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特

輯

中
華
一
代
奇
僧
竺
摩
大
師

文 化 雜 誌 2008



3 文 化 雜 誌 2008

中
華
一
代
奇
僧
竺
摩
大
師

特

輯
陳松青

*

中華一代奇僧竺摩大師

*陳松青，香港九新集團董事長、香港溫州同鄉會副會長，為竺摩法師親侄，捐資參與籌建中國雁蕩山“竺摩法師紀念館”（2007）。

竺摩大師 1913年 8月出生於中國浙江

雁蕩山麓，俗姓陳，名德安，別名“雁蕩

山僧”；髫齡剃度於黃塘壽昌寺白雲上人

座下，年十六受具足戒於寧波觀宗寺諦閑

上人座前，學教於太虛大師門下，卒業於

閩南、武昌兩地佛教最高學府。

1937年日軍侵佔中國，大師毅然放棄

赴日留學，親赴前線投身抗日救難運動；後

輾轉港澳，主辦《覺音》、《無盡燈》雜誌，

弘揚佛法，宣傳抗日救亡活動，一紙風行，

聲名藉甚；後又南渡檳城，廣建道場，遊化

世界各地，弘揚佛法，並領導創建馬來西亞

佛教總會，被推擁為主席，並連任多屆；創

辦馬來西亞佛學院，榮任院長，講說經論，

培植佛教人材，著書立說，提倡人間佛教。

大師平時喜愛中華文化，吟詩作畫，多次在

世界各地舉辦書畫展，為弘揚佛法和中外文

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

竺摩大師不僅精通佛法，學識淵博，

而且才華橫溢，被稱為詩、書、畫三絕，

是繼蘇曼殊．弘一大師之後的中華一代天

才高僧，著有《竺摩長老佛學全書》、《篆

香室文集》、《篆香室書畫集》、《篆香室

詩集》以及諸多弘法著述，廣為流傳。

竺摩大師門下的出家徒弟一百三十三人，在家皈依弟子七萬餘人，遍及世界各地；其中不乏高僧

大德、政界高官、工商鉅子、專家學者和藝界名人。

竺摩大師作為揚名全球的一代高僧，是著名的教育家、書畫家、詩人，為弘揚大乘佛教和傳播中

華文化貢獻一生。因此在馬來西亞被譽為“大馬漢系佛教之父”，並受封為DMPN高級拿督勳銜。

2002年 2月 4日大師於檳城圓寂，遺舍利子逾百顆。一代慧星殞落，人天共仰，竺公慧業永垂不朽！

竺摩法師（1939年．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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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披緇　投身空門

竺摩大師於 1913年 8月 13日出生於浙江省樂清

市虹橋鎮河深橋村，俗姓陳，名德安。尊人陳永

旺，號紅梅居士，母王氏，皆為虔誠佛教徒。大師

天資聰穎，生性潔淨，自少喜食素菜，常隨父到本

村淨宗寺和附近居士林聽經學佛，幼濡庭訓，為日

後獻身佛道之初緣。

1924年，竺摩大師十二歲，隨父到黃塘壽昌寺

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如癡如醉，如沐甘霖。講經

法師見其不同凡器，隨勸其父讓他出家，因此遂禮

寺中方丈白雲上人祝發，法名默誠，字守志，按傳

承法統為臨濟宗四十三世，從此走上獻身佛教的人

生道路。其間，其兄不讓出家，多次勸他回家，但

他堅如磐石，矢志投身空門堅不動搖。

勤修苦練　勇猛精進

竺摩大師為沙彌時，對日常課誦、佛學經典過

目成誦，熟背如流。 1925年為師叔芝峰法師護關，

芝峰法師教他學習古詩詞和禪宗典籍，為後來學佛

著述和詩詞吟唱打下紮實基礎。其間，拜見駐錫溫

州城下寮福慶寺閉關的弘一大師，喜獲墨寶，得益

匪淺。

1926年竺摩到寧波靜宗寺學習經懺唱唸和佛教

儀規一年，後轉入寧波觀宗寺參學。一日，根慧法

師草擬法語第三句“一爐縹緲香煙起”，未接下去，

時年僅十五的竺摩小沙彌在旁接着說：“百鳥銜花

遍界香。”根公喜其聰慧，嘆為奇才；1928年依天

臺名宿諦閑上人受具足戒，竺摩轉入弘法研究社，

受天臺名家靜權、寶靜二法師經教，勇猛精進，竟

竺摩法師自號“雁蕩山僧”。圖為浙江樂清雁蕩山靈峰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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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復講小座”，眾皆以“小

法師”稱譽之，在天臺宗佛教

界傳為佳話。

負笈閩院　初試啼聲

1930 年竺摩隨芝峰法師

進入飲譽國內之佛教最高學府

“閩南佛學院”，研究唯識學

及諸宗教義，兼習日文。竺摩

原具深厚之佛學基礎，又勤奮

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深受太

虛大師器重。他曾在課餘寫下

一萬五千餘字〈成實論概

要〉，並在《現代僧伽》刊物

發表論文，初試啼聲，積極鼓

吹佛教改革，提倡人生佛教。

1933 年，他於閩南佛學

院畢業後，隨太虛大師到潮州

教學，不久轉入武昌佛學院為

研究員，出任《海潮音》助理

編輯，兼任世界佛學苑編譯部

編譯員，曾翻譯日本松本三郎

的《六祖壇經志學之研究》、

《無著的學說》，著述了〈蘇東

坡的佛教思想〉、〈唯識學的

種子〉、〈論佛教的知難易行〉

等佛學論文，相繼在《海潮

音》和《現代佛教》雜誌上發

表。

竺摩大師從二十一歲開始

至以後，可說譽滿僧林四眾共

仰。他曾以竺摩、雁蕩山僧、

為霖、曇倫、慧森、大厂、慧

海、非非、梅林、羼提、貝

葉、篆香室主、釋迦罪人等二

十多個別號或筆名著述題畫，

作品等身。

一幅珍藏的青年竺摩照片

20世紀 30年代初負笈閩南佛學院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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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赴國難　投身抗戰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原定赴日

本大正大學留學五年的竺摩大師毅然輟斷學業，投

身抗日救亡活動，參加“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

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旋赴武漢，又奉派

往隴海鐵路前線擔任救傷工作，出生入死，幾經危

難，卻毫不畏懼，勇往直前。

1938年，大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開展救濟

難民的募捐支前活動。在繁忙的工作中，以筆為武

器，寫了不少反映戰地救傷和罹難生活的文章，在

《大公報》、《宇宙風》、《大風》等報刊發表，因

此與《大公報》主編蕭乾、《大風》主編陸丹林、《宇

宙風》主編陶亢德以及許地山、葉靈鳳、蕭軍、蕭

紅、楊剛、楊慶光等港澳文化界名人結下了深厚的

友情。竺摩大師的愛國愛教救世情懷，在佛教界和

文化界影響愈來愈大。

講說《維摩》　主編《覺音》

1 9 3 9 年竺摩大師應邀到澳門創辦“佛學研究

社”，開講《維摩經》，以明白通俗的語言，把佛教

義理與救國救難的客觀要求結合一起，對於喚起人

們愛國救難熱情，起着積極作用。其時他主編《覺

音》月刊，刊登佛教義理和契應時代要求的佛教文

化作品，特別是關注內地抗戰救國活動、積極宣傳

和鼓勵以寺僧為代表的佛教界奮起抗日的愛教精

神，使《覺音》成為華南地區戰時的重要刊物，得到

廣大讀者及海內外名流、高僧大德的交口贊揚和大

力支持。著名人士葉恭綽、高劍父為之題寫刊名，

弘一大師撰稿題詞；著名抗戰愛國英雄、澳門中華

教育會負責人梁彥明撰文〈大哉竺摩大智慧〉，〈動

員僧侶別開生面〉，稱贊竺摩大師是佛門中愛國愛

教的龍象。大師對繁榮戰時澳門佛教文化、推動海

內外佛教文化交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澳門佛學社成立三週年及義學開辦留影（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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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藝耽禪　廣結善緣

竺摩大師是一位深諳佛法、精通佛典的高僧，

通過講經說法，編輯《覺音》，廣泛地開展海內外佛

教文化交流，極大地推動港澳佛教文化的發展。在

當時，竺摩大師已成為抗戰期間港澳佛教文化界的

著名代表人物，與其交往的社會人士之多和範圍之

廣令人欽佩，如包括南來的內地文化界名流葉恭

綽、高劍父、許地山、梁彥明、張純初、林子青、江

歉、陳靜濤、張聖慧、岑學呂、劉承澤和靄亭、海

仁、寶乘、通一、妙音、印順、如幻等法師；來自內

地的林語堂、郭沫若、老舍、田漢、柳亞子、夏丏

尊、豐子愷、歐陽予倩、李仙根、胡不歸、趙百辛、

張雲雷、弘一、太虛、巨贊、芝峰、大醒、葦航、法

尊、演培、木魚（⋯⋯）；還有緬甸的法航、達居及

新加坡的陳慧修、李俊彥等等。竺摩大師好與群彥交

往，誠如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以文會友，水乳交

融。嶺南畫壇魁首高劍父曾到澳門功德林拜訪竺摩

大師，兩位名人因對佛法的共同信仰和對中華文化

的愛好走到一起，相見恨晚：竺摩大師拜高劍父為

師學畫，高劍父拜竺摩為師學佛，就這樣遊於藝、

耽於禪，兩人時相過從，在僧林藝壇上傳為美談。

北歸受阻　辦刊育材

1941年秋，竺摩應滬上芝峰、大醒二公之約，

擬北歸雁蕩。諸藝友促其開一留別畫展，清遊會名

士張逸、龍思鶴、葉夏靜等數十人，假澳門媽祖廟

為之餞別，名家張谷雛作〈送別竺摩上人歸雁蕩山

圖〉，陳寂園作〈媽閣餞僧記〉；竺摩大師也賦詩二

律，有“貽我佳篇逾百幅，滿船書畫似襄陽”句，可

見盛況。諸友爭相奉和，相繼在報刊發表，幾近百

位名士聚會，吟詩作畫，實為澳門文化史上之盛

舉，一時轟動港澳。今尚存當時佳作真跡六十餘

澳門佛學社成立三週年及義學開辦留影（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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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珍藏在檳城三慧講

堂。葉恭綽曾將〈趙文

度送生明師還雪竇圖〉

與諸文豪詩翁送師歸雁

蕩圖相提並論。當年中

秋節後，竺摩大師整裝

北歸，先抵香港油麻地

碼頭，卻遇日機空襲，

回鄉之舉頓成泡影，不

得不冒險再回澳門。

1948年他移錫澳門

佛學社開壇弘法，先後

出版《地藏經講話》、

《金剛經講話》、《佛學

問題座談》等著作；

1 9 5 1 年在澳門創辦了

《無盡燈》佛教文化雜

誌，風行港澳和海內

　 高劍父為竺摩在澳門寶覺佛學社開講的《從紀念

佛誕談到佛的思想學說》一書題耑（原大）。此小

冊子內容分為〈怎樣來紀念佛誕〉、〈釋尊的民主

思想〉、〈真理的追求和問題的解決〉、〈教育原

理及其修證步驟〉、〈聽了佛去要生起作用〉等五

小節，條理分明，深入淺出。從右下角的底頁出版

資料可知它是 1950年 5月在澳門印行的，寶覺佛學

社則設於澳門水坑尾 18號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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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喜愛。《無盡燈》編務後又

隨竺師轉到香港再至檳城，迄今仍是大馬重要佛教

文化刊物，影響深遠。竺師在 1953年受聘香港棲霞

佛學院任副院長兼教務主任，培養了不少海內外高

僧大德。

奉安尊宿　弘揚大乘

1954年，竺摩大師赴泰國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入

塔大典。曼谷佛教緇素、文化、教育、工商各界代

表、新聞記者舉行盛大歡迎宴會。曼谷各報以惹人

注目篇幅報導竺摩大師蒞臨龍華盛會的各項活動：

4月 15日宣講龍華佛教和人間淨土， 4月 16日宣講

太虛大師弘化史蹟， 4月 17日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入

塔典禮，泰國僧王為舍利加點法粉，當晚講《彌勒

上生經》，又前後到中華佛學研究社講了三天的

《心經》大意，盛極一時。竺摩大師大力宣揚大乘

佛教，為佛增光，為國爭光。其間，他在曼谷舉辦

了個人書畫展，反映熱烈；所有展品除自留做紀念

的幾幅外，其餘很快被購一空。泰國之旅歷時一

月，佛國道友殷勤相送，曼谷報章跟蹤報導。他後

來把泰國之旅寫成《南遊寄語》一書在 1995年出

版。

檳城結夙緣　南天育幼苗

1954年 5月 4日，竺摩大師飛抵檳城，受到全

檳佛教四眾代表的盛大歡迎，即受聘為菩提學院

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教席。當時竺摩大師是

一位名聲顯赫的高僧，講經說法譽滿港澳、名傳

神州大地的大法師，來檳城擔任初中教職，面對

一群毫無佛學常識的青少年，法緣前定，祇能說

是因緣安排。竺摩大師在泰國考察時，深知華人

不悉大乘教義，其原因就是缺少華文教育，對此

感慨不已。面對馬來西亞難得有佛教華文學院，

信眾又神道混雜，深感自己肩負責任重大，他決

意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由啟蒙教育做起，盡

心培植菩提幼苗。他自編初中佛學課本，使用後

效果很好，很快被港澳及東南亞各佛教中學採

用，成為各地佛教中學的必備教科書。當年 9 月

他還在檳城舉辦畫展，出版了《竺摩法師書畫集》

第一冊，再版《金剛經講話》，所得款項全部捐助

菩中科學館和《無盡燈》刊物。

星洲傳佛法　菩提播東南

竺摩大師在檳城安單後，應新加坡佛教界的邀

請，為星洲菩提閣主持剪綵開光，並講《菩提漫

論》三日。星洲佛教總會及菩提學校舉行隆重歡迎

會，星洲靈峰菩提學院和菩提蘭若聘任他為導師，

星洲中華佛教會、世界佛教友誼會新加坡分會、星

洲英文佛教會等也禮請他為導師。為此他每逢檳城

假期就飛星洲講說，頻繁往來十餘年，先後講了

《唯識大意》、《普賢十願》、《佛教與現實人生》等，

並在星洲電台廣播《菩提與公民》，使一度沉寂冷落

的新加坡佛教文化頓時溫熱起來，迅速得到發展。

竺摩大師深受星馬信眾敬仰，皈依弟子一時竟達五

六千人。

世佛贊大乘　攬勝留詩文

1954年11月26日，竺摩大師代表檳城僧眾赴緬

甸出席第三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竺摩大師同各國

佛教界人士進行廣泛接觸，對佛教國家的長短得失

都做了比較，認為中國的大乘教典保存不失，是東

方最高寶庫，值得誇耀於世界佛教，並做了“佛教

與和平”的講演。大家對竺師的淵博知識至為驚

嘆！

1956年 10月，竺摩大師任新加坡佛教代表團團

長，赴尼泊爾出席第四屆世界佛教友誼大會；道經

仰光，二千多華僑在機場迎接，竺師作了“佛教和

平之準備”的演講，闡揚佛教與世界和平的深遠意

義。這次竺師赴會西遊，詩興勃發，即以詩記遊，

共得詩四十九首，以後整理結集出版了《西遊詩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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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播檀島　互融證儒佛

1957年 11月，竺摩大師受美國檀香山華人僑領的邀請，飛

檀弘法。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及四大僑團聯合在總商會舉行歡迎

會，竺摩大師即席作了“佛法為太空時代所需要”的講演，後又

在教育聯合會講“從華僑興學談到儒佛的教育”，旋被聘為中華

佛教總會導師、檀華寺住持、啟華學校校長。他在檀一年，宣講

《華嚴經》中之普賢十大行願；在卡湖電台創設“檀華播音社”，

殷切希望在提倡現代新教育和孔教之外，更要提倡佛教教育，以

儒佛互融見機施教，致力於宣傳佛教和中華文化；此外還舉辦了

個人書畫展，好評如潮。

創建馬佛總　擁戴任主席

1958年竺摩大師返回檳城，進一步發動籌備馬來西亞佛教

會， 1959年 4月 19日假檳城極樂寺隆重舉行成立大會。出席會

議的各州代表、政府長官、地方縉紳、各佛國駐馬使節和中西來

賓逾二千人，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親自蒞臨主持剪綵。竺摩大師以

建會有功，德高望重，眾望所歸，一致被公推為馬來西亞佛教會

首屆主席。

馬佛總在竺摩大師的領導下，成績巨大：先後組織規模宏大

的環島弘法團，講經說法，宣揚佛教慈悲無我的文化；建立各州

分會，擴大在全國的影響；爭取和維護佛教信徒的權益，建成佛

總大廈，開辦佛教義學和贈醫施藥

所，培植貧苦失學青年，救濟貧

病；致力於與世界各國佛教文化交

流，提倡人生佛教，建全發展漢系北

傳佛教儀規。竺摩大師功績卓著，連

任佛總主席三屆長達十二年。

建三慧講堂　創立佛學院

竺摩大師在大馬聲譽日隆，皈

依弟子日益增多。原駐錫五年的竺

園精舍已不足容納弘法的需要，

1962年購入原美國領事館舊址大洋

樓，改建成“三慧講堂”，開展講經

弘法活動，把佛教由膜拜形式轉向 竺摩法師題靈鷲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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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聞法。竺摩大師親自在講堂講經及開示佛理，

同時成立“佛法研修會”、“週日義校”、“人生佛

學中心”、“慧堂印經會”和“竺摩法師基金會”。

竺摩大師擅長詩文書畫、接引智識分子學佛，因此

三慧講堂也成為賢者雅士、

文人墨客詠唱聚會之地；此

外還辦起圖書館。竺摩大師

在此潛心研究佛學、著書立

說，孜孜不倦地宣揚佛法，

大力傳播中華佛教文化。

竺摩大師一貫主張培養

優秀僧伽人材，提倡人間佛

教教育。 1970年 3月，竺摩

大師全力奔走，創立了馬來

西亞佛學院，親自擬定“慈

慧勤舍”四字為院訓，編教

材，執教鞭，主講經論，帶

頭捐出信徒供養的果儀，又

招募資金，為大馬培養了一

批批佛教人材，為馬來西亞

佛教教育事業的開創和發展

貢獻了畢生精力。

弘法為宗　廣闢道場

竺摩大師建成的三慧講

堂，成為他長期駐錫說法的

場所，不僅為廣大信眾提供

聞法共修的道場，也成為與

國內外高僧與居士諦結法緣

的橋樑。由於竺師聲譽遠

揚，各地信眾爭相誠邀，相

助興建講堂寺院，廣闢弘法

道場，由他擔任寺院住持的

有丹絨馬林佛寶林、新加坡

佛緣林、吉隆坡寶林法苑、

昔加末觀音堂、怡保菩提

心、吉打佛法林等。竺摩大

師渡化四眾，無法定居於某一處，哪裡遇到重要慶

典活動，都要請他親臨主持。他為了培養僧材，弘

揚佛法大業，還熱情地支持佛教青年總會開展普法

活動。

竺摩法師在印度菩提樹下佛成道處留影（《西遊詩草》所附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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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化世界　普施法雨

竺摩大師駐錫檳城四十餘年，日無昝暇，行腳

馬來西亞十三州及往來新加坡弘法不輟，又不息地

奔走於香港、澳門、泰國、印尼、緬甸、印度、斯

里蘭卡和中國大陸，甚至遠赴澳洲、美國、加拿

大、日本，不辭勞苦弘揚佛法，傳播中華文化，把

菩提種子廣播世界各地。

弘化環宇　桃李滿園

竺摩大師潛心經藏，智慧似海，法音遠播，四

眾景仰，前來求法開導的虔誠皈依者逐日增多：

1956年他在柔佛昔加末弘法，為鄧觀培剃度出家，

法名釋繼聖，字文賢；之後相繼出家之徒弟有澳洲

雪梨定慧學舍住持和星洲佛緣林住持的釋繼明法

師、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釋繼程法師、現任三慧講

堂住持釋繼傳法師、美國芝加哥南華埠正覺寺住持

釋繼如法師、新加坡釋繼聲法師等一百三十三位；

皈依弟子達七萬多人，其中不乏專家文人、教授名

醫、政界高官、工商鉅子、藝人明星，如《大華晚

報》社長李鶴年、《星洲日報》主筆黃蔭文、馬來西

亞大學教授胡博淵、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鄭浩

千、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檳城行政議員丁福南醫

生、“錫王”張國林等等，分佈世界各地，名聲遠

被。

著書立說　千古流傳

竺摩大師文思敏捷、聰穎過人，古今文辭，了

然胸次，其文學造詣聞名僧林。他在講經說法之

餘，經常執筆為文，闡揚佛法，針砭時事。早時馬

來西亞很少有中文佛書，竺摩大師在辦好《無盡燈》

之外，致力整理弘法資料，編輯出版書集，其中有

《經典講記》十冊、《佛理論述》七冊、《佛學知識》

四冊、《藝文書畫》七冊、《文集叢書》四套四十五

冊、其它三冊，洋洋灑灑達數十種，其在大馬佛教

乃至漢系佛教影響之大，實難以定論評估。竺摩大

師不但大大促進了馬來西亞佛教文化的發展，而且

開創了著書立說之風氣。

宏揚國粹　詩名遠揚

竺摩大師從二十歲開始寫詩，其詩作深涵禪

理，自然敦厚，雋永清新，典雅優美，流露着高逸

格調，點化人群，堪稱一絕。

1935年，他寫下一萬七千餘字的〈佛學與詩

漫論〉，同時出版了《石火集》（與通一法師合

作）、《菊花聯吟》。抗日期間，他以詩歌無情控

訴侵略者的凶殘暴行，如“滿地干戈騰物怨，星

空炮火動地哀”，何等悲愴憤慨；“尚餘悲憤填中

膺，留將身子逐狼豺”，“發大宏願滌腥膻，降伏

群魔一指彈”等詩行，充份表達了一介詩僧嫉惡

如仇捨生救難的愛國胸襟；而在山居詩中有“平

生甘澹泊，是以入禪林。”“最是開懷處，松林坐

月明”句，流露了淡泊的生世況味、豁達飄逸的

個性與追求崇高境界的品格。他早年在澳門應邀

參加清遊會詩社，後來在檳城參加泰馬詩人雅

會，前後都在眾多詩友中獨領風騷，深受擁戴。

1 9 5 6 年，他赴尼泊爾出席世界佛教會，以詩紀

實，出版了《西遊詩章》；而平時以詩會友接引學

佛的部分作品則彙集於《篆香室詩集》之中。

書藝奇才　自成一家

竺摩大師的書法造詣很深，篆隸行草無所不

精。他融合各家筆法，書寫出不食人間煙火的韻

味，脫俗入化，別成一格，形象奇崛，氣象奔

放，蒼勁飄逸，豪放端莊，各體參合，字體大小

長短呼應生動，偶而摻入一兩個甲骨文，令人回

味無窮。張大千、葉公超、梁寒操諸公對竺摩大

師的書法曾給予極高評價，認為足以“自成一

家”，“不讓板橋專美”，其書法是其藝術天分才

華的流露，故稱之為“才子字”。然而他自認平時

祇以書法藝術作為弘法媒介用以接引學佛，更顯

其之天然瀟灑、自成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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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妙筆　神思非凡

竺摩大師的確是一位才藝超絕、覺行圓滿的雅

僧，親受嶺南畫派高劍父大師薪傳，對於繪畫十三

部門，了於胸次進窺其妙，故其山水人物、花卉翎

毛、蟲魚走獸無不精湛，畫裡蘊含忘塵的禪意，把

佛家禪意與人間哲理融入畫中，耐人尋味。自

1 9 4 1 年開始，他在澳門、香港、泰國、馬來西

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多次舉行個展，反映

熱烈，所得款項都捐獻於發展佛教事業及教育經費

之用。

畫是無聲詩，詩是無聲畫。竺摩大師把畫意、

書法、詩禪融為一體，以其博學妙文廣交天下時彥

俊碩，尤於詩文酬唱、題書作畫獲得“詩、書、畫

三絕”的雅譽，揚名海外。竺摩大師喜愛金石藝術

創作，刻下了近百方金石作品，反映了高逸的審美

意趣，此已成為佛教藝術領域的一項貢獻。

譽滿僧林　榮膺勳銜

竺摩大師一生講經說法，辦學興教，建寺造

塔，著書立說，創作弘法，桃李滿天下，足跡遍世

界，尤以“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的

大無畏忘我獻身精神而譽滿僧林。他特別為振興馬

來西亞的佛教付出近半個世紀的心力，使大乘佛教

在馬來西亞萌芽成長，結出豐碩佛果，被譽為“馬

來西亞北傳佛教之父”。有鑒於竺摩大師對馬來西

亞佛教的突出功績和卓越貢獻， 1998年 9月檳州

元首向竺摩大師封賜 DMPN 高級拿督勳銜。這是

馬來西亞佛教界首位出家人榮膺政府的最高封賜；

尤其是他作為一位華人佛教長老，在異國獲得此項

殊榮，也是華人特別是漢傳佛教界的驕傲和光榮。

　 竺摩法師出家十年後首次回家鄉是在 1935年；

1941年在澳門準備歸雁蕩山卻因日寇空襲而罷；直

到1987年這位雁蕩山僧才得以重遊久違了半個世紀

的祖國故園。圖為竺公往雁蕩山靈巖寺途中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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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故土　魂縈雁蕩

竺摩大師行腳天涯，雲遊海外，卻消磨不了他

對祖國故園的無限思念。 1935 年秋他在出家十年

後，第一次准假回鄉，先朝禮天臺國清寺和雁蕩山

靈巖寺，才回到故鄉虹橋鎮河深橋村與家人團聚，

祭拜慈親亡靈，還應邀到樂清居士林講經。他的佛

法修養和口才及其優美書法，曾令當時名士張雲

雷、胡奉坒嘆絕稱奇。

1941年，竺摩在澳門整裝北上，先抵達香港碼

頭時卻受日機空襲，欲歸歸不得，北顧興嘆，準備

更加堅決投入抗日救國運動。

1987年，馬來西亞政府首次放寬華人回國探

親的限制，竺摩大師就率領“朝禮祖國四大名山

佛教旅行團”，回到闊別了半個世紀的祖國大

地。他們一行朝拜了峨嵋山，五臺山，九華山，

普陀山四大佛教名山，遊覽了廣州、北京、南

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之後竺公才回到故鄉，

與久別重逄的家人團聚。他在雁蕩山靈巖寺、虹

橋淨宗寺的短短幾天，前來皈依的弟子竟達七百

六十五人。

2001年 5月，竺摩大師年事已高，然而思鄉之

情日增，遂派遣弟子前往雁蕩故鄉訪問，接受當地

政府提議，綢繆興建雁蕩山竺摩書畫院。

一代慧星　殞落南天

2002年 2月 4日下午 3時 35分，竺摩大師在檳

城安祥舍報，圓寂於三慧講堂。按照他三年前立下

的遺書，喪禮從簡。駐錫世界各地的徒弟、徒孫、

曾徒孫和四眾弟子聞訃後，陸續前來瞻仰遺容，祭

拜長老。當時在吉隆坡的馬來西亞房產及地方政府

部長黃家定和正在美國訪問的檳州首席部長許子根

等政府高官和諸多社會賢達，急從各地趕來，對這

位享譽佛教界的漢傳高僧、全馬佛教界的精神領袖

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

2月 11日，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僧伽總會聯合

會等佛教界團體、海外佛團以及相關的各社團、學

校、政府長官暨國、州議員及大師俗眷，舉行隆重

公祭，送殯者五千多人的隊伍長達一公里，行程三

公里，山海為之動容，天地為之默禱。大師遺體火

化後，得舍利子逾百顆。

南天留慧業　兩岸共懷念

竺摩大師圓寂後，佛教界及相關社會團體以各

種形式表示悼念。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僧伽總會等

佛教團體和香港、臺灣及中國大陸鄉梓團體和政府

部門紛紛發來唁電敬輓，深致哀悼。

其中曾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會長、香港佛教僧

伽會會長超塵長老輓聯云：

德之餘者，集文詩書畫於一身，當今無

兩；化所及焉，綜星馬港澳將萬眾，溯古難

尋。

臺灣佛光山宗長星雲大師輓聯云：

詩文書畫，教界稱第一；慈悲喜舍，長老最

為尊。

竺摩大師故鄉的各界信眾在河深橋淨宗寺設立

靈堂，誦經七日，信眾絡繹不絕。

竺摩大師圓寂後四十九天，四眾弟子在馬來西

亞佛總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追思大典。三慧講堂

和竺師生前住持的道場進行了各種悼念活動。

為追懷竺摩大師一生的輝煌業績，大陸雁蕩山

和臺灣高雄已分別興建竺摩大師紀念館，展出大師

生平偉績和大師遺物、著作、書畫和詩文作品，供

世人瞻仰。

竺摩大師慧業永垂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