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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蓮覺苑 

東蓮覺苑是何東爵士之夫人張蓮覺居士(1875-1938)

所創建。民國十八年 (1929)，國內政局詭變，軍閥割

據，張蓮覺居士憂心於當時世局紛擾，戰爭隨時一觸即

發，認為要挽救時局惟有佛法，然感歎當時佛教式微，

若要振興佛法，除了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別無他途。她

認為「女子為國民之母」，所以發願辦佛教學女子學校，

希望藉佛教教育令世人瞭解佛法與因果，才是改善社會

人心的根本之道。 

民國十九年（1931），張蓮覺居士於波斯富街設立第一所佛教學校「寶覺第一義學」，不

久在澳門龍嵩街又設立「寶覺第二義學」，這兩所義學都是為了當時家貧女子而設立，開設

的課程以實用為主，有珠算、縫紉、編織等，旨在使其能夠獨立並協助家庭。 

民國二十一年秋(1932)，鎮江竹林寺住持靄亭法師退居，張蓮覺居士特迎請靄亭法師來港

弘法，在青山「海雲蘭若」設立「寶覺佛學研究社」，開始培育女性佛教人才。  

民國二十年(1931)十二月二日，何東爵士結婚紀念，慷慨解囊十萬禮金予張蓮覺居士，進

一步規劃成立寶覺日夜義學與東蓮覺苑。  

張蓮覺居士開始了她建設永久道場的計畫「東蓮覺苑」。在跑馬地山光道覓得一片一萬二

千呎土地，以一萬七千餘元向政府購得，並請靄亭法師監造。 

民國廿四年(1935)東蓮覺苑落成後，將原先的波斯富街寶覺義學，與青山的寶覺佛學社共

遷一處，成為香港第一個專為婦女設立的佛教學校，這時佛學社共有數十位比丘尼與優婆夷，

寶覺義學的學生共有 108 名。  

民國二十七年(1938)，張蓮覺居士安祥捨報往生，遺願將東蓮覺苑交由王學仁、陳靜濤、

林楞真居士與若干親友，籌組董事會繼續管理苑務，由林楞真居士接任第二任苑長與寶覺學

校校長職務，繼續弘法利生。民國四十年起由愍生法師接第三任苑長，後由慧明法師繼第四

任苑長，第五、六任各為慈惠法師、永妙法師，2000 年起由妙慧法師續第七任苑長至今。  

東蓮覺苑入口山門的石柱各為「寶覺義學校」與「寶覺佛學社」的刻石，這兩個具有紀念

意義的石柱，述說了東蓮覺苑前身的歷史。 

從東蓮覺苑的山門進入，門楣上是中國近代知名愛國學者葉恭綽書法刻石「東蓮覺苑」，字

體遒勁秀麗，兩旁大柱對聯「東照一光昏衢灼破，蓮開九品彼岸同登」。拾級而上進入前殿，

一尊敞腹開懷大笑的金身彌勒佛正喜迎善信來訪，彌勒佛龕則是佛寺的護法韋馱菩薩，其位

置面對著大雄寶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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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馱殿的左右兩旁分別為知客處與辦公室，牆面各立著幾座存放大藏經的木質書櫃，  

最特別的是地面所鋪古韻雅致的義大利進口地磚，與西洋彩繪玻璃，這是中國傳統寺院少見

的建材與裝飾。 

再拾級而上進入大雄寶殿，首先見到一座藥師琉璃佛塔，

約二人高，木構漆金的寶塔有七層樓閣，層層塔簷均飾以掛

鈴，雕鏤精緻，每層供有佛像，每尊像前皆有供燈，使整座

藥師琉璃寶塔無比金碧輝煌。 

限於地理面積，東蓮覺苑沒有一般寺院的鐘樓與鼓樓，在

此處則將銅鐘與鼓分別安設於大殿的藥師塔左右兩側，大悲

銅鐘刻著大悲咒經文，是民國乙亥年(1933)由何東與張蓮覺

居士捐獻，靄亭法師與林楞真居士監造。 

大殿中央佛龕供奉著三世佛，中央釋迦牟尼佛、左右各為東方藥師琉璃光佛與西方阿彌陀

佛，釋迦牟尼佛的兩旁為佛弟子阿難與迦葉尊者。佛龕背面則供奉著金身觀世音菩薩，左側

為普賢菩薩，右側為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兩側為善財童子，普賢菩薩手執一萬卷書，騎乘

白象，文殊菩薩手執著如意，座騎為青獅。 

大殿的後廂順著臺階向上是蓮覺紀念樓，這棟樓由董事會釋筏可法師等人於 1954 年為紀

念張蓮覺居士八十冥壽所建，現為金剛堂。 

二樓主要為祖先堂，祖先堂的中央為世勤堂，係紀念何東爵士年幼早夭的長子何世勤。 

下樓經過齋堂，牆上掛著由葉恭綽書法「勇猛精進」，以及東蓮覺苑歷任苑長的照片，民

國二十七年。 

中國歷史上許多的佛寺原本都保存了珍貴的文化藝術遺產，但是戰爭革命加上人為的破

壞，許多都難見原貌。地處香江一隅的東蓮覺苑雖也走過動亂的歲月，有幸未遭戰爭摧殘，

令人感懷也分外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