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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老，即八仙之一張果老，為唐道士張果。少

時隱中條山，往來於汾、晉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733）屢召至長安，問神仙事，賜號「通玄先生」。

其故事在民間流傳，後成為八仙中倒騎毛驢、雲游

四方的張果老。傳說他有一篋，內存有一紙驢，用

時放出即成真驢，果老倒騎之，日行千里，又傳說

他精通道術，曾給唐玄宗表演過。相傳河北趙州橋

上還留有他的毛驢壓出的蹄印。

圖中石壁間有蟠桃樹，樹下張果老皓首龐眉，

左手持龍頭拐杖，其右側和身後各有一名侍女，樹

右側有仙桃仙鶴。畫中的張果老和傳說故事中那個

詼諧可愛、倒騎毛驢、能變道術的老人完全不同，

儼然被畫成一個富有的「員外」形象。該畫設色古

雅，筆墨流暢，應為祝壽之作。

圖片及資料選自蓬瀛仙館道教文化叢書藝術精華系列其一

《臥游仙雲：中國歷代繪畫的神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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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利世 物

敬老粵劇欣賞會享譽再來

七齣折子戲精彩絕倫
2021 年 3 月 10 日，蓬瀛仙館、祥華長者鄰舍中心、大埔長者鄰

舍中心及祥龍圍綜合服務中心合辦「敬老粵劇欣賞會」，邀請玉荷曲

藝社表演精彩粵劇折子戲。

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先生、香港賽馬會對外事務部主管潘太平先

生及九龍東扶輪社社長曾偉倫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並與 500 位長者一

同欣賞演出。

玉荷曲藝社傾力演出七齣折子戲，包括經典劇目《白蛇傳之斷橋

會》、《牡丹亭驚夢之幽媾》，三國故事《蘆花蕩》、《艷曲醉周郎》，

此外還有《打金枝》、《白龍關》以及《隋宮十載菱花夢》，大受好評。

大會更為每名觀眾準備福袋一個，個個滿載而歸。

由於疫情關係，今年活動入場人數有所限制，但這次特別進行了

視像錄影，大眾可到道通天地 YouTube 頻道重溫精彩演出。

2

1

1 	 本館理事與主禮嘉賓及粵劇名伶在台上合照。

2 	 梁兆明、梁燕飛表演《白龍關》，展現精彩武打場面。

3 	 藍天佑、鄭雅琪、梁非同演出經典劇目《白蛇傳之斷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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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計劃

為北區醫院籌得百萬善款辛丑年新春認獻勝意燈

健康樂頤年開幕禮
 蓬瀛仙館、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和社會福利署

大埔及北區福利辦事處協作推出北區基層醫療健康發展

計劃「健康樂頤年」，於 2021 年 2 月 7 日邀請了社會

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專員、助理福利專員

陳倩儀女士、路德會行政總裁雷慧靈女士及服務總監鄧

國禧先生主持開幕禮，並舉行了支票頒贈儀式。本館就

項目捐出港幣 150 萬元予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作為經

費，並借出祥龍圍綜合服務中心作為場地，預計本館的

參與和資助可以使 2,000 人受惠。

「健康樂頤年」活動會免費為北區 50 至 80 歲基層

人士提供快速、簡易的中風風險檢測，及早識別中風高

危人士。新技術「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系統」以非入

侵性方式，為基層人士拍攝視網膜圖像（眼底相）以分

析中風風險，並由註冊護士即場講解報告，整個過程約

每逢新春佳節，本館都會舉辦「競投勝意燈」活動，

近年更藉此為北區醫院籌款，使活動更添一層意義。

「競投勝意燈」活動中供競投的每盞勝意燈各有純陽呂

祖仙師乩賜燈讚，由經師誦讚開光，滿載福庇。競投所

得款項扣除行政費後將全數捐贈予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

金，支援北區醫院改善病人服務及加強醫護人員培訓，

祈福與行善並舉，可謂相得益彰。

由於疫情關係，辛丑年「競投勝意燈」活動改以預

先定額認獻形式舉行，避免人群聚集帶來的感染風險。

為 15 分鐘。此外，更為低或中風險人士安排參與健康

教育活動，提高公眾對預防中風的關注，推動「預防勝

於治療」的社會保健概念。

認獻之勝意燈於正月初十（2 月 21 日）由經師在神前

禮讚，然後掛在蓬瀛仙館三聖大殿內一年。

2021 年 6 月 3 日於北區醫院進行支票移交儀式，

由本館理事長林赤有 BBS, MH 太平紳士、副理事長梁

德華 MH、副理事長葉滿棠、永遠館長洪少陵 MH、司

理藍新任、財務主任周流卿代表理事會將「認獻勝意

燈」中所籌得的善款共港幣 $1,124,200，捐贈予北區醫

院慈善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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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禮嘉賓（左起）北區醫院醫院行政總監孫天峯醫生、本
館副理事長葉滿棠、永遠館長洪少陵MH、理事長林赤有

BBS,	MH太平紳士、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款委員會主

席彭振聲工程師MH、本館副理事長梁德華MH及新界東

醫院聯網泌尿外科服務主任吳志輝教授，為蓬瀛仙館泌尿

外科檢測中心開幕剪綵。

2 	 院方介紹蓬瀛仙館泌尿外科檢測中心先進的專科設備。

3 	 本館理事會代表出席開幕禮，左起：司理藍新任、永遠館
長洪少陵MH、理事長林赤有BBS,	MH太平紳士、副理

事長梁德華MH、副理事長葉滿棠和財務主任周流卿。

濟 利世 物

縮短市民輪候治療時間
蓬瀛仙館泌尿外科檢測中心開幕

蓬瀛仙館一直與北區醫院合作，致力為區內提供

優良的醫療服務。然而北區人口老化的情況日趨嚴重，

在可見的將來，對泌尿科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因此，

值 2019 年建館 90 周年的喜慶日子，本館捐出港幣 1,470

萬元為北區醫院設立「泌尿外科檢測中心」，以改善

區內醫療設備、提高醫療服務質素。2021 年蓬瀛仙館

泌尿外科檢測中心正式開幕。

6 月 3 日下午，本館理事到達蓬瀛仙館泌尿外科檢

測中心，與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金籌款委員會主席彭

振聲工程師、北區醫院醫院行政總監孫天峯醫生、新

界東醫院聯網泌尿外科服務主任吳志輝教授等為開幕

剪綵。

蓬瀛仙館泌尿外科檢測中心設有先進的專科設備，

包括醫管局首部尿失禁電磁治療椅、模擬真實洗手間

設計的尿流速測試室、經會陰前列腺活組織穿刺檢查

室、膀胱軟鏡檢查室和護士診所等，2021 年 5 月開始

為市民提供全面、一站式泌尿外科綜合護理服務，預

計一年最多可以處理 1.2 萬宗求診個案，病人輪候時間

亦由四至五個月，縮短至二至三個月，大大提升醫療

服務質素，惠及北區居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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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瀛仙館大埔長者鄰舍中心

道教文獻研究重要成果面世

服務社區廿五周年

《道藏輯要．提要》出版

 2021 年 6 月 1 日是蓬瀛仙館大埔長者鄰舍中心成

立 25 周年的大日子，當日中心就舉行了「廿五周年大

慶典」，邀請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福利專員任滿河先

生擔任主禮嘉賓，與長者會員、社區伙伴一同回顧中心

發展，鞏固彼此聯繫。

大埔長者鄰舍中心自 1996 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

為區內長者提供多元化服務，鼓勵長者融入社區，培養

及發展個人興趣，學習新知識和技能，廿五年來與長者

共同成長。慶典上，大家回顧了中心發展里程，又特別

邀請到中心第一位長者會員黎婆婆，與本館林赤有理事

長、葉滿棠副理事長和任滿河專員一起切生日蛋糕，別

具意義。為了慶祝中心生日，長者會員更帶來話劇和手

語表演，倍添喜慶！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由本館與香港中

文大學合辦，一直以來致力推廣和普及道教文化，2021

年就出版新書《道藏輯要．提要》，並於 6 月 19 日舉

行了新書發布會。

《道藏輯要》是清代大型道教叢書，當中收納道書

門類眾多，包括有內丹學、宇宙學、哲學、戒律、儀式、

山志、宮觀碑銘等，是研究明清道教，尤其是清代道教

乩壇、呂祖與文昌信仰、全真派道經等不可或缺的資料

來源。

這次出版的新書《道藏輯要 ‧ 提要》，旨在梳理

《道藏輯要》中收錄的藏內、藏外道經，提供詳實準確

且條理清晰的信息。提要由黎志添教授主編，74 位日

本、韓國、歐美、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學者合作完成，

不僅介紹經本的基本內容，更釐清各文本的歷史和版本

來源。當中也收錄了 17 種《道藏輯要》藏本的珍貴書

影插圖。

1

2

1 	 本館林赤有理事長、葉滿棠副理事長和任滿河專員與中心
第一位長者會員黎婆婆一起切生日蛋糕。

2 	 中心長者以手語演繹《小小羊兒要回家》和《友誼之光》。

作為首部為《道藏輯要》解題的著作，此書將繁複

的道書文本整理得清晰可解，為研究各個領域如社會

史、刻書史、地方史、文獻學

等學者提供便利。對

中國內丹、養生文化、

科學技術史等，都極

具參考價值。同時此

書對《道藏輯要》的

背景和演變也進行了

整體分析，以揭示近

代中國宗教的一個重

要發展歷程。

3 	 	《道藏輯要‧提要》書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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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互流 訪

蓬瀛仙館一直以來積極與不同宗教團體交流合作，

與天主教教廷更是合作無間。2021 年 3 月 26 日，天主

教教廷駐港代辦何明哲蒙席、助理代辦葉維德蒙席及

周景勳神父蒞臨本館，與本館理事共聚交流。

本館理事陪同各嘉賓參觀了館內殿堂及景點，詳

細介紹本館的歷史發展、建築特色和道教信仰。隨後

本館第 25 屆理事會（2021 － 2022）已經依章順利選出，並已經於本年 1 月 3 日宣誓就職。

由於疫情關係，是年就職典禮從簡。

第廿五屆理事會名單
名譽館長：	 張人龍　雲大棉

永遠館長：	 李宏之 ,	MH　洪少陵 ,	MH

理事長：	 林赤有 ,	BBS,	MH,	JP

副理事長兼義務行政總裁：梁德華 ,	MH	 副理事長：	 葉滿棠

司理：	 藍新任	 副司理：	 譚少強

財務主任：	 周流卿	 副財務主任：	 曾錦昌

理事：	 胡　忠　黃錦昌　馮明山　黃俊文　唐斯善　高德輝　許少鳳 
	 陳日廣　徐玉玲　盧容娣　陳振輝　葉錦萍　鄧寶山　李國仁 
	 馬健偉　葉加行　霍濟康　曹志強　黃鼎文　黃麗娜　葉鳳儀 
	 鄧永祥　鄭盼林　鄭瑞歡

天主教教廷駐港代辦到訪蓬瀛仙館

促進宗教交流
雙方共進午餐，友好交流。過去本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

長就曾應梵蒂岡邀請，到教廷開國際會議，以道教角度

分享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和展望，六宗教領袖又拜會教

宗，並在亞西西發出和平呼籲。藉著這次聚會，雙方就

宗教文化和慈善工作都交換了意見，期望將來有更多合

作，建立緊密連繫。

蓬瀛仙館第廿五屆理事會就職

8 館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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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新晉道侶皈依玄門



1 	 		新晉道侶與同門在大殿內拍照留影。

2 	 		林赤有理事長為新晉道侶簪冠。

3 	 		葉滿棠副理事長頒授度牒及傳經。

4 	 		梁德華副理事長向新晉道侶闡釋聖訓。

9館 訊

弘 闡道 教

五名新晉道侶皈依玄門
蓬瀛仙館傳承全真龍門派法脈，每年均在祖師加

持下，有緣人士皈依入道。新晉道侶簪冠授牒儀式於

2021 年 3 月 28 日假館內兜率宮舉行。本館一直以來根

據《全真龍門派百字詩》排輩，現傳至「希」字輩，為

龍門派第三十六傳。

2020 年新晉道侶有：徐蓓雯（希瀛）、鄧啟山（希

楠）、蘇永星（希頌）、温少銘（希罡）及黃月顏（希

智）。在眾同門見證下，由林赤有理事長為新晉道侶簪

冠，葉滿棠副理事長頒授度牒及傳經，並由梁德華副理

事長闡釋聖訓。各人皈依道、經、師三寶，領受度牒，

秉承祖師聖訓。下午新晉道侶齊集講道堂參與座談會，

加深對本館的認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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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瀛仙館經懺團主持
大年初二車公大元帥賀誕

頒贈百齡及九秩榮壽金牌

 沙田車公廟是本地著名廟宇，而 1 月 13 日

（大年初二）適逢車公大元帥寶誕，不少善信都

會到車公廟參拜。這天沙田鄉事委員會按傳統舉

行朝賀儀式，並值此良辰吉日，敬求車公大元帥

賜示靈籤，以啟示香港新一年的運程。今年本館

經懺團已經連續第三年獲沙田鄉事委員會邀請，

主持當日賀誕及敬求靈籤儀式。

在讚頌車大元師大德及祈求福庇之後，新界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先為香港求籤，得第 45 籤，

繼而由沙田鄉事委員會首副主席李志麒為沙田求

籤，得第 14 籤。聖真靈籤妙語，實為世人指點

迷津而設，各人懂得安時處順，為善者自得禎祥。

古云：「洪範五福，壽居厥首。」每逢館員道侶年

屆九十周歲及一百周歲，本館都會贈予金牌，以表祝賀。

5 月 23 日預賀純陽呂祖師寶誕之後，本館就在大

殿進行了百齡及九秩榮壽金牌頒贈儀式，由林赤有理事

長代表頒授金牌。呂維亨（景峰）道長年屆百歲，亦親

身出席領受金牌。彭少珍（興賢）道長、梁榕波（世波）

道長、胡忠（景盈）道長、唐景禮（景禮）道長、麥兆

基（景行）道長、黃美寬（景寬）道長、梁池（榮政）

道長和何桂（榮桂）道長，領受九秩榮壽金牌。當日更

有不少同門道侶齊集大殿參與儀式，獻上祝福。



蓬瀛仙館啟建道場
超度台灣花蓮罹難同胞

 2021 年 4 月 2 日上午，台灣鐵路太魯閣號 408 次

於花蓮發生脫軌事故，造成嚴重傷亡。蓬瀛仙館應中國

道教協會倡議，在 4 月 8 日意外「首七」之期啟建道場，

超度罹難同胞。

法會於上午 10 時正開始，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暨

蓬瀛仙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長為亡者上香，隨後眾經師

依科演法。中午時分，蓬瀛仙館理事長林赤有、副理事

長葉滿棠、司理藍新任、財務主任周流卿到場上香致祭，

敬獻茶酒寶帛，祈願天尊慈悲接引，亡者早日超昇！ 1 	 2 					本館啟建道場，超度台灣花蓮罹難同胞。

3

4

蓬瀛仙館經懺團
為香港宮觀承壇誦經

蓬瀛仙館經懺團經常應個別宮觀邀請，主持及參與

法事。農曆三月廿三日（5 月 4 日）是天后寶誕，本館

經懺團就應三元宮柴灣天后古廟邀請承壇，為信眾誦經

祈福。農曆四月廿六日（6 月 6 日）是李府王侯寶誕，

經懺團應九龍坑玉興宮邀請祝誕演科。

3 	 		經懺團為三元宮柴灣天后古廟承壇誦經。

4 	 		經懺團為九龍坑玉興宮祝誕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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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經云：「大道無形」，但凡人還是會用筆墨丹青、金石土木去闡述大道的

奧妙，而觀者亦可以從中感悟玄理。本館創館九十餘年以來，積存、搜集和獲贈不

少珍貴的經本、塑像、法物、書畫和雕塑，為了讓大眾都能夠一睹這些道教文化的

精品，本館特將喜雨樓地下開闢為展覽廳，並取《道德經》第一章經句之意，命名

為「觀妙軒」。正如觀妙軒正門楹聯題句：「論玄論虛，無非論道；觀妙觀徼，

實乃觀心。」展覽廳斗室雖小，但定可成為大眾談玄論道的好地方。

 中國古代把周天分為三垣二十八宿，其中二十八

宿是指古代中國星學中黃道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

組恆星。「宿」是用來形容日月星辰運行所停留的位

置。以北斗斗柄所指的角宿為起點，依次為東方蒼龍七

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

牛、女、虛、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

昴、畢、觜、參）和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

翼、軫）。古人認為日月星辰與人間的禍福對應，故此

崇拜日、月、北極星和北斗星，也同時崇拜二十八宿。

道教尊號為二十八宿星君，在舉行齋醮法事時常常召

請他們下凡降魔伏妖，例如《讚星科》就提到「二十八

宿臨凡世，十二宮神降道場。」 二十八宿星君的形象
大概從唐代起，星學家開始把二十八宿配上七曜

（木、金、土、日、月、火、水），並結合古代「演禽

法」中的不同動物，如把角宿配上木星和蛟，稱作「角

木蛟」，把亢宿配上金星和龍，稱作「亢金龍」，從此

二十八宿有了相應的動物形象。

觀妙軒中的二十八宿星君像，參照元代道教造像之

稀有珍品、山西晉城玉皇廟保存的二十八宿星君像。屬

金、屬水和虛宿星君是女性形象，神態溫柔嫻靜。男像

則表情奔放威猛，瀟灑大方，動作誇張。二十八位星君

形象各不相同，很值得細心欣賞。

觀妙軒即將開幕

常設展品：	
三色紫砂二十八宿星君像

展示道教文化精華

角宿星君像，配以七曜和演禽又稱為角木蛟。

柳宿星君像，配以七曜和演禽又稱為柳土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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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妙軒即將開幕
展示道教文化精華

道教文化講座

黃紹開道長講解《道德經》的奧秘

現時香港的經濟和民生都充滿憂慮，大家每日要面

對不同的生活難題和新挑戰，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如

果可以嘗試領悟一下《道德經》的智慧，或者可以探索

到生活中的快樂泉源。6 月 12 日，本館道場活動部舉

辦「活化道家思想．探索快樂泉源」講座，邀請黃紹開

道長分享《道德經》奧秘。

講座上，黃道長解讀了「道」的十大特徵，包括虛

無、自然、無為、清靜、純粹、素樸、平易、柔弱、恬

淡和不爭，又講解如何將《道德經》的智慧融入生活，

探索到生活中的快樂泉源，參加者都獲益良多。

1 	 本館理事與黃紹開道長（左五）合照留影。

1

道祖寶典《道德經》
《道德經》是全球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著作之

一，這次專題展覽展出本館收藏的 36 種不同語言的《道

德經》著述。當中有不少極之珍貴的版本，包括世上首

部荷蘭語、丹麥語、冰島語和他加祿語的譯本，以及首

部由女性翻譯的版本（譯者：Isabella Mears）等。

太上道祖聖像
這次專題展覽會展出不同類

型的太上道祖聖像，有法會道

場中的黃籙畫，有以老子騎牛出

關為題材的文人畫，也有碑刻拓

片。其中最著名的是「三絕碑」，

碑上除了有唐代吳道子所繪的老

子像，還有唐玄宗所題、顏真卿

所書的御讚，集名書、名文、名

畫於一體。

首個專題展覽
函谷傳經——太上道祖與《道德經》

道教相信「一炁化三清」，大道化生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三位極為尊崇，而

當中道德天尊會降生人間，教化蒼生。在春秋時代老君就化身為太上道祖老子，為世人留下了

《道德經》這部經典。觀妙軒首個專題展覽，將會展示館藏各式太上道祖聖像及《道德經》版本。

觀妙軒即將開幕，歡迎有興趣的
公衆人士參觀，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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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階段，然而很多人對死

亡都選擇避而不談，尤其是喪禮。4 月 10 日，香

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暨蓬瀛仙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

長就應贐明會邀請，為大眾講解道教度亡儀式。

講座上，梁道長分享了道教度亡儀式中《關

燈散花科》的兩個片段，包括唱誦四季的流轉和

香花的盛衰妍醜，感嘆人生無常，從而勸導亡者

放下對塵世的執著。這是對亡者的勸慰，也是對

生者的教化。梁道長還分享了道教生死觀，讓社

會大眾更加了解道教信仰，以及喪禮儀式對逝者

和家屬的意義。

道教信奉老子是太上老君道德天尊在人間的

化身，而《道德經》就是他為世人留下的鉅著。

5 月 8 日，本館道場活動部邀請了香港道教聯合

會主席暨蓬瀛仙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長，分享研

習《道德經》的心得，與大眾講解甚麼是「道」，

甚麼是「德」。

《道德經》的思想博大精深，點出了天地萬

物的本源和規律，又是指導世人學習修心修性、

處事待人的寶典，當中的道理依然歷久不衰。講

座上，梁道長就分享了作為道教徒，在高道前輩

指導下、在科儀經懺學習及日常修行中對《道德

經》的認識。除了熟讀文本，更要以身作則，學

習和實踐慈愛、儉樸和謙讓。 《道德經》金句分享

第十四章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第六十七章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1

2

1 	 本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長（右）與贐明會總幹事程偉
文先生探討道教度亡儀式的意義。

2 	 本館副理事長梁德華道長分享研習《道德經》
的心得。

道教文化講座

《道德經》的哲學分享

完整講座影片已經上
載，有興趣人士可到
道 通 天 地 YouTube
頻道重溫﹗

生死教育講座

梁德華副理事長講解道教度亡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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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的哲學分享

梁德華副理事長講解道教度亡儀式

2021 年 4 月 3 日，香港道樂團假座大埔文

娛中心演奏廳舉行「樂在虛無飄渺中」道樂欣

賞晚會。道樂團重新編配多首道樂，將現代編

曲、配器以及演奏技法融入傳統道教音樂之中，

「傳統」與「現代」相互兼容。

香港道樂團合奏《祝壽讚》為晚會拉開序

幕，又演繹了《仙家樂》和洞蕭、古箏與大提

琴三重奏版本的《懺悔文》，三首都是由香港

全真道堂經韻改編而成。樂曲中每件樂器都和

諧而有個性，把原曲的韻味重新呈獻。道樂團

亦帶來各地的經韻樂曲，有湖北武當山經韻《三

清宮》、《韻．腔．讚》和《幽冥韻》，澳門

道教科儀音樂《迎春》，蘇州道樂《香讚》就

改編成胡琴與阮四重奏版本。當晚一共演奏了

十四首道教樂曲，道樂團的改編為傳統旋律帶

來了新的味道，為觀眾帶來新的聯想與共鳴。

道樂欣賞晚會
樂在虛無飄渺中

1 	 香港道樂團舉辦「樂在虛無飄渺中」道樂欣賞晚會。

2 	 低音笛獨奏的《道樂》根據《樂誦道德經》第一章
改編而成。

3 	 以二胡、中胡、敲擊、嗩吶、低音管和馬林巴琴合
奏《仙家樂》，樂曲活潑明快。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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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 高懷 道

永遠懷念任法融道長
法水遍灑三千界	融道合真九重天

 德高望重的中國

道教協會前會長任法

融道長，於辛丑年四

月十五（公曆 5 月 26

日）功圓果滿，升遐

登真，本館同人不勝

震悼，而任會長先超

物外，亦使我們憶起

數十年來任會長對本

館的關愛。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香港道教與各省市的道

教都展開了交流，而這時任會長已經與蓬瀛仙館開始結

緣。九十年代初，時任陝西省道教協會會長、終南山樓

觀台監院的任會長來訪本館時留下了不少墨寶，正是這

段緣份的見證。今日齋廚牆上正有一幅任會長題寫的李

養正教授的詩：「粉嶺疊翠聳仙宮，青龍白虎地勢雄。

金闕殿中響玉磬，瓊琳苑里鳴金鐘。海上三山何處覓，

此地蓬瀛居仙翁。」除此以外，喜雨樓的牌匾、會議室

「聚慧軒」的命名和題字，以及南辰北斗星君聖像的對

聯都出自任會長手筆。

千禧年代，任會長擔任中國道教協會會長一職後，

對本館更愛護有加。2006 年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

究中心成立、2009 年八十周年館慶、2013 年思親公園

啟用、2014 年八十五周年館慶等等典禮，任會長都親

臨擔任主禮嘉賓及予以指導，對本館弘道闡教工作影響

至遠。

今天任會長功圓行滿，證道歸真，他對當代道教信

仰和文化復興的偉大貢獻，當列字於三天，標名於十

極，留名後世！

1 	 任會長於本館三聖大殿朝禮祖師。

2 	 任會長於 1992 年贈予本館的墨寶。

3 	 任會長為本館會議室命名為聚慧軒並加以手書。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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