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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法師原名陳德安，癸丑年（1913）中秋前夕誕生於浙江

樂清東雁蕩山麓河新橋村。十歲入私塾，每至朔望必隨父赴縣

邑居士林（由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張雲雷倡建）拜佛聽經。

十二歲隨父赴黃塘壽昌寺聽欽漢法師講地藏經，法師贊其誠懇

當有宿根，勸其父聽子出家，遂禮寺主白雲上人祝髮。翌年白

雲上人送師至永嘉普覺寺為師叔芝峰法師侍者，刻苦學習；時

弘一律師適於永嘉城下寮閉關，特書“息惡行慈”字條勉之。

十四、五歲時隨白雲上人住四明梅墟靜宗寺習經懺唱唸凡一

年，轉棲寧波觀宗寺參學，親侍根慧方丈受教誦梵網經；天臺

名宿諦閑老法師七旬大壽於該寺開壇傳戒，師即依諦老受具，

隨入弘法社從靜權老法師，聽主講寶靜法師教授十不二門指要

鈔，充復講小座，有“小法師”稱譽，時年十七。翌年更遵芝

峰法師囑轉學閩南佛學院，親近院長太虛大師；閩院與武昌佛

學院同為佛教革新之策源地，有院刊《現代僧伽》（後之《現代

佛教》），師與印順、心道等同學常有投稿，鼓吹革新。1932年

春太虛大師回院開講，會試放榜師名列第一，其所記講稿入

選；翌年冬畢業，為太虛大師所器重，命為侍錄隨赴潮汕講

學；回院後虛大師命芝師遷武院主講及主編海刊，命師為助理

從之，並轉入武院為研究員兼任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編譯員，曾

譯松本文三郎之《六祖壇經書志學之研究》一書刊於《現代佛

教》，又以曇倫別號譯〈無著的學說〉與〈蘇東坡的佛教思想〉

刊於《海潮音》，另有武院之講稿《唯識學上的種子義》刊於

海刊。1934年師隨芝師往寧波金仙寺辦白潮講舍；翌年白雲上

．小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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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虛大師到靜宗寺講金剛經至半以事回滬，請式昌法師與師代

座續講。是年師二十三歲，出家已十年，乃回鄉省親，始悉父已

歸西，不勝感泣。

1936年11月，虛大師應粵港信眾之邀前往講學，自滬飛函囑

師隨行侍錄。大師開講《彌勒上生經》，又應何東夫人張蓮覺居

士之請於東苑講“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皆由師記錄；除夕

回滬，虛師命講演佛理於中國佛學會上海分會；復回慈谿白湖講

舍，師自修及著作《論佛教的知難行易》及《詩情與禪理》二書。

明年春移錫四明延慶寺研習英文，預備九月赴日本大正大學留學

五年；適遇“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師愛國心奮起，即拋棄

一切書物，與閩院同學暮茄、化莊等投身慈谿抗建後援會宣傳組

工作，旋抵武漢受聘為僧侶救護隊幹事，前往隴海鐵路前線救

傷。1938年正月，港九邊界難民群集，諸山集議成立“香港佛教

救濟難民會”，師被選為委員兼駐會辦事；其時師二十六歲，赴

港工作之餘撰寫戰地救傷和救助難民稿投《大公報》副刊及《宇

宙風》雜誌，結識報人蕭乾、陶亢德及落花生（許地山）、葉靈

鳳、蕭軍、蕭紅等作家，曾應邀參加抗戰救國文藝大會。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及主講靄亭法師，

邀請師至澳門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主講三十唯識、因明

大疏及解深密經，接手主編《覺音月刊》，並與桂林巨贊、道安

二師所辦之《獅子吼》交換稿件，宣揚愛國救世的佛教文化。自

此，師居澳兩三年間，廣泛結識澳岸文化界人士，參與高劍父、

高奇峰、陳樹人等嶺南名家在廣州發起而常於澳門雅集以文會友

的清遊會。

功德林每年彌陀誕結七七四十九日設堂講經，靄老推師開講維

摩經，由滿慈記錄並語譯；其時高劍父蒞林訪師，見師所書屏條

頗有新意，便言：“既能作書，何不學畫？學佛我可奉汝為師，

學畫則汝須師我！”師遂事高師習畫，日與過從，成忘年交，此

亦師擅丹青之鏡海緣份也。1941年秋，前線抗戰激烈，師應滬

上芝峰、大醒二公之約擬北歸雁蕩，師友促其假聽松山館舉行留別

畫展，劍老親為撰序，葉恭綽先生致書雅推，集清遊會名士及濠江

名流假媽閣廟預為餞別；時值辛巳中秋前夕，友人紛紛賦詩作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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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貽我佳篇逾百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此即成為師題

輯之《送竺摩上人歸雁蕩圖》（馬來西亞檳城三慧講堂寶藏）。

最後一期的《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上所載最後

一輯的“詩筒”專欄中刊有竺摩法師〈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

友〉原序及律詩二首，謹試加標點，全錄於茲：

衲本粥飯膺材麻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蒙　大雅君子寵錫　

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已？廼者以疾返鄉，復承張純初、張谷

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棨、鄭哲園、黎兆

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霆、劉耀墀、何仲恭、何斗

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鎮東、湯卓元、利樹

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

侶、曾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

貺，藉留紀念，盛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

二夕，湘北捷報頻傳也。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慮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盃茗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橫江行路艱。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岐何惜唱陽關！

本圖集中師詩序後有“（民卅一年）”字樣，當為筆誤。“辛

巳”（1941）為“民卅年”，同集中有龍思鶴詩署“民國三十年”、

梁彥明詩署“建國三十年雙十節”、羅曉楓詩署“民國三十年十

月初五日”、楊慰農詩署“三十年辛巳中秋日”可證。是時竺摩

法師年方廿九，而獲師友長輩交口稱譽，乃因其“拈花道悟同迦

葉，面壁功深擬達摩”（馮桂秋）、“說法契妙音，聽者根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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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谷雛）、“別有渡人新意識，覺音徐發寓機鋒”（張純初）。

梁毅三先生贊曰：“彼自千里南來，就講席於功德林，為儕輩作

文字友，說佛法墜天華，刊覺音明因果。其所以為眾生解脫一切

苦劫而備受地方之推崇者，夫豈曰萬眾生佛已哉！”難怪高劍父

大師亦云：“曾問三生事，逢源為師友！”其時葉恭綽先生將《送

竺摩法師歸雁蕩圖》譽為珍品，嘗從香港覆竺摩法師函云：

奉示及諸公詩章，一時盛會，佩羨之至。愚藏有明代趙文度所繪

〈送生明法師還雪竇圖〉，附緇白送行詩甚多，最著者為智舷法師及

王石谷，可先後輝映。第天啟世局尚安，雪竇請夷，足為幽棲之

所，不若今之荊棘載途耳！

辛巳中秋過後，師整裝離澳赴港，輪船抵油麻地碼頭即遭日

寇空襲，十八天後香港淪陷，北歸無望，冒險搭小艇回澳門。其

居處與高師鄰近，過從甚密，尤常往普濟禪院妙香堂與春睡畫院

師友結緣，切磋書畫藝事；平時潛心修練禪道，研讀《大湼槃

經》、《大智度論》、《大寶積經》，習靜坐經年；1945年克服

了一場大熱症後，迎來了中國八年抗戰的最後勝利；從此更專心

修持，日誦《地藏經》，竟夢見莊嚴神示云：“南方世界，汝有

千萬可渡之機⋯⋯”師如獲新生，信心愈加堅固。 1948年，尹

法顯居士創辦“寶覺佛學研究社”，請師繪佛像並聘為導師開壇

弘法，講《地藏經》、《金剛經》以及《從紀念佛誕談到佛的思

想學說》，陸續出版了講稿，極受好評。 1950年師與陳心彬、

陳心潔、梁心華諸居士發起開辦佛學社之義學，招收三百餘學

童；隨後兩年師於佛學社辦佛學座談會，出版《佛學問題座談》

一書。1951年師又創辦《無盡燈》雜誌，風行港澳及海外。1953

年，師四十一歲，香港明常長老辦棲霞佛學院，聘師為副院長兼

教務主任。 1954年 4月師應邀赴泰國主持太虛法師舍利入塔大

典，行前澳門佛學社社友和義學師生設筵歡送，臨別依依。從

此，竺摩法師雲遊南洋弘揚中華佛教文化，走向那“汝有千萬可

渡之機”的未來世界⋯⋯

 ．黃曉峰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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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別澳海清遊會諸詩翁畫友　　　　竺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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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別清遊會諸詩翁畫友　　　　竺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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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師將北歸雁蕩濠江文士紛贈所構予亦隨書　　　　高劍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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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送別　　　　張純初



159

俚句奉贈竺摩上人　　　　張純初



160

竺摩法師云歸雁宕書此誌別　　　　龍思鶴



161

竺摩法師告別再寫以柬何子（斗燦）並奉法師兩正　　　　龍思鶴



162

同人集媽閣僧舍與竺摩法師叙別題贈　　　　張谷雛



163

竺摩法師來澳岸佈道今歲秋歸雁蕩率爾賦贈　　　　張　虹（谷雛）



164

竺
摩
法
師
歸
雁
蕩
再
賦
贈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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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仲秋竺摩上人將歸雁蕩山賦此誌別　　　　馮桂秋



166

辛巳重九錄感懷舊作贈竺摩上人　　　　馮桂秋



167

辛巳重陽前三日錄偶成俚句四章呈竺摩上人　　　　馮桂秋



168

竺摩大師將歸雁宕賦此送別　　　　梁彥明



169

丁丑年春日賦贈竺摩法師吾友　　　　寒　石



170

辛巳秋仲送別竺摩上人歸雁蕩山　　　　李供林



171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書此送之　　　　江亢虎



172

送別竺摩上人　　　　鄭哲園



173

辛巳中秋前二夕澳中諸友集媽閣齋讌餞別竺摩法師復呈此什　　　　鄭哲園



174

奉贈竺摩上人　　　　鄭哲園



175

辛巳中秋竺摩大師將還雁蕩賦此贈別　　　　黎廷棨



176

辛巳春日偕竟生遇竺摩上人　　　　黎廷棨



177

送
竺
摩
上
人
歸
浙
　
　
　
　
繆
君
侶



178

竺摩大師歸浙再賦七律送別　　　　繆君侶



179

辛巳秋贈竺摩和尚　　　　繆君侶



180

送別詩兩首竺摩上人兩正　　　　周貫明



181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為贈　　　　鄭春霆



181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賦此為贈　　　　鄭春霆



182

竺摩上人北歸雁蕩山賦詩為別　　　　關公博



183

竺摩法師北歸雁蕩送行得詩一首　　　　松下野人（何斗燦）



184

錄中秋山後玩月詩以為竺摩法師雅正　　　　松下野人（何斗燦）



185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賦此贈行　　　　梁毅三



186

讀竺摩法師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留別詩後再賦此贈行　　　　梁毅三



187

辛巳仲秋補書贈與竺摩上人舊作　　　　梁毅三



188

竺摩上人索詩愧無以應錄此以博一粲　　　　利樹宗



189

錄舊作二首呈竺摩上人　　　　利樹宗



190

送竺上人歸雁蕩一首並截句　　　　陳寂園



191

辛巳立冬竺師歸雁宕臨別賦此留念　　　　李君達



192

送別詩二首奉贈竺摩上人　　　　周貫明



193

竺摩上人將歸雁蕩詩以送之　　　　劉燿墀



194

竺摩上人歸雁蕩賦此送之　　　　王定緯



195

竺摩法師將歸雁蕩爰次會友步黎廷棨君原韻為贈　　　　葉夏聲



196

春日思鄉二首即希竺摩上人兩政　　　　若夢樓主拙叟



197

濠江中秋送竺摩法師往雁蕩山　　　　羅曉楓



198

與竺摩法師遊澳門松山公園有感　　　　羅曉楓



199

步竺摩法師題詩贈扇原韻　　　　羅曉楓



200

謹呈俚句以誌景仰竺摩法師　　　　寬如和南



201

今乘竺師北歸雁蕩謹附俚句奉贈　　　　黎兆鍚



202

庚辰季夏竺摩大師承惠大著維摩經講話奉答二律　　　　關以文



203

三十年辛巳中秋日濠江旅次贈別竺摩上人還雁蕩　　　　楊慰農



204

秋日送別一首錄呈竺摩大師　　　　賴鎮東



205

竺摩法師以詩見惠即步原韻還以為贈　　　　曹菊齋



206

竺摩上人年少英俊才華清逸聞歸雁蕩詩以送之　　　　羅季昭



207

二絕奉贈竺摩法師　　　　林葉天



208

辛巳秋送師父竺摩法師歸雁蕩　　　　梁學馨



209

致竺摩法師　　　　高　章



210

竺摩上人屬題　　　　佘雪曼



211

秋江雁蕩贈竺摩和尚　　　　作者未詳



212

辛巳國慶濠江所作持呈竺摩上人　　　　利樹宗



213

辛巳秋竺摩上人歸雁蕩寫此留念　　　　湯卓元



214

敬
作
百
菜
圖
贈
竺
摩
大
法
師
　
　
　
　
□
□
□



215

竺摩上人法正　　　　黃蘊玉



216

辛巳秋月時年十二繪豈從傲霜菊圖贈竺摩上人　　　　黎國安（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