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研究

探討觀本法師與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學院創辦之歷程和影響       楊開荊

6 RC 文化雜誌•第115期•2022年

探討觀本法師與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學院創辦之歷程和影響

摘   要 澳門功德林寺院始建於民國初年，原是觀本法師為其母親所設的念佛道
場，後在社會賢達、高僧大德的支持下籌組興辦了嶺南地區首座女子佛教
學院，以推動女性教育以及弘揚佛學為宗旨。功德林保存的史料印證了觀
本法師在此過程中擔當的重要角色，從而可藉此探討這座女子佛學院籌辦
的背景、運作管理和規模，以及參與佛學教育的人士，並進一步分析其影
響和歷史角色，尤其是申報相關文獻遺產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
憶名錄》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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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位 於 澳 門 三 巴 仔 街 的 功 德 林 寺 院 始 建 於 民
國 初 年， 原 是 觀 本 法 師 為 其 母 親 而 設 的 念 佛 道
場。1924 年，觀本法師將家廟捐出，在社會賢
達、高僧大德的支持下，改組為無量壽功德林，
成 為 有 志 學 佛 的 女 子 增 進 知 識 的 園 地， 也 為 各
地 佛 教 學 者 提 供 了 教 學 的 平 台。 同 時， 功 德 林
藏 經 閣 中 保 存 的 檔 案 文 獻， 充 分 體 現 了 這 座 佛
教 學 院 在 中 國 內 地 及 澳 門， 乃 至 世 界 的 深 遠 影
響。

2016 年，功德林的文獻遺產已經列入了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亞 太 區《 世 界 記 憶 名 錄 》， 且
目 前 正 在 申 報 國 際 級 名 錄， 反 映 了 功 德 林 在 婦
女 解 放 運 動 中 的 重 要 價 值 已 得 到 國 際 社 會 的 認
同。 筆 者 從 功 德 林 保 存 的 文 獻 檔 案 中 不 斷 挖 掘
珍 貴 史 料， 印 證 了 觀 本 法 師 在 此 過 程 中 擔 當 的
重 要 角 色。 藉 此， 本 文 將 探 討 該 座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的 誕 生、 運 作， 以 及 發 展， 並 探 討 申 報 相 關
文 獻 遺 產 列入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記 憶 名
錄》的意義。

一、澳門功德林女子佛教學院的籌辦

（一）觀本法師事跡概述

二 十 世 紀 前 後 是 中 國 近 代 進 步 和 演 進 的 變
革 時 代， 而 觀 本 法 師 正 是 這 個 時 代 中 具 有 影 響
力的人物之一。

觀 本 法 師（1868—1946） 俗 姓 張， 名 陽
聲，又名壽波，號玉濤，法名觀本，法號明一，
另 有 法 名 妙 導（ 按： 本 文 主 要 以 觀 本 法 師 或 觀
本 稱 之， 也 根 據 實 際 情 況、 相 關 事 件， 或 時 代
的 背 影， 使 用 他 的 俗 名 張 壽 波 或 張 玉 濤 ）。 他
出 生 於 香 山 縣 南 屏 鄉， 祖 籍 為 廣 東 韶 關。 他 是
康 有 為 門 下 弟 子， 與 梁 啟 超 等 維 新 人 士 為 志 同
道合的戰友。

清光緒二十年（1894 年），時局變幻，中
日 甲 午 之 戰 爆 發， 中 國 海 軍 敗 北。 正 當 國 運 坎
坷 之 時， 當 時 的 張 壽 波 渴 望 國 家 强 大， 百 姓 擺
脫 蒙 昧， 走 向 文 明。 於 是， 他 帶 着 理 想， 與 叔
父 張 仲 球、 同 鄉 好 友 陳 蔚 秋、 陳 筱 江 一 行 四 人
從 香 山 南 屏 鄉 來 到 澳 門， 開 展 推 動 文 明 進 步 的
運動。他們很快便在澳門創設了“原生學舍”，
後 來 又 創 辦“ 原 生 學 堂 ” 及“ 原 生 書 藏 ” 等 組
織 進 行 教 學， 並 大 量 蒐 集 書 籍， 推 動 閱 讀、 研
習 中 西 文 字， 冀 提 升 大 眾 文 化 素 質。 相 關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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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教 育 活 動 受 到 社 會 的 認 同， 且 參 與 者 眾。 當
時 的 張 壽 波 視 澳 門 為 長 久 發 展 之 地， 希 望 以 此
為平台，與維新人士成立戒鴉片煙會、戒婦女纏
足會，更同時組織演講團（茶譚社）、閱書報社
等進步組織，積極展開各種救國救民的活動。

清 光 緒 二 十 一 年（1895 年 ）， 李 鴻 章 與
日 本 簽 訂 喪 權 辱 國 的《 馬 關 條 約 》， 割 讓 台 灣
等領土及賠款。時年 27 歲的張壽波是一名心繫
國家和民族前途的熱血青年，他目睹國勢如此，
義 憤 填 胸， 遂 與 梁 啟 超 等 廣 東 舉 人 一 起 聯 署 光
緒皇帝反對出賣國土。1898 年，張壽波參與了
戊 戌 變 法 運 動， 並 在 變 法 失 敗 後 與 康 梁 等 一 眾
維 新 人 士 逃 往 日 本， 一 方 面 繼 續 學 業 和 研 究，
另一方面又擔任教務工作，全力推動華人教育、
興 邦 愛 國 的 活 動。 他 也 曾 經 嘗 試 營 商， 但 由 於
時局不安，屢遇挫折。

有關觀本法師的生平以及他在日本振興華人
教育的經歷，本文不作深入探討，在此主要討論
他皈依佛教以及籌辦功德林佛教學院的歷程。1

1914 年 張 壽 波 從 日 本 回 國 後， 經 歷 了 從
商 挫 敗， 當 時 他 已 届 46 歲。 在 失 意 中， 他 仍

圖 1. 佛聲社第一次刊經《西方確指》（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攝製提供。）

然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事 務， 並 受 粵 漢 鐵 路 局 的 委 任
赴 駐 滬 辦 事 處 工 作。 因 緣 際 會 下， 他 在 上 海 玉
佛 寺 遇 到 了 常 州 天 寧 寺 的 冶 開 和 尚（1852—
1923，1921 年被推舉為中華佛教總會會長），
這 次 相 會 改 變 了 張 壽 波 的 人 生。 他 們 談 時 局，
論 世 道， 張 壽 波 豁 然 開 悟， 參 透 人 生， 遂 决 定
皈 依 其 門 下， 專 修 淨 土 法 門， 法 名 觀 本。 在 皈
依淨土法門之後，他致力於籌組家居念佛道場、
辦 佛 聲 社、 出 版 刊 物 等。 其 中， 著 名 的 佛 學 組
織 佛 聲 社 每 星 期 聚 集 一 次， 主 要 討 論 佛 法， 以
及引導正宗的念佛方式。

其 後， 觀 本 在 澳 門 組 織 各 方 人 士 創 立 了 功
德 林 寺 院， 成 就 了 港 澳 地 區 首 家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的 誕 生。2 辛 未 年（1931 年 ） 四 月 初 八， 時 年
已 63 歲的觀本，由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朝林老
和尚代冶開長老操刀薙度，正式出家。1932 年
春， 他 往 福 州 鼓 山 湧 泉 寺 向 禪 宗 泰 斗 虛 雲 老 和
尚 處 求 比 丘 戒， 虛 老 為 其 賜 法 名 明 一， 成 為 虛
雲的十大弟子之一。 3

（二）“無量壽莊嚴功德會”的提出（1918年）

筆 者 在 功 德 林 藏 經 閣 挖 掘 觀 本 法 師 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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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發 現 當 中 有 大 量 的 珍 貴 文 獻。 這 些 文 獻 中
有 不 少 信 札， 內 容 豐 富， 大 多 以 談 論 佛 法、 社
會 活 動、 友 情 問 好 為 主， 可 供 後 學 考 證 相 關 的
歷史背景和了解其時的情況。

冶 開 和 尚 是 觀 本 在 佛 學 方 面 的 啟 蒙 老 師，
為 當 時 失 意 的 他 開 闢 了 另 一 片 廣 闊 的 天 空， 因
此 師 徒 之 間 的 往 來 信 函 甚 多。 筆 者 在 查 閱 這 些
函件時，發現冶開和尚在民國七年（1918 年）
五 月 廿 八 日 回 覆 張 壽 波 的 一 封 信 函 中， 曾 提 到

圖 2. 冶開和尚寫給張壽波的函件，第一及第三頁（共五頁），1918 年。（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關於功德會的最初步構思，摘錄如下：

玉濤大居士座下：

……居士發起無量壽莊嚴功德會最

好：既可與生西方之意闇相符合，並可與

世人生辰以示無量壽之提持得真無量壽，

豈非大快之事乎……

貧衲　冶開拜　民國七年五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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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924 年 8 月 18 日訂立之《虔修行善會（功德林）之章程》
首頁（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冶 開 和 尚 在 此 信 中 還 談 及 了 籌 款 活 動， 也
提 到 張 壽 波 的 兒 子 張 樾 浵 等。 其 中 相 當 重 要 的
一項信息是他對“居士發起無量壽莊嚴功德會”
非 常 認 同 並 稱“ 最 好 ”， 認 為 這 對 於 推 動 淨 土
宗， 以 及 人 間 佛 法 都 具 有 意 義。 此 函 寫 於 民 國
七 年（1918 年 ）， 說 明 當 時 觀 本 與 冶 開 和 尚
已 有 意 在 澳 門 設 立 無 量 壽 功 德 會 的 正 信 佛 教 組
織， 並 奉 行 淨 土 法 門。 這 是 目 前 可 見 的 最 早 談
及 此 議 題 的 文 獻 資 料， 筆 者 相 信 當 時 的 觀 本 和
冶 開 和 尚 仍 未 確 定 組 織 名 稱， 但 可 以 推 定， 這

為 功 德 林 的 正 式 創 立 起 到 重 要 的 奠 基 作 用， 也
為其後的一系列工作打開了局面。

1. 《虔修行善會（功德林）之章程》（1924年

8月18日）

在 功 德 林 成 立 的 歷 程 中， 觀 本 曾 參 與 訂 立
多 份 章 程。 它 作 為 一 所 叢 林 寺 廟， 其 組 織 具 有
相 當 的 嚴 謹 性。 經 過 眾 人 和 高 僧 的 反 覆 研 究，
1924 年 8 月 18 日 訂 立 的《 虔 修 行 善 會（ 功
德 林 ） 之 章 程 》（ 按： 後 來 也 寫 作“ 功 德 林 虔
修 行 善 會 ”） 是 目 前 可 知 有 關 這 座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成 立 的 最 早 的 正 式 章 程（ 圖 3）。 該 章 程 當
中 共 有 八 項 條 文， 為 指 引 性 內 容， 說 明 該 會 成
立 的 宗 旨 和 具 體 規 例， 例 如：“ 本 會 專 為 贊 助
女 界 虔 心 修 行， 研 求 學 理， 培 養 德 性， 念 佛 守
貞， 暨 教 導 失 學 之 人， 救 濟 苦 難， 力 行 善 事 為
宗旨。”4 該款後又有附款，稱該會另訂詳細章
程， 申 明 該 會 接 收 會 員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以 及入
會 條 件 等 相 關 規 定。 章 程 中 的 第 二 款 明 確 說 明
了 組 織 的 發 起 者， 即“ 本 會 係 由 簡 濟 善 堂 簡 潘
氏、張仁本堂張壽波發起設立” 5，此處提到的
簡 家 即 張 壽 波 的 姻 親 簡 照 南 家 族。 簡 照 南、 簡
玉 階 兄 弟 是 南 洋 兄 弟 煙 草 公 司 創 辦 人， 簡 氏 家
族對功德林的創辦作出了極大的支持。 6

此 外， 該 章 程 的 第 三 款 也 說 明 了 功 德 林 對
男性的規約：

三、本會只准男界入會為贊助員，雖

屬會中人仍不得在本會內居住。凡贊助員

□不須限定獨身不娶之人，本會不許贊助

員在會居住之意義，所以免除妨礙各會員

潔清之習慣也。7

可 見， 功 德 林 對 於 男 士 的 限 制 非 常 嚴 格， 但 也
有例外：

附款：若因法事及講經延請男法師，

多數會員贊成 [者 ]不在此例，但仍不許

讓法師踰越會內之應接室及指定講誦之

地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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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的 章 程 內 容 均 體 現 了 功 德 林 的 規 則 是
經 過 認 真 考 慮 的。 這 些 條 文 申 明 了 具 體 的 管 理
要 求， 規 矩 既 嚴 明， 也 具 有 相 當 的 彈 性。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功 德 林 是 叢 林 制 度 的 廟 宇， 而 非 子
孫 廟， 因 此 它 在 管 理 上 多 採 取 委 員 會 的 方 式，
該章程也說明了其管理體系：

四、本會設管理產業財政之董事五

員，每年由各會員選舉，不須限定女界

充當，但男界董事不得在會內居住，如遇

有要事時請其到會解決，董事應有權查察

本會財產及使用之正當與否提出會中表示

公正，凡充當董事者以素行端誠實者為合

格。9

由 此 可 見， 功 德 林 是 以 董 事 會 的 形 式 管 理。 五
名董事每年一任，由會員選舉產生，男女均可，

能者居之，同時也強調董事成員品德之重要性。
另外，章程也要求會員應少參與地方行政事宜，
以專心學佛為主。概之，這份《虔修行善會（功
德 林 ） 之 章 程 》 是 當 時 董 事 會 管 理 功 德 林 會 務
最高組織的規範說明。

2. 《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1924年）

1924 年 8 月 18 日，由簡濟善堂的簡潘氏
及 張 仁 本 堂 的 張 壽 波 共 訂 簽 署 的《 組 織 功 德 林
尼 姑 堂 立 案 章 程 》 在 澳 葡 政 府 正 式 立 案。 這 是
確 立 功 德 林 法 律 地 位 的 文 件， 同 時 有 葡 文 版。
以下是該章程的擬本，原文照錄，不加標點。

《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

第一條　本功德林專為出家尼眾念佛

圖 4.《組織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民國十三年（1924 年）擬本。（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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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以慈悲度世為宗旨

第二條　本功德林由簡濟善堂簡潘氏

張仁本堂張壽波等發起組織 [設 ]立

第三條　凡住居本堂之人無論十方尼

眾以能守清規能和合大眾方為合格

第四條　凡有玷清規及不能和眾者查

出即擯退不得留情

第五條　凡有志出家欲先在堂學習者

照學生之例看待

第六條　本堂永遠為女眾修行道場不

准攙雜男眾以肅清規惟 [董 ]事及講經延

請男法師經眾贊成者不在此例

第七條　本功德林每年應舉護法值理

四位

第八條　本堂專為修養身心培植道德

起見凡於地方上政治上與自己本分無關

者不許干涉

西曆壹仟九百弍拾　年　月　日

民國拾叁年　月　日

簡濟善堂簡潘氏　張仁本堂張壽波同訂

這 份 擬 本 沒 有 寫 明 章 程 訂 立 的 具 體 日 期，
而 葡 文 翻 譯 版 本 作 為 向 政 府 申 請 註 冊 及 批 示 的
文本，則列明日期是 1924 年 8 月 18 日。筆者
查 找 資 料 發 現， 一 份 1924 年 12 月 20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稱：“1924 年 8 月 18 日 第 278 號 札
諭 批 准 本 會 呈 請 立 案 章 程， 並 於 1924 年 8 月
23 日，第 34 號憲報第 638 頁刊載公佈。” 10

上 述 文 件 非 常 明 確 地 指 出 了 觀 本 法 師（ 張
壽波）在興辦功德林的過程中擔任了主要角色。
他 與 簡 家 雙 方 共 同 向 政 府 申 請 成 立 功 德 林； 而
簡 家 經 營 煙 草 生 意， 為 功 德 林 的 籌 建 予 以 重 要
支 持。 此 外， 這 份 文 件 也 記 錄 了 功 德 林 向 政 府

立案註冊和取得法律地位的時間。

3. 《送產契約》檔案證明功德林產業為張壽

波送出

筆 者 在 寺 院 中 挖 掘 和 整 理 史 料 時， 查 找 到
一 份 1924 年 12 月 20 日 由 澳 門 立 契 官 訂 立 的
《 送 產 契 約 》 中 文 翻 譯 本（ 圖 7）。 這 是 一 份
非 常 重 要 的 檔 案 原 件， 蓋 有 官 方 翻 譯 單 位 翻 譯
官的正式印章和簽名，足證功德林的物業所屬。
該文件還說明了張壽波是在澳門南灣街 53 號路
義 士 律 師 及 立 契 官 寫 字 樓 簽 訂 了 送 出 樓 宇 的 契
約， 並 由 簡 照 南 母 親（ 簡 潘 永 慈 ） 以 簡 濟 家 慈
善 會 的 名 義， 代 表“ 功 德 林 虔 修 行 善 會 ” 接 收
該物業。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根 據 觀 本 法 師 弟 子 鄭 子 健

圖 5. 政府憲報中刊登了功德林的章程（葡文版），1924 年
8 月 23 日。（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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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記 述：“ 就 其 故 居 念 佛 道 場， 改 組 無 量 壽 功
德林，由澳門政府批准，永為慈善女修院。” 11

然 而， 在 1926 年 功 德 林 創 建 記 事 的 木 碑 上 卻
記 載 了：“ 簡 潘 永 慈 大 善 長 送 出 三 巴 仔 街 十 三
號 洋 樓 一 棟， 合 價 港 幣 弍 萬 元 正。” 12 因 而 曾
經引起學者爭議，認為樓房並非由觀本捐出。 13

事 實 上， 筆 者 查 找 到 的 這 份《 送 產 契 約 》 就 明
確 說 明 了 是 張 壽 波 於 1924 年 送 出 該 地 址 的 物
業 予 修 會， 並 由 簡 潘 永 慈 代 表 接 收。 文 件 上 蓋
有 澳 門 華 務 局 Repart içãção do Expediente 
Sinico Macau 的 印 鑑， 簽 名 是 翻 譯 官 之 名，
翻 譯 日 期 是 1927 年 7 月 30 日。 可 見， 這 份
政府契約是重要的歷史見證。

以下為《送產契約》重要內容摘錄：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

澳門南灣街第五十三號門牌，路義士狀師

及立契官寫字樓內，本立契官承當事人之

請，特到此繕立送產契約。甲造乃送產業

人張壽波業，戶在澳門居住；乙造潘永慈

即簡潘氏，管理家內事務，在香港居住，

經過澳門，乙造係用在澳設立之功德林

虔修行善會董事會主席名義，立此契據所

可證明潘永慈即簡潘氏，確係功德林虔修

行善會董事會之主席者，乃彼當堂呈出該

會特別集議之議事錄，由本立契官審閱無

訛……

甲造，即送產業人張壽波，稱坐落

三巴仔街第十三號門牌之屋，我乃確實

正式業主，該屋並有橫門一個，在三層

樓 [上 ]街編列門牌第十〇號 [筆者註：

該地段現為 12號，因市政廳曾更新地段
門號 ] ……14

該契約說明張壽波早於 1900 年 8 月 26 日
購入該 物 業， 並 立 有 契 據， 也 列 明 該 屋 從 來 沒
有 做 按 押， 亦“ 無 負 擔 一 切 責 任 暨 無 被 官 廳 查
封 之 情 事 ”， 說 明 負 擔 之 責 任， 一 切 均 完 全 清
楚。契約中也記錄了觀本捐贈樓宇的本意：

我張壽波自願將該屋送出，以為該會

設立會所及會友住宿之用，俾舉辦一切善

舉，以及救濟貧民，即如設立學校及施粥

等事，今立此契據，永遠將該屋送與功德

林虔修行善會收用。15

與 此 同 時， 對 負 責 接 收 房 產 的 代 表 也 予 以 明 確
的說明：

潘永慈即簡潘氏，乃功德林虔修行善

會董事會主席兼代表，所有該屋之事務，

以及管理權暨其他權限，前時為張壽波所

有者，今日悉讓與該會接受……又由繙譯

官傳譯潘永慈即簡潘氏稱：我用功德林虔

圖 6. 由澳葡政府署督批准功德林註冊之憑證，1924 年 8 月
18 日。（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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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７. 圖為《送產契約》首頁，證明張壽波向功德林送出物業，創辦功德林。（圖片來源：功德林藏，筆者攝製提供。）

修行善會名義向張壽波致謝，並照張壽波

以上所述各節行將該屋接收……16

這 是 一 份 在 華 務 司 辦 理 翻 譯 的 文 件。 華
務 司 是 澳 門 官 方 的 翻 譯 部 門， 按 照 內 文 可 見，
翻 譯 官 是 根 據 葡 文 版 本 的 契 約 進 行 翻 譯。 文 件
提 及 了 幾 個 重 要 時 間 點： 送 屋 時 間 是 1924 年
12 月 20 日， 是 在 功 德 林 正 式 向 政 府 申 請 立 案
（1924 年 8 月 18 日 ） 後的四個月； 登記局完
成 契 約 程 序 是 在 1924 年 12 月 26 日； 政 府 翻
譯文本是在 1927 年 7 月 30 日。

為 穩 妥 起 見， 筆 者 到 澳 門 物 業 登 記 局 查 找
資料，發現功德林物業的標示編號確實是 1557
號（ 即 物 業 的 位 置 ）。 根 據 立 契 官 公 署 的 記 錄
文 件 資 料 顯 示， 自 張 壽 波 於 1924 年 12 月 20
日 送 出 後， 該 物 業 就 沒 改 變 過 業 主。 此 外， 政
府 在 訂 立 此 契 約 之 時， 還 需 有 見 證 人 及 政 府 印

花，記錄如下：

爰繕具此議事錄及到場之董事五人簽

名為據。

董事簽名於下：何寶嚴、觀道、朝林、

張觀秀、潘永慈即簡潘氏。17

然 而， 功 德 林 的 記 事 木 碑 上 沒 有 提 及 張 壽 波 送
產此重要的信息，因此也容易令人誤會。例如，
在 香 港《 新 報 》 關 於 功 德 林 的 一 則 報 道， 有 這
樣 的 說 法：“ 張 壽 波 得 到 南 洋 兄 弟 煙 草 公 司 總
經理簡照南 18 的資助， 廉價買下澳門三巴仔街
與 三 層 樓 上 街 交 界 處 的 一 幢 大 宅， 經 改 建，
於 1931 年 4 月 佛 誕 日， 創 立‘ 功 德 林 ’ 寺
廟……”19 還有學者以此作研究之佐證，但這說
法 沒 有 註 明 其 出 處 和 來 源， 而 且 年 份 和 內 容 都
與事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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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８. 功德林租賃文件首頁，1925 年 1 月 25 日。（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4. 政府租賃文件的記錄

根據政府租賃文件的記錄（圖 8、圖 9），
功 德 林 物 業 在 三 巴 仔 街 十 三 號，“ 業 主 或 其 代
理人”一欄中，就寫上“業主張壽波”，而“租
客 姓 名 ” 為“ 功 德 林 ”， 租 金 為 每 月 四 十 元。
文件的日期是 1925 年 1 月 25 日（按：按照葡
文 的 寫 法， 應 該 是 陽 曆 日 子 ）， 可 見 當 時 應 為
樓 宇 剛 剛 被 送 出， 但 政 府 的 手 續 仍 未 辦 妥 或 未
跟進時，故業主之名仍然是張壽波。

二、學院的規範與組織

（一）宗旨：接待十方女眾

在 功 德 林 創 辦 初 期， 觀 本 與 印 光 法 師、 朝

林 和 尚 等 跟 進 一 系 列 章 程、 規 條 的 訂 定 事 宜。
功 德 林 作 為 專 為 女 眾 而 設 的 佛 教 學 院， 在 觀 本
的 推 動 下， 得 到 一 眾 法 師 參 與， 還 有 姻 親 簡 照
南 家 族、 觀 健 法 師、 何 東 夫 人 張 蓮 覺 居 士 等 各
方 人 士 的 捐 資 支 持， 使 功 德 林 這 座 女 眾 清 修 之
所 得 以 成 功 創 辦。 該 院 在 1926 年 的 記 事 木 碑
中就已明確了其對女眾的重視：

本林自民國十三年（1924年）懸掛
鐘板，接待十方來眾，凡在家出家清修女

眾到院討單參學皆得接待，惟出家尼眾米

糧歸常任供給，未出家女眾每月須酌貼飯

食之費……本林十數年來，苦心經營，陸

續設備不少……20

可 見 在 19 24 年 以 前，這 裡 已 經 是 張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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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９. 功德林租賃文件次頁記“業主或物業代理人”為張壽波，1925 年 1 月 25 日。（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念 佛 道 場，一直 運作 了十 多年。碑 文 又 記：

……提倡經教律儀，宏佛法以肅尼

行，冀開吾粵就地參學之門，養成佛門規

範之種子……為女修士設講學會，為貧家

子弟設女義學……21

綜 上， 功 德 林 作 為 女 眾 佛 教 學 院 的 定 位 是 非 常
明確的。

（ 二 ） 規 範 ： 《 功 德 林 尼 院 肅 眾 清 規 》

（1923年）

功 德 林 不 但 是 一 所 女 眾 學 院， 而 且 是 住 宿
式 的 書 院。 雖 然 它 並 非 一 座 規 模 龐 大 的 寺 院，
但 其 在 功 能 上 涉 及 甚 為 繁 雜 的 事 務， 相 關 的 規

約 和 章 程 也 不 少， 充 分 體 現 出 功 德 林 在 管 理 上
具 有 相 當 的 嚴 謹 性 和 科 學 性。 在 功 德 林 藏 經 閣
中，筆者查找到一份檔案史料——《功德林尼院
肅 眾 清 規 》（ 按： 以 下 簡 稱《 清 規 》）。 文 末
的日期顯示它是佛曆二千九百五十年 22 所訂，
且 為“ 發 起 人 簡 濟 善 堂 ”“ 恭 請 普 陀 山 大 德 印
光 老 法 師 堅 定 須 布 實 行 ”。 參 考 通 行 的 佛 曆 計
算， 則 它 的 修 訂 年 份 應 是 1923 年。 這 是 一 份
非 常 具 體 的 清 規， 說 明 了 功 德 林 教 育 女 性 的 規
章制度要求嚴謹，女尼或女眾必須守清規：

《功德林尼院肅眾清規》

（摘錄部分內容）

本院以念佛為宗，每日早晚二時課誦

外，念佛三時，雖盛暑嚴寒，勿得暫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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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正臘兩月，及阿彌陀佛誕起，念佛七

期。本院為十方道場，不許在堂披鬀，私

收徒眾，違者擯出，凡留單掛褡，無論久

暫，一律有維持常住之責任。

院中住持，三年一任，先由眾公推合

格者四名，再將名字拈鬮，由佛點定，以

第一名當選。但有德為眾退服者，任滿，

合眾禮佛，向佛稟請，亦得留任。

兩序執事，由主持選派，凡被選人

眾，當盡心扶持常住，勿起揀擇取捨之

心，須知佛法平等，無有高下，若往生分

別，障自心源，便無功德。

……

本院經在葡國政府立案，永遠為女眾

修行道場，不准攙雜男眾，以肅清規。但

因施主法事，或因講經，延請大僧法師經

眾贊成者，不在此例。

本院嚴持殺戒一切葷腥酒肉，不許進

院，雖施主護法，不慣茹素，亦勿許通

融。大眾二時粥飯，須照臨齋儀過堂，共

同甘苦，不得別眾私飯，又不得未結齋前

起去，須旅進旅退，以肅儀規。

本院衹合供養出家尼眾，若在家女

眾，有志學法者，須酌納膳費者，留堂三

個月後，察其品質學力，將來可出家資格

者，或酌量減免，如常住力不足，或代求

施主資助。

凡居住堂內之人，以能守清規，能和

合大眾者為合格。如自問不能守常住規約

者，請早自引退，若不自撿點，有犯規

約，當隨事懲戒。重者擯不共住，最輕者

罰令跪香。

・不守清規，破壞根本大戒者，不共

住。

・挑唆鬥諍，樹朋立黨者，不共住。

・破口相罵，交拳相打，不論曲直，

不共住。若一理正而忍，一過犯而瞠目

瞋，過犯者，不共住。

・再院私收徒眾，破壞十萬常住法則

者，不共住。

・借常住名，私自化緣，錯因果者，

不共住。

·閒闖寮房，喧笑雜話，驚群動眾
者，罰。

・私應經懺者，除沒收經資歸入常住

充公外，並罰令跪香。

・常住公私事務，避懶不到者罰，坡

事不隨眾者罰。若有公務在身，不在此

例。

圖 10. 《功德林尼院肅眾清規》首頁內容，1923 年。（圖片來源：
功德林館藏，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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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執事人約束調遣者罰。

・侵損常住，及殿堂物件者罰，重者

追賠擯出。

……

再本院於今最初成立，當扶植常住基

礎，以垂久遠，除以上規約之外，將來弘

願，尚有二事須辦。

一安老堂：凡耆年會眾，平時信心念

佛，今以年老之故，欲依附本院，以提持

旺盛至願，而又不能隨眾遵守常住儀規

者，當別闢安老堂一所，以娛晚景。

一懷少堂：世間女子，最苦同分 [妄 ]

見墮溺苦趣，尤堪哀愍，昔日本寺子屋及

羅馬教堂，皆由僧侶兼教育，以宗教灌輸

人民道德，應仿其例行之，以救□□。

以上兩事，且俟緣熟，再行另訂規

則，願大眾發菩薩心，毋忘此願。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年元月　日　　

發起人　簡濟善堂

恭請普陀山大德印光老法師堅定須布實行 23

《 清 規 》 詳 細 說 明 了 各 種 要 求 和 寺 院 的 戒
律。 例 如， 該 院 只 供 養 出 家 尼 眾， 即 出 家 的 女
尼 可 以 獲 得 免 費 的 食 宿； 對 於 一 些 在 家 女 眾，
同樣照顧，只要是有志學法者，則須酌納膳費。
寺 院 又 會 收 留 其 學 習 住 宿 三 個 月， 其 間 觀 察 其
品 質 以 及 學 習 能 力， 經 過 評 估 後， 符 合 出 家 的
資 格 者， 則 適 當 減 免 費 用。 同 時， 所 謂 佛 門 清
靜 地，入住 者 當 然 要 守 清 規。 為 此，《 清 規 》
列 出 了 非 常 詳 盡 的 要 求。 例 如， 女 眾 還 要 和 合
大 眾 者 才 算 合 格， 如 自 問 不 能 守 常 住 規 約 者，
可 及 早 自 行 引 退； 若 有 嚴 重 不 自 檢 點， 或 有 犯
規 約 者， 當 隨 事 懲 戒， 最 輕 者 也 要 罰 令 跪 香，
若 嚴 重 者 擯 不 共 住， 即 逐 出 寺 院。 由 此 可 體 現
寺 院 既 對 女 眾 愛 護 有 加， 同 時 也 致 力 培 養 正 確

的 佛 學 觀 念 以 及 人 生 態 度， 充 分 說 明 了 功 德 林
辦學的認真態度以及系統性。

此 外，《 清 規 》 也 對 寺 院 未 來 的 發 展 作 出
了 展 望， 也 就 是 開 設 安 老 堂 以 及 懷 少 堂。 另 外
建 一 所 安 老 堂， 是 旨 在 照 顧 一 些 長 期 在 寺 院 念
佛， 年 老 時 有 意 還 俗 或 者 不 能 隨 眾 遵 守 常 規 的
老 人 家， 讓 長 者 隨 心 所 欲， 以 娛 晚 景。 可 見，
該 組 織 對 老 人 家 非 常 照 顧 關 心。《 清 規 》 又 引
用 了 以 往 日 本 的 寺 子 屋 及 羅 馬 教 堂 為 例 子， 希
望 辦 一 所 專 為 少 女 而 設 的 義 學， 並 由 僧 侶 或 神
職 人 員 兼 顧 教 育， 從 宗 教 教 義 灌 輸 道 德 觀 念 及
國 學 文 化。 在 此 一 提， 日 本 的 寺 子 屋 通 常 接 受
5 至 6 歲兒童入學，直到 13 至 18 歲畢業。

事 實 上， 其 後 功 德 林 也 致 力 設 立 安 老 堂，
讓 老 有 所 依。 至 於 為 女 孩 辦 義 學 的 意 願， 也 得
到何東夫人的大力支持而興辦起來，容下再談。

（三）管理：組織架構及其特色

功 德 林 屬 於 十 方 叢 林 寺 院， 即 十 方 常 住，
而 且 傳 戒 不 得 私 收 徒 弟， 不 分 東 南 西 北。 在
1928 年刊印的《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規章》中，
由 觀 本 法 師 草 擬， 淨 土 宗 第 十 三 任 祖 師 印 光 大
師 鑑 定 的“ 共 住 規 約 ” 其 中 一 項 條 文 是：“ 私
自 收 徒、 私 自 化 緣、 私 應 經 懺 者 罰， 不 服 者 出
院。” 24 基 於 觀 本 法 師 以 及 高 僧 大 德 對 功 德 林
所 訂 定 的 各 種 章 程， 筆 者 嘗 試 綜 合 分 析 和 總 結
其組織管理架構及功能特色，分述如下：

1. 功德林的合法性

功 德 林 的 合 法 性 是 通 過《 組 織 功 德 林 尼 姑
堂立案章程》的制定及其政府立案而確立的。

2. 最高行政管理組織

功 德 林 的 虔 修 行 善 會， 也 就 是 董 事 會， 具
有 決 議 權， 並 且 訂 有《 虔 修 行 善 會（ 功 德 林 ）
之 章 程 》。 從《 送 屋 契 約 》 中 可 見， 創 辦 時 的
董事會成員有：何寶嚴、觀道、朝林、張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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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定， 以 第 一 名 當 選。 當 然， 如 是 有 德 為 眾 退
服者，任滿，合眾禮佛，向佛稟請，亦得留任。
院 長 的 職 責 就 是 領 導 眾 人， 要 求 德 能 兼 備， 以
調 伏 眾 人 之 心。 功 德 林 現 存 的 木 碑 和 鐘 鼎 上，
都註明了第一任院長是觀健法師。

5. 監督機制

功 德 林 寺 院 的 管 理 甚 為 嚴 謹 和 科 學， 院 中
設 有 監 院 之 職， 此 職 位 負 責 寺 院 的 總 務， 如 財
政、 計 劃 預 算、 開 支 等 事 務。 原 草 擬 的 版 本 要
求 監 院 須 每 日 結 算 銀 錢， 最 後 版 本 改 為 可 以 每
月 結 算。 學 院 又 設 有 副 院 長 之 職， 主 要 協 助 監
院 管 理 帳 目， 確 保 財 務 穩 健 和 無 私。 觀 本 在 創
辦 時 期 曾 擔 任 副 院 長 之 職， 正 如 他 在 規 約 中 所
擬 定： 自 交 付 以 後， 創 辦 人 退 處 監 督 之 列。 事
實 上， 當 時 觀 本 是 功 德 林 的 副 主 席， 負 責 統 籌
所 有 捐 款 的 收 集， 以 及 處 理 銀 行 等 事 務， 說 明
他的責任重大。

圖 11. 印光法師對觀本草擬的《無量壽功德林規章》的親筆修改意見及覆函（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攝製提供。）

潘永慈即簡潘氏。觀本法師並沒有參與董事會，
相 信 他 更 致 力 於 佛 學 研 究 和 教 育 方 面， 而 他 禮
請 的 朝 林 老 和 尚、 女 兒 觀 秀 均 在 董 事 會 中， 還
有 簡 照 南 的 母 親 共 五 人， 是 功 德 林 的 最 高 行 政
管理組織。

3. 行政管理人員

按 照《 無 量 壽 功 德 林 規 章 》 中 的“ 職 事 規
條”規範：“本林職事現定院長一人，監院一人，
副 院 一 人， 巡 查 一 人， 管 堂 一 人， 監 廚 一 人，
其他雜務因事繁簡增減不定。” 25

4. 學術團隊

功 德 林 作 為 學 院， 設 有 院 長 之 職。 院 長 也
稱 住 持， 其 產 生 是 以 推 選 或 委 任 方 式 進 行。 根
據《 清 規 》 規 定， 學 院 的 院 中 住 持 三 年 一 任，
先 由 眾 公 推 合 格 者 四 名， 再 將 名 字 拈 鬮， 由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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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人員

院 內 還 設 有 巡 查、 管 堂、 監 廚 等 職 務， 眾
人各司其職。

三、功德林女子佛學教育的開辦

在 觀 本 法 師 及 功 德 林 善 信 的 支 持 和 幫 助
下， 這 所 女 子 佛 教 機 構 得 以 建 成。 功 德 林 創 辦
之 初， 觀 本 法 師 禮 請 上 海 靈 山 寺 朝 林 法 師 掛 臨
濟 鐘 板（ 按： 臨 濟 是 禪 宗 五 大 支 派 之 一 ）， 而
當 時 佛 學 院 的 院 長 為 觀 健 法 師， 其 後 又 有 不 少
著 名 的 佛 學 大 師 參 與 授 課。 筆 者 在 功 德 林 的 館
藏 中 找 到 一 張 已 經 損 壞 的 舊 照 片， 它 記 錄 了 佛
學 院 開 學 情 況。 後 來 有 廟 宇 中 人 將 照 片 破 損 部
分 的 文 字 補 上， 說 明 了 當 時 觀 本 禮 請 朝 林 老 和
尚主理佛教學院（圖 12）。從相片可見學員全
是 女 眾， 第 一 排 左 一 是 觀 本 法 師， 第 二 排 左 四
是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

（一）觀本在功德林授課

張 壽 波 在 功 德 林 亦 曾 親 自 主 持 教 授 佛 學，
他 教 授 的 數 十 名 港 澳 地 區 的 女 子 佛 教 生 徒 皆 精
進 研 習 佛 教 文 化 知 識， 教 學 頗 顯 成 效， 在 港 澳
地 區 產 生 了 非 常 好 的 影 響。 然 而， 學 院 也 曾 經
歷起伏。根據資料，張壽波居士家中迭遭變故，
他出家心切，不得不離開澳門赴內地從師修道，
從 而 使 功 德 林 的 女 子 佛 學 教 授 一 時 無 合 適 的 人
選 接 替， 女 子 佛 學 院 在 澳 門 辦 了 一 年 多， 就 不
得 不 自 行 停 辦。 這 對 於 當 時 港 澳 地 區 的 女 子 佛
教文化教育是一個損失。 26

1933 年，當時觀本法師已經正式剃度，並
成 為 虛 雲 老 和 尚 的 十 大 弟 子 之 一， 任 福 州 鼓 山
監 院 大 師。 其 後 他 應 功 德 林 之 誠 意 邀 請， 回 澳
門 擔 任 教 務 工 作， 為 學 員 講 課。 筆 者 查 找 到 一
份 招 生 簡 章， 其 中 特 別 註 明 向 福 州 鼓 山 迎 請 監
院 大 師， 更 介 紹 他 是 功 德 林 的 創 辦 人， 於 當 年
的閏五月初一日開課。課程名額限 50 位，而住
眾已經有 40 人， 即還有 10 個名額可以公開給
大眾報名。

現 摘 錄《 功 德 林 毗 尼 實 習 班 試 辦 簡 章 》 部
分內容如下：

此實習班設在澳門三巴仔街十三號，

無量壽功德林內，專為培植林中住眾。令

得佛制毗尼之常識。及祖制叢林之法規。

由林中董事會公決發起之。

本林董事會，經向福州鼓山迎請監院

大師。即前本林創辦人觀本大德，回本林

任理教務。現組織成立，定閏五月初一日

開課。

堂中學額，正課五十名，堂眾已定

四十名，尚有十名，欲報名加入者，請從

速。遲額滿，見遺也。

……

圖 12. 朝林老和尚與寺中師生在女子佛學院創辦時合照，前排
左一為觀本，朝林老和尚為前排左三者，二排左四為何東夫人。
（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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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堂中學級分作四班：

特班：以能書寫、背誦、覆講、為合格

甲班：稍識字，未能書寫，而又志發

向上心者

乙班：本林住眾，年老不願入正課，

願作旁聽者。

隨喜班：凡外來隨喜旁聽者。

……

十五、十方人眾，願來加入實習班

次，須覓保證人介紹，先填志願書，受試

驗，及格者，依額補入。倘有中途退者，

犯規被黜者，須補回常住飯食費，免常住

損失。

十六、出家尼眾，來堂學習，飯食由

常住供養，衣單、蚊帳、自備，在家修士，

住堂學習，月補飯食費六元，以廣毫算。

十七、附設五會念佛速成班，教以真

聲合眾念佛法，蓮華定意入觀法，及七期

次第儀式等，三個月卒業。

十八、若有遠來護法，到林隨喜旁聽

者，客單招待，無任歡迎，惟常住淡泊，

無特別供養，且在學習時期，未分職事，

執役人少，照應不周，希為原諒。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閏五月初一日

鏡海蓮華峰下無量壽功德林常住啟白 27

章 程 可 見， 功 德 林 佛 學 院 有 數 十 名 港 澳 地
區 女 子 在 學 院 研 習 佛 教 文 化， 並 由 觀 本 親 自 教
授 律 宗， 開 啟 了 嶺 南 佛 教 女 眾 教 育 之 先 河。 此

圖 13. 功德林實習班簡章註明由觀本法師主講，1933 年。（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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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何東夫人張靜蓉（張蓮覺居士）請智光法師在功德林講
佛後與學員合照，1930 年。（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複
製提供。）

外， 每 名入院 學 習 女 子 每 月 還 可 獲 補 六 元 生 活
津貼，讓她們能安心學佛和修道。

（二）何東夫人辦女子義學

在 興 辦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的 事 業 上， 觀 本 法 師
得 到 了 許 多 同 道 中 人 的 支 持。 高 掛 在 功 德 林入
口庭院的鼎鐘，是 1928 年正月在浙江鑄造的，
它 見 證 了 這 座 佛 教 廟 宇 的 風 雨 歷 程。 鼎 鐘 上 刻
有 建 寺 時 曾 參 與 籌 建 的 社 會 賢 達 的 名 字， 當 中
有 不 少 何 東 家 族 的 成 員， 包 括 其 夫 人 張 蓮 覺 居
士（1875—1937）、 子 女、 女 婿， 等 等。 何
東 爵 士（1862—1956） 是 港 澳 著 名 的 企 業 家
和 慈 善 家， 何 東 的 夫 人 張 蓮 覺 居 士 可 說 是 觀 本
法 師 的 巾 幗 知 音， 她 與 觀 本 以 及 功 德 林 的 關 係
非常密切，尤其在推動女子義學方面貢獻良多。

張 蓮 覺 居 士 原 名 張 靜 蓉， 自 幼 信 佛， 是 一
位 虔 誠 的 佛 教 信 徒， 向 來 非 常 重 視 女 性 地 位，
具 有 強 烈 的 社 會 使 命 感， 曾 立 志 改 善 當 時 港 澳
地 區 女 子 的 社 會 地 位。 在 功 德 林 創 立 初 期， 她
不 但 大 力 捐 獻， 更 積 極 推 動 女 子 佛 學 教 育。 從
功 德 林 的 舊 照 片 中， 可 以 看 到 她 組 織 佛 學 講 座
的善舉。民國十九年秋（1930 年），張蓮覺居
士 請 智 光 法 師 於 澳 門 功 德 林 演 講 大 乘 起 信 論。

圖 14 的 拍 攝 地 點 是 在 她 位 於 澳 門 崗 頂 的 大 宅
（ 按： 即 現 在 的 何 東 圖 書 館 ） 前， 這 座 大 宅 與
功 德 林 相 鄰， 席 地 而 坐 的 學 員 都 是 女 孩 子。 張
蓮 覺 居 士 對 於 推 動 女 子 教 育 和 提 升 女 性 社 會 地
位付出了大量心血。

上述談及的《功德林尼院肅眾清規》曾提到
功德林未來發展的願望之一，就是興辦懷少堂：

懷少堂：世間女子，最苦同分 [妄 ]

見墮溺苦趣，尤堪哀愍，昔日本寺子屋及

羅馬教堂，皆由僧侶兼教育，以宗教灌輸

人民道德，應仿其例行之……

願大眾發菩薩心，毋忘此願。28

事 實 上， 功 德 林 成 立 之 後， 它 既 是 女 眾 佛
教學院，也是作為女童教育的平台。1930 年，
何 東 夫 人 張 蓮 覺 居 士 在 功 德 林 開 展 女 子 義 學 教
育 課 堂， 致 力 於 提 升 女 子 的 社 會 地 位， 希 望 藉
此 女 眾 修 院 開 設 女 子 義 學， 通 過 佛 教 的 義 理 教
育孩童。

張 蓮 覺 居 士 致 力 在 港 澳 之 間 設 立 講 經 壇
場， 延 聘 各 地 著 名 的 佛 教 講 師， 與 觀 本 合 作 無

圖 15. 1930 年，何東夫人（前排右四）在功德林創辦的女子
義學開學。圖片載張蓮覺：《名山遊記》，香港：東蓮覺苑，
1934 年。（圖片來源：香港東蓮覺苑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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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在 功 德 林 的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成 立 後 不 久， 民
國十九年（1930 年），張蓮覺居士在香港波斯
富街設立了香港第一所佛教學校——“寶覺第一
義 學 ”， 後 來 又 在 澳 門 龍 嵩 街 設 立“ 寶 覺 第 二
義 學 ”。 這 兩 所 義 學 都 是 為 了 當 時 家 貧 女 子 而
設 立， 所 開 設 的 課 程 以 實 用 為 主， 有 珠 算、 縫
紉、編織等，旨在使女性能夠獨立並料理家庭。
1935 年，張蓮覺居士創辦了香港首家女子佛教
義學院，“東蓮覺苑”與“寶覺小學”一同建成。
東 蓮 覺 苑 現 為 香 港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當 年 東 蓮 覺
苑 第 一 屆 畢 業 生 也 曾 來 澳 門 功 德 林 繼 續 佛 教 學
習， 兩 學 院 之 間 的 交 流 非 常 頻 密， 張 蓮 覺 居 士
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張 蓮 覺 居 士 在 此 期 間 曾 有

一 位 得 力 的 助 手， 她 就 是 其 弟 婦 林 證 明 居 士 的
內 侄 女 林 楞 真。 林 楞 真 於 1899 年 出 生 在 日 本
橫濱，15 歲回國，居住在香港張蓮覺居士家中，
早 晚 禮 佛 誦 經， 受 三 皈 依， 並 且 接 觸 過 海 仁、
觀 本 二 位 老 法 師， 對 經 義 造 詣 甚 深。 林 楞 真 當
時 經 常 往 來 於 香 港 和 澳 門 功 德 林 之 間， 並 曾 經
為何東夫人打點寺院中的事務，以及學習佛理。

（三）竺摩法師講學辦刊

竺 摩 法 師（1913—2002） 於 1939 年 應
東 蓮 覺 苑 林 楞 真 苑 長 及 主 講 靄 亭 法 師 之 邀， 來
到 澳 門 功 德 林 辦 佛 學 研 究 班， 當 時 有 學 生 釋 照
真、 黃 本 真、 釋 性 真、 李 朗 真、 釋 覺 原、 釋 了
願 等 十 餘 人， 這 些 學 生 皆 是 東 蓮 覺 苑 第 一 屆 畢

圖 16. 澳門寶覺女義學春季開學攝影，1936 年 2 月攝於現何東圖書館前地。圖片載《人海燈》第三卷第四期，香港：東蓮覺苑，1936 年。
（圖片來源：香港東蓮覺苑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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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虛雲老和尚（前排中）在功德林弘法與一眾女學員合照
（圖片來源：澳門靜隱堂藏，筆者攝製提供。）

業生。後來，靄亭法師因要退隱青山海雲蘭閣，
囑竺摩法師再為他們研講唯識，講《解深密經》
及《 因 明 大 疏 》。 在 講 課 之 餘， 他 們 亦 共 同 主
編《覺音雜誌》等宣揚佛學的書刊。1943 年，
竺 摩 大 師 因 香 港 淪 陷 未 能 按 計 劃 留 港， 便 返 回
澳門在功德林隱居潛修五年。1948 年，尹法顯
居 士、 潘 靜 聞 居 士、 陳 聖 覺 居 士 等 借 雲 泉 分 社
二 樓 為 道 場 創 辦“ 澳 門 佛 學 社 ”， 聘 請 竺 摩 大
師出任導師，駐社講經弘法。

1951 年，為擴大弘法範圍，竺摩創辦《無
盡 燈 》 雜 誌， 並 出 版 多 種 講 經 著 述， 風 行 港 澳
及海外。1954 年始，竺摩大師先後赴尼泊爾、
泰 國、 檳 城、 檀 香 山、 馬 來 西 亞、 新 加 坡 及
其 他 東 南 亞 國 家， 講 經 說 法 並 開 展 文 化 交 流 活
動。

（四）虛雲老和尚來澳講佛

虛 雲 老 和 尚（1840 ？ —1959）， 是 湖 南
湘 鄉 人， 俗 姓 蕭， 名 古 岩， 字 德 清， 生 於 福 建
泉州，被認為享壽過百歲。關於他的出生年份，
佛 教 界、 學 界， 還 有 他 的 親 友 各 說 不 一， 在 此
不 作 深 究。 虛 雲 老 和 尚 是 中 國 近 代 著 名 的 禪 門
宗 師， 他 跋 涉 於 紛 繁 的 塵 世， 愛 國 愛 教， 慈 悲
濟 世， 一 生 充 滿 傳 奇， 而 觀 本 法 師 是 他 的 十 大

圖 17. 高劍父為竺摩法師之著作《從紀念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
（覺音學社出版）題詞（圖片來源：功德林館藏，筆者攝製提供。）

弟子之一。1932 年春，觀本赴福州鼓山湧泉寺
向 虛 雲 老 和 尚 禮 佛， 虛 雲 向 觀 本 授 三 壇 大 戒，
賜法名明一，觀本時年 66 歲。虛雲老和尚委他
為 鼓 山 監 院， 並 負 責 組 織 整 理 經 板 及 刊 印 各 種
典 籍。 觀 本 為 虛 雲 復 建 鼓 山 和 曹 溪 兩 大 祖 庭 助
力甚多。

民 國 三 十 六 年（1947 年 ）， 虛 雲 老 和 尚
作 為 嶺 南 佛 教 領 袖， 重 振 南 華 寺 的 祖 師， 在 女
弟子寬如、寬榮等人陪同下來澳，並在功德林及
平安戲院弘法。此事在當時引起一陣哄動，數以
千計的善信弟子舉行了隆重的儀式，鐘鼓齊鳴，
東西並列，夾道俯伏，信眾們都非常踴躍。29

雖 然 當 時 觀 本 已 圓 寂， 但 虛 雲 老 和 尚 作 為
觀 本 之 師， 也 專 程 來 到 這 位入室 弟 子 創 辦 的 功
德林佛教學院弘法。從舊照可見（圖 18），虛
雲 老 和 尚 坐 在 功 德 林 寺 院 的 舊 樓 梯 中 央， 身 後
的 信 眾 數 量 之 多， 連 鏡 頭 也 沒 法 全 部 攝 下， 可
惜 觀 本 已 經 無 法 看 到。 假 如 虛 雲 老 和 尚 出 生 於
1840 年，那麼照片中的他當時已逾百歲，卻依
然 精 神 奕 奕， 清 氣 若 蘭， 一 派 淡 然， 風 骨 神 韻
超 脫， 氣 度 不 凡。 老 和 尚 拍 照 時 眼 睛 總 是 低 垂
着。 對 此， 曾 經 隨 侍 虛 雲 老 和 尚 的 朱 鏡 宙 曾 這
樣 回 憶 道：“ 大 師 一 生， 若 與 人 接 談， 總 是 雙
目 視 地 三 尺。 即 萬 一 舉 視， 立 即 下 垂， 雖 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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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亦然，古人所謂行亦禪，坐亦是禪者。”30

此為大師謙厚的風範。

概言之，由於得到創辦功德林的張壽波（觀
本 ） 及 一 眾 大 德 的 參 與 和 大 力 支 持， 功 德 林 的
女 子 佛 教 文 化 教 育 得 以 興 辦， 並 頗 受 佛 門 內 外
有 識 之 士 和 關 心 佛 教 的 廣 大 善 信 的 好 評。 觀 本
與 同 道 中 人 以 功 德 林 作 為 基 地， 在 澳 門 推 動 女
子 佛 學 教 育 及 女 性 進 步 活 動， 對 鄰 近 地 區 的 發

展 產 生 了 影 響。 由 此 說 明 澳 門 作 為 近 代 推 動 女
性 社 會 地 位 上 升 的 重 要 搖 籃 的 角 色 和 定 位， 突
顯了澳門在歷史上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四、影響和意義

（一）促進鄰近地區女子佛教活動的開展

觀 本 法 師 以 澳 門 作 為 主 要 基 地， 其 弘 法

圖 19. 功德林女眾佛學院講課後留影，1961 年。（圖片來源：功德林藏，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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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影 響 了 鄰 近 的 香 港、 廣 東、 福 建、 日 本、
東 南 亞 等 地。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在 弘 法 的 同 時，
還 積 極 推 動 進 步 運 動， 為 提 升 女 性 地 位 作 出 了
諸 多 貢 獻。 例 如， 在 抗 戰 末 期 的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1945 年），觀本眼見國家積弱，推動教育和
提升民眾素養刻不容緩，於是他在年屆 77 歲之
時 仍 極 力 籌 劃， 並 得 到 佛 教 界 人 士 的 支 持， 在
廣 州 荔 灣 區 的 龍 津 東 路 油 神 坊 歷 榮 里 8 號， 創
辦 了 一 所 以 女 子 佛 學 為 宗 旨 的 修 行 道 場。 當 時
除 了 觀 本 法 師 外， 還 有 其 師 虛 雲 老 和 尚 及 一 眾
佛 教 界 人 士 參 與 創 辦 學 社。 該 座 女 眾 清 修 道 場
由 觀 本 法 師 親 自 命 名 為“ 陶 輪 學 社 ”。 當 中 的
“陶”指陶瓷，象徵永久不變；“輪”指法輪，
寓意法輪常轉。31 該社現時仍然運作，可謂影響
深 遠， 足 見 觀 本 法 師 在 推 動 女 子 進 步， 倡 導 平
權， 傳 承 佛 學， 以 及 促 進 對 外 交 流 等 方 面 均 發
揮了重要作用。

（二）文獻遺產具國際影響力

由 觀 本 法 師 參 與 創 辦 的 功 德 林 寺 院， 作 為
一 所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為 澳 門 留 下 了 豐 富 的 文 獻
遺 產， 具 有 重 要 的 歷 史 意 義。 整 個 功 德 林 館 藏
系 列 涵 蓋 古 籍、 手 稿、 名 人 書 信、 字 畫、 老 照
片、 貝 葉 經， 還 有 珍 貴 檔 案 資 料 等， 一 共 有 兩
千 多 種， 六 千 多 件。 筆 者 參 與 的 澳 門 文 獻 信 息
學 會 於 2016 年 成 功 為《 澳 門 功 德 林 寺 廟 檔 案

圖 2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予功德林的亞太區《世界記憶名錄》
證書（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圖 21. 澳門功德林文獻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世界記
憶名錄》專用的標誌（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文 獻（1645—1980 年 ）》 申 報 列入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亞 太 區《 世 界 記 憶 名 錄 》， 對 澳 門 產
生 深 遠 的 影 響。 寺 廟 中 的 檔 案 典 籍 見 證 着 澳 門
佛 學 發 展 的 淵 源， 以 及 其 通 過 澳 門 傳 播 至 世 界
各 地 的 作 用， 蘊 含 近 代 以 來 婦 女 社 會 地 位 變 遷
的世界意義，其價值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

圖 22 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近 年 推 出 的 一
張宣傳海報，主要引介了各地列入《世界記憶名
錄 》 的 文 獻 數 量 統 計 資 料。 例 如， 全 球 有 426
項文獻入選，當中有 99 項來自亞太區等信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海 報 中 特 別 指 出， 與 女 性 地
位 相 關 的 文 獻 只 有 三 項（Only 3 related to 
Women's Empowerment）， 分別來自紐西
蘭、 韓 國、 中 國 澳 門。 當 中 所 指 的 澳 門 文 獻 檔
案， 正 是 澳 門 功 德 林 的 館 藏。 可 見， 該 學 院 在
婦 女 教 育 和 提 升 女 性 地 位 方 面 的 重 要 角 色， 已
在 國 際 上 形 成 了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這 些 都 有 賴 觀
本 法 師 及 相 關 的 高 僧 大 德 的 貢 獻， 對 宣 傳 澳 門
以及彰顯其文化內涵具有深遠的影響。

結語

澳 門 無 量 壽 功 德 林 始 建 於 民 國 初 年， 這 座
曾 為 佛 教 學 院 的 寺 院， 以 澳 門 作 為 平 台， 帶 動
了 鄰 近 地 區 的 女 子 佛 學 教 育。 它 的 興 辦 和 發 展
是 由 當 時 不 少 文 化 名 人、 僧 尼、 有 識 之 士、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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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賢 達 共 同 參 與 推 動， 包 括 觀 本 法 師、 印 光 大
師、 虛 雲 和 尚、 竺 摩 法 師、 何 東 夫 人 張 蓮 覺 居
士、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人簡照南及其家族。
在 抗 戰 期 間， 功 德 林 也 為 海 內 外 文 化 名 人、 僧
人 及 比 丘 尼 等 構 建 了 交 流 平 台， 他 們 在 學 佛 論
道、 傳 播 佛 教 文 化 的 同 時， 更 進 行 思 想 交 流，
彼 此 產 生 的 火 花 為 澳 門 積 澱 了 文 化 養 分， 同 時
為 澳 門 留 下 了 豐 富 的 文 獻 遺 產。 功 德 林 佛 學 院
的 藏 經 閣 是 一 座 珍 貴 的 文 獻 寶 庫， 本 文 通 過 挖
掘 文 獻， 可 以 肯 定 觀 本 法 師 是 籌 辦 這 座 寺 院 的
核 心 人 物， 也 得 以 釐 清 觀 本 法 師 就 是 功 德 林 房
產 業 權 的 捐 贈 者， 並 在 籌 備 的 過 程 中 曾 投入了
大量心血。

圖 2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宣傳海報上可見澳門功德林文獻備受重視（圖片來源：筆者後製提供）

圖 23. 昔日的功德林簡樸清幽（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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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功德林寺院中有不少關於宗教故事的畫作（圖片來源：筆者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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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觀 本 法 師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接 受 了 維
新 思 想， 因 此 他 早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在 澳 門 創 辦 原
生 學 堂 時， 已 經 接 收 女 性 學 生， 男 女 平 等 理 念
的 種 子 早 已 在 澳 門 播 下。 在 此 基 礎 上， 他 開 展
了 一 系 列 以 提 升 女 性 地 位 為 目 標 的 活 動， 例 如
發 起 不 纏 足 會， 走 向 婦 女 解 放 的 運 動， 並 在 開
展 女 子 佛 學 教 育 和 興 辦 義 學 等 方 面， 作 出 了 重
要 的 貢 獻。 觀 本 法 師 參 與 創 辦 的 功 德 林 設 立 了
港 澳 首 家 女 子 佛 教 學 院 後， 同 時 也 推 動 了 香 港
的 發 展。 在 此 期 間， 兩 地 的 女 眾 教 學 活 動 非 常
活 躍， 也 帶 動 了 兩 地 的 人 員 往 來。 另 外， 觀 本
法 師 也 在 廣 州 創 辦 了 一 所 陶 輪 女 學 社， 推 動 女
性 進 步 和 社 會 地 位 的 提 升， 以 及 促 進 各 地 的 文
化交流、互動和聯繫。

在 近 代 僧 伽 佛 教 文 化 教 育 中， 佛 教 的 女 眾
教 育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個 組 成 部 分， 對 於 推 動 中
國 佛 教 女 眾 文 化 的 近 代 振 興 與 轉 型 有 着 重 要 意
義。 澳 門 功 德 林 寺 院 作 為 一 座 甚 具 規 模 慈 善 的
學 府， 在 我 國 近 現 代 時 局 不 安 之 年 代， 見 證 了
澳 門 作 為 進 步 思 想 的 搖 籃， 曾 經 產 生 重 要 的 意
義和影響。

附： 本 文 為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2019 年 學 術

研 究 獎 學 金 項 目“ 觀 本 法 師 與 澳 門 研 究 ” 階 段 性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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