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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人物介绍 - 圆瑛大师 
 

 

大师是福建省古田县平湖端上村人，生于公元 1878 年，圆寂于 

1953 年农历 8 月 12 日亥时，享寿 76 岁。俗姓吴，名亨春；父元

云公，母关氏。五岁时椿萱失荫，稍长业儒，过目成诵，聪颖过

人。 

十七岁，觉悟人生如梦，亟思舍俗出家，为其叔父所阻，未获如愿。十八岁大病，愈后

遂决心出家。十九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宏悟，字

圆瑛，号韬光，后亦名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二十岁依鼓山涌泉

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1915 年 2 月过新加坡弘法利生。 3 月，至槟榔屿讲经说法。  

1922 年 10 月于南普陀寺讲《楞严经》圆满，远渡南洋，因赴仰光朝礼大金塔，道经新

加坡，同转道和尚晤秦亮工领事及普觉精舍主人郑雨生居士，畅谈佛法，机教相投，遂

组织普觉讲经会，请大师讲《大乘起信论》于普陀寺。  

1923 年 2 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宣讲《阿弥陀经》，示人以专修净土法门。并与转

道、转物二师商议回闽后，重兴泉州开元寺。  

（转道法师， 1872-1943 ，福建南安桐林乡人。 1890 年依漳州南山寺善修披剃出家，

法名海清。翌年依南山崇福寺佛学和尚受具足戒。复参学金山隐儒、新林大定、赤山法

忍等大德。于杨州高日文寺与虚云法师结为同 参。与圆瑛、会泉二位大师听教于天童

寺通智法师。前后七年，足不出山。为报母新成就出家恩，发愿朝礼四大名山，先后朝

五台山三次，普陀山十二次。于厦门南 普陀寺建立佛学院，到南洋筹集经费。 于新加

坡光明山建普陀寺 ， 请圆瑛大师讲《大乘起信论》，席间谈及泉州开元寺，为闽南千

年古刹，乃唐匡护祖师所建之法幢。惟因年久失修，绀宇尘封。现圆瑛、转物二位大师

发愿重修。出 其多年行医所得数万元，经数载始竣工。经圆瑛大师主持，重整清规，

梵诵肃然。后任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倡办华文佛教会，使华侨子弟得闻佛法，使中

华文化 在海外成长。今日新、马佛教之发展，应归功妙莲、转道二大，师开创之功

也。）  

1926 年 4 月第四次重渡南洋，为筹募泉州开元慈儿院基金。所得之款，于马六甲组织

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将所得之息金，分期汇交慈儿院，冀垂永久。时王嘉禄先生见

示绝句，次韵奉酬二首。耳熟君名已有时，今朝亲接紫芝眉，论交自恨相逢晚，许我推

敲慰所思。  

7 月，在新加坡普陀寺讲经。该处有一河每年溺死数十人，闻大师在台湾有超度之法，

亦请大师超度，大师约以素食。适埠中有一大蛇，关在笼中，将供食用。大师令放生，

并为说法，解笼释放，蛇腾数尺，一跃入河。去而复还，翘首向大师致谢，如是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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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莫不称异。  

8 月，在槟榔屿与陈宝琛瞻礼万宝佛塔。过鹤山极乐寺时，次陈宝琛诗韵二首以赠,诗
云:"远从沧海访名山，孤鹤翩翩尚未还，梦酬一声清磬永，却疑身在万松间。 杖锡孤行

过鹤山，忽惊落叶报秋还，微风细雨淡诗意，人在幽花瘦石间。"另一首为："耳熟君名

已有时，今朝亲接紫芝眉，论交自恨相逢晚，许我推敲慰所思。"  

9 月，游南洋怡保坡三宝洞及圆通峪，赋《三宝洞圆通峪》一首明志,诗云:"耳熟君名已

有时，今朝亲接紫芝眉，论交自恨相逢晚，许我推敲慰所思。"  

10 月，在极乐寺获佛舍利四颗。  

12 月，奉舍利回国，安置于泉州开元寺。  

1937 年 60 岁，十二月三日，承南洋雪兰莪千佛寺明妙和尚、东莲小筑胜进法师、华果

法师，三宝洞清心法师、宗鉴法师等人之请，启建祈祷世界和平息灾法会，大师主持法

会，规模宏大，参加者甚多。并请演讲佛学，挽回劫运，特在楞伽山千佛寺前摄影留

念。  

十二月上旬，时值日本侵华,大师于新加坡总商会演讲，号召我炎黄子孙，共赴国难，

组织《中华佛教救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汇款汉口，组织第二僧侣救护队。 之后再

到吉隆坡，槟榔屿总商会，组织募捐委员会，汇款组织宁波第三僧侣救护队。根据明扬

法师回忆：大师在新加坡募捐，得到侨绅陈嘉庚先生大力支持，组织新 加坡华侨抗日

救国筹赈会。并在总商会讲经，以及天福宫忠心和尚、天公坛达明和尚、普陀寺转道和

尚、转解和尚、龙山寺宏船法师、詹（草字头）葡院广洽法师等 人，利用讲经说法的

机会，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侨胞踊跃捐助，筹募赈款。星洲各报，大力支持，宣传

报道，收效极大。大师又到吉隆坡，得到胡文虎、胡文豹 两位先生的支持，热诚捐

献。并由商会会长黄重吉先生等人协助筹款，组织《筹赈会》。大师又在该地大会堂、

威镇宫、观音寺等处与妙志法师、一心法师、振敏法 师等人，讲演佛学，宣传抗日，

收效甚巨。又到巴生坡观音亭转物老和尚和商会侨绅苏先生等护法居士处，作抗日救亡

筹款演讲，收效很大。大师每到各处，报界人 士积极拥护，大力宣传，报道六十岁的

高僧圆瑛老法师，为了拯救祖国，远渡重洋，奔走呼号，使海外赤子，热血沸腾，出钱

出力，保卫祖国。  

1938 年 2 月抵马来亚巴生坡。华侨筹赈会假华商公所，开会欢迎并摄影留念。又承华

侨学校开会欢迎。巴生坡观音亭转物老和尚请师弘扬佛法，并传授皈戒，法会圆满，摄

影留念。  

春，到达槟榔屿，得到侨领邱善佑、朱和乐、林佑椿、谢应嘉等先生，以及极乐寺的真

果监院明德、伯圆副寺等，观音亭宝林法师、华严寺杨宗法师、椰脚观音寺慧 宗和

尚、达真和尚、车水功德林如贤法师、槟城佛学院华智法师，菩提学会慈航法师、本道

法师的大力支持，宣传救国赈灾，获得海外同胞踊跃捐献。到处讲经弘 法，演说佛经

受到教友信众拥载护持，因而求受皈戒者，如水趋壑，众星拱月，口碑载道，哄动一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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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槟榔屿福州会馆开会欢迎，藉联乡谊，海外逢知己，一见更相亲。是日普

陀岩主人清瑞法师欢迎大师抵槟城，举行盛大会议，并摄影留念。  

3 月 28 日，当选为槟城极乐寺住持。极乐寺在马来西亚槟城阿以淡升旗山脚，于 1898-
1920 年建成。创建人为福建福州鼓山和尚妙莲、得如。该寺为鼓山涌泉寺下院。创立

后逐步建成大雄宝殿、天王殿、法堂、藏经阁、客堂、斋堂、香积堂、钟鼓楼、万佛 
宝塔等。殿阁依山建筑，自山麓至山门有数百级石级。万佛宝塔共有七层。顶层为缅甸

式、中层为泰式、下层为中国式。大师为鼓山涌泉寺住持，理所当然地是该寺 住持。

该寺在南洋素著声望，堪称首刹，得大师住持后，百废俱兴，日趋庄严。寺有万佛宝

塔、无量寿塔，互相显耀，并耸云宵，足徵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4 月，于极乐寺进院升座说法。（见住持禅宗语录）  

5 月，于槟城普陀岩讲经。  

6 月，应上海中国佛教会之请，率徒明扬（扬为日字边）回国。  

1948 年， 71 岁， 1 月下旬，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率徒明杨法师乘机启程赴南洋，

（大师于 1938 年春接任南洋槟榔屿极乐寺住持。 1939 年秋，大师与明杨因事回国，将

寺务委托志琨法师代理。太平洋战争发生，槟城沦陷，寺僧艰苦支撑。抗战胜利后，监

院明德法师等以大师九年未至极乐寺视理事 务，现战争停止，交通恢复，咸望大师能

飞锡南来，重兴伽蓝。于是志琨、明德等法师，请新加坡天公坛达明老法师和深日师为

代表赍函回国，敦促大师南下。）途 经香港。 24 日香港佛教联合会同人，假东莲觉苑

开会欢迎，恭请开示法要并摄影留念，深受厚待。 1 月 25 日，应王学仁居士、林楞真

苑长之请，在东莲觉苑讲《楞严大纲》三天，听众满堂，法喜充满，得未曾有。  

2 月 4 日在如贤、明德二位法师陪同下，于吉打坡莲德堂讲演佛学，传授三皈净法，同

全体信徒摄影留念。  

2 月 27 日，应吉隆坡达真、明妙、音亭和尚及徒妙志、一心等恭请，下往大茨山威镇

宫讲演佛陀教义，备受欢迎，皈依者众多。临别依依盼大师早日重来，恭亲教益。  

3 月上旬，抵槟榔屿，极乐寺全体僧俗数百人，列队欢迎，并于寺内开欢迎大会。  

3 月 10 日，于槟城宝誉堂开示法要并传授皈依，摄影留念。  

3 月 14 日，承海客园观音阁同人开会欢迎，即席开示法要，摄影留念。  

3 月 15 日，应槟城华严寺扬宗当家大师之请，同徒明杨卓锡到该寺讲经七日，听众满

堂，并授皈戒。摄影留念，法喜充满。  

4 月，吉隆坡观音亭如贤法师，请大师讲经七日，法会隆盛圆满。明扬法师均随侍前

往。槟城妙香林连生道场，恭请大师讲开示，摄影留念。大师和明扬法师应槟城洪 福
寺主人本道法师（大师之戒子）之请讲开示。槟城菩提学校设宴欢迎居师莅校开示。常

凯法师（常凯法师在福建泉州开元寺，依转道法师受具足戒，后于 1949 年赴新加坡创



4 
 

办中华施诊所）亦参加大会。  

5 月，槟城极乐寺僧众，为祝贺大师 71 岁寿辰，特开千佛寿戒。台北佛学院院长慈航

法师任羯摩和尚，吉隆坡千佛山明妙方丈任教授和尚，青龙宫丹守法师，极乐寺首座云

海法师，星洲达明和尚等任尊证 阿门者黎，瑞等、宏船、广洽等任大师傅、二师傅及

引礼师。规模宏大，法幢高登。大师戒期上堂说法。  

6 月 13 日，于槟城返国前，又应吉隆坡惠元亭振敏法师之请，讲演佛学并传授三皈。  

6 月 15 日，槟城菩提学院，特设斋招待并请开示，摄影留念。  

6 月 20 日，偕徒明扬法师回国，抵达上海。  

1953 年 9 月 19 日（农历 8 月 12 日）大师世缘已毕，功德圆满，撤手西归。  

   

广 洽法师 1900 生于福建南安县罗东埔头田中乡。五岁丧父，十岁丧母。 1921 年礼瑞

等法师为师，出家于厦门南普陀普照寺。 1929 年起师事弘一大师。 1937 年 10 月因卢

沟桥战争爆发，退居新加坡，会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导师。 1952 年任龙山寺住持并创办

弥陀学校。 1975 年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 1986 年改任主席，不久即退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