獻祭儀式歷時大約40分鐘，

同樣亦體現了市區道壇在儀式及祭祀上簡單而

隆重的特色。儀式完畢後，眾家屬依次向祖先牌

位、地藏菩薩及近窗位置寫上「天地父母」的香

爐上香，然後稍作等待，工作人員會將枱上的

「福品」，即祭祀食物，分給眾人後便可離開。

盂蘭盆會

紫靖閣於每年農曆七月舉辦盂蘭盆會，民間

俗稱「鬼節」祭幽。在香港，盂蘭盆會已經有數

十年以上的歷史。在中西區，以西環至上環一帶

舉辦尤盛，部份舉辦盂蘭的團體亦至少有40年以

上的歷史。由上環至西環沿海一帶，包括西區公

園、東邊街、水街、正街，以至西行至堅尼地城

海旁都有潮州人及廣府人舉辦盂蘭盆會的足跡，18

紫靖閣所舉辦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作為一個

以潮州人為主的都市化道壇，紫靖閣就在自己本

身所在的大厦內舉行儀式。

儀式定於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六日舉行，不過

事前數天，家屬已經開始對先人進行附薦。在紫

靖閣，任何人附薦皆是免費而隨緣樂助，盂蘭法

會前的數天亦會在報章上刊登廣告歡迎各界善信

免費登記附薦。19 到七月十六日當天，附薦的名單

將會貼於舉行法會地點的右方牆上，20 上面每一張

的淺黃色附薦名單將會寫上：

佛力超薦XXX（先人的名字）之蓮位

陽居 XXX（附薦者家屬的名字）敬薦。

通常參與附薦者都會順帶捐助盂蘭法事，捐

助人的名單，即金榜，將列於大殿門口所見到的

牆上。基本上，捐助金額及排名次序在金榜中都

不分先後，但實際上閣長的名字永遠列於首位，

伺子列後，最後為善信。凡有所捐助者，亦可領

盂蘭勝會平安米一包，淨重一公斤。

除了附薦外，家屬亦可自行攜帶祭品祭祀或

要求紫靖閣代辦採購金銀衣紙。自己攜帶祭品祭祀

可分兩種形式：一是自行攜帶金銀衣紙，然後在天

台的化寶爐上焚燒；二是自己先行到香燭店採購祭

品，然後用紙皮箱裝起，再在紙皮箱上寫上先人名

字並由香燭店派人送上紫靖閣，待農曆七月十六日

舉辦盂蘭法會當天與其他人的祭品一併焚燒。如果

由紫靖閣代辦採購金銀衣紙，通常伺子善信會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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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紫靖閣，然後由職員根據金額準備相當分量的金

銀衣紙，同於舉辦盂蘭法會當天一併焚燒。

到農曆七月十六日當天舉行儀式的地方是大

厦的十五樓頂樓。當天，該大廳的雜物會全部清

空，闢空全地作舉行法會之用。左方設一供桌，

桌上正中放置地藏王菩薩像，然後擺放供唸經用

的桌椅，共有七人在座，一人作主法，另外六

人，左右各三個，分坐兩旁協助。

至於右方，首先在牆上掛上寫有「德教紫

靖閣盂蘭法會」的紅色橫幅，然後放置一張大供

桌，專設香爐及擺放祭品之用。桌上正中放了一

大三小的牌位，最大的一個牌位列於正中，然後

三個小牌位並列其下。各牌位內容如下：

主牌︰「本閣報本考思堂各姓氏祖先神

位」

左︰「佛力超荐十方法界九幽十類一切

孤魂鬼子之蓮位」

中︰「德教紫靖閣歷代先賢之神位」

右︰「佛力超荐世界各地天災橫禍水火

風雨兵役意外死亡孤魂等眾之蓮

位」

在牌位的前方，供桌除放置日常祭拜的香

燭外，更擺滿了各式食物，如九碗齋菜（包括冬

菇、髮菜、荷蘭豆、豆卜），再在後面依次放了

九雙筷子，九杯茶、九杯酒、九碗白飯和五盤水

果。所供祭祀蔬果的數目一定是單數，務求做到

對稱而美觀的效果。此外，供桌的後半部亦放滿

各式甜食，如棋子餅、小蓮蓉包、米通、餅乾、

巧克力、各式罐裝汽水、煉奶、盒裝的烏龍鐵觀

音等，而兩旁則堆滿小包裝的白砂糖，白砂糖上

插着「渡盡亡靈」、「早登極樂」兩面小旗幟。

桌上所放一定是甜食，其中一名資深閣董解釋餓

鬼吃得甜甜飽飽，這樣大家都會平平安安。

至於中間近窗位置，則在窗上掛上以佛教形

式塑造的大士王畫像。畫中的大士王頂生二角、

青面獠牙，高大威武，手持書有「南無西方極樂

世界大慈大悲接引導師阿彌陀佛」的長幡。畫的

最上方畫有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之上，代表負責

接引眾孤魂餓鬼，早登極樂，脫離苦海。據閣長

表示，孤魂野鬼可沿着大士王窗外的方向，緊隨

天台上所掛寫有「啓運盂蘭勝會冥陽兩利十方法

界五首十類男女孤魂六道群靈同登極樂」的長幡

而得到解脫，早登彼岸。至於大士王的供桌，則

比右方的主祭位規模較小，只放置五碗齋菜及一

些甜食，擺法與右方供桌類同。

紫靖閣所舉辦的盂蘭法會是交由香港菩提學

會代辦。香港菩提學會早在60至70年代已參與法

事活動，例如1972年的「六一八水災」就以「佛

教壇」的名義參與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法

會。21 因此，菩提學會舉辦法會已有數十年的歷

史。筆者於2007年至2010年連續四年觀察了由紫

靖閣所舉辦的盂蘭法會，以下根據2007年的田野

筆記陳述當天的情形。

早上9時正，法會正式開始。七名身穿橙色

袈裟的法師就座。一人作主法，另外六名法師分

坐兩旁協助。七人皆負責唸經，中間的二人，一

人負責敲木魚，一人負責打小銅鑼，負責帶動唱

唸的節拍。僧人整天要唸的是全本《地藏菩薩本

願經》，全經共十三品，講述眾生萬物生、老、

病、死的過程。《地藏菩薩本願經》經常用於超

渡亡者，在盂蘭法會中唱唸此經有助迴向給死去

的親人及協助其他遊魂野鬼得到解脫。僧侶是用

潮州話唱唸此經，其他五至六名婦女則身穿黑色

的比丘尼袍坐在右側位置陪伴誦經。事實上，這

批婦女並非專業的誦經人士，她們告訴我只是隨

着僧人的節拍大概唱唸。即使唸錯亦沒有辦法，

但最重要則是誠心，「只要誠心，就會收到」。

唸完開經偈後，大約9時15分，僧人會帶領大

眾繞場一周，主法手持念珠，尾隨六人，一人敲

打木魚，一人敲打小銅鑼，四人手捧經卷一起唱

誦。至於其後每人則持香一支，經過右方的主祭

壇時把清香插上，然後返回座位。之後的數小時

則繼續唱唸全本《地藏菩薩本願經》，每品大約

要唸30至40分鐘左右，每唸完一品，大約有10分

鐘的休息時間。

下午1時30分，閣長率領閣董會成員到祭壇親

自參拜，主法則仍帶領大眾繞場一周，情況與上午

一樣，同樣在經過右方的主祭壇時把清香插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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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返回左方唸經位置後，善信需依次排隊向左方的

地藏王菩薩像跪下叩頭。每位善信跪下叩頭前，坐

在最前方的法師會把一小撮檀香放在小香爐內，香

爐前則放有淺黃色的《三寶證盟功德文疏》。三叩

首後，代表所作功德完成並可以離開。

下午3時45分，主法會帶領大眾巡遊紫靖閣一

周。主法手持念珠開路，尾隨六人仍做上午同樣

的工作。僧侶會先到大殿，向着供奉神靈的方向

唱唸經文。之後會到放祖先牌位的報本堂和孝思

堂，向着牌位方向唱唸，然後返回主祭場地向供

桌上的一大三小為盂蘭而設的牌位誦經。

下時4時正，閣長親率閣董會成員，正副閣

長在前，其他伺子善信在後，於主祭場地向為盂

蘭而設的牌位進行公祭。平日扶乩的正掌會在當

天變成主祭人，用潮州話宣讀祭文。宣讀完畢及

焚化祭文後，閣長會將各類祭品上供，依次為獻

鮮花、茶、酒、齋菜、水果、米飯、各類包點甜

糕、大型紙紮金元寶和一大袋摺成元寶狀的金銀

衣紙。整個儀式大約15分鐘，於4時15分結束。

獻祭儀式完畢後，法師們會續唸未完成的《地

藏菩薩本願經》。大約5時左右，閣長親率閣董會

成員祭大士王。然後，工作人員會以極快的速度，

手提一箱箱的金銀衣紙，先拜為盂蘭而設的牌位，

再拜大士王。最後，逐一將金銀衣紙提出街外，由

東邊街行至西區公園海旁，在預先租用的大型焚化

爐焚化所有的附薦包及各箱金銀衣紙。

晚膳後，儀式的最後部份於晚上7時3 0分繼

續。主法會繼續誦經並舉行放燄口儀式。放燄口

儀式內包括施食部份，施食可以有多重意義，但

最起碼的功能一定在於祭祀幽鬼孤魂，以解其在

幽冥所受的飢寒。22 主法會依次把鮮花、米和白

方包粒逐一撤在地上，寓意孤魂野鬼吃飽後，能

往生上路到天宮，永遠脫離塵世苦難。兩旁法師

則仍然負責敲打木魚、小銅鑼、小銅鐘，並在旁

誦經唱和。整個儀式需時一個多小時。大約9時左

右，儀式完成，同時亦會象徵全日所進行的盂蘭

活動正式結束。

作為市區道壇的紫靖閣，礙於地方、人力

及財力所限，整個盂蘭活動務求於一天內完成，

全程歷時12小時，閣長及其他退休的閣董會成員

皆全程參與，而全年所舉辦的最大型活動莫過於

此。乩文稱成功舉辦一個盂蘭活動，可謂能滿足

各方需要而使「幽明同慶」。23 對人，能滿足伺子

善信拜祭的需要；對鬼，又能祭幽超渡，使幽魂

早登極樂，脫離苦海；對神，亦必喜悅人間所作

法會的功德。因此，舉辦盂蘭活動對人、鬼、神

三方皆有益處。 

九月初九閣慶日

紫靖閣定於每年農曆九月初九為閣慶日，至

2011年，已經有49年的歷史。閣慶的意義除了紀

念紫靖閣創閣的大日子外，同時亦是象徵每兩年

一屆的新閣董會正式成立，而就職典禮亦會於當

天舉行。閣董會人選早於閣慶前一個月已透過乩

示及會員投票選定。以下將以2009年農曆九月初

九，第四十七週年暨第二十一屆閣董會就職典禮

為記，記載當天的閣慶活動情形。

每逢農曆九月，就是閣慶月份。紫靖閣會在

該月的一整個月擺放一尊較大的關帝像於正中的

神檯供奉。由於德教認為關帝身兼玉皇大帝的職

務，所以閣慶月特別請出關帝供奉，目的就是要

關帝為新一屆閣董會成立作監誓見證。不過事實

上，擺放關帝只具象徵意義。在祭祀方面，紫靖

閣並沒有特別為身兼玉皇大帝的關帝設計出一套

特別的祭祀儀式；在法律方面，真正的監誓儀式

乃是由大律師負責，而非任何關帝降乩授意的神

職人員。24 至於監誓地點乃是在西營盤某海鮮酒家

而非紫靖閣本址。

九月初九閣慶當天，大殿經過一番佈置，兩

旁的牆上掛着「慶祝閣慶」的紅布燙金字錦旗，

而天花板上的四周亦懸吊着德教徽號的紙旗，充

滿節慶氣氛。到下午5時正，閣慶典禮正式開始，

儀式與平日慶祝神明誕期相若。正副閣長連同閣

董七人身穿長身灰袍跪在正中，而各伺子善信全體

肅立在後。工作人員會各敲鐘鼓十二響，閣長再親

自晉香，然後三叩首，全體善信會唸誦《德教心

典》三遍。之後，主持會「上天表」。天表內容大

概是感謝玉皇大帝關帝及德教諸仙佛庇佑紫靖閣

四十多年，並期望今後能得上天庇佑，德教事業

能繼續順利發展並能道傳千古。拜讀完畢後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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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表焚化，接續由正副閣長連同閣董七人行「五獻

禮」，包括獻花、茶、酒、齋菜和鮮果，並另獻壽

桃和壽麵。最後，全體伺子善信行三頂禮，在場眾

人需舉手高呼「尊師重道，德教是崇，奉行不懈，

閣運昌隆。」禮成後，大家拍手致謝。

完成祭拜儀式後，乩手會開始扶鸞。該天扶

鸞主要是告知祖師祭祀儀式已經完成，並將到酒

樓敍福。由於該天的扶鸞不設問事，亦不是於初

一、十五例行日扶鸞，純屬為特別性質而扶乩，

因此稱為「特鸞」。一年中有「特鸞」的機會實

屬不多，最多兩至三次而已。乩文指出：「諸人

宣誓就職，設座酒樓，嘉賓雲集，及早招待。」25

因此該天的扶鸞儀式進行約10分鐘左右就結束，

然後就到大廈對面的西營盤某海鮮酒家出席閣慶

及新任閣董會就職典禮。閣長稱以前的閣董會就

職典禮是在大厦的天台上舉行，後來觀禮者越來

越多才移師酒樓進行。

就職典禮於下午6時15分舉行，當晚會請兩名

太平紳士作主禮嘉賓，大律師作監誓人。全體閣董

會成員需站立宣誓，保證「本天地之正氣，剔人根

之邪惡，並遵師尊以文字為悔導，務求達至福慧雙

收，德業永存。」26 宣誓後，會由閣長頒發紀念品

予主禮嘉賓及委任證書予新一屆閣董會成員。他

們簽署後，就職儀式就宣告結束。接着，眾人聚會

閒談或麻雀耍樂。全晚共筵開29席，每位需付150

元。晚宴8時開始，大約於10時左右結束。 

濟公乩文指出閣慶不招待外賓：「盂蘭過

後，接踵閣慶，雖是兩年只投一帖，今年除閣人

聯歡外，不讌外賓，不算閉門造車。動軏派帖，

敲人竹槓者，余不為也。」27 當晚閣慶到酒樓到賀

的嘉賓，除了紫靖閣中人外，基本上其他大部份

都是商人及其親屬，例如潮僑塑膠廠商會有限公

司、香港潮陽同鄉會、香港汕頭商會等就既送大

型花牌並包席，而且他們所坐的位置是非常接近

主家席，益見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潮州同鄉

因着族群認同的關係，都十分支持同鄉所舉辦的

宗教活動以加強自身社群的凝聚力。

總結

現今紫靖閣內之全年活動，無論在儀式及祭

祀等方面其實已深為本地道教化，基本上閣內所

舉辦的宗教活動已與一般道壇無大差異。不過，

在都市化的社會，礙於時、地、人各項限制，市

區道壇必須舉辦迎合大眾的活動才能吸引信眾上

壇參拜。誠然，就財力、人手及地方所限，市區

道壇所辦活動的規模難與大型道觀，如嗇色園、

圓玄學院和蓬瀛仙館相比，28 但其活動仍有伺子善

信支持，因為紫靖閣這一類市區道壇實是為迎合

大眾而設，直接面向群眾的需要，方便快捷。除

扶乩外，求財可以請「利是」和「令旗」、保平

安可求平安符、祭祀祖先可參加春秋二祭，而祭

幽附薦可參加盂蘭盆會。基本上，除擺放骨灰和

進行大規模的科儀外，大型道觀能做的工作，市

區大廈的道壇一樣能做。紫靖閣的全年活動安排

正可說明這類香港市區道壇在有限的資源下，既

要在儀式及祭祀上滿足成員的需要，同時又要在

不斷適應外部環境變化下，就族群認同及本土發

展兩者之中謀取平衡，這樣潮州元素才得以局部

保留而不致完全喪失原有的族群特色，透過了解

這些活動的折衷安排可有助明白這類香港市區道

壇的自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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