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倓 虚 法 师（1875—1963），中 年 出 家 ，

随近代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修学，在兴办

佛 教 教 育 、建 设 佛 教 道 场 方 面 有 突 出 贡

献。1925 年，谛闲老和尚向倓虚传天台宗

第 44 代 法 卷 ，倓 虚 法 师 成 为 天 台 宗 第 44

代传人。

早年出家

释倓虚，俗姓王，名福庭，出家后法名隆

衔，法号倓虚，他是河北省宁河县北河口北

塘庄人，清光绪元年（1873 年）出生。

倓虚的母亲张氏，在未生倓虚前已生

了 七 八 胎，都 没 有 养 大，36 岁 时 又 生 了 倓

虚，倓虚是他父母唯一存活的儿子。到了

11 岁时，才进入私塾读书，本来当地人家的

孩子，多数不入塾读书，小时候游荡，大一

点就随大人干活。倓虚是独子，他母亲怕

他随着村童去打鱼摸虾出意外，才送他入

学塾中。倓虚的天分不高，常因背不出书

挨老师的打。他人又老实，不敢逃学，只有

常常装病不到学塾去。就这样，断断续续

读了四年书。

14 岁时，母亲送他到一家字号益隆智

记的铺户学买卖，学了半年，他觉得乏味，

就辞职回家。在家赋闲了两三年，看了不

少的章回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等。

17 岁时，他母亲为他娶了亲。那时是光绪

十七年盛暑，当地闹时疫（霍乱），村中死了

很多人，他一家人命大，没有被传染。婚后

数年间，他迷上了外道，想学“长生不老”之

法。什么金丹道、西华堂、归依教，以至于

基督教、天主教他都入过；什么炼丹、运气、

点窍也都学过，最后他发现全是骗人的，所

以都放弃了。

20 岁到 30 岁这段时间，他做过买卖，到

军营中当过差，逃过难，做过工，还摆过卦

摊。其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

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等事件，直到光绪

三十一年（1905 年），他才有一分安定的工

作，那是在营口一所宣讲堂任宣讲员，后来

转任督讲。

在以上 10 年间，他的家庭也发生了极

大的变故，他二十岁时父亲逝世，26 岁时母

亲病故。在此期间，他的长女、长子也相继

出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他把家眷也

迁到营口。他在宣讲所那几年，有暇就看医

书，在中医药方面颇有心得。家眷迁到营

口，生活担子加重，为了生活问题，他离开了

宣讲所，凑钱开了一家中药铺，字号是东济

生。他在药铺里，一方面行医，一方面看善

书，也研究佛经。

他那些年朝夕研读的，是《楞严经》。还

有几个志同道合，一同研读《楞严》的朋友，

其中最热心的是刘文化。刘文化曾特别到

北京嘉兴寺去请《楞严》回来大家阅读，到后

来他就有了出家的心愿。四十岁时，曾到北

京附近的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向宝一老和

尚请求出家，但别人对宝一说：“他是营口的

名医，有妻子儿女。”宝一和尚没有接受。到

了民国六年（1917 年），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感觉到人命在呼吸间，世网萦缠，终无了期，

便毅然放下一切，假藉回家修坟墓，就这样

离家到了天津。

他到天津的清修院，找到一位他在红

螺山认识的清池和尚，要求出家，清池认为

他已研究佛经多年，应该拜一位尊宿为师，

就带他到涞水县的高明寺，求纯魁禅师代

他已入寂的师兄魁印禅师收倓虚为徒弟。

这位俗名王福庭的中医先生，就在高明寺

剃度出家了。剃度后，仍随清池回到天津

清修院，他虽然年已 40 多岁，但未受过戒，

仍是沙弥身分，在清修院打鼓撞钟，收拾佛

堂，打扫院子。

倓虚出家那一年的秋天，宁波观宗寺

的谛闲法师传戒，倓虚认为机会难得，于九

月间南下宁波，在观宗寺受具足戒，受戒后

就留在谛闲法师所办的佛学研究社，学习

天台教法。他在研究社学习期间，发奋忘

食，十 分 努 力，很 受 到 谛 老 的 重 视 。 事 实

上，谛老也因为弟子多是南方人，北方佛法

衰微，他希望能培育出几位北方弟子，以复

兴北方的佛教。

他和禅定和尚到北京时，原本是禅定

介绍他到奉天的万寿寺协助方丈省缘办僧

学，结果到了营口，他早先宣讲所的朋友和

一同研究《楞严经》的朋友，如王志一、陆炳

南、于春圃等，都鼓励他留在营口弘法，大

家支持他建立一所楞严寺，以为他们当年

共同研究《楞严经》的纪念。因缘诚然不可

思议，他那班朋友都没有什么经济力量，但

无意中得到一位信佛的善士姜轶庵资助，

以 6000 元买下一块 70 亩的土地，这样建寺

的事就有了头绪。但以建筑费一时尚无着

落，他先到奉天万寿寺去办僧学堂。在东

北他又认识了几位居士，都捐了钱，陆炳南

等人在营口也找到一些慈善人士捐助，这

样 楞 严 寺 就 开 始 兴 建 了 。 前 后 经 过 了 10

年之久，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楞严寺》竣

工了。倓虚不去任住持，他推荐了时任宁

波天童寺方丈的禅定和尚，到营口楞严寺

充任十方选贤的首任

住持。

另一方面，他在奉

天万寿寺佛学院任主

讲，前后三年，讲完《佛

遗 教 经》、《四 十 二 章

经》、《八大人觉经》等

十部经，其间到过东北

如哈尔滨、海城等大城

市去讲经，还收了许多

皈依弟子。东北以往

没有讲经的法师，他是

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

使他在东北声誉日隆。

极乐寺担任住持

民国十二年（1923

年）放寒假后，他在万

寿寺主讲三年已满，应

哈尔滨信众之请，讲《楞严经》。这时，佛教

的大护法朱子桥将军，担任东北护路总司令

兼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开会欢迎他。当时

哈尔滨有一位时任中东铁路稽查局长的陈

飞青居士，早在一年多前就和倓虚商议过，

要在哈尔滨建一所寺院。这时他到了哈尔

滨，机缘成熟，建寺的工作已经开始，他就出

任了这座“极乐寺”的首任住持，并负起继续

兴建的责任。

极乐寺的兴建，在朱子桥、陈飞青以及

北京的叶恭绰等大护法的支持下，工程进行

得很顺利，1924 年 8 月就全部竣工了。不但

如此，还在山门内两侧空地上建了十多间瓦

房，办了一所极乐寺佛教学校。

倓 虚 在 极 乐 寺 担 任 了 6 年 住 持 。 其

间，营口的楞严寺还没有竣工，在长春又兴

建了般若寺。奉天万寿寺的佛学院、北京

弥勒寺的佛学院也都请他去讲经。他就在

这几个地方往来忙碌。1929 年 4 月间，还

在极乐寺传了一次戒，请宁波观宗寺的谛

闲 老 和 尚 到 了 东 北，担 任 得 戒 本 师 和 尚。

倓虚在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受学时，谛老以

他系北方人，在社中品学兼优，对他十分重

视，目的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在北方弘扬佛

法 。 如 今 他 果 然 达 到 了 老 和 尚 对 他 的 期

望，自然十分欢喜，亲写了一统嫡传天台宗

第四十四代法卷传给他，倓虚于此继承了

天台宗的法嗣。

传戒结束，送走了谛闲老和尚，他六年

住持期满，准备退座，与地方诸大护法开会，

推多年在极乐寺协助他办事的定西法师继

任住持。定西法师就是与他在营口一同研

究《楞严经》的于春圃

居 士 ，依 宝 一 老 和 尚

出家，初名如光，后来

改名定西。

协助般若寺修建

交卸了哈尔滨极

乐 寺 的 住 持 ，倓 虚 又

到长春去忙般若寺的

兴建。般若寺兴建的

起 因 ，是 早 在 他 数 年

前到长春讲经时就种

下了。那次他在长春

讲《金 刚 经》，地 方 护

法 居 士 丁 树 敏 、张 子

元 、马 靖 东 等 发 起 建

寺。以建寺之缘由于

讲《金 刚 经》，所 以 就

定名为“般若寺”。但

由于筹款不易，工程断断续续。中间一度因

为长春开马路，原先建的为社会局赔款征

收，又选了一块地重建。直到倓虚去住持

后，工程才加速进行。同时有一位早年在奉

天万寿寺作学僧的澍培法师，在般若寺协助

照应。

1931 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军

占领东北，倓虚因般若寺工程未了，一时不

能脱身。1932 年 2 月，他接到朱子桥由西安

发来的电报，促他到西安去弘法，他借机把

般若寺的住持交由澍培法师继任，偕同一位

景印涵居士经北京到西安去了。

那时西北的佛教有两位大护法，一位是

辞官不作、专办赈济事业的朱子桥居士，一

位是陕西当地人，曾任过财政厅长的康寄遥

居士。那时西北的佛教十分衰微，由于朱、

康两位居士的提倡，加以倓虚到西安讲经，

还和当地的一位华清法师在大兴善寺办了

一所佛学院，所以西安的佛法一时有兴旺起

来的迹象。他在西安停留了半年多，由于是

年七月谛闲老和尚在观宗寺圆寂，他接到通

知称九月发龛，要他务必参加，他就离开西

安到宁波去了。

开创青岛湛山寺

到宁波奔过谛闲老和尚的丧，叶恭绰

居 士 在 上 海 设 斋 欢 迎 他，席 间，叶 居 士 请

他 到 青 岛 去 兴 建 一 所 寺 院 。 青 岛 早 年 是

一 个 小 渔 村 ，后 来 辟 为 商 埠 ，就 日 益 繁

荣 。 德 国 人 占 驻 后，大 力 建 设，使 青 岛 成

为国际商港。1931 年，叶恭绰和陈飞青两

位 居 士 到 青 岛 避 暑，见 青 岛 市 面 繁 荣，耶

稣 教 和 民 俗 外 道 盛 行 ，独 独 没 有 中 国 寺

院。他和当地人士开会讨论，要在青岛兴

建一所寺院，他并当场认捐一万元。当时

的 青 岛 市 长 胡 若 愚 还 拨 了 一 块 公 地 。 叶

居士那时曾函约倓虚到青岛去负责筹建，

倓 虚 以 长 春 般 若 寺 工 程 未 完 而 辞 谢 了 。

这 一 次 在 上 海 见 面，叶 居 士 旧 话 重 提，倓

虚 推 辞 不 得，就 承 担 了 下 来，这 就 是 他 到

青岛去开创湛山寺的因缘。

青 岛 的 湛 山 寺 ，规 模 极 其 庞 大 ，自

1934 年动工，直到 1947 年才告一段落。这

其 间，有 无 数 的 佛 教 信 士 发 心 施 助，众 志

成城。最感人的，是一位军人出身的王金

钰居士。他独任了兴建大殿的费用，还把

他 青 岛 市 区 一 幢 高 级 住 宅 捐 给 湛 山 寺 作

为精舍。还有佛学家周叔迦居士，他们弟

兄 几 个 捐 建 了 湛 山 寺 的 药 师 塔 和 藏 经

楼。一位台湾人林耕宇居士，独立建了山

门，并 捐 款 数 十 万 元，做 了 寺 内 各 大 殿 的

台阶、栏楯等环境工程。可是到了湛山寺

工 程 完 成 的 时 候，大 陆 内 战 也 糜 烂 不 堪，

翌 年 1937 年 3 月 底，倓 虚 离 开 青 岛，经 上

海到了香港，从此未再回过湛山寺。万法

无常，于此可见一斑。

赴港设立华南佛学院

他赴港的因缘，也是由叶恭绰居士而

起。1948 年，大陆许多学僧逃难到香港，无

所归依，有些被诱入了基督教的道风山宗教

研究院。后来，乐渡法师发现早年宝静法师

创办的“弘法精舍”空置未用，乐渡与精舍董

事王学仁、黄杰云、林楞真等，一同找到了在

港隐居的叶恭绰居士，相商在弘法精舍设立

佛 学 院，以 收 容 在 港 学 僧，请 倓 虚 法 师 主

持。后来，叶恭绰和乐渡分别致电青岛，倓

虚始由山东飞锡南下，在弘法精舍中设立了

“华南佛学院”。

佛学院由叶恭绰、王学仁、黄杰云、楼望

缵、林楞真五位居士组成董事会，每月支持

佛学院经费港币 1000 元。倓虚任院长兼主

讲，原预定收学僧 10 名，后来以内地涌入香

港的学僧过多，都想进入佛学院，这样就增

加到 21 名。倓虚要求董事会每月又增加了

300 元的经费。学僧们种菜打柴，以补经费

之不足。是年，倓老已是 76 岁的高龄，除授

课外，每星期日到东莲觉苑讲《法华经》。他

为每次节省一毫洋的渡船费，买二等站票渡

海，精神令人感动。

1952 年，第一届学僧毕业，老和尚向董

事会辞院长职。董事会恳留，佛学院又续

办 了 第 二 期 ，也 招 收 了 20 多 名 学 僧 ，到

1954 年毕业，是年老和尚已 80 岁，再向董

事会辞职。各董事恳请老和尚常住弘法精

舍，佛学院改为研究性质，学僧在院以自修

为主。

创立中华佛教图书馆

1958 年，老和尚创立了“中华佛教图书

馆”，搜购得七部《大藏经》及散装经书两万

余册，全日开放，任人借阅。这时老和尚已

84 岁，每星期日在图书馆讲《楞严经》，风雨

不误，听众座无虚席。

圆寂

1963 年春间，一部《楞严经》讲完，又应

四众之请，继续讲《金刚经》。讲到夏历五

月，感到身体疲惫，气弱胃呆，饮食减少。《金

刚经》讲到第十七分就停讲了。夏历六月初

一，度过了他 89 岁的生日，22 日下午，在大

众念佛声中，结跏趺坐入寂。是时为 1963

年 8 月 11 日。世寿 89 岁，僧腊四十六年。

老和尚一生所兴建的寺院，除前述的

营口楞严经、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

青岛湛山寺外，经他手复兴的，还有吉林的

弥陀寺、天津的大悲院、沈阳的般若寺、永

安寺等。他所兴建的寺院，均附设有佛学

院。他一生设立的佛学院有 13 处之多，而

他在国内造就的僧才及度化出家的僧伽，

难以数计。

老和尚一生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复兴

东北佛教，使东北缁素两众闻知正法。蒋维

乔居士曾说：“天台一宗盛弘于北方，此乃智

者大师创教以来所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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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需空地 影尘犹可忆
——倓虚法师生平

宣化上人与宣化上人与倓倓虚法师虚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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