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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  寂慧

  

 

葉文意

    有一類佛教人士，佛學水準平平無奇，需下很大苦功，卻不能對「深經」「契入」

，正因如此，他們頗能踏實地修學，將勤補拙，謙卑學習，禮賢參學，處事穩當，不擺

架子，恒持不懈。最後亦能發光發熱，甚至比很多聰明利根之士，成就更大。可見後天

的努力，確能改變一個人的成就。

    葉文意不但在衣著、外貌、聲調等給人單調、呆板的印象，更終身不婚嫁，可是以

其對佛教的熱誠，竟沒有出家，可見其有一定的「偏執」。

    她出生於一九二九年，世壽八十五，事師羅時憲，並於珠海書院修讀歷史，精勤修

學，恒心不退，不苟言笑，華而不實，沒有架子，對於弘法利生事業的邀請，欣然接受

。她是一位校長，醉心教育事業，對弘法佈教，佛學講座，佛學班，禪修班的參與，一

生中從未間斷。曾在明報撰寫佛學專欄，於大會堂講經十三年，於香港大學校外課程的

佛學科講授九年，中文大學教授靜坐十年，撰寫《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為空白的香

港佛教史開啟新頁。而她的「空中結緣」佛學廣播節目，更長達數十年，「至死不渝」

，在當年以廣播弘教來說，可說前衛兼有遠見，除了影響香港外，更影響國外的華人區

，其貢獻之大，難以計算。

    香港公益金草創不久，她便發起佛教界，每年一次的步行籌款，體驗大乘精神，且

深入社會，從無間斷。從這些使人「驚訝」的舉措中，可發掘出她的性格非如外觀及學

者的偏執，而是多才多藝，性格廣泛，契合佛教義理，人格化且可愛的一面。

    如此難能可貴的人材，實是佛教之福。

高永霄 

    另一位居士高永霄（1924―2012），亦如葉文意般忠於佛教，他除了自己本身的職

業外，幾乎所有時間皆投身於佛教事業中，無論大型演講、小型演講、著作、創辦學會

、參與各佛教團體等，無不涉足。沒有一點架子，只要有人邀請，必全力以赴。亦會恒

心地，無間斷地堅持下去。環境豪華的場地，他會出現演講；環境狹小的場地，他亦樂

於作嚴肅的講經，聽眾雖少至三數人，他亦不介懷，堅持宣講下去。

    他是三輪佛學星期班、明珠佛史班、菩提佛學班研究講師，在各種佛學雜誌及紀念

文集發表文章。撰寫中國及日本佛教歷史，更對荒地般的香港佛教歷史，撰寫《香港佛

教源流》，給空白的香港佛教史啟端。

    他曾是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的多屆會長，出席日本、泰國、尼泊爾、美國

、南韓、台灣等地的「世界佛教徒友誼大會」，參加於斯里蘭卡的世界佛教領袖及學者

會議，對於佛教，他可說席不暇暖，鞠躬盡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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