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蓮覺苑

創建於1935年的東蓮覺
苑，是香港島首間市區
寺院，位於跑馬地。東
蓮覺苑是何東爵士夫人
張蓮覺居士發心興建，
建築設計中西合璧，現
為法定古蹟。東蓮覺苑
早年興學弘法，現積極
推動佛教現代化事業。

法性講堂 

法性講堂位於九龍新
蒲崗。講堂取名為「法
性」，是希望在這喧
囂紛擾的都市中，為
大眾提供一處清淨、
修學佛法的道場。講
堂針對現今香港人的
生活習尚，讓大家在
體驗之中，接觸佛理。

佛教愍生講堂

佛 教 愍 生 講 堂 於
1993年愍生法師圓
寂後開始創建，2001

年遷北角現址，更
積極開展種種弘法、
教育等活動，包括心
靈課程及各種活動
班等，成為港島鬧
市中一座莊嚴道場。                                                                                                           

本相片由東蓮覺苑提供 本相片由佛教愍生講堂提供 本相片由法性講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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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屯門和大嶼山是香港佛教的歷史重鎮。據說千多年
前杯渡禪師在屯門山上修道的「杯渡庵」，後於民國初年改建
成青山寺。而在二十世紀初期，不少內地僧侶來港，在大嶼山
修築靜室茅蓬，位於昂坪的寶蓮禪寺日益宏大，名聞遐邇。

然而，香港佛教的弘法事業並不局限於深山中。在這探究路線，
同學可到訪香港巿區的佛教道場，包括位於香港島的東蓮覺
苑、佛教愍生講堂和九龍的法性講堂，以深入了解這些道場如
何推動社會發展，當今又如何契合社會需要而與時並進。

各位同學不妨帶着以下問題，在參訪的時候尋找答案：

　這些市區道場如何發展起來？源於誰人的功德？當中又有甚
麼因緣？

　在巿區建立道場面對甚麼困難？他們如何解決難題？ 

　這些巿區道場在弘法事業方面有甚麼特別之處嗎？

　這些巿區道場對香港社會發展有甚麼影響和貢獻？

一 . 認識東蓮覺苑的歷史，以及何氏家族在護持道場、弘法利
生與發展慈善事業等各方面的功德，體會佛教在家居士對
香港社會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性。

二 . 參觀法定歷史古蹟建築，了解中西結合的建築藝術，以及
背後的佛教意念，提升人文素養。

三 . 聆聽法師開示，了解前人面對的困難和付出、領會劃時代
的佛教創新思想。

四 . 在現代化的道場內，體驗多樣化之活動，淨化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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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教師版）

08:00 在學校集合，乘車出發

09:00

抵達東蓮覺苑進行參學活動：
 東蓮覺苑專人導賞
 探究活動
 寶覺小學參觀 (需預約 )

12:00 前往佛教愍生講堂

12:30

抵達佛教愍生講堂進行參學活動：
 佛教愍生講堂參訪
 法師開示

14:00 前往法性講堂

14:30

到達法性講堂進行參學活動：
 「追隨」法師
 禪修、禪藝活動

17:00 回校解散

學生探究手冊　路線四
備有檔案可供調適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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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發展歷史知多少？

為甚麼香港佛教發展初期，叢林道場主要設

於屯門和大嶼山一帶？ 廣州是海上 [絲綢 ]

之路起點之一，而香港新界西部位於 [珠江 ]

下游出海處（早於唐代，屯門已是華南重要

交通樞杻及軍事重鎮）1，由於水路交通方

便，中土佛法亦自內地傳到香港新界地區，

並集中於屯門和大嶼山一帶。

同學對屯門和大嶼山的佛寺有多少認識呢？ 

試上網搜尋屯門和大嶼山寺廟的照片，並貼

在方格內。

屯門 [在此貼上一張屯門寺廟的照片 ]

1　「屯門歷史，可遠溯自新石器時代，盛唐一朝，更是華南重要交通樞杻，
軍事重鎮。」＜屯門歷史與文化 _香港區議會，2007＞

寺廟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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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 [在此貼上一張大嶼山寺廟的照片 ]

為甚麼後來又會出現巿區道場呢？

寺廟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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