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自由是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受《基本法》和

有关法例保障。香港并存不同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孔

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和犹太

教，都拥有不少信众。很多主要宗教团体除了弘扬教义之

外，还兴办学校和提供卫生福利设施。 

 

佛教：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其主要节日是农历四月 

初八的佛诞，并为公众假期之一。香港现有超过100万佛教 

信徒及数百个佛教团体。佛教徒礼敬释迦牟尼佛、观音（大 

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及其他诸佛菩萨。 

大屿山的宝莲寺以建于户外的青铜天坛大佛著称。 

天坛大佛庄严宏伟，相信是全球最大的青铜坐佛。每逢周末 

和假期，游人络绎不绝。此外，座落于九龙钻石山的志莲 净

苑，是仿照唐代建筑模式兴建的寺院建筑群，也是本  港著名

的佛教庙宇之一。 

香港规模最大的佛教团体是香港佛教联合会，该会 

于1945年成立，除了以弘扬佛教信仰和文化为宗旨外，也积 

极推动慈善及社会福利事业，包括提供医疗、幼儿照顾、青 

少年和安老服务。 

 

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

道教有超过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香港的信徒逾100万人，道

堂宫观超过300个，其中大部分为对外开放 。 

道教信徒尊太上老君为道祖，其诞辰为每年农历二 

月十五日，而每年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则为「道教日」。 

本港原为渔港，其后发展成为商港，可说一向依赖 

海洋为生。因此本港最多人信奉的神明，都是与海洋和气候 

有关，例如天后便是水上人的守护神。本港的天后庙以大庙 

湾佛堂门的一所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名。著名的庙宇还包括位 

于九龙黄大仙区的黄大仙祠、位于新界沙田的车公庙，以及 

位于港岛荷李活道的文武庙等。 

香港道教联合会于1961年成立，由主要道堂宫观和 

道教人士组成，经常举办宗教文化和社会公益活动，推广道 

教信仰。香港的道教团体除了进行宗教文化交流外，也十分 

重视公益事务，特别是教育、社会服务及慈善事业。 

 

孔教： 孔教是宣扬以孔子(公元前551-479)教诲为基础的宗

教、伦理和哲学思想。其教诲以道德伦常为本，强调传统和 

礼制的重要作用。孔教儒家思想对中国历代学术、政治、经 

济和社会制度影响深远。孔教学院于1930年在香港创立，致 

力推动把孔教思想列入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程内。由孔教 

学院创办的中小学校，也把孔教义理列入教学课程之中。而 

在教育事业之外，  孔教学院亦举办不同的社会服务，如：  

「长幼融融乐缤纷」等，推广安老护幼的思想。 

其他孔教组织有香港孔教总会和孔圣堂等。由2014 

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把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日定为「孔圣诞 

 

日」，以庆祝孔子的诞辰。孔教的主要节日是农历八月二十 

七日的孔圣诞辰和农历四月初二的孟子诞。 

 

基督信仰 

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会于 1841 年在本港设立传教区。， 

并于 1946 年把本港升格为教区。本港约有 37.9 万名天主教

徒，为天主教徒服务的圣职人员计有司铎 297 名、修士 64 名

和修女 481 名。全港共有 52 个堂区，包括 40 所教堂、31 所小

教堂和 26 所礼堂。弥撒圣祭粤语进行，但五分之三的堂区也

使用英语，有时采用菲律宾语。 

本港有天主教学校和幼儿园  256 所，就读学生约

158 000 人，办学工作由天主教教育事务处协助推行。香港明

爱是统筹天主教香港教区各项社会福利服务的组织，为所 有

人士，不论是否天主教徒，提供各类服务。教会开办的医 疗

和社会服务机构至少有医院六家、诊所 13 家、社会及家庭

服务中心 43 个、宿舍 23 所、安老院 16 所、康复服务中 

心 27 个，以及多个自助会社和协会。 

香港教区每星期出版中英文《公教报》。教区视听 

中心则摄制文化和教育节目，供电视台播映及制作数码影像 

光盘。 

 

基督教：基督教在香港的历史可追溯至1841年，现有信徒约 

48万，会堂达1 450间，大小宗派逾70个。除了不少本土宗

派外，大部分主要国际宗派和前传教机构都在本港设有基督 

教组织，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公会、浸信会、宣道

会、播道会、信义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五旬节宗和救世 

军。 

基督教团体积极参与本港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 

工作。基督教团体主办了不少教育机构，亦开办医院、诊疗 

所和综合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小区服务中心、儿童院、老人服 

务中心、服务弱智、残疾、吸毒等人士的复康中心、医院院 

牧事工及营办营所。本港的基督教传播、影音及艺术事工包 

括基督教出版社、书室、每星期出版的《基督教周报》和  

《时代论坛》，以及电视和电台节目。 

本港有两个主要基督教团体，负责促进基督教会之 

间的合作。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于1915年成立，现有属下教 

会超过360间。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于1954年成立，成员包括各

大宗派、各基督教服务机构，以及香港及东南亚正教会， 致

力促进本港、内地和海外各教会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其辅 助

机构为广大市民服务。 

 

伊斯兰教：本港约有伊斯兰教徒 30 万人，其中五万名为华人、 

15    万名为印度尼西亚人、三万名为巴基斯坦人，其余是来自世

界各地的教徒，当中包括来自中东各国的教徒。伊斯兰教徒 日

常前往祷告的清真寺主要有五座，分别位于港岛中区些利街、湾

仔爱群道、柴湾歌连臣角和九龙弥敦道；另有一间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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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赤柱监狱内。些利街清真寺是本港最古老的清真寺，于

1849年建成，后于1915年重建，可容纳会众400人。九龙清真

寺暨伊斯兰中心可容纳约3 500名教徒参加礼拜，而爱群道

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兰中心则可容纳会众700至1   500人。中华

回教博爱社是代表香港华人伊斯兰教徒的主要 

团体，为华人伊斯兰教徒举办宗教活动及开办学校。香港回 

教信托基金总会则负责统筹本港所有伊斯兰教的活动，并管 

理本港所有清真寺、两个伊斯兰教坟场及一所幼儿园，以及 

为在香港供应的「清真」食品进行认证。本港的伊斯兰教团 

体提供各种慈善服务，包括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经济援助、 

医疗和助学等。 

 

印度教： 本港约十万名印度教徒来自印度、尼泊尔、新加

坡、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他们的宗教社交活动，主要在跑 

马地的印度庙举行。该庙由香港印度教协会管理，教友可到 

该处冥想、灵修、练习瑜伽、参加社群活动和重要节日庆

典，如亮光节和镇邪节等。每逢星期日上午，印度庙内都有 

聚会，内容包括宗教音乐演奏和讲道。星期日聚会后及星期 

一晚上，教徒可免费享用饭餐。 

印度教徒的订婚和结婚典礼，可依据《婚姻条例》 

在庙内按印度教的风俗礼仪举行。印度庙提供的其他主要服 

务，还有主持殡殓仪式、安排火化和有关事宜。该庙亦负责 

管理歌连臣角印度火葬场。 

 

锡克教：本港约有一万二千名锡克教徒。本港的锡克庙位于 

湾仔皇后大道东，目前被列为二级历史建筑，由注册慈善机 

构Khalsa Diwan管理。锡克庙的特色，是任何信仰的海外旅 

客，皆可在该庙免费用膳及作短期居留。 

锡克庙每天早上和傍晚举行崇拜，而每逢星期日和 

主要神诞，锡克教始祖纳那大师的信徒都在庙内举行大型聚 

会。锡克教最重要的节日，包括祖师纳那大师和第十位宗教 

教师高宾星大师的诞辰，以及人日（所有锡克教徒的诞

辰）。 

 

犹太教：本港的犹太人小区建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教徒 

来自世界各地，在三个主要的犹太教会堂聚会。莉亚堂（传 

统派） 在每天、安息日和节期举行聚会； 香港联合犹太会 

（改革派）也在安息日和节期举行聚会。这两个会堂均位于

港岛罗便臣道的同一座大厦。位于港岛麦当劳道的Chabad 

Lubavitch每日都有聚会。 

莉亚堂毗邻有一座住宅楼宇， 内设犹太教小区中心，

为三大教派共400个家庭会员提供犹太餐、宴会和文娱康乐设

施，中心亦营办一个犹太食品超级市场，并举办各类 活动和

学习班。中心内还设有图书馆，专门收藏有关犹太文 献和文

物的资料。该中心现已成为犹太人举行社交文化活动 的主要

场所。 

 

传统和宗教节日：本港华人一般奉行五大农历节日，其中最重

要的是农历新年。每逢岁首，亲友互相拜年，馈赠礼物， 

儿童并获派「利是」（红封包）。在暮春的清明节，孝子贤 

孙纷纷踏青扫墓。端午节在五月初五，时值初夏，人们赛龙 

舟、吃粽子。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亲友互赠月饼酒果， 

市民扶老携幼到各处赏月，燃点彩灯。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 

节，民间素有登高的习俗，以纪念登高避灾的古人，不少人 

亦趁此节日前往扫墓。 

除上述传统节日外，不少重要的宗教节日，包括耶 

稣受难节、复活节、佛诞和圣诞节，均被列为公众假期。每 

逢这些宗教节日，信众都举行庆祝或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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