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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七）寂慧

  

 

慈祥法師（1911-1999）

    早期在缺乏教育的惡劣環境中，從事教育的先驅者，亦是鄉村教育及義學的奉獻者

。終其一生，無怨無悔。法師家境富裕，年輕時就讀於廣州省立女子師範，其後於中山

大學修讀哲學。來港旅遊期間，往大埔蘭若園聽經，並閱讀大量佛典，有所啟悟，立志

出家，於凌雲寺剃度。繼而精研楞嚴經，於香港及內地到處講經弘法，並跟隨大德參學

。

    三十年代時於大埔石鼓壟創建佛教大光園，附設大光義學，後增設中學，受政府肯

定而成津貼佛教學校之先驅。後獲英女皇頒贈MBE勳銜。是首位佛教中的女性僧人。

茂峰法師（1888-1964）

    被稱為慈悲王的茂峰法師，除了早期的求法、出家、講經弘法外，便是晚年的日本

侵略時期，保護僧眾及平民婦孺免於侵害，及海單接眾大量從大陸南來的僧人，其俠義

僧精神・被譽稱為慈悲王・

    茂峰法師年青時出家，被家人阻止，並不順利。出家後不久，於寶華山閱龍藏，凡

五年。後至寧波觀宗寺，跟諦閑長老習天台，與當時之善知識仁山、靜修、禪定、倓虛

、慈舟等於寺內認識。一九二四年，被邀至台灣講經弘法，於當地罕有地講天台四教儀

、教觀綱宗、法華玄義釋籤等天台教籍，從每日百餘人之聽眾，急增至三四百人。皈依

眾過萬，可見其盛。以此因緣，感動政界高層，被薦至日皇，得授隆重之金綫紫袈裟。

隨在台首創僧伽教育，參照觀宗學舍課程，以兩年為期畢業，每期四十人，培育僧伽青

年，影響深遠。而在台只停留三年多。

    一九二七年，受香港眾居士聯請，來香港弘法，於香港摩羅廟後街之法源堂及利園

戲院講經，皈依者五千人，開創先河。繼於荃灣老圍村覓地建寺，定名為東普陀寺。寺

建好後，偶被邀往大陸講經弘法，皈依者過萬人，包括名流將軍及他們家人等，盛極一

時。

    一九四一年，戰事爆發，日軍攻堅九龍半島，香港島亦隨被攻陷。日軍四出姦淫擄

掠鄉村婦女，來東普陀寺避難者眾。茂峰法師以日皇頒贈之金綫紫袈裟為護，頗能阻日

軍侵擾。可是土匪來犯，卻不易應付。遂聯絡附近村落、寺廟、商會、教堂等聯成作戰

陣線，抵禦寇盜土匪。經多番廝殺，屢獲觀音大士靈應，得以退敵。

    戰後，中國內亂，大量僧眾隨群眾南移，一時無處棲身，流浪躑躅街頭。東普陀率

先以海單接眾，聞風而至者，曾一日來者二千多人，此後常住眾亦百餘人，歷九年。寺

內常無隔宿之糧。虛雲和尚囑弟子將供養之財物轉送東普陀供眾。足見其俠義精神，感

動一時，不少道場紛紛仿傚。僧眾才得以安住。

    觀其一生，充滿激盪，傳奇，卻動靜皆宜，不愧為一俠義僧，慈悲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