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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大廟 

 香港的天后廟或天后宮，據不完全統計，共約有六十間之

多，而廟或宮，嚴格來說是有多少分別的。天后本姓林，是

福建莆田湄州嶼紅螺鄉都巡檢林愿的六女，出生於宋太祖建

隆元年(960)三月廿三日，初生時有祥光異香，至滿月仍不聞

啼聲，故取名為「默娘」。  

 林默娘聰敏絕倫，博聞強記，十三歲時跟隨玄通道士習天文地理及醫學等知識，默娘便利

用這些知識來教導福建的漁民捕魚、織網、預測天氣，及替他們治病。到十六歲時，默娘在

古井中獲得銅符㇐對，自此便能騰雲駕霧，神遊海上，替航海的人消除風濤危險，救活無數

災民，被稱為「通玄神女」。 

 直至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九月九日，天后與眾姐妹同登湄洲嶼的高山，見到空中有鑾輿翠

蓋，儀仗幢旛，天后便與眾姐妹話別，獨登天界。默娘昇天後，常顯神蹟，常穿紅衣到處拯

救海上的危難者和帶領船隻避開大風浪，故為漁民所崇拜。歷代帝王對天后常加封贈，清康

熙二十三年(1684)時晉封為「天后」，如今天后的名由此而來。此外，由於默娘曾經收服過「千

里眼」和「順風耳」二將，故今日的天后廟中，大部份皆依傳統慣例，在天后神龕的兩傍，

塑上千里眼及順風耳兩個守護神。 

 本港的天后廟多稱為天后古廟，亦有稱為天后宮，清代康熙廿三年前的天后廟只稱天妃宮，

康熙廿三年(1684)後始改稱天后，朝庭召令沿海大事建廟拜祀，天妃宮皆獲改建或擴建，並

將天妃之名改為天后，這些經過改建或擴建的廟宇，遂稱「天后古廟」，而新建者則稱之為「天

后宮」以資區別。 

 本港最古老的天后廟莫如佛堂門天后古廟。由於其體制為各天后廟之冠，所以亦被稱為「大

廟」。據林氏族譜記載，在宋朝時福建莆田有名林⾧勝者，舉家遷居於今日黃大仙附近的彭蒲

圍(今大磡村)，⾧勝有兩子雲遠、雲高。雲遠又生兩子松堅、柏堅，㇐門數代都以航海為業，

往來於浙江、福建及廣東㇐帶。 

南宋理宗初年，松堅、柏堅兩兄弟在海上遇風，船貨盡失，幸二人力抱船桅和船上所祀之

【林氏大姑】的神像，浮至東龍島的北岸，而得生還。他們為酬謝神恩，遂於上岸的地方以

船篷為上蓋，建起了㇐間草廟，用以崇祀林氏大姑。後來據聞有人在該廟祭祀時出現「南堂

敲鐘北堂響，南堂燒香北堂煙」的現象，鄉民以為是天后旨意，於是又在北堂建立天后廟，

這就是今天的大廟。鄉民並把南堂天后廟的天后神像移到北堂大廟，而南堂天后廟則荒廢湮

沒。如果根據大廟後面的南宋石刻的文字顯示，大廟早於南宋咸淳甲戌年(1274)時，已由林

氏後人林道義進行過重修了。這表示，大廟最少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 

 大廟興建以來，歷經重修，但有紀錄者只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光緒三年(1877)及戰後

數次。最近㇐次重修於 1990 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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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宋石刻原文 

 古汴(河南開封)嚴益彰，官是場(官富鹽場

鹽官)，同三山(福建福州)何天覺來遊兩山。

考南堂石塔，建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

次，三山鄭廣清堞石刊木，㇐新兩堂。續，

永嘉(浙江)滕了覺繼之。北堂古碑，乃泉人

(泉州)辛道朴鼎刱於戊申(1248)，莫考年

號。今三山念法明、土人林道義繼之。道義

又能宏其規，求再立石以紀。咸淳甲戍年

(1274)六月十五日書。 

古廟又稱「大廟」，位於西貢佛堂門北岸，是本港歷史最悠久和規模最大的天后廟之㇐，

亦是現時少數臨海的天后廟。從古廟後方㇐塊刻石所載文字推斷古廟與南宋有關連。古廟保

存很多年代久遠的建築和裝飾構件，包括花崗石柱、香亭的彩繪、擋中、簷板、地磚等。古

廟具有重大歷史和社會價值，反映漁民及其他海事社群的傳統信仰習俗，並印證天后信仰在

本港的重要地位。 

2023 年 1020 日，天后大廟被列為法定古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