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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麦长天(1842-1929)原名清扬，道号昌泰，是广东清远先天道"飞霞洞"
的开山祖。他原为一位成功商人，因慕道而入道，并把管理观念带入教团内，
取得巨大成就。"飞霞洞"从宣统兰年(1911)相地屋荒，直至1928年金母殿
建成，历时达18年。飞霞洞创建后，麦长天即辞掉第一任主持之职，由其侄子
麦泰开(1896-1962)即位为第二任主持。麦泰开，道号昌源，屯岁随伯父麦
长天修道，后同母亲岑昌珍尽数变卖家业奉献道场。长天圆寂么后，泰开乃秉
伯父将道脉远播之志，离开该洞到香港、澳口发展，又到星洲，马来亚，越南
各地发展佛堂精舍。他于新加坡创有飞霞精舍、吉隆坡创飞霞精舍，検城创道
德精舍，怡保创金华精舍等。逸其中，也有母亲岑昌珍的一份功劳。日军南进
时，麦泰开避居星洲飞霞精舍兰年八个月。1945年冬，由星洲复出巡回布道，
直至1962年因奔劳过度，由香港抱病回星洲，返星飞霞精舍不久即圆寂，在世
行道五十余年，享俗尘六十有六。可W说，岭南"飞霞"道脉于新、马的传
播，麦长天、麦泰开伯侄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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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 Chang-tian (1842-1929)，a native ofQingyuan, Guangdong, was the founder
of Former Haven Sect "Yunxia" Grotto. He 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but later
devo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Dao. He brought into the sect concept ofmanagement, and
hence successfully enhanced the sect with strong financial support. The Grotto project
began its construction in 1911 and eventually completed in 1928, a range of 18 years

to get thing done. On completion of the Grotto project, Mai Chang-tian stepped down
from the post of chiefabbot, and allow his nephew Mai Tai-kai (1896-1962) to succeed
him as second abbot of the Grotto. Mai Tai-kai followed his uncle in practising Dao
since he was 7 years’ old. Both him and his mother madam Chen Chang-zhen, sold all
their properties and donated to the sect organization. After the deceased ofMai Chang-
tian, his nephew Mai Tai-kai accomplished his wish of propagating Dao overseas. He
left "Yunxia" Grotto and began his mission of transmitting Dao in Hong Kong, Macao,
and later to Singapore, Malaya and Vietnam. Madam Chen Chang-zhen too contribute
her share in the propagating mission of building the sect temples overseas. Mai Tai-
kai stayed in the sect’s temple "Feixia Jingshe Singapore" during the three year-eight
months’ Japanese occupation. In 1945 he resumed his missionary travelling until 1962,
due to illness he was forced to rest in Singapore after returning from Hong Kong.
Not long after that, he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66. Needless to say, contributions by
both Mai Chang-tian and his nephew Mai Tai-kai in propagating Ling nan branch of
"Yunxia" Dao tradi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were immeasurable.

Keywords: Mai Chang-tian, Mai Tai-kai, ‘‘Yunxia’’ Grotto,。幻。tradition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心 > •一、前目

"先天道w无生老母（或瑶池金母、无极老母）为最高主宰，W兰

教合一为宗旨，提倡修老君之道，守释家之戒，行儒家之礼，严持兰版五

戒，厉行持素，修行的归宿是复本还初，由此重返先天，归家认母。据学

者研巧，历史上较有文献可征的先天道统由清初江西人黄德辉九祖开始，

清代官书称之为'清莲教'、'金丹道'。"' "早期先天道主要在江

西、四川等省活动，道光年间（1821-1850)先天道由湖北传入广东，清

末民初（已）遍布全中国，并传至东南亚地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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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创办之道堂、斋堂有显著的扩展。" 2

邵雍于其所著《中国会道口》一书中指出："道光二十二年（1842)

青莲教骨干陈'沒海伙同安天爵在四川找到了同教的李一沉、林祝官、郭建

汉，说起都在四川传有徒弟，因所传不多，恐在一处易于破案，大家商议

分往各省传教收徒，（且）必须化出字派，方好传习。""道光二十兰年
(1843)二月陈汉海等人同到湖南善化县请得江南人刘依道设坛扶占L，

定下字派是'元、秘、精、微、道、法、专、真、果、成'十字，都用

'依'字加首名，为'十依’；又定'致温、致良、致恭、致俭、致让'

五名，……；（从中）又分出'内五行’五人，专管化坛，'外五行'五

人，同'五致'，共为'十地'，分派各省传教。" 3青莲教于确立W彭

超凡（即水祖彭依法）为首的上述"五行十地"组织架构后，渐改W "先

天道"名称传扬。

陆仲伟亦云："先天道原名青莲教，清道光年间流传于云贵川及

两湖地区。道光八年(1828)遭到清廷镇压，教主徐还无（吉南）、杨
还虚（守一）相继被捕杀。道光十四年(1834)青莲教选定五个传道领

袖，人称'五老'。道光二十五年(1845)'木行'安天爵（依成，木成

祖）、'火行'陈'沒海（依精，火精祖）、'±行'宋潮真（依道，止道
祖）被清廷捕杀。'水行'彭超凡（依法，水法祖，又名浩然，素一老
人）、'金行'林祝官（依秘，金秘祖，号全元、昆圃、玉山老人）脱

逃漏网。道光末年彭超凡在四川打出先天道旗号继续传道。同治十二年

(1873)四月初十日'五行'中最后一个'金巧’林祝官在没口病逝后，

各地先天道传道领袖'十地大总1纷纷自立口户，步入了先天道的分裂时
期。" 4

游子安指出："咸丰十年(1860),水祖彭浩然（依法）系统的道脉

由陈复始传入粤境，度化清远宿儒林法善，并于同治二年（1863)集资兴
建藏霞洞，成了先天道在岭南道脉的发源地。" 5他续称："香港与海外
的（先天道）道堂，多出自'岭南道脉'"。6

新、马的先天道斋堂，乃由一群主张带发修行，信仰兰教合一、王期

末劫、三会龙华、普渡收圆等教义的先天道男、女斋教徒（道内称乾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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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道）所创立。这些斋堂的创立年代，一般在十九世纪中、末期。……此

外，二十世纪兰、四十年代一批自广东顺德、东堯等地涌入我国当女佣的

妈姐，亦在新、马建立了不少姐妹斋堂（俗称姑婆屋）。7

除了W广东清远"飞霞洞"为祖庭、于光绪末叶开始传入新、马的飞

霞一脉W外，主要有W广东罗浮山"朝元洞"为总堂、斋堂散布于新、马

各地的"东初" 8 —脉。其他尚有：藏霞一脉9、归根道、普度道、同善社

(在新马称南洋圣教会）等各道脉于新、马成立的斋堂。限于篇幅，本文

仅W新、马"飞霞"一脉作为探讨中必。

须要指出的是，除了参考Majorie Topley于1963年发表的"The Great

Way of Former Heaven" w (《先天道：中国的一个秘密教口》）一文、林
万传编著的《先夭道研巧》、邵雍著的《中国会道口》及庄吉发〈清代青

莲教的发展〉11外，本论文的写作，多借鉴香港学者危下明博±和游子安

博之先天道考究成果。此外，也参考了道场出版的刊物、近期李国梁

著《广东妈姐》u —书中提供与妈姐相关的星洲飞霞精爸，及古燕秋编著

《死生契阔一一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文辑要》M墓碑及网上搜集所得

等文献资料，尝试据之组构目前已鲜为人所知的新、马飞霞一脉的道场

史略。与此同时，也尝试对飞霞洞开山祖麦长天及飞霞海外道场创始人麦

泰开伯侄俩的生平事进亦作出较详尽的考述，明其道脉源流。

鉴于目前掌握到的资料十分零散，本文之撰写亦仅属初探，失当之

处，尚请方家、学者惠予补充、指正。

二、清远"飞霞洞"的命名来历及其景观等特色

1 "飞霞"的得名，据说是与飞霞洞的创建人麦清扬和本地的风光持

点有关，麦清扬在飞霞洞建筑基本完工时，曾和手下一班人走上独松峰顶

上，边欣赏边思考取名问题。这时刚好雨过天晴，一簇簇的霞气，阵阵升

腾飞来殿宇上空，慢慢飘至幽谷之中，非常壮观。看到此情此景，麦清扬

突然想到唐代诗人王勃所撰《滕王阁序》一文中的"落霞与孤鸯齐飞，秋

水共长天一色"句，乃从是句频取"飞霞"二字作为该洞的名字；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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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取了 "长天"的别字。就这样，这个就洞名就叫"飞霞洞"；而他

自己就叫"麦长天"了。"有意思的是，麦清扬此后竟W别字"长天"闻

名于世；而其本名"清扬"，反较少为人们所知。
2 "飞霞古洞位于飞来峡北岸黄牛坑山上，它的主殿'兰教圣真殿’

又简称'兰教殿'，是飞霞创始人麦长天的一个创造。将中间那位佛教创
始人'释迦牟尼'、左边的道教创始人'太上老君'和右边的儒教创始
人'孔夫子'一一即'儒、释、道'兰个教派的创始人，都供奉在一个

殿堂内。同时，麦长天还独创出一个莲花灯，向人们宣传'红荷白薇青荷
叶，兰教本来是一家'的思想。其意是说'儒、释、道’王教与红色的荷
花、白色的莲藉、青色的荷叶一样，表面虽不同，实质是一家。它们可W

放在同一殿内供奉，‘兰漱可W '合一'了。这样一来，各位善男信

女，不管信佛教也好，信儒家学派也好，信道教也好，都可W齐齐到来飞
霞山进香和修道了。" W

危T明亦指出："从飞霞洞的设置来看，一方面颇为体现先天道的
信仰，如设=教圣真殿，强调兰教合一，之上有弥勒佛殿，喻兰期末劫，

弥勒掌世，再上则是无极宫金母殿，体现金母至尊无上的绝对地位。另一
方面，亦具本身的特色，如其设务本家塾和报本祠便是。 务本家塾之
为'家塾1，说的是入塾者即为一家，而务本家垫、飞霞洞、报本祠，不

过是同一个地方的兰道口。……从创办者的观念而言，进入飞霞洞就是进

入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务本，正是所有学习的目的。……对修道者而言，
进入飞霞洞所学也是如此，通过对先天道教理的参透，严守兰贩五戒，日

复一日的勤习修炼，终于得悟菩提，归家认母。而对一般游人和来自政军
商学界的香客，则可W通过对神灵的参拜，对胜景的赏览和每年祀圣纪念
及其他宗教活动的参与，逐步提升精神境界，参道修德而务本。"

他续称："报本祠强调孝道。……修行人虽超脱尘缘，但修行却非
只为己，更是为超升九玄走祖，甚至普渡众生。因此，对修道者而言，进

入飞霞洞修炼先天大道，其实是真正大孝的体现。……飞霞洞亦专设大量
'善信长生位'，供信众奉立祖先神主，W申孝道。……在飞霞洞安奉祖

先牌位的善信，遍布于全广东。每逢春秋二祭，生辰死忌，清明重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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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洞都是孝子如卿，香火兴胚，成为一景。""为了弘扬教化，亦为了改

善经济，飞霞洞是先天道脉中最为主动积极发展旅游的一支。""

立、飞霞洞的开山祖麦长天和飞霞一脉南洋道场创始者
麦泰开生平事迹

(一）麦长天（1842-1929 )

据《佛山市王水区政府网》："麦长天（1842-1%3)，原名清扬，

别字长天，卢荀麦街人。少丧父母，孤苦伶仔。稍长，流浪广州、佛山两

地，后受雇于厂、店做杂王。妻早逝，无儿女，不复娶。好游名观古刹，

潜也修道，参悟玄机。30岁，奉释、儒、道兰教合一之学说，供奉兰教神

像。他将亲侄过继为子，并携之四处云游，宣扬教义，足迹远及东南亚各

地，入道者众，缘募甚丰。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选择清远飞来峡中

一个青山叠翠、风景优美的地方，立牌坊、挖池塘、筑水谢、修精舍，花

了王年时间，建成庄严肃穆、深遽清幽的飞霞洞，招收道众，成为一大道

院。……长天后又再重渡南洋，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各璋创建斋堂。30年

代初，年届八旬的长天把海外的教务悉数交付侄儿主理，自己回到故王，

隐居于飞霞洞至谢世，享寿91。教友们为表示对他的怀念，在飞霞洞建有

长天朽1、长天塔"云云。

据《志书》载："（麦长天）创办斋堂，招收无所倚靠，或想摆脱尘

俗的人入住。W代做法事、化缘募捐、种菜种果、做手工业等方法赚取经

济收入，解决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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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清远飞霞古洞 麦长天道长遗照

再看学者危T明对麦长天和飞霞洞的介绍："飞霞洞"的开山祖是麦
长天（1842-1929)原名清扬，又名敏麟，道号昌泰。他原为一位成功商
人，因慕道而入道，并把管理观念和处世哲学带入教团内，从而取得巨大

成就。他师事纪培道，入道后运用从商时所得资材及行商经验，W "明、
体、达、用、行、恕、居、忠"之名义，开创道堂于珠江兰角洲各处。这
些道堂开创后，麦长天均要求有所营生，经济上自给自足。

从宣统兰年(1911)相地畳荒，直至1928年建成金母殿，飞霞洞的建
筑分兰期历时达18年。飞霞洞作为兰教合一对道场，迄今仍是广东省内最
大的古建筑群，建筑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殿宇厅堂，层叠而上，依山而
建，享有"小布达拉宫"之称，涧内军政名人笔迹不少。

飞霞洞创建么后（1922年），麦长天即辞掉第一任飞霞洞主持之职，
由其侄子（麦长天首徒、何明显的高徒）麦泰开即位为第二任主持，云
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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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T明摘引道内张文开述麦氏入道及创建飞霞洞因缘云："（麦长
天）道号昌泰，别字长天，又号煌初，籍贯兰水，产自卢巷……年少家

贫，贩菜为业，天真纯朴，忠厚至诚，一介不取。适有富翁与之买菜，
遗下银囊。先生（指麦长天）见而拾之，候失主寻至，原物交还，分文不

取。富翁见其年少忠厚，孺子可教，乃命其放弃菜担，赠银数百，使之经

商。……生意从兹发达，蒸蒸日上。富翁又W女妻之。……溯其厕身商界
也，每于工余手卷黄庭，巧嚼而细味之。居常与朋辈语曰："芸芸众生，
寄栖此十丈软红坐中，势不能不为环境所支配。……设不早萌佛法，跳出
此五浊之世界，则万巧轮回，不亦深可惜而深可悔乎。"

"……清光绪中，有纪公培道……偶得省识先生，一见如故，论
道谈玄，罔不情孚意契。由是十余年抱志未遂，至今日始得偿其宿愿焉。

先生自得纪公薪传后，伉価同修，而志切度人，崭然而露头角，将家居辟
作道堂，颜其额曰'明德'……浸假由胥江而禅山而新会而濛镜而香江而

东堯，足迹遍岭，而'八德'之堂21于是而次第成立矣。……当时是同f齐
辈，……罔不赞美弗置。庸巧知先生宿抱一个弥给无际之大愿，不是而

自鸣得意，稍矮其志。而其进取之也益与日俱进……于是筹建飞霞之议由
此而生焉"。22

比较《佛山市兰水区政府网》、学界及道内文献介绍麦长天生平的内
容，明显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包括：他花了兰年时间建成庄严肃穆、深
遂清幽的飞霞涧；其卒年为1933年；妻早逝；曾两度赴南洋宣教，30年代
初年届八旬的长天把海外的教务悉数交付侄儿主理等。所幸借重道内文献

和学者的不懈考究，本文得W将这些失误矫正过来。

(二）麦泰开（1896-1962)

麦泰开是麦长天之侄子，少年入道，即师事麦长天首徒何明显23,是

麦长天之徒孙辈。之所W不由麦长天亲授，据洪学庸解释，"长天夫子遵

守道规，荣膺引恩之佛职，决不开示后学么故也" 24他被推选为第二任主

持，除了血缘上的原因，与他长年追随麦长天，熟悉有关事务亦有一定的



麦长天、麦泰开伯化与新、马"飞霞"道化初探 53

关系。他办事干练，决策果敢，而且深得麦长天W商治道德真传，故能将

飞霞一脉继续推展。25

学者游子安于2009年到马、新考察时，在怡保金华精舍发现有《佛堂

始创人麦泰开道号麦昌源师父之简史》镜框，对麦泰开的生平事迹有所补

充，兹遂录于下："麦泰开师父，走岁随伯父麦长天修道，后同母（岑昌

珍）把家产物业尽数变卖，开始创办清远（广东）飞霞古洞，……(1929

年）麦长天圆寂之后，麦昌源师父乃秉其伯父之志，本佛道之慈悲，离

开该洞，而出香港澳口发展，又到星洲，马来亚，越南各地发展佛堂精

舍0 "26

为了保持甚或强化在经斤方面的优势，麦泰开甚至将务本家塾和报本
祠的设置赋予经营上的配合。在1935年，他在飞霞洞内开办学校，而且这

所学校与洞内的长生位服务和道脉的发展需要有着重要的关系一一这就是

飞霞洞的经生会。27

四、飞霞道脉在新、马的开巧

早在麦长天的时候，先天道飞霞一脉的海外拓展方向经已确定。麦长

天曾于光绪末叶，泛海历南洋群岛传道，深受当地人±欢迎，被其所诱化

而版依者，比比皆是。回国后，他忙于飞霞洞的创立，而未再渡重洋。直

至1927年，才由麦泰开代表作第二次南洋么行。

自此之后，麦泰开于飞霞和海外的道务两面兼顾，忙得不可开交。他

于南洋的弘道，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仰光各处，当时"设立之

道堂不下数十处"。他于新加坡创有飞霞精舍28、大光静室佛堂、大光寄

庐，吉隆坡有飞霞精舍，榜城有道德精舍，怡保有金华精舍等。不过，这

其中其实还有麦泰开母亲岑昌珍的一份功劳29。

他每年到各地精舍巡视，顺便讲经布道，从不间断。日军南进时，

麦泰开避居星洲飞霞精舍共王年八个月。1945年冬，他由星洲复出巡回布
道，至1962年他因奔波劳碌过度，由香港抱病回星洲，返回星洲飞霞精舍

不久他即圆寂，在世行道五十余年，享俗尘六十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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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危了明指出：麦泰开在马来半岛的弘道，贯串着马来西亚兰个
不同历史时期，即英殖民统治时期，日治时期和马来亚独立运动时期。开

辟于1941年的吉隆坡飞霞精舍，是飞霞一脉在马来西亚的重要道堂。（危

2015： 480)

新加坡飞霞精舍 岑五姑太纪念堂

据麦泰开弟子、现任吉隆坡飞霞精舍主持张从月M对麦氏开创吉隆

坡道场情况的回亿：1930年代中期，时来吉隆坡的华人众多，人浮于事。

为了生活，女性除了当佣人外，有些甚至要当矿工或割胶。这些女性当中

不乏先天道信仰者，长年茹素。麦泰开到吉隆坡后，W "夹伙食"方式向

她们筹集资金，然后通过一名做女佣的弟子介绍，认识当地某富商的兰姨

太，从她手上买入这块果园地，创建起飞霞精舍。精舍对于这群集资弟

子，负有生养死葬的义务，所W飞霞精舍在当地的广东义山设有总坟，而

且春秋两祭无缺。吉隆坡飞霞精舍除了作为斋堂，待她们这批由中国南来

的经生抵步后，也办起了经斤的业务，替当地华人作悼t法事，赞星转运

等等。31

1941年初。日军占领马来亚，并对当地华人进行"肃清"、横加迫

害，华人的宗教生活几乎停顿。随着二战于1945年结束，马来亚独立运动

展开，在世界冷战的阴霸笼罩下，华人宗教在此矛盾中举步维艰。虽然，

麦泰开是战后马来半岛先天道堂中最早恢复发展者。（危2015: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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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飞霞精舍 飞霞精舍先人道友之总坟（民国38年)
吉隆坡广东义山

麦泰开W新加坡飞霞精舍为本系道脉总堂，亲驻主持，不禅辛劳。

他于战后继续奔走于香港、马来半岛、越南和仰光等道堂之间，但时易世

移，总的来说，己无复当年盛况矣。

除了在海外建立本系道脉的道堂系统，更重要的是麦泰开创建了一个

支撑道务发展的道办企业系统。危了明誉之为"先天道在海外发展史上的
奇跑。"

五、麦泰开主持下的飞霞道场管理体系暨道办企业

飞霞洞开辟之初，麦泰开便将自己在商业管理方面的经验，移植至

道场管理中，他引入董事会制度，使之成为全洞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之

下，由主持负责日常行政及决策工作，直辖3个部口，即财政、司理（行
政）和数目（出纳）。司理下辖5个部口，即知客、文轴、书记、执事、

经生。而各堂董事，分执部和执行常会则向书记负责。32危氏认为："这

样的一个管理体系，与今天的商海上的有限公司其实差别不是太大。"

"麦泰开积极营商W维持开支，开设素食馆、书局等店铺，1962年归
空时，已设有80多所道场分布于香港、越南、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又

于香港开设世界书局、新加坡域多利亚斤、佛世界素食馆和鞋店等。"

"香港的世界书局是香港老牌书局之一，有香港荷里活道和九龙旺角

2间店面，是香港教科书的发行及零售代表企业，生意一度相当火红。上

世纪末，因管理老化，无法适应竞争而结束。世界书局亦为飞霞一脉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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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处，如《关帝明圣经》，藏板于新加坡大光佛堂，流通处包括港、九

世界书局。1930年代W来书局在海外为飞霞洞发行书刊，推广道务方面甚

有帮助。" 33

据危T明的考察："新加坡域多利亚行，在新加坡域多利亚街，1950

年代办过素食馆，后来的经营项目则包括雪糕、鲜果、中西茶饼、素食和

礼饼。域多利亚行二楼是麦泰开创立的市区道场。麦泰开去世后，域多利

亚行结束营业。原址曾租给商人办家具店，现已拆卸。佛世界素食馆是麦

泰开与新加坡归根道高爱添道长合作开办。麦去世后，高于1990年代购回

飞霞股份独自经营。鞋店则情况不详。"

他续称："麦泰开在香港及海外经营的主要是零售业务，种植及制造

业则鲜有接触。"他指出："麦所建立的道办企业系统，对新、马飞霞一

脉仍具有实际意义。新、马飞霞体系的道堂，一直运营良好，并曾经办过

安老院，出版过善书等，这都有赖道办企业所获得的盈利维持。" 34

曾几何时，送些"生意一度相当火红"的道办企业，到如今很多面

临如危下明所指出的："因管理老化，无法适应竞争"，而最终"被迫结

束"的局面。这，肯定会影响道场的营收及其借yJl推展的各类慈善、福利

活动。

六、余论

诚如危了明所言："先天道深植中国民间沃王，代表着一种朴素的庶

民宗教观。……它一方面有兰期末劫，天诛地灭的末世估计，又有礼佛斤

罪，求神福佑的现实追求；它一方面W瑶池金母为天地唯一主宰，同时却

仍有云城韦圣普渡收圆，满天神佛垂鸾救世。在先天道众而言，宗教世界

与现实世界正是如此一体无二。……先天道堂亦能直接给人许多生活上的

帮助，无论生养死葬，还是聚会吃斋，这在庶民生活中都是占有相当重要

的比重的内容。"

他续称："先天道向海外推广的历史中，这种功于现世，积福于天

的观念，实际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先天道的前辈开荒者，大部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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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服务赢得华侨支持，然后才筹资建起道堂，奠下脚跟的。……从先天道

史也可W看到，海外的先天道脉基本都是中国本止道脉的延续。这些道脉

在中国的发展经验，由此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对海外发展形态有决定性作

用。飞霞道脉强调经斤，重视管理，用也经营，其在海外的发展亦大致同

样。" 35

虽然，曾经一度于19世纪60年代来颇为流行、由带发修行先天道

斋教徒建立的男、女斋堂，在后继无人（特别是男斋堂）的情况下没落

了。宋光宇指出："先天道非常强调'清修不婚’，形成在家修行者'无

出家之名，而有出家之实'的情形。因此，先天道的领导人都独身不婚，

一般有家室的人都不能成为正式的先天道信徒。" 36个人认为：这，或许

是新、马先天道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关键问题，可能与先天道斋堂

主持因版依云宝，有些甚至刹度出家，其所主持的先天道斋堂亦渐次趋于

被"佛教化"或"空口化"的状况。

释继晏W及枉忠全、释文山所撰写的两篇论文，即是据已故竺摩法师
(1913-2002)自1954年驻锡北马的横城W来，致力于讲经说法"渡化斋

教徒转信佛教"及促使"斋堂佛教化"的劳绩作出较具体的考察。文中亦
据其对斋堂相关人±所进行的口述访谈记录，用充撰文论据的实例。37为

方便参考，兹途录W下两则曰述访谈为例：

其一、为释继晏引述文贤法师的受访记录：

"我（文貧法师）姑姑是信先天教的，先天教在那时候是一个很
兴日王的宗教（按：当指教派）。……竺摩法师来到新加坡的菩提
兰若讲经，我姑姑就到那里去听经，听了泛之后她就坂依王宝。
因为我姑姑也收了很多徒弟，大约有两互百人。那我姑姑就劝她
的徒弟全部扳依互宝，都拜竺摩上人为嘴们的师父。" 38

其二，为榜城阿依淡甘榜比桑（Kampung Pisang)天灵堂主持慈明法
师的追述：

"早期继悟法师（"天灵堂"创始人）仍为带发修行的住家身份
时，主要是礼拜观音菩萨和受持在家菩萨戒，同时也长期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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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竺摩法师的接触，源于1959年到模城菩提学院听经闻法，而
当时包括丝摩法师和陈少英女去等在内，都在该学院讲授佛学。
一直到1969年，继悟法师才在陈少英女去的介绍下，进一步与竺
摩法师相识，随后更依止法师刹度出家。原为在家道场的天灵
堂，自此乃进一步朝出家佛教僧团演化。" 39

基于W上种种理由，不难想象今天我国的许多先天道道场多面临"吾
道式微""人才调零"之慨叹。加上这些传统道场近年来似乎鲜少操办任
何显著的宗教活动，W致"口庭冷落"，渐为年轻一代的信众所遗忘。

相对而言，晚近在本国开枝散叶的跨国佛教教团，凭借其雄厚财力与
人力，主办声势盛大的超大型弘教活动，成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信众蜂拥
而至、争先恐后地参与其盛！这对本已倍受冷落的许多先天道斋堂及民间
信仰庵堂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令人对其眼前处境、甚至乎前景啼嘘
不己。

附录：水祖（彭依法）、金祖（林依秘）圣像及其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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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翻拍自汉口万全堂藏版、民国辛未年重刊《云城宝篆》卷一，页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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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游子安〈"文在兹"与粤潜地区先天道出版及传播〉，《世界宗教研究》双月
刊，2014年第5期（总第149期），页74;王见川〈清莲教道脉源流新论一一兼谈
九祖黄德辉>，《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 游子安〈道脉南传>，游子安著《善书与中国宗教：游子安自选集》，新北市：
博扬文化，2012年，页277。

3 邵雍著《中国会道口》第四章、第一节〈青莲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页97-98。华按："十依"是：葛依元（郭建致）、林依秘（林祝官）、陈依精
(陈汉海）、李依微（李一巧）、刘依道（刘袭）、彭依法（彭超凡）、朱依专
(柳清泉）、邓依真（邓良玉）、范依果（范臻）及安依成（安天爵）。"十
依"中，"法、精、成、秘、道"为"先天五行"；"元、微、专、果、真"则
为"后天五行"。又，据Majorie Topley, 1843年"汉阳会议"的五个教首是：
安依成（木公）、陈依精（火公）、宋依道（主公）、彭依法（水公）和林依秘
(金公）；前兰者均于两年后被（清王朝）处死。【参引自Majorie Topley的
"The Great Way of Former Heaven"—文，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London, vol. 26, part 2 (1963)。周育民中译《先天道：
中国的一个秘密教口》，刊《民间宗教》第2辑，19%年12月，页23。】

4 陆仲伟〈先天道西华堂新探>，李世伟、苏庆华主编《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
六期（2003年），页75-76。华按：陆氏所言"道光十四年(1834)选定'五
老> ”，化是1843 (道光二十王年）之误。两年后，巧道光二十五年（1845)，
木、火、上行王祖被清廷捕杀之说，则与上引Majorie Topley说相符。

5 游子安 <香港先天道的脉源与发展>，游子安著上揭书，2012年，页313, 315-

316。

6 游子安〈道脉南传〉，游子安著上揭书，2012年，页277。
7 苏庆华〈棋城的先天道支派一一归根道初探>，收入《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

文选集》第3卷，雪州：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2010年，页1-4。
8 据危了明：张道芬（道号东初），为"两广十地道长"，早在同治十年(1871).

承先天道五老之金秘祖林周宫命"下遐普渡"。他于金祖去世后五年的光绪二年
(1876)宣告自立，W "朝元洞"为"东初派"总堂。再王年后归空，被尊为
"东初祖"。东初派于二祖沈性空（性空祖）归空后，发生分裂。一派W巧元洞
为祖庭，W吉隆坡登彼居为中知，危氏称之为东初派"朝元洞"系，该系的传
承，有会通祖和裕安祖等；另一派则W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堂为中记，W李南山为
宗祖，危氏称之为东初派"南山系"，该系的传承有南山祖、灿然祖等。【参阅
危T明著《庶民的永恒一一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台北市：
博扬文化，2015年，页486-489。】

9 戚霞一脉，在吉隆坡安邦设有真善堂，创于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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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按：此篇论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公!/版曲J o/(/i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London, vol. 26, part 2 (1963)。周育民将之中译，题为《先天
道：中国的一个秘密教口》，刊《民间宗教》第2辑，台北：南天书局，1996年
12月，第19-50页。

11林万传编著《先天道研究》，台南：青气巨书局，1984年口月；庄吉发〈清代青
莲教的发展〉，《大陆杂志》第71卷第5期（1985年10月），页223-234。

12游子安前揭文，《世界宗教研究》双月刊，2014年第5期（总第149期），页
72-83。

13李国梁著《广东妈姐》，新加坡：顺德会馆，2015年。
14古燕秋编著《死生契阔一一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文辑要》，吉隆坡：华社巧

究中记（华研）、吉隆坡广东又山联合出版，2014年7月，第一版第一刷。
15华按：此则传说乃搜索自广州清远飞霞洞旅游W下网站，W其具趣味性且对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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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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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15年，页476。】
25参引自危了明著《庶民的永恒一一先天道及其在港澳及东南亚化区的发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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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危著上揭书，2015年，页481。】

32 〈本洞执事系统图>，见《飞霞洞经生会自治修养规章》，清远：飞霞洞，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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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据危了明对妙慧法师的访问记录，2009年8月24日。按：妙慧法师俗姓许，出生
于1945年，是先天道麦泰开口徒张美德的养女，在怡保金霞精舍长大，亦曾在新
加坡飞霞精舍生活。后赴香港修读佛学，决志落发为尼。现为香港佛教联合会理
事。又，据危了明，"己板依王宝的妙慧法师比丘尼，现为新加坡飞霞道脉主
持。"【转引自危了明著上揭书，第9章注释39, 2015年，页479-480及页522。】

35转引自危下明著上揭书，2015年，页522-523。
36宋光宇著《天道传灯》上册，台北：无注明出版社，19%年，页48。
37详见释继吴〈竺摩法师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影响〉一文"渡化斋教徒转信佛教"章

节（页164-166);壮忠全、释文山〈竺摩法师对大马汉传佛教的贡献一一W马
佛学院对斋堂佛教化之影响为考察目标〉一文"斋堂佛教化"章节（页173-
181)。此二篇论文，均辑入郭莲花、梁秋梅合编《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佛
教》，雪兰義：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会，2010年12月。

38文贤法师为竺摩法师的第一位出家弟子，现任昔加末观音堂主持。又，据释继
吴："在1960年期间，马来西亚佛教面临庙多僧少，若W百庙一僧来比对，僧
人亦不够分配。原来这么多寺庙，住的多数是斋教的斋姑，少数为尼师。"（页
162)。华按：若此言确实，则迟至1960年代，大马由斋姑主持的先天道斋堂似
乎仍在不少数。直至稍后一些斋堂主持板依互宝，甚至削发为尼，斋堂面临"空
口化"，在我国的先天道斋教才渐趋没落。

39杜忠全、释文山〈竺摩法师对大马汉传佛教的贡献一一W马佛学院对斋堂佛教化
之影响为考察目标〉（页176)。据杜忠全，在模城的马佛学院开办之初，天灵
堂开山主持继悟法师即把其道场弟子送到佛学院受正统佛学教育，迄今仍为该道
场的传统。作为其第二代弟子的慈明法师，即为马佛学院开创最初阶段的学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