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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祠  

黃帝公孫軒轅氏，為華夏共同之始祖。黃帝姓公孫（一說為姬姓），名軒轅。號軒轅氏、

有熊氏和歸藏氏。 

香港新界「黃帝祠」，即為供奉這偉人而建；原為「軒轅祖祠」，位於粉嶺聯和墟旁，亦

為新界粉嶺安樂村各姓鄉民祭祀與議事的公祠，1925 年落成，數十年來一直是附近居民處理

公共事務的場所，並曾興辦學校，八十年代面臨拆卸命運，前北區區議會主席鄧國容在 1990

年中購得業權，並開始集資重建。 

   1998 年年奠基動工，至 2005 年中重建完成。並正名為「黃帝祠」。黃帝祠佔地一萬平

方呎，樓高七層。祠內神像莊嚴，栩栩如生，承傳統宗教文化，集儒、釋、道三教為一體，

有供奉黃帝的「軒轅殿」、炎帝的「神農殿」、孔子的「大成殿」，還有供奉佛教的「三寶

佛」、「四大菩薩」及道教的「三清殿」、「三師殿」。設有「骨灰龕位」及「祖先靈牌位」

給善信拜祭。 

新建的黃帝祠特意保留了原址牌匾、石柱等百多件有歷史價值的組成部分，其餘在拆卸期

間已捐給古物古跡辦事處及供博物館收藏。  

黃帝祠碑誌全文如下：  

 黃帝公孫軒轅氏，乃我中華民族之共祖。降生河南，今存宮闕於新鄭；登遐陝西，古遺帝

陵在橋山。  

 香江黃帝祠，南華第一祠也。臨碧海而招八方祥瑞；屹龍山而鎮六合雲煙。（註 1）運承

具茨，（註 2）揚崑崙之浩氣；根系中州，（註 3）展古國之尊嚴。接姬水鍾靈一脈；（註 4）

匯黃土毓秀本源。  

 念古聖賢：造文字、創指南，盡使四夷逐塵後；拓洪荒、弘教化，首開舉世文明先。導農

耕以富生產；教紡織以御民寒。禮儀倫常，敻百姓之規循典則；醫樂曆算，興六藝之奇巧繽

紛。降蚩尤、開華夏；和百族、統中原，德昭星辰宇宙；功蓋海陸山川。  

 五千春秋，遐荒賓服，仰吾祖，敬威名之赫赫；

億萬子民，惠澤蔭福，拓疆域，衍瓜瓞之綿綿。東

越滄海，西極流沙，（註 5）南貫交趾，（註 6）

北出幽陵，（註 7）皆黃帝子孫也。  

 懷赤誠而建斯祠；承黃帝而紀淵源。宗裔散五洲

情牽禹甸；龍睛化日月光照瀛寰。納天涯兒女之祭

祝；容海外子嗣之謁參。凝華夏懿德之恆垂；聚民

族精魂之久遠！  

 壯哉，我祖黃帝！偉哉，我祖軒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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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龍山，座落在香港新界粉嶺龍躍頭一帶。  

 （註 2）：具茨，山名，位於黃帝故里河南省新鄭市，相傳黃帝於此山悟道並成大業，至

今山上有軒轅廟及多處勝蹟。  

 （註 3）：中州，河南省古稱中原，亦稱中州。  

 （註 4）：姬水，江名，位於黃帝故里河南新鄭市。  

 （註 5）：流沙，今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帶。  

 （註 6）：交趾，今廣西和越南一帶。  

 （註 7）：幽陵，地名，位於河北省以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