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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平市圣公殿：

聚武夷灵气 建和谐道观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刚到圣公殿采访，该道观住持吴金
旺就给我介绍了圣公殿最年轻的道长冯
运华。

今年只有 36 岁的冯运华道长，在他
给我的名片上，写的内容就让人刮目相
看：武当山道教学院毕业生，江西龙虎
山天师府授箓弟子。

吴住持说，获得正一道过硬“文
凭”的道长，全省内屈指可数。

还是在两年前，在福建省道教协会
举办的“爱国爱教，尊道贵德”八闽巡
讲选拔赛中，冯道长曾荣获优秀奖。

历史上，闽北山区由于交通通信不
便，加上经济不发达，人们对大自
然的认识形成了许多原始神秘的传
说。

冯运华从 10 岁起，就跟随爷
爷到处传道。由于好几辈的先人
都对道教十分信奉，在他儿时的
心目中，道教一定是可以扶正驱
邪、造福天下百姓的。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冯运华一直
跟随爷爷，开始了一生中学道传道的新

里程。
对三十多岁的冯运华而言，学道进

步最快的时期是在进入圣公殿后。由于
修行认真，品性纯洁善良，6 年前，

他有幸被推荐到武当山道教学院学
习。

3 年系统的道教理论学习，
使他获益很多。这是身心投入
的结果。如武当山有特别的学
道习惯，每天要吃素、打坐，
要用大量时间背诵经文等，每

个环节都要去努力。
当他从这所当今国内最有影

响的道学院毕业时，深感自己有了
一个脱胎换骨的进步，这 3 年对他而

言过得太值了。
回到圣公殿后，正一道中有一件大

事，在等待着他去完成。
作为正一道士必须受箓，不受箓就

不能做道场，就无法遣使箓中的兵将斩
妖除邪，拔度生灵，救济困厄。有了道
位的道士，其斋醮中的章词才能奉达天
庭，才能得到神灵的佑护。受了箓还必
须熟读背诵箓文中排列的众多天仙、地
祇名号，作为作法时的凭仗，随时召
请。受了箓，才算进入道阶、名箓神真
之境，成为真正的道士。

经过福建省道教协会的精心考核评
选，南平市道教协会有3位道士，可以去
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参加授箓仪式，冯运
华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在龙虎山天师府整整一周的授箓过
程中，冯道长接触到了海内外许多正一
道的先辈高功，使他逐步认识到，道教
能够在中国社会进步和谐中发挥正能
量，同时，学道在人的一生中是无止境
的。

当冯运华拿到中国道教协会印制、
天师府颁发的箓碟时，他感受到了传道
授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南平市宗教工作部门的支持下，
圣公殿每年一届的传度法会进行得十分
庄严隆重，大批民间的正一道士走上了
正确的传道之路。

为了办好今年的传度法会，年轻的
冯运华道长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传度，道教仪范名词，指奉道者正式入道的仪范。
凡出家入道为道士者，必需有师传授，经考察后，方予
传度为正式道士。道教对于传授弟子秘道，至为慎重，
不论任何宗派，均以妄传妄泄为戒。故受师承时，必立
誓戒，然后传予度世之法，谓之传度。《太上太霄琅书》
谓“天地布气，师教之真，真仙登圣，非师不成，心不
可师，师心必败”。

天师道的授箓传度源远流长。按 《太真科》 及 《赤
松子历》 所载：“汉代人鬼交杂，精斜遍行。太上垂慈，
下降鹤鸣山，授张天师 《正一明威符箓》 一百二十阶，

及 《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法文》 密要，救治人
物。天师遂建二十四治，敷衍正一章符，领户化民，广
行阴德。”这是符箓的根源和符录的开端。早期道教入道
采取交米登箓和蓄养弟子的办法，北魏寇谦之在改革道
教仪式时，改在道场上用授箓的方法，接受入道者，开
授箓的先河。

为了提高闽北道教徒的素质，根据 《福建省道教教
职人员认定办法》，从2009年8月至今，圣公殿每年都要
举行传度大典，迄今为止，共有300多位正一派道教徒取
得度牒。

链接 正一道的传度与授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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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闽江的发源地，建溪、富屯溪、沙溪在南平城汇合，始称

闽江。

据说古时候，有两个妖怪分别在九峰山和玉屏山上。有一位道士

来南平地区游玩时，发现了它们，并用自己的双剑把它们都封压

到了这里。这正是道家除妖扶正的最好传说，后来作为现

在南平市标的“双剑化龙”，就矗立在建溪与西溪的汇合

处，成为福建母亲河闽江的起点坐标。

为了追寻中国道教正一派先辈们的足迹，本报记

者深入闽北山区，专程到南平市采访马站的圣公殿。

吴金旺，一位修道资深的道长，现
任南平市圣公殿住持、管委会主任，说
话洪钟般有力，向本报记者讲起圣公殿
的历史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圣公殿位于南平市延平区水东街道
马站白沙洲三合境，始建于唐初，至今
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

武夷山是中国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
对于道教中喜爱遁居幽静山林的潜隐默
修之士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胜地。位于闽
北的圣公殿，刚好毗邻武夷山脉，自然会
让人联想起引人入胜的仙迹传说。

据吴金旺住持介绍，圣公殿本名为
“三圣楼”，又称“三圣庙”。三圣，自
然是供奉的三位神灵。最初，圣公殿供
奉的三位神灵并非今天所熟知的道教神
灵。这主要是由于道教崇奉的神灵种类
繁多，其神仙谱系是在吸收各种原始宗
教、民间信仰、神话传说等基础上形成
的。据南平县志记载，三圣楼供奉着
周、陈、王三位圣人，他们生性正直，
除恶济贫。传说他们去世时有灵异之
相，一朵青云随风而上，当年禾苗茂
盛、五谷丰登。于是当地人感其恩泽，
为他们建庙祭祀，香火一直十分旺盛。

1949年，因城市建设需要，三圣庙
被拆除。1984年，道教徒们在原址上简

易搭盖，结砖为座，重
奉“三圣”。后来又募
捐重建。1997 年，三
圣庙被划归南平市道
教协会管理，作为南
平市道协办公地点，
并根据所供神像更名
为“圣公殿”。

呈现在记者面前
的、经过重新修缮后
的圣公殿，如今已经形
成了蔚为壮观的道观建
筑群。上殿玉皇阁，供奉
玉皇大帝、文昌帝君、慈航
道 人 等 神 像 ； 下 殿 供 奉 太 上 老
君、八仙、张、萧、刘、连、邵五大圣
君，三 圣 （周 、 陈 、 王）
等诸神；斗姥坛供奉
六十甲子、福德正
神、文武财神等
神 ； 幽 冥 宫 供
奉 福 德 张 、
金、魏、赵、
周 五 位 大 仙
以 及 地 藏 仁
师 、 药 王 孙
思邈等神。

武夷先辈灵气 润泽三圣古观

在谈到法制教育和道风建设时，吴金旺住持介绍
说，这些年来，圣公殿始终把教育好和引导好教职人
员和广大道教徒视为己任，下气力做好这项工作。

3 年来，圣公殿先后举办 6 期宗教政策法规学习
班，对教职人员、工作人员以及所联系的骨干信众进
行轮训。定期更新宣传栏内容，扩大学习宣传的广
度、深度。圣公殿还配合福建省道教协会举办了两场
正一派道士传度法会和两期度生培训班。圣公殿还协
助南平市司法局和民宗局在该场所举办了“法律进宫
观”法制宣传活动。

针对南平市道教界存在的一些道风不正、道场活
动不规范等问题，圣公殿从自身抓起，率先垂范，定
立了场所人员行为规范，定期组织道众学习道教知
识，观摩道教科仪。南平市道协先后两次聘请武当山
著名高功到圣公殿传授道教科仪、经韵等方面知识，
有力地推动了南平市道风、道貌的改善，以道风为主

题的创建活动得到全面开展。
在财务监督管理方面，圣

公殿着力做好备受关注的场所
基建款项的清理工作，及时地为
本场所的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办
理了道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和医保社保手续。在实施
场所安全工程中，筹资安装了监控设备，设立了安保
室，开展了消防安全演练。

圣公殿更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协助做好南平
市道教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调查摸底工作，使南平市
138名道士顺利完成认定备案，258名教职人员和工作
人员及时办理了医保社保手续，其中6人享受低保、五
保待遇；还派会计人员到南平市道协举办的财务培训
班授课，确保了南平市 82座道教活动场所在财务监督
管理验收考评中，全部达到基本合格以上。

加强道风建设

提升教徒素质

加强道风建设

提升教徒素质

圣公殿北门内北山上祀奉着张、肖、刘、连、邵
五兄弟，称五大圣君，凡是遇到天灾人祸时，都会有
信众去祈祷消灾。这种传统信仰在海内外十分盛行。

2008 年 7 月 29 日上午，台湾工党主席郑昭明、金
门圣公宫主任委员郑度利先生一行 13人，参观完圣公
殿后说，这是神缘把我们友谊拉近，也是张、肖、
刘、连、邵五兄弟五大圣君显灵叫我们来到这里的。
因这次我们是来参加另外盛会的，没想到走到这里来
了。今后要以此神缘作平台，共同将两岸圣公神庙发
扬光大，增进两岸道界共识。

吴金旺住持介绍说，目前圣公殿管理班子立足本

场所，胸怀道教界，关注全社会，扎扎实实做好每一
项利国利民之事。

2013年2月，南平溪源风景区的德云观发生食用野
菇集体中毒事件，圣公殿负责人闻讯后，迅速在信众
中募集善款前往慰问，并参与经济赔偿的调解工作，
赢得社会各界好评。

每年的“三八”节，圣公殿都组织信众开展游园
活动，及时走访慰问患病和贫困道友；在工作人员和
骨干信众生日当天圣公殿会赠送鲜花或糕点；还与社
区开展文明共建活动，组队参加龙舟赛；在历次公益
慈善活动中，广大道友都踊跃捐献，为宗教和顺、社
会和谐尽一份力量。通过全体人员的努力，2013年 12
月，南平圣公殿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
先进集体。吴金旺住持作为圣公殿的代表赴京出席了
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 《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推动三个专项落实》的发言。

今天的圣公殿，以其环境优美、古色古香的建筑
群吸引着当地信众和八方游客。它与南平市区隔河相
望，处闹市而无喧嚣之声，居僻野而无寂寞之感，是
一片不可多得的静境。平日里，崇尚自然的道长们在
这里潜心修道，体悟道教义理；来往信众虔诚敬拜，
寄托自己的信仰；游客络绎不绝，感受着悠久浓厚的
道教文化。

圣公殿，正在向人们展现着当今社会中和谐道观
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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