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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圖論之六： 

四大高僧中的弘一大師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國現代佛教史上，弘一大師與印光、太虛、虛雲三大師並稱為現代四大高僧。他們

之間有何交往，彼此之間的道誼因緣如何，這似乎還未作詳盡的探索研究。本文先將視角置

於弘一大師的行持，就弘一大師與另三位大師間的道誼作一研究。 

弘一大師與太虛大師 

弘一大師出家後，隨著他在律學研究上不斷深入，在以書弘法中廣播佛種，他在佛教界

的影響也在不斷擴大。他於一九二六年夏與弘傘法師一起去廬山，參加金光明法會，又寫經

數種，其中《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寫得含宏敦厚，饒有道氣，被太虛大師推為近數

十年來僧人寫經之冠。[註 1]太虛大師欣賞弘一大師，而弘一大師亦十分推崇太虛大師。也就

是在弘一大師從廬山回杭州的幾個月後，即一九二七年初，杭州發生了一次鋒頭不小的「滅

佛事件」。時值北伐初成，政局未定，「革命」二字甚是時髦，一些偏激的青年義氣用事，

高唱滅佛之議，甚至鼓吹毀寺驅僧，勒令還俗。這種議論其實也已在上海、南京一帶蔓延開

來，印光、圓瑛等高僧也已向當局交涉，而在杭州，能挺身而出與之抗爭的，也只能數弘一

大師了。他此時正在吳山常寂光寺閉關，面對外界的喧囂，他主要從兩方面著手交涉。一方

面，他破例出關，召集部分在杭州鼓吹滅佛論的青年到常寂光寺座談，曉之以理，動之以情

地開導說服；另一方面，他寫信給地方黨政要員，而這些人中，蔡元培曾是他的老師。經亨

頤、馬夷初、朱少卿等是舊友。他的信，寫得有理有節： 

 

舊師孑民、舊友子淵、彝初、少卿、鍾華諸居士同鑒： 

  昨有友人來，謂仁等已到杭州建設一切，至為歡慰。又聞孑師等在青年會演說，

對於出家僧眾，有未能滿意之處。鄙意以為現代出家僧眾，誠屬良莠不齊。但仁等於

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來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意擬請仁等另請僧

眾二人為委員，專任整頓僧眾之事。凡一切規畫，皆與仁等商酌而行，似較妥善。此

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薦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年有為，膽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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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年曾往日本考察一切，富於新思想，久有改革僧制之宏願，故任彼二人為委員，

最為適當也。至將來如何辦法，統乞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

力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林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力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

不可廢）。對於既不能服務社會，又不能辦道山林之一流僧眾，應如何處置；對於應

赴一派（即專作經懺者），應如何嚴加取締；對於子孫之寺院（即出家剃髮之處），

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仁者仔細斟酌，

妥為辦理。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省辦起，然後遍及全

國。弘傘法師現在住裡西湖新新旅館隔壁招賢寺內。太虛法師現住上海（其住址問弘

傘法師便知）。謹陳拙見，諸乞垂察。不具。 

                                                   弘一，三月十七日 

  昨聞友人述及仁者五人現任委員。此外尚有數人，或係舊友，亦未可知。並乞代

為致候。[註 2] 

 

前述太虛大師曾對弘一大師之寫經給予高度評價，而弘

一大師亦願意推薦太虛大師負責整頓佛教環境。這可說明

中國現代的這二位高僧，彼此之間是極為尊重的。在弘一

大師的努力下，杭州的滅佛論調終於平息。 

弘一大師曾和太虛大師合作過一首〈三寶歌〉。「三

寶」指的是佛寶、法寶和僧寶。這是一首弘揚佛教的歌曲，

由弘一大師作曲，太虛大師作詞的。兩位佛門高僧合作寫

歌，一直被後人傳為美談。 

〈三寶歌〉又稱〈三皈依歌〉，太虛、弘一兩位受人

景仰的高僧一個作詞，一個譜曲，實可謂珠聯璧合。 

〈三寶歌〉大約作於一九三○年初。當時，弘一大師到福建南安小雪峰過年，適逢太虛

大師也到那裡度歲。於是，應諸法師之請，他倆逐開始合作。〈三寶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人天長夜，宇宙黮暗，誰啟以光明？三界火宅，眾苦煎迫，誰濟以安寧？大悲大智，

大雄力，南無佛陀耶！昭朗萬有，衽席群生，功德莫能名。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

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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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諦總持，三學增長，恢恢法界身；淨德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槃城！眾緣性空唯

識現，南無達摩耶！理無不彰，蔽無不解，煥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

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行！ 

依淨律儀，成妙和合，靈山遺芳型；修行證果，弘法利世，焰續佛燈明。三乘聖賢何

濟濟！南無僧伽耶！統理大眾，一切無礙，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

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行！ 

 

三段歌詞，各有歸旨，莊嚴而神聖地再現了佛教徒皈依時的寬宏心境和堅定意志。每段

歌詞的結尾處再三強調的「今乃知……信受勤奉行」！如同一個人生宣言，它是佛教徒們在

宣告：大徹大悟、濟世利生的生命開始了。 

弘一大師的曲共二十四個小節，音調平和，節奏方整、徐緩，其大調式的旋律可以使人

在詠唱之時產生莊嚴崇敬的心情。歌曲結尾處是在高八度的主音上完成終止的，但音調升高

並非意味著感情衝動，而是內心得到感化，從而嚮往皈依之情更為熾烈。這也是像兩位高僧

大德對中國佛教的敬業和全身心投入的具體體現。 

〈三寶歌〉一經創作，即成了當時泉州慈兒院兒童早晚禮佛

時的讚歌，太虛大師還題贈一偈：「聖教照心，佛律嚴身，內外

清淨，菩提之因。」後來，此歌又在《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上發

表，又由法尊法師譯成藏文。再經塵空法師為此歌撰寫了緣起和

廣釋。如今，〈三寶歌〉已成了在佛教界內外廣泛傳唱的弘法歌

曲。 

弘一大師和太虛大師合作〈三寶歌〉，其合作的過程如何？

是弘一大師先作曲，還是太虛大師先作詞？如今論者說法不一。

台灣西蓮淨苑的慧觀法師在撰寫〈弘一大師與「三寶歌」〉[註 3]

一文的過程中也專門探索過，她在文中列出了兩種說法的例子，

可作進一步研究的參考。 

從目前的史料可知，自一九二六年起，弘一與太虛有了因緣。

弘一大師大約從一九二七年起開始重新作畫。有意味的是，弘一

大師在重新作畫的一開始，其作品居然是山水畫。目前我們可見

弘一大師於一九二七年創作並贈送給他的老朋友夏丏尊先生的山

水長卷，風格清逸淡雅，水準極高。弘一大師作山水畫，這本身

就是一件令人讚歎的事情，無獨有偶，也就是在這一年，在太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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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的筆下也出現了一幅極為難得的山水畫〈溪畔不聞鍾〉。太虛大

師的畫技當然不如弘一大師，但這位從來都不以畫家身分出現的太虛

大師居然也有了山水畫作。我們不能妄論兩位大師作山水畫是否有一

定的必然關係，但作為一種現象，值得回味。弘一大師在與太虛大師

合作了〈三寶歌〉後，於一九三一年又應夏丏尊、劉質平的請求作了

五首 「清涼歌」（一九三六年由開明書店出版）。在創作「清涼歌」

的同時，弘一大師還畫了一組「山色組圖」（六幅）。其中第一幅有

「清涼歌」之一〈山色〉的部分歌詞。為什麼弘一大師只作了六幅「山

色組圖」而未作其他幾首歌的圖呢？筆者以為很好解釋，即〈山色〉

是具象的，容易用畫的來表現，而其他幾首如〈清涼〉、〈世夢〉、

〈花香〉、〈觀心〉都是抽象的，不易用畫來表現。 弘一大師的「山

色組圖」技法嫺熟、意境空靈，有一幅上還繪有僧人在山中坐禪的情

景，就其精彩絕倫的藝術和文化價值而論，實堪稱國寶。 

弘一與太虛二位大師在福建見面的機會較多。默如在〈七十自述〉

一文中曾介紹： 

 

他如（太虛）大師（一九二九年十二月在閩院）講瑜伽真實義品時，弘一律師逐日無間親臨

聽講，余亦記集成冊。[註 4] 

 

一九三○年，太虛大師也有偈句贈與弘一大師：「聖教照心，佛律嚴身。內外清靜，菩提之

因。」弘一恭敬聽取太虛大師講《瑜伽真實義品》，這表現出了他對太虛的尊敬。而太虛對

弘一大師的評價亦十分之高。一九三二年十二月二日，弘一大師在南普陀寺參加了太虛大師

主持的常惺法師受請住持典禮歡迎會。會上，太虛大師曾致歡迎詞： 

 

今天是南普陀、閩南佛學院，開會歡迎常惺法師和弘一法師的一天……弘一律師在中

國僧伽中可說是持戒第一。其道德與品格為全國無論識者不識者一致欽仰，為現代中

國僧伽之模範者，這是我們表示不勝歡迎的。[註 5] 

 

太虛大師此評價可謂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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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 

在現代僧人之中，弘一最崇拜的是印光大師。弘一大師

這樣說過：「朽人於當代善知識中，最服膺者，唯印光法

師。」他又引述永嘉周孟由語說： 

 

「法雨老人，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料簡之微，中正似

蓮池，善巧如雲谷，憲章靈峰（明澫益大師），步武資福

（清徹悟禪師），弘揚淨土，密護諸宗。明昌佛法，潛挽

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年來，一人而

已（因明代蓮池後，法化之廣，未有如師者）」誠不刊之定論也。

[註 6] 

 

早在一九二○年七月，弘一大師就與印光大師有了交往。目前能見到的印光大師最早給

弘一的一封信就是這個時候寫的。從信中可知，弘一最初學佛的時候就已得到了印光大師的

指點。信中說： 

 

昨接手書並新舊頌本，無訛，勿念。書中所說用心過度之境況，光早已料及於此，故

有止寫一本之說。以汝太過細，每有不須認真，猶不肯不認真處，故致受傷也。觀汝

色力，似宜息心專一念佛，其他教典與現時所傳布之書，一概勿看，免致分心，有損

無益。[註 7] 

 

弘一大師從內心裡講是希望成為印光大師的弟子的，但當時印光大師則不蓄剃度弟子。一九

二二年，弘一大師致書陳情，印光謙詞不收；一九二三年，弘一大師又於阿彌陀佛誕辰之日

在佛像前「臂香」拜師，即在自己的胳膊上用香火燒成戒記，以表示求師心誠，希望藉得三

寶的慈力徵得印光大師的同意。結果印光仍是遜謝。一直到了這一年的年末，弘一第三次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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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哀懇，這才得到了印光大師的同意，破例收為弟子，以結法緣。隨後，印光大師就邀請弘

一來其身邊小住，這就是一九二四年五月弘一大師赴普陀山參禮印光大師之行。 

弘一大師來到普陀，拜師於法雨寺，並在那裡住了七天。在

這七天的時間裡，弘一大師自晨至夕皆在印光大師身旁，觀察他

的一言一行，並一直銘記在心裡，成了他日後的行為準則。後來，

弘一在泉州檀林福林寺作過一次題為〈略述印光大師之盛德〉

[註 8]的講演，他說道：印光大師「生平不求名譽，他人有作文章

讚揚師德者，輒痛斥之。不貪蓄財物，他人供養錢財者至多，師

以印佛書流通，或救濟災難等。一生不蓄剃度弟子，而全國僧眾

多欽服其教化。一生不任寺中住持監院等職，而全國寺院多蒙其

護法。各處寺房或寺產有受人佔奪者，師必為盡力設法以保全

之。故綜觀師之一生而言，在師自己決不求名利恭敬，而於實際

上能令一切眾生皆受莫大之利益」。為此，弘一又把印光大師言

行中能為常人所學之處列舉如下： 

 

(一)習勞 

大師一生最喜自作勞動之事。余於民國十三年曾到普陀山，其時師年六十四歲。余見

師一人獨居，事事躬自操作，別無侍者等為之幫助。直至去年，師年八十歲，每日仍

自己掃地，拭几，擦油燈，洗衣服。師既如此習勞，為常人作模範，故見人懶惰懈怠

者，多誡勸之。 

(二)惜福 

大師一生，於惜福一事最為注意。衣食住等，皆極簡單粗劣，力斥精美……師每日晨

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北方人喫不慣，故改

為僅食白粥，已三十餘年矣。」食畢，以舌舐碗，至極淨為止，復以開水注入碗中，

滌蕩其餘汁即以之嗽口，旋即嚥下，惟恐輕棄殘餘之飯粒也…… 

(三)注重因果 

大師一生最注重因果。嘗語人云：「因果之法，為救國救民之急務，必令人人皆知，

現在有如此因，將來即有如此果。善有善報，惡有惡報。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須於此

入手。」大師無論見何等人，皆以此理痛切言之。 

(四)專門念佛 

大師雖精通種種佛法，而自行勸人，則專依念佛法門。師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

教育及留學歐美者，而師決不與彼等高談佛法之哲理，唯一一勸其專心念佛…… 

淨宗導師印公老人法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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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對印光大師衷心追隨，他自己是把這些常人所能學者不折不扣地學了過來，並

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加以實行。 

關於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的來往，葉聖陶在〈兩法師〉[註 9]一文中有過十分形象的描述，

而這些描述也從一些具體的情節中使人們對兩位大師的特點有所感悟。葉聖陶在文章中寫道： 

 

飯後，他說約定了去見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了，

並且見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見一見。同去者計七八人。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裡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來（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

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異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見

寺役走進去的沿街那房間裡，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了臉，背部略微佝著，我想這

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便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

我心裡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尚裡的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不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理頗粗，表示他是北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亮光；腦

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不戴眼鏡，卻同戴了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來的

樣子看人；嘴唇略微皺癟：大概六十左右了。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

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逸，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葉聖陶文章中還介紹了兩位法師間的一些對話，皆體現了弘一大師對印光大師的無比敬重。 

這也不難理解。倘若弘一對印光大師不是這般敬重的話，他何以會「臂香」拜師呢！ 

印光大師也為弘一手書《佛說梵網經》題過詞： 

 

諸惡莫作，眾善奉行。 

究竟如是，必圓佛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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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與虛雲大師 

目前能見的到弘一大師與虛雲大師交往的資料只有一條。一九三○年，弘一大師住錫寧

波白衣寺。此時夏丏尊也在寧波辦事，住甬江旅社。夏丏尊在旅社裡，意外的遇見了當年在

浙一師裡的同事錢均夫。 

錢均夫是吳越錢肅王的後代，浙江杭州人。他早年在日本留

學，回國後曾在教育部供職，後又任教於浙江省立第一師範學

校。這時的錢均夫，已經皈依了諦閑法師，法名顯念，人稱顯

念居士。老友相見，二人都十分高興。夏丏尊告訴他，弘一大

師也在寧波，正住在白衣寺，問他是否要去相見。錢均夫一聽

弘一大師也在寧波，迫不及待地就要讓夏丏尊第二天就帶他去

見。第二天早晨，夏丏尊帶著錢均夫來到了白衣寺。 

對於多年未見的同事，弘一大師居然一眼就認出了錢均

夫。可錢均夫見了大師，倒是十分驚異。十多年不見了，眼前

的這位昔日風度翩翩的李叔同，儼然像一位天師，他一身袈裟，

光腳穿著草鞋，站在那裡宛如鶴立。弘一大師聽說錢均夫已皈

依三寶，以為這是走上了一條光明之路。弘一大師告訴他現在

正好趕上兩件事：一是諦閑法師正在觀宗寺講經，應該抽時間

去聽聽；二是「應到天寧寺參謁由滇省來遊的虛雲老法師。此

老法師入定可以到二十一天之久，為目前海內所不易遇見者」

[註 10]。弘一大師的建議，錢均夫都照辦了。而在另一方面，此

時白衣寺主安心頭陀也以為虛雲、弘一二大師同時在寧波的機

會難得，於是他就在寺中設齋供養，歡迎虛雲大師來寺裡指導，

並安排他和弘一大師合影紀念。參加合影的人除二位大師外，

尚有文質、安心頭陀、黃寄慈等。照片上的題記曰： 

 

寧波白衣寺歡迎虛雲老和尚暨弘一法師攝影，以志紀念，時在庚午仲夏。 

 

這張珍貴的照片載一九三一年《海潮音》月刊第十二卷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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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見蔡丏因，〈廓爾亡言的弘一大師〉，載《弘一大師永懷錄》（大雄書局，一九四三年）。 

[註 2] 見《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第一九三頁。 

[註 3] 此文載「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學術文叢」《弘一大師藝術論》一書（西泠印社出版社，二○○○

年十月）。 

[註 4] 見香港《內明》雜誌（一九七五年）第四十一期，第二十九頁。 

[註 5] 見《現代佛教》第五卷第八期（一九三三年四月）。 

[註 6] 弘一大師致王心湛信，見《弘一大師全集八‧雜著卷、書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九月）

第一四七頁。 

[註 7] 見林子青編，《弘一法師年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八月）。 

[註 8] 弘一大師，〈略述印光大師之盛德〉，見《弘一大師全集七‧佛學卷(七)、傳記卷、序跋卷、文藝卷》（福

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月）第三八○頁。 

[註 9] 葉聖陶，〈兩法師〉，載《未厭居習作》（開明書店，一九三五年十二月）。 

[註 10] 見錢均夫，〈悼弘一師〉，載《弘一大師永懷錄》（大雄書局，一九四三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