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蓮禪寺

百年前位於大嶼山荒僻高
原上的茅蓬，今天發展成
為名聞中外的梵剎。歷代
高僧以國內叢林為參照，
在香港創立禪門規範，承
先啟後。

寶林禪寺

法門古道上山林中的十方道
場，原由一位苦行僧所創
建，後來成為香港僧才重要
搖籃。至今寺內僧伽仍持守
樸實的農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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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南北朝期間，佛教已經傳入香港，但弘法事業尚未興旺。
直至清末民初，內地局勢動盪，不少僧伽來港修道弘法。他們
在大嶼山昂坪一帶蓋茅築舍，過着簡樸的叢林生活；十方雲水
僧到此，一粒共餐，種山蔬，置法器，草創禪門規模。

時至今日，原是偏僻山林的大嶼山經已發展成世界聞名的佛教
道場，更獲「南天佛國」之稱。

由昂坪到東涌的山徑，被稱為法門古道，沿途散佈梵宇精舍。
是次參訪的寶蓮禪寺、寶林禪寺都是法門古道上的著名佛教道
場，它們見證了香港梵剎叢林的歷史傳承與發展。

同學在參訪時不妨放開懷抱，開放心靈，親身體驗，直接感受，
並帶着以下問題，尋找答案：

　百年前在荒僻山林中的茅蓬，今天竟能發展成為世界著名佛
教道場？這是源於天時、機遇，還是完善的叢林制度？大德
高僧作出的貢獻對此有何影響？

　甚麼是「禪」？我們應如何理解「行、住、坐、臥都是禪」
這句話？

　山上寺院內，僧伽生活方式是怎樣的？

一 . 認識大嶼山法門古道寺院的歷史淵源，擴闊知識，啟發興
趣。

二 . 認識高僧大德的生平，了解他們的慈悲與智慧，在繼往開
來方面的貢獻，從而領略佛教積極的價值觀。

三 . 欣賞佛教建築藝術文化。

四 . 認識佛教叢林制度與僧伽生活，並進行參與宗教體驗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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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探究手冊　路線二
備有檔案可供調適運用

時間 活動（教師版）

08:00 在學校集合，乘車出發

09:00 各校專車在東涌匯合後，轉乘兩輛旅遊巴前往昂坪

09:30

到達寶蓮禪寺，旅遊巴駛至大佛上層，參訪開始：
 天壇大佛
 地壇

10:20

由地壇前往大雄寶殿，沿途參訪：
 牌坊
 韋馱殿

10:45 法師開示，主題：繼往開來

11:15
由大雄寶殿往萬佛殿，參訪：

 萬佛殿

11:20
由萬佛殿到大雄寶殿前，參訪：

 大雄寶殿（並在殿前大合照）

11:30 午齋（11:45開始）

13:00
抵達寶林禪寺，由法師作導賞：

 簡樸叢林生活

15:30  認識農禪

17:00 回校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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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齊認識寺院歷史

自三位祖師創設寶蓮禪寺以後，第二任住持筏可法師和第五
任住持聖一法師貢獻良多，他們繼承三位法師的衣缽，將寶
蓮禪寺由細小的茅蓬，發展成現今規模龐大的佛教聖地，繼
往開來，影響所及乃至島內其他佛寺。
寶蓮禪寺的歷史發展如何反映高僧大德們的心力、魄力和偉
大？
下列年表簡單記錄了各高僧大德歷年在大嶼山發展佛教道場
的成果，我們透過年表重溫高僧大德們的努力和心志後，試
在橫線上簡單寫下你的感受。

大悅、頓修和悅
明三位禪師來港
草建「大茅蓬」，
為寶蓮禪寺雛型。

聖一法師在寶
林禪寺興殿堂，
立清規。

筏可法師出版
《大嶼山誌》

聖一法師等十三
位高僧為天壇大

佛開光

聖一法師長期
駐錫寶林襌寺

大茅蓬改名
為寶蓮禪寺

筏可法師擔任寶
蓮禪寺住持，著
手籌建十方叢林。

1993

1958

1906

1924

1930

1961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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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高僧大德們於大嶼山一直以來創建佛

教道場的努力後，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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