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祭祀關帝的歷史文化源流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

官方祭祀關帝，始於唐代中期。唐德宗

建中三年（782年），禮儀使顏真卿奏請

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從祀武成王

廟，關帝亦在其中。這是正史記載官方祭

祀關帝最早紀錄。

祭祀關帝，無論官祀或是民祀，都是對

關帝精神、關帝神格、關帝信仰地位的尊

崇和愛戴。關帝崇拜，代表了中華民族上

千年以來共同的情感認同、思想認同、民

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是中華兒女薪火相傳

的精神源頭。

明人倪岳在《覆正祀典疏》中說：「太

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關）神

陰佑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

以崇祀，載在祀典。」

明永樂帝遷都北京，仿照南京修建關

廟，將關廟祭祀列入大明會典。明嘉靖年

間，關帝祭祀由「從祀」升級到「專

祀」，關帝成為國家祭祀對象，祀典也日

益隆重。明神宗萬曆十八年，敕封關帝為

「協天護國忠義大帝」，特頒帝王冠冕；

萬曆四十二年又加褒封「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實現了關帝

國家祭祀儀典的成熟定型。

北宋開始，民間崇拜關帝的風俗日益盛

行，「說三分」、《三國志平話》、戲

曲、皮影等藝術作品，助推了關帝英雄

故事在民間社會的傳播，關帝顯聖靈

迹、民間傳說的大量出現，增強了中華

民眾對關帝的崇拜和仰慕，民間大量自

發興建關廟，元代之時已有「義勇武安

王祠遍天下」的說法，使得民間祭祀關

帝活動更加普及，更加方便、更加廣

泛，如四月初八、五月十三、九月十三

祭祀關帝都已經形成民間喜聞樂見的大

型民俗節日活動。

明代初年，朱元璋「定諸神封號，凡後

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關帝恢復原來

的封號和諡號，即漢獻帝所封「漢壽亭

侯」及蜀漢所諡「壯繆侯」。時間未過多

久，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建

關公廟於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

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原因是朱元璋

奪取天下的過程中，曾多次得到關帝的庇

佑幫助。

唐代詩人郎士元曾寫有一首《關公祠送

高員外還荊州》的五言古詩：「將軍秉天

資，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

敵。誰為感恩者，竟是思歸客。流落荊巫

間，徘徊故鄉隔。離宴對祠宇，灑酒暮天

碧。去去勿復言，銜悲向陳跡。」

關帝成神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

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

祭。據歷代續修的《當陽縣志》記載，關

帝歸天後，荊州民間年年祭祀關帝，「邦

人墓祭，歲以為常」。

中國人對祭祀文化極為講究。《荀子·

禮論》云：「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

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

也。」祭祀是為了讓中國人「不忘本」。

中國人通過「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

隆君師」的祭祀活動，來表達對「天地君

親師」的崇敬和感恩，表達不忘根本、繼

往開來的信仰理念：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根

本，先祖是宗族血緣的根本，君師是倫理

教化的根本。

《禮記·祭法》云：「夫聖王之制祭祀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

明神宗皇帝曾為關帝廟撰聯云：「五夜

何人能秉燭，九州無處不焚香。」以此讚

揚中國民間社會崇拜祭祀關帝的盛況。

無疑，在中國民間社會具有崇高聲望地

位，威靈赫赫、護國佑民、主持公義、有

求必應的關帝爺，成為民間崇祀最為普

遍，祠廟數量最多、祭祀規格最高、祀典

最為隆重的古代英雄聖賢。

最早祭祀關帝的活動出現在漢末三國時

期。文獻記載，關帝大義歸天後，曹操

刻沉香木為軀，以王侯之禮葬關帝頭顱

於洛陽南門外，即今關林，並親自拜

祭，贈封荊王。孫權以諸侯禮葬關帝正

身於當陽，即當陽關陵，也稱當陽大王

冢。蜀漢章武元年（221年），劉備為關

帝復仇親征孫權，在成都為關帝建衣冠

冢，招魂祭祀，在當陽大王冢拜祭關

帝，在玉泉山建關公祠，成為中國最早

祭祀關帝的祠廟。

在儒家聖王所制定的祭祀儀典中，所祭

祀的對象，除天地、祖先，還包括那些制

定良策讓百姓獲得實惠的人、那些為勤勞

國事鞠躬盡瘁的人、那些勞苦功高安定國

家的人、那些幫助國家抵禦災難的人、那

些保護人民遠離禍患的人。

責任編輯 何家驊 吳業康 美編 劉定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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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香港故宮將展逾900珍藏
中央批來港文物數量多等級高

史上最大規模藏品出境外借
此次來港的故宮珍藏，文物數量多、等級高，種類

豐富、名作雲集，是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來，
最大規模的藏品出境外借。914件展品從故宮超過186
萬件藏品中精選而出，可謂千中挑一。其中一級文物
166件，屬 「國寶」級別，佔借展品總數18%，絕大
部分是首次在香港展出。

此次來港的故宮文物，涵蓋故宮博物院藏品的各
大門類，有繪畫、法書、青銅器、陶瓷、金銀器、
琺瑯、玉器、漆器、玻璃、璽印、織繡、首飾、雕
塑、圖書典籍、古代建築等，時間跨度為 5000 年。
914 件文物在香港故宮的展期由 1 個月至超過 1 年不
等。

「國寶」級文物高達166件
從文物保護角度出發，部分文物需要輪換展出。如

古代書畫這類紙質或絹本文物，對光照、溫濕度十分
敏感，展期只有 1 至 3 個月，部分文物展品在展出
後，要回到故宮博物院休眠數年。

香港故宮介
紹，來自故宮
的珍藏將於香
港故宮開幕展
中亮相，共有
5 個 專 題 展 覽
及兩個特別展
覽，可謂名作雲集。當中兩個專題展覽（展廳 1 和
2）將介紹明清的紫禁城以及清代宮廷生活。另外 3
個專題展覽（展廳 3、4 和 5）分別聚焦陶瓷、清代
帝后畫像和工藝珍寶。此外，兩個特別展覽（展廳8
和 9）將展示中國古代書畫瑰寶和以馬為主題的珍
品。

此外，開幕展另有兩個專題展覽，展廳 6 的展覽
「同賞共樂：穿越香港收藏史」將透過展品細述香港

一個多世紀的中國藝術收藏活動，同時勾勒本地博物
館發展的軌；而展廳7的展覽 「古今無界：故宮文
化再詮釋」邀請6位香港多媒體與跨界藝術家，以獨
到視角，從香港當下角度重新詮釋和演繹故宮文化和
收藏。

陳智思感謝中央全力支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局主席陳智思說，故宮代

表中國古代藝術文化的頂峰，當中的文物蘊藏了中
華民族數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底蘊。衷心感謝中央政
府，包括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等
多個單位，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讓914件故宮
博物院的稀世奇珍出宮，在香港故宮展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說，香港故宮會以
嶄新的策展手法，結合新科技、新媒體，展出故宮博
物院的珍藏。他熱切期待香港故宮7月開幕，向中外
訪客呈獻這些藝術珍品，與公眾分享它們背後有趣的
故事。

青科院冀把握機會
兩地配合發展創科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昨日宣布，來自北京故宮
博物院的914件珍貴文物，已獲中央政府批准
赴港，將於今年 7月在香港故宮開幕展中亮
相，其中包括35件遠至唐宋時期的書畫經典名
作，是近15年來故宮所藏古代書畫瑰寶最大規
模的一次出境展覽。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跨境醫療服務需求日益增加。工聯會一項調查，
發現分別有七成受訪香港居民及九成內地港人，支持政
府資助港人到內地港資及三甲醫院診症，近七成受訪港
人表示若獲政府資助，願意到內地三甲醫院求診。

工聯會大灣區服務社聯同黃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於4月25日至5月20日進行 「跨境醫療需求調查」，
透過實體及網上問卷方式，訪問 882 名香港居民和
1552名居住於大灣區內地9市的港人。

昨日公布的結果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正輪候專科
門診或手術、當中四成人認為香港公立醫院輪候時間

長，超過三成人認為香港私家醫療機構收費貴，並有
逾七成受訪香港居民支持推行跨境醫療合作，贊成特
區政府資助在醫管局登記的香港人可到港大深圳醫院
等內地三甲醫院看病。另有近九成人曾經在內地求
醫，三成七受訪者表示醫院費用高，在病歷未互認下
需要花費在重複檢查上、兩成半指沒有在香港常用或
合適藥物。

如獲資助願到內地求診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指，調查結果反映支持推行 「特

區政府對居粵之醫管局長期覆診港人特別支援計劃」

的香港居民及內地港人分別達74%及93%，而表示如
果香港醫療福利可攜會到內地三甲醫院看病的分別有
69%及82%，由此可見跨境醫療服務需求龐大，特區
政府應積極考慮延伸計劃。

最後，工聯會提出5點政策建議，包括將 「特區政
府對居粵之醫管局長期覆診港人特別支援計劃」恒常
化並擴大至大灣區內地 9 市三甲醫院；優化及擴展
「港澳藥械通」；促進跨境醫療病歷互認；將醫療券

擴大至大灣區內地9市三甲醫院並容許用作購買內地
醫保；鼓勵港資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設分
院，拓展港營醫療服務，讓香港市民有更多選擇。

【香港商報訊】
記者何加祺報道：
本港昨日新增 515

宗確診個案，包括42宗輸入個案，本港累計核酸陽性
檢測個案 763020 宗、快速抗原測試陽性個案 452133
宗。另外，中環4間酒吧的群組持續擴大，各間酒吧
亦繼續有新增個案。

昨增515宗個案未見回落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昨

日新增136宗核酸確診個案及379宗快測申報平台的
呈報；同日新增4宗死亡個案，涉及3男1女，年齡介
乎68至98歲；第五波疫情累計死亡個案9173宗。學
校方面，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的爵士舞興趣班群組新
增1名學生確診，曾與2名早前確診的學生玩樂，目
前有9名學生及1名教師確診。

酒吧群組方面，中環Zentral酒吧再增2人確診，包
括1名客人及1名幫手，累計共有36名客人及1名幫
手染疫；Iron Fairies酒吧亦新增3人確診，累計共有
54 名客人及 2 名職員染疫。LINQ 酒吧新增 13 宗個
案，累計共有 78 人染疫，當中 27 人於 5 月 27 日到
訪、45人於28日到訪、6人於兩日均有到訪；Shuffle
酒吧亦新增27宗個案，累計共65名客人及4名職員確
診。

另外，防護中心的病毒基因分析方面，再發現多
1 宗懷疑感染 BA.2.12.1 個案，患者是一位 38 歲女
士，她的 2 名家人早前也確診，她的行蹤與其他患

者找不到關聯，但與其他患者同住在九龍城附近，
有機會存在隱形傳播。目前在社區中，不計算蘭桂
坊個案，共有 36 宗個案與太古城麥當勞群組有關、
另有 29 宗與群組暫時無關，但患者的病毒基因相
似。

醫院感染未有擴散象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關慧敏表示，瑪麗醫院矯形及創

傷外科有一名註冊護士日前確診，同房一名住院病人
之後發現確診，但病毒量低，現已安排隔離治療。北
區醫院深切治療部亦有3名醫生的快測確診，他們過

去14日並無接觸新冠患者，上周四最後一天上班，工
作期間有佩戴合適防護裝備，沒有病人被列作密切接
觸者，深切治療部職員及病人已安排檢測。3名確診
醫生日前與另外3名醫生在醫院外聚餐，其他人暫時
沒有病徵。

張竹君表示，近一個星期的單日確診數字偏高，當
中快速測試的陽性呈報，大約5宗就有1宗核酸覆檢
是陰性，即使扣除這些個案，數字仍然是高；而港大
最新即時有效繁殖率是 1.353，似乎亦有機會上升，
但當局同時亦有監察入院人數和嚴重病例，暫時就未
見有轉變。

酒吧群組續擴 增45確診

七成受訪港人冀港府資助跨境醫療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特區政府近年
致力推動本地創科發展，銳意配合國家去年3月公
布的 「十四五」規劃，把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岑浩璋指，近年政府
對創科的投入及重視是史無前例，認為是一個千載
難逢機會，要好好把握，發揮好香港的優勢，與內
地互相配合。

岑浩璋：創科成功要多方配合
香港青年科學院自2018年成立至今，一直推動科

學教育、培養科學人才，推動新一代投身科創發
展。岑浩璋近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學院新成立政
策倡議委員會，會從政策方面去商討如何幫助香港
的學術創科發展，並幫助將科研產業化，又指近年
政府對創科的投入及重視是史無前例，認為這是一
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要好好把握。

他續說，創科要成功需要多方面配合，在國內或
國外創科都可帶來就業機會及提升GDP，認為這是
香港一個終極目標，將科研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
他指出，若科研厲害，寫專利的人才卻不足，便會
浪費研究成果，而現時不少科研人才正正是花不少
精力在非研究範疇方面。若整個產業鏈能做到各方
面配合、環環緊扣，便可讓同樣的金錢但可做到更
多事，把錢用得其所，效果會更好。他提到，本港
要吸引人才，需要有多方面的誘因，包括機會及希
望、獨特的儀器、錢，而人才間可以互相交流合
作。

馬桂宜：大學創科課程近年增
身兼香港青年科學院副院長及外展委員會主席的

馬桂宜亦指，委員會在過去舉辦不少活動讓更多年
輕人可深入了解科學，以及創科與日常生活的關
連，從而提升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她又說，未來亦
會繼續做這方面工作，並加入一些新嘗試，如找不
同的夥伴合作，希望可以擦出新火花。她指數年前
創科在大學課程上比較少，但現時已有不少學科也
會加入創科內，可讓學生接觸到更多創科方面的知
識。

香港青年科學院執行委員會委員、產業合作夥件
委員會主席鄭子劍表示，委員會主要將學校的科研
人才、學術界人才與產業界聯合，把研究 「落地」
商品化。他提到，香港在硬件方面，欠缺土地去做
科研；軟件方面則需要引進更多人才，發揮他們的
作用。

呂愛蘭：港深優勢可互補
提到港深合作方面，香港青年科學院執行委員會

委員呂愛蘭表示，香港做突破性研究比較好，而且
香港深圳的優勢各有不同，認為要大家結合兩方面
的優勢一起做，才可在創科合作方面做得更好。而
岑浩璋同樣表示，香港有自己的優勢，認為應該要
發揮好自身優勢，而不是與深圳比較，大家要互相
配合才可發揮得更好。

故宮博物院借展的第一批文物已經運抵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