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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恰如張蓮覺及她的東蓮覺苑，香港另一位男居士陳靜濤，亦是一位早期重要

人物，很多佛教中的大事，他皆有參與。為香港早期佛教作出重要的貢獻。

    陳靜濤是廣東南海人，生於一八八三年，卒於一九六七年，享年八十五。從事電

子業務，辦公地點在中環。皈依太虛大師，深受影響，太虛大師來港弘法，他皆大力

支持。曾在中區創辦「佛教講經會」，後改名為「香港佛學會」，邀請國內外大德講

經弘法，辦義學及公益慈善事業，是都市佛教的表表者。

    抗日戰爭期間，與太虛大師聯繫國民政府及東亞佛教國家，抵抗日本的侵略。香

港淪陷時期，四處奔走，為佛教界爭取米糧及免於加害，最後被日軍拘捕，幸得日本

淨土真宗住持宇津木二秀救助，才能脫險。而宇津木二秀在日本戰敗後被拘禁，竟將

其在港物業委託陳靜濤繼承，希望為佛教繼承他的事業，其後，陳靜濤以此作為會址

，創辦香港佛教聯合會。禮請筏可和尚出任首屆住持，輾轉發展至今，作出

不少貢獻。

    香港唯一的佛教醫院及墳場，陳靜濤皆有積極籌建。東蓮覺苑、正覺蓮社、志蓮

淨苑等亦有參與創建。

    由於陳靜濤皈依太虛大師，深受其人間佛教的影響，因此，他的弘法工作皆依太

虛大師的路線而走。當然，太虛大師的弘法事業，他皆大力支持，例如邀請大師來港

作演講，並出任翻譯，與大師書信往還；與大師的門人保持聯繫及共同成辦事業。太

虛大師五十壽辰大型的紀念活動。在文化教育方面，香海佛化刋、香港佛教月刋的創

刋，他皆有參與；太海學會（太虛大師、海潮音）的開辦，亦有他的參與；太虛大師

全書在香港出版，他當然出錢出力。太虛大師往生後，香港的悼念會亦少不了他一份

兒。太虛大師舍利塔建塔委員會成員十五人，經十年努力，最後在芙蓉山建成，為中

國第四個太虛大師永久舍利紀念塔，他是十五位成員之一。

    由明常老和尚開辦的正心佛學院，為女眾而設，及棲霞佛學院，為男眾而設，皆

依循太虛大師的教育理念，同聘請陳靜濤居士為名譽院長。

    作出如此重大貢獻的一位居士，在其往生後，參與追悼的人士數以千計，其中不

乏社會知名人士，備極榮哀。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四）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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