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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蓮覺與她的東蓮覺苑――提起香港早期佛教，不能不談及張蓮覺及她的東蓮覺苑。因為香

港的大型及重要佛教活動，皆在東蓮覺苑舉辦，或與它有關。很多佛教的重要人物，亦曾在東

蓮覺苑說法或弘法等。而作為苑主的張蓮覺，當然大多有直接或間接的參與。

    張蓮覺，1875年12月19日出生於香港，終於1938年1月5日，享年六十三歲。自小信奉佛教

，獨立自主，長大後嫁與香港首富何東爵士，憑著夫婿的勢力及富裕，得以創立東蓮覺苑，為

佛教打造一個永久的弘法基地，為香港佛教作出重要的貢獻。東蓮覺苑的東，來自何東的東，

蓮覺則為張蓮覺學佛的外號，苑是學術文藝中心。

    東蓮覺苑始創於1935年5月17日，當天有數千人參加，人潮擠滿所在地山光道。在東蓮覺苑

創建前，張蓮覺亦曾辦過大型的弘法活動如佛七等，為了打造一個弘法基地，經一波三折才建

成東蓮覺苑，亦只有他們的地位，權力及財富，才能在殖民地的香港，建立被歧視的佛教般若

船。

    在東蓮覺苑啟建前，其內的寶覺學校及操場，因戰亂而暫闢作救命田，耕作以補糧食不足

，渡過難關。隨後在靄亭法師的督導下，得以完成。

    東蓮覺苑建成後，同年即有太虛大師的弘法演講；虛雲和尚的水陸萬善緣法會皈依大典；

許地山教授的講座；悅西法師的說法；寶靜法師的講經。翌年有寶覺學生的佛化劇。1949年，

印順法師於中講授中觀論頌講記，中國佛教史略及佛法概論。往後有顯慈法師講大乘起信論，

倓虛法師講法華經，還有竺摩法師、弘一法師、若舜法師。此外，還有四大王：海仁法師、筏

可法師、茂峰法師、遠參法師、錫蘭，納囉達法師皆曾於此弘法。慈航法師、倓虛法師及虛雲

老和尚的追思會，亦於東蓮覺苑開辦。

    一九三一年，香港第一份佛教雜誌人海燈由寶覺學校師生於東蓮覺苑出版。

    一九六零年，教育師署批准佛學會考這一科目，在東蓮覺苑編寫課程。一九六三年於中舉

行大型的祈雨法會。香港佛教聯合會初創時，商借東蓮覺苑為其辦事處，著名的五會念佛，由

觀本法師帶領，寶覺女子學校的學生參與唱念，並灌成唱片。

    著名的靄亭法師、顯慈法師、呂碧城、竺摩法師亦曾住進東蓮覺苑。張蓮覺除了同情女性

外，更關注教育。因而開辦寶覺義學，並開設到澳門去。一九三二年，於青山開設寶覺佛學研

究社。此外，荃灣的弘法精舍也是東蓮覺苑的分支，曾由倓虛法師開辦華南學佛院，惜只開辦

了兩屆，由於學僧不足而停辦，但此兩屆卻培育了大量的弘法人材，包括覺光法師、永惺法師

、暢懷法師等後來佛教界的中堅法師，使香港佛教能穩步發展。

    直至近期，東蓮覺苑開設於溫哥華及其他海外地方，隨著科技潮流成立佛門網。

    這些發展皆由於張蓮覺的高瞻遠矚，在其往生前成立永久基金，納入人才的董事會，培養

接班人，使其佛教事業能延續下去，東蓮覺苑的世代相傳乃至對佛教的深遠影響，主要由一位

奇女子，在女權不高的時代下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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