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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9日，是農曆大年初一。我們二人

於早上9時左右來到位於荔枝角九華徑新村內的天

台精舍進行田野考察。我們沿着村子小路一路走

到精舍，途中見到不少信眾及僧人前往精舍參加

新春祈福供諸天法會。我們順著石階走到精舍門

前，發現院落已經被擠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員告

訴我們，當日有八百多人來參加法會；而為遮風

擋雨，佛堂外院子上空已掛起簾幕。此時，工作

人員在忙著收集募捐、準備午齋、發放飯票，而

信眾則自發地在院內藥師佛像前禮拜，供桌上擺

放著各式生果、糕點、鮮花和香燭。

 天台精舍是佛教青年協會的活動地點之一。

是次儀式由佛教青年協會導師，上暢下懷法師主

法。儀式空間分為殿內正廳、側廳及殿外，而儀

式主要在正廳進行。由於人數眾多，正廳不能容

納八百多名信眾，因此他們要分別在以上三個地

方參與儀式。值得留意的，是參加者的身份有所

區別。齋主是此活動中贊助金錢供眾人午齋的信

眾，他們胸前會掛着「佛教青年協會齋主」牌

子。齋主會被盡量安排在暢懷法師的身旁的位

置，即位置不是任意劃分，而是有一定的規限。

為了對供諸天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我們先

後在2月14日和3月28日到天台精舍，訪問定賢法

師。他是主法暢懷法師的弟子，負責協助進行儀

式。他講述了供諸天的一些相關概念和儀式的意

義，對我們撰寫報告很有幫助。

一、供諸天的意義

根據定賢法師的介紹，供諸天或稱供佛齋

天，是佛教的祈福儀式。諸天即天界不同層次中

的諸神，而供諸天的對象主要是二十八諸天中的

六層欲界天神，而非全部二十八天，因為欲界天

與人間更為接近和相似。

 最為人所理解的，是儀式有求諸天祝福的

意思。內容包括祝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消災

免難、增福延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出入平

安和萬事順利等。定賢法師指出，這儀式與其他

民間宗教儀式的目的不同，真正的目的不是求諸

天神施以超自然力量來答謝。根據六道輪迴，人

可以通過行善積德輪迴至天道。供諸天是表示對

佛法僧三寶的皈依和對諸天的尊敬。這種善行之

舉既可以為修行者積累善的業力，也能提醒修行

者向諸天學習，成就功果。定賢法師承認，許

多善信未必了解儀式的真意，他們或許只是為了

求福氣。不過，儀式雖然只是「空花佛事，水月

道場」，但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

只要能吸引人們來參加儀式，就有機會向他們傳

授真正的佛理，引導他們向佛，從而「普度眾

生」。

二、供諸天的儀式內容及其象徵意義

供諸天在早上9時30分開始，歷時約3小時。

在3小時的儀式中，我們觀察到幾個重點。

1. 念經誦咒

 儀式開始，暢懷法師帶領着信眾念經誦咒。

每位信眾都手執一本《齋天科儀》，這是由明末

弘贊律師所撰，詳細記述了儀式的過程和用到的

經文和咒語。信眾就是依照《齋天科儀》所列出

的經文及咒語，跟隨法師一起念誦。信眾需要念

誦超過15篇經咒，例如〈大悲咒〉、〈大吉祥天

女呪〉、〈金光明經空品〉等。有些經咒會重覆

地念誦，多為三次。同時，工作人員會敲打磬和

木魚等法器作伴奏，帶領信眾有節奏及有規律地

念經誦咒。由儀式開始至結束，眾人不間斷地念

誦經咒。此程序貫穿整個供諸天儀式，是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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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環。偈語、經文多合轍押韻、富有趣味。

我們雖然是第一次聽誦經，都感受到極強的感染

力。

 定賢法師解釋，咒語和經文多包含典故、道

理，本來無實際功用。不過，在儀式時，信眾借

助念誦經咒可以訓練專注的定力，所謂「先以定

動，後以智拔」，先入定再領悟智慧。而且，眾

人一同念咒，各人的善心的表達可以在一個小的

空間內匯聚、共振，對各人的修行、善果都有好

處。定賢法師又指出，信眾自身的努力是關鍵所

在，假若自己不努力、不虔誠，即使人多勢眾，

共修也只是無用功。

2. 佛前敬香

整個儀式包括了兩次佛前敬香，主要恭奉

佛壇上的「釋迦牟尼佛」，與左右站着的徒弟：

「大迦葉」尊者和「阿難」尊者。法師和齋主會

輪流到正廳的佛壇前。他們會獲派一條檀香枝，

然後兩、三人一起跪在佛壇前的蒲團上，雙手拿

着檀香枝並舉到額前，然後把檀香枝放進香爐燒

掉，問訊和禮拜。定賢法師告知，敬香是以清香

氣供養佛菩薩及大眾，用意是辟除污濁之氣，令

大眾神清氣爽；而燒香是表示虔敬。他還強調，

這種禮拜不是所謂拜偶像的象徵，也不是乞求，

而是表示虔誠和尊敬。

3. 甘露淨壇

暢懷法師手執柏樹葉及甘露水，將水先澆

灑在佛壇前，然後又繞場一周，在壇場四周和殿

外灑甘露水。他在淨壇前念誦的偈語頗有深意：

「菩薩柳枝甘露水，能使一滴遍四方。腥羶垢穢

盡蠲除，令此壇場悉清淨。」甘露水是潔淨的

象徵，以淨水灑洗壇場表示除去垢穢和污濁。這

樣，儀式就可以在一個潔淨的空間內進行。

4. 香花請聖

「香花迎，香花請，一心奉請……」（後

接對象，如請法寶，則為〈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

經〉）此經文貫穿請佛寶、法寶、僧寶的過程。

儀式開始，暢懷法師會帶領信眾一同誦經請聖。

此時他身後兩位齋主代表會舉起小瓶鮮花。請三

寶、請諸天都是按照順序分別恭請。每誦完一段

經文，暢懷法師和兩位齋主代表將由身處的蒲團

慢慢走到佛壇前進行佛前敬香，重覆上文提及的

程序：雙手拿着檀香枝並高舉到額前，把檀香枝

放進香爐燒掉、問訊和禮拜。在請三寶時，信眾

會隨著誦經頻繁地跪下頂禮。同樣地，在請諸天

及所有鬼神聖眾時，信眾也會誦念︰「香花迎，

香花請……」的經文。不過，暢懷法師會提醒信

眾，此時只須問訊，不須頂禮。因為在佛教徒看

來，對三寶的虔誠遠重於對諸天的恭敬。

5. 誦經施食

施食開始，信眾誦念大吉詳天女呪。暢懷

法師手持一盆花生和糖果，先走到佛壇前，把它

們四方八面散撒在殿內，隨後轉身出到殿外，在

門外散灑；之後會沿著門外走廊，直到儀式場所

的入口，在那裏散灑；之後回到正廳原來的位

置。定賢法師則從側廳開始至殿外施食。兩人

的路線大致包括了儀式的主要通道。壇場內外灑

的花生和糖果，主要是供養諸天和地界諸神靈，

以及六道眾生，讓諸天神靈得悉及來受食。這受

食是通過「思」的方式，有如「望梅止渴」的典

故一般，是通過意念來享用。顯然，這個過程是

「齋」的表達，也是積累業力功果的重要環節。

儀式完成後，各人互相拜年，定賢法師亦在

此祝福信眾。以我們觀察所知，定賢法師有一張

寫滿齋主姓名的紅紙，並會遂一朗讀齋主姓名，

例如「某某居士閤家」，以表示祝福。出家人既

是為在家信眾祈願，也是代表三寶或佛菩薩向信

眾祝福。在整個儀式完結後，法師和信眾會享用

素齋、饅頭和湯。

三、供諸天儀軌在現代社會的變化

時移世易，隨着社會的變遷，供諸天儀式

亦出現了一些變化。定賢法師指出，一般大型法

會法事需時三至四小時，而暢懷法師則簡化了儀

式程序，把天台精舍的供諸天儀式縮短至兩、三

小時內完成，例如，誦經念咒和誦唱的速度會比

以前快；亦省略了唱讚需要繞佛及禮拜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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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暢懷法師亦增加了分享佛理的環節。在儀

式中段，眾人會稍息片刻，暢懷法師則在這時與

眾人分享佛理。他用日常生活的例子去說明一些

簡易的佛理，以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諸惡莫

作年年如意，眾善奉行歲歲平安。」法師不斷提

醒信眾要隨好心、行好事和說好說話，莫以小善

而不為，莫以小惡而為之，這樣才可達至身心善

道。

定賢法師指出儀式變化主要是因為眾生的根

性。有些信眾沒太大耐性和專注力，加上不少年

青人及小孩是跟隨長輩前來，若儀式過於繁複，

會降低信眾參與的意欲。而且，當日是大年初

一，信眾亦須外出拜年。在各種考量下，簡化儀

軌程序在所難免。不過，定賢法師強調儀式改變

並不影響供諸天的骨架及意義，只是呈現的方式

不同了。儀式沒有既定標準，可以隨時間和環境

作出適宜的改變，以達至弘揚佛法，導人向善。

四、供諸天的宗教現象學內涵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在其著作中提出

「神聖空間」的概念，指出神聖空間的建構通過

「聖顯」（即神明通過一定的突破點介入凡俗）

實現。在神聖空間中，宗教人可以與神明溝通，

體驗到與凡俗空間截然不同的超越性感受。1 在整

個供諸天儀式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神聖空間是如

何建構的。首先，為創造一個神聖空間做預備，

一定的潔淨儀式是必要的。前面提到，「佛前敬

香」清香氣供養佛菩薩及大眾，可以辟除污濁；

之後，主法會進行「甘露淨壇」，以甘露水為工

具，更直接地清潔壇場。壇場變得潔淨之後，

「聖顯」便可以通過「香花請聖」實現；三寶、

諸天陸續降臨壇場，使儀式空間真正轉化為神聖

空間。之後的「誦經施食」，也是諸天及其他鬼

神眾生為對象，亦是「聖顯」的持續。在此過程

中，信眾不停地念經誦咒，強化專注的定力，神

聖空間對他們的影響亦會隨之增強。簡言之，儀

式的幾個主體部分，其作用在於建構神聖空間。

註釋：

1.  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New York: 

Harcourt, 1987), p. 26.

 圖1. 天台精舍平面圖及信眾位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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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下方為定賢法師代為祈福的齋主名單；左上方的木盒盛載着

檀香枝。陳佩琪拍攝，2015年

圖3. 暢懷法師領誦經文請三寶，兩位齋主代表在其身後手舉香花。

孫萌拍攝，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