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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書信考(二)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致劉質平[註 1] 

  考證 

  (一)原文 

 

遺囑 

劉質平居士披閱： 

  余命終後，凡追悼會、建塔及其他紀念之事，皆不可做。因此種事，與余無益，

反失福也。 

  倘若做一事業與余為紀念者，乞將《四分律比丘戒相表記》印二千冊。 

  以一千冊，交佛學書局（閘北新民路國慶路口「即居士林旁」）流通。每冊經手

流通費五分，此資即贈與書局。請書局于《半月刊》中，登廣告。 

  以五百冊，贈與上海北四川路底內山書店存貯，以後隨意贈與日本諸居士。 

  以五百冊分贈同人。 

  此書印資，請質平居士籌集。並作跋語，附印書後，仍由中華書局石印。（乞與

印刷主任徐曜堃居士接洽。一切照前式，惟裝訂改良。） 

  此書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處。乞托徐曜堃往借。 

  此書可為余出家以後最大之著作。故宜流通，以為紀念也。 

                                弘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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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二年六月下旬，上虞白馬湖」；《書信集》註：「此信一九

四二年十月十三日寫于泉州溫陵養老院」。二註所註有誤。因為此信的同時弘一大師還有便

條給劉質平：  

  

第四中學教員 

劉質平先生 

  安心頭陀匆匆來此，諄約余同往西安一行。義不容辭。余准于星期六（即二日）

十一時半到寧波。一切之事當與仁者面談。 

  

  此便條《全集》收錄為單獨一函，亦註：「一九三二年下旬，上虞白馬湖」。弘一大師

寫此遺囑和便條的背景是某年陝西大旱，安心頭陀至白馬湖，請弘一大師赴西安去主持一次

法會。其時，弘一大師正在病中。因安心頭陀的堅請，為了替眾生祈福，弘一大師終於答應。

弘一大師自知健康狀況極差，且路途遙遠、氣候不適。因此，他鄭重地寫了一份遺囑及一張

便條，託人帶給正在寧波第四中學任教的劉質平。劉質平收到便條和遺囑後，即趕到輪船碼

頭阻止此行。為此，劉質平〈弘一上人史略〉一文有記：「先師出家後，曾生大病三次。第

一次在上虞法界寺，病未痊，被甬僧安心頭陀，跪請去西安宣揚佛法，無異綁架，師被迫，

允捨身，有遺囑一紙付余。余以其不勝跋涉，在甬輪上設法救回，自輪船三樓負師下，兩人

抱頭大哭……。」[註 2] 

  可以肯定，此事一定發生在弘一大師第一次大病（且地點在法界寺）後不久。 

  值得注意的是，弘一大師便條中有「星期六（即二日）十一時半到寧波」一語。查萬年

曆，一九三二年農曆二月廿七日是星期六，也正是西曆的四月二日。但是又據弘一大師於鎮

海伏龍寺手書《佛說五大施經》題記：「歲次壬申二月，大莊嚴院沙門勝髻敬書」，說明一

九三二年農曆二月大師還在伏龍寺。同時大師還贈劉質平手書《普賢行願品偈句》，其題記

又言：「壬申二月，質平居士始學《大悲陀羅尼》及《般若心經》，書此已奉，敬志隨喜，

沙門被甲，時五十三。」故此時大師並不在上虞法界寺。又：亦幻法師〈弘一法師在白湖〉

一文曰：「第二次到白湖是在二十一年的春天，他突然從鎮北的龍山寺回到白湖，說要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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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學南山律……。」所以，此時弘一大師的病並不嚴重（一九三二年農曆八月時大師倒是

又在上虞法界寺患病了，但十八天後即痊癒－－參見弘一大師致夏丏尊信）。 

  根據蔡冠洛〈戒珠講苑一夕談〉：「（師言）予今春病瘧，熱如火焚……。」此乃指一

九三一年的事。又弘一大師致芝峰法師函：「音今春以來，疾病纏身，至今尚未復元……。」

此亦一九三一年農曆九月四日寫的信。故此，弘一大師第一次得大病是在一九三一年。 

  那麼，便條中的「星期六（即二日）」應該是一九三一年哪一天呢？查萬年曆，一九三

一年農曆三月十五日即西曆五月二日正是星期六。根據蔡冠洛文，這一年春起，大師即發病，

又根據大師致芝峰法師函，直到農曆九月時病還未痊癒。故農曆三月時，弘一大師正是大病

未痊癒之時。而在這一年的農曆二月，大師已居上虞法界寺（參見弘一大師〈圈點南山鈔記

自跋〉：「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所以，弘一大師到寧波的時間是一九三一年農曆三月十

五日（星期六，西曆五月二日）。弘一大師寫此信、此便條必在此前數日。 

  亦或有人問，弘一大師所謂的「二日」是否會是指農曆初二呢？即便如此，也不可能是

在其他時日。查萬年曆，一九三一年農曆七月初二即是星期六，但信和便條不可能寫於此時。

有弘一大師致蔡冠洛信為證：「丏因居士慧鑒：惠書誦悉。感謝無量。傳言失實，非劫持也。

今居法界寺尚安。近歲疾病，精神大衰，畏寒尤甚。秋涼仍往閩南耳。爾來法界寺殊勝。上

海佛學書局發願印拙書佛經及屏聯近二十種廣為流通。《華嚴集聯》已將寫就，由劉居士影

印。近又發心編輯南山律三大部綱要表記，約六七載乃可圓滿。順達，不宣。音疏 舊四月

六日」弘一大師寫此信時已發生過所謂的「劫持」事件，而寫信時間是農曆四月六日，所以

農曆七月初二的星期六之說已不成立。 

  又或許有人會問，既然所謂的「二日」可能是「初二」之意，那麼一九三二年的農曆某

月初二就沒有星期六了嗎？當然有的，如一九三二年農曆四月初二是星期六；農曆九月初二

也是星期六。可是這兩個「初二」之時，弘一大師均不在上虞法界寺。 

  一九三二年農曆四月初二時正值春夏之交，此時弘一大師的行蹤是在鎮北龍山和溫州。

以上亦幻法師〈弘一法師在白湖〉一文是一個證明，另林子青《弘一大師年譜》「一九三二

年」條目亦有按語：「據芝峰法師言，是年夏，師返永嘉城下寮，因趙伯廎懇請，為其先祖

母書《華嚴經》一卷，以資回向。」而弘一大師手書《華嚴經‧十地品‧離垢地》的跋語正

是：「永嘉趙伯廎居士大母蘇氏歿十年，請為寫經回向菩提。于時歲次壬申，沙門演音並記。」

可見，這一年農曆四月初二時弘一大師不在上虞法界寺。 

  一九三二年農曆九月初二時，弘一大師也不在上虞，而是在慈溪峙山。弘一大師〈地藏

菩薩聖德大觀序〉曰：「後二十一年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大師九月在峙山。而

十月就到閩南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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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否有可能此事既不在一九三一年，也不一九三二年，而是在一九三三年呢？也根本

不可能，因為一九三三年即便有「初二」的星期六，但一九三三年弘一大師是在閩南度過的。 

  綜上所述，事件只能發生在一九三一年農曆三月，寫此信和便條則應該在事件發生前的

某日。 

  (二)原文 

 

質平仁弟足下： 

  頃接手書，敬悉。《和聲學》亦收到。尊狀近若何，至以為念！人生多艱，「不

如意處常八九」，吾人于此，當鎮定精神，勉于苦中尋樂；若處事拘泥，徒勞腦力，

無濟于事，適自苦耳。吾弟臥病多暇，可取古人修養格言（如《論語》之類）讀之，

胸中必有一番境界。下半年仍來杭校甚善。不佞固甚願與吾弟常相聚首也。祗訊近佳。 

                         息上 九月三日 

  不佞于本學年兼任杭、寧二校課程，汽車往來千二百里，亦一大苦事也。 

  遊日本未及到東京，故章程尚未覓到。詳情容後覆。 

  

  此信《全集》註：「一九一五年九月三日，杭州」；《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一五年

六月三日寫于上海海能路寓所」。李叔同於一九一五兼任杭州、南京兩地教職，寫信年代應

是一九一五年無誤，但李叔同此信已註「九月三日」，故《書信集》「六月三日」顯然有誤。

至於寫信地點，應該在杭州。因為無論「九月三日」是農曆還是西曆，當時學校均已開學，

且均非周末，李叔同不會在上海。故《全集》所註無誤。 

  (三)原文（節錄） 

 

質平仁弟： 

  來函，誦悉。日本留學生向來如是。雖亦有成績佳良者，然大半為日人作殿軍或

並殿軍之資格而無之。故日人說起留學生輒作滑稽訕笑之態。不佞居東八年，固習見

不鮮矣。君之志氣甚佳，將來必可為吾國人吐一口氣。但現在宜注意如下： 

  (一)宜重衛生…… 



《普門學報》第 5 期 / 2001 年 9 月                                               第 5 頁，共 16 頁 

論文 / 弘一大師書信考(二)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二)宜慎出場演奏…… 

  (三)宜慎交遊…… 

  (四)勿躐等急進…… 

  (五)勿心浮氣躁…… 

  (六)宜信仰宗教…… 

  ……今秋因經先生堅留，情不可卻，南京之兼職似可脫離。…… 

  君在校師何人？望示知。聽音樂會之演奏，有何感動？此不佞所願聞者也。

此覆。即頌 

旅吉 

                        李嬰 八月十九日 

  門先生乞為致意，他日稍暇，當作書奉候。並謂現在不佞求學不得，如行夜路，

視門先生若在天上矣。 

 

  此信《全集》註：「一九一六年八月十九日，杭州」；《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一六

年八月十九日寫于上海海能路寓所」。李叔同此信署名「李嬰」。李叔同改名「李嬰」是他

實行斷食修練後的事，而李叔同的斷食是在一九一六年底至一九一七年初。所以，此信不可

能寫於一九一六年的八月十九日（無論這是農曆還是西曆）。又由於一九一八年的「八月十

九日」李叔同已出家，故此信只能是寫於一九一七年的八月十九日。至於寫信的地點，應在

杭州。 

  (四)原文（節錄） 

   

手書誦悉。清單等皆收到。愈學愈難，是君之進步，何反以是為憂！Ｂ氏曲君習

之，似躐等，中止甚是。試驗時宜應試，取與不取，聽之可也。不佞與君交誼至厚，

何至因此區區云對不起？但如君現在憂慮過度，自尋煩惱，或因是致疾，中途輟學，

是真對不起鄙人矣。從前鄙人與君函內解勸君之言語，萬萬不可忘記，宜時時取出閱

看。能時時閱看，依此實行，必可免除一切煩惱。從前牛山充入學實驗落第四次，中

山晉平落第二次，彼何嘗因是灰心？總之，君志氣太高，好名太甚，務實循序四字，

可為君之藥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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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免試科學，是指畢業于日本中學者；君能否依此例，須詳詢之。證明書

容代為商量。五日後返滬，補匯四元廿錢。前君投稿于《教育周報》，得獎銀十六元。

此款擬匯至日本可否？望示知！此覆，即頌 

近佳 

                        李嬰上 一月十八日 

 

  此信《全集》註：「一九一七年一月十八日，杭州」；《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一七

年一月十八日寫于杭州浙一師」。此信應寫於上信之後。因為上信中李叔同向劉質平提出了

六方面的注意事項，而此信中又再次強調，要求劉質平時時取出閱之。上信既已確定為一九

一七年農曆八月十九日所寫，而此信又註明寫信時間「一月十八日」，故此信必寫於一九一

八年，即一九一八年的一月十八日。寫信地點在杭州。 

  需要說明的是，《書信集》此信署名後還有一段文字。此段文字在《全集》中被視作另

一封信（標註「一九一七年一月，杭州」）。這段文字寫道：「鄙人擬于數年之內入山為佛

弟子，或在近一二年亦未可知，時機遠近，非人力所能處也，現已陸續結束一切。……」這

段文字很值得注意。須知，李叔同於一九一六年底至一九一七年初實行斷食後並未預備出家。

他的出家決心恰是在一九一八正月十五受了三皈依後才下的。況且，所謂「現已陸續結束一

切」，亦是一九一八年上半年中的事，沒有可能早在一九一七年的一月就要準備「結束一切」

的。 

  (五)原文 

 

質平仁弟： 

  來書誦悉。借款無覆音，想無可希望矣。（某君昔年留學，曾受不佞補助。今某

君任某官立銀行副經理，故以借款商量，雖非冒昧，然不佞實自志為窶人矣，于人何

尤！）不佞自知世壽不永（僅有十年左右），又從無始以來，罪業至深，故不得不趕

緊發心修行。自去臘受馬一浮大士之薰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務多荒。近來請

假，逾課時之半，就令勉強再延時日，必外貽曠職之議（人皆謂余有神經病），內受

疚心之苦。君能體諒不佞之意，良所歡喜讚歎！不佞即擬宣佈辭職，暑假後不再任事

矣。所藏音樂書，擬以贈君，望君早返國收領（能在五月內最妙）并可為最後之暢聚。

不佞所藏之書物，近日皆分贈各處，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習靜，不再輕易

晤人。剃度之期，或在明年。前寄來之木箱，已收到。豐仁君習木炭畫極勤。即頌 

旅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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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匯日金二十元，望收入。 

                                 李嬰 

  前曾與經先生談及，君今年如返國，可否在一師校任事？經先生謂君在東，曾誹

謗母校師長，已造成惡感。倘來任事，必無良果云云。附以直達，望以後發言，宜謹

慎也。 

不佞擬再託君購佛學數種，俟後函達。 

 

  此信《全集》註：「一九一七年三月，杭州」；《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一八年二月

寫于杭州浙一師」。《全集》將此信定在一九一七年，顯然是因了弘一大師信中「剃度之期，

或在明年」一語之影響。其實，這只是當時李叔同的一種預計而已。其實，此信應寫於一九

一八年。因為李叔同受馬一浮「薰陶」是一九一七年的年底，即信中之「去臘」，而李叔同

將平生書物分贈友生，這也是在一九一八年上半年。故，此信只能寫於一九一八年。至於是

幾月，很難詳考，因為此信並未標註月日，不妨說是在該年的春天。寫信地點自然仍是杭州。 

  (六)原文 

 

  別久時以馳念。朽人居甌，頗能安適。仁者近仍居南通不？歲晚天寒，想當歸里。

為致短簡，略述近狀，以慰遠想。附郵手寫三經影印本一冊，希察覽。江山遼窮敻，

此未委悉。 

質平居士 

                  演音 居溫州南門外城下寮嘉平初五日 

  子顗、增庸，仍居日本不？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一年十二月初五日，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信

一九二三年一月二十一日寫于溫州慶福寺」。在此信的附言中，弘一大師問及「子顗」是否

還在日本。「子顗」即豐子愷。豐子愷於一九二一年春至一九二一年冬在日本遊學。弘一大

師於一九二一年十二月初五時尚不知豐子愷是否回國十分正常，故此信應寫於一九二一年。

倘若此信寫於一九二三年，此時豐子愷已回國兩年，這時弘一大師如不知他的這位高足之下

落，則是不可思議之事了。「城下寮」係溫州慶福寺的俗名，故此信標註地點為慶福寺當無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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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丁福保[註 3] 

考證 

  原文 

 

福保居士： 

  昨承手書，誦悉一一。尊刻多種，亦一一收存。音居新掩關，嫥持佛名，未遑著

述。發足之前，瑣事至忙，恐少構思之暇。《內法傳》《無常經》之序文廣告，或可

于如新前呈奉。尊刻各籍，或可覓暇與友人共讀數種，陳其所見，恐未能整心一志遍

讀一一也。《法苑珠林》之節本，未暇手輯。嘉禾范古農居士，深通性相，音
所佩仰。

賢首如願乞其輯編，音當為致書將意。承施禪衣之資，至可感謝。但音今無所須，佛制

不可貪蓄。謹附寄返，並謝厚意。不宣。 

                       五月十五日 釋演音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年舊五月十五日，新城」；《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

○年六月三十日寫于新城貝山」。前者為農曆，後者為西曆，二信所標註時間、地點一致。

然而，此信並非寫於新城，而是寫於杭州。《全集》、《書信集》只注意到信中「音居新掩

關」之言，就以為此信寫於新城。其實，弘一大師於該年的農曆六月二十日才到了新城。弘

一大師信中「音居新掩關，嫥持佛名，未遑著述」之意是到了新城後「嫥持佛名，未遑著述」。

信中「發足之前，瑣事至忙，恐少構思之暇」一語正說明了寫信時還未「發足」。而「《內

法傳》、《無常經》之序文廣告，或可于如新前呈奉」也說明弘一大師準備在赴新城前將「序

文公告」完成的願望。故此信寫於杭州。 

致王心湛[註 4] 

考證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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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書，承悉一一。小印倉卒鐫就，附郵奉覽。刻具久已拋棄，假鐵錐為之。石質

柔脆，若佩帶者，宜以棉圍襯，否則印文不久將磨滅矣。朽人于當代善知識中，最服

膺者，惟印光大師。前年曾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列，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

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力加被，復上書陳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哀懇，

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寧可測度。且約迹論。永嘉

周孟由嘗云：法雨老人秉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料簡之微。中正似蓮池，善巧如雲谷。

憲章靈峰（明蕅益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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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不刊之定論

也。孟由又囑朽人，當來探詢法師生平事迹，撰述傳文，以示後世。亦已承諾。他年

參禮普陀時，必期成就此願也。率以裁覆。未能宣悉。 

                           二月四日 曇昉疏答 

  閱《淨土十要》，宜先閱《念佛直指》《淨土法語》《淨土或問》《淨土十疑論》。

後閱《西方合論》，又閱《十無生論》，宜參觀《親聞記》。最後閱《彌陀要解》，

參觀《便蒙鈔》。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四年舊二月四日，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信一

九二三年二月四日寫于溫州慶福寺」。弘一大師於一九二二年致書印光大師陳情，印光謙詞

不收；一九二三年佛誕日又臂香陳情，印光仍遜謝。一直到了一九二三年年末，弘一第三次

陳情，印光大師才破例收為弟子。故《書信集》一九二三年寫此信必不可能。就寫信時間論，

此應以《全集》為準。但寫信地點不是溫州，而是衢州。理由是弘一大師致李聖章信中已就

該年回溫州的時間說得十分明確，即農曆四月廿五日。 

致蔡丏因[註 5] 

考證 

(一)原文 

 

  書悉。讀《淨土十要》竟，專研《華嚴疏鈔》甚善。彭二林《華嚴念佛三昧論》，

應先熟讀。論僅十數紙，詮義甚精。（金陵版一冊價六分）並齎影印《八大人覺經》

一折，希受收。此未具宣。 

丏因居士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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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曇昉疏 冬至朝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三年冬至，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二四

年十二月二十二日寫于溫州慶福寺」（此為西曆）。首先，此信沒有可能於一九二三年冬至

寫於溫州慶福寺。因為一九二三年農曆九月弘一大師赴衢州，十月時，弘一大師還在衢州寫

了〈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註 6]接著便去杭州，並於臘月在杭州寫了〈大中祥符朗月照禪

師塔銘〉[註 7]。故一九二三年冬至，即農曆十月初一，西曆十一月八日這天弘一大師不可能

在溫州。而一九二四年冬至時弘一大師在溫州，故此信應以《書信集》為準（一九二四年農

曆十一月廿六日，西曆十二月二十二日為冬至日）。 

(二)原文 

 

  書悉。《華嚴疏鈔》，唯有仁者能讀誦，故以奉贈。來書謙抑太甚，未可也。《疏

鈔》第十〈回向章〉及〈十地品〉初地前半共一冊，乞寄下。《疏鈔》中近須檢閱者

凡五冊：一、〈淨土品〉（一冊），二、〈十行品〉（二冊），三、〈十回向品初回

向章〉（一冊），四、〈十回向章〉（一冊），此五冊遲數月後再郵奉尊齋。以外諸

冊，不久悉可寄上。《懸談》在杭州，《疏鈔》存上海，不久可以寄來。明後二年，

謝客養靜，未能通問。〈回向初章〉印就時，乞惠寄朽人五冊，仍交丁居士家。並乞

寄天津東南城角清修院清池大和尚三冊，至為感謝。（〈回向〉初章中聽字寫從壬，

大誤。後匆匆不及改寫。切字從十者，依唐人《一切經音義》之說，以十表無盡也。） 

丏因居士 

                       十二月六日 月臂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四年十二月六日，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信一

九二六年十二月六日寫于杭州招賢寺」。此信必不可能寫於杭州。因為信中有言：「《懸談》

在杭州，《疏鈔》存上海，不久可以寄來。」這說明弘一大師此時身邊無《懸談》《疏鈔》

二書。故此信當以《全集》為準。 

(三)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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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奉惠書，忻悉一一。今乞孫居士賚拙書石印本數種，希受。爾將移居大羅山。

明歲若往嘉、杭，當與仁者晤談。不具一一。 

丏因居士丈室 

                    閏月二十一日 演音疏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八年閏二月二十一日，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

信一九二八年四月十一日寫于杭州靈隱」。《書信集》為西曆，二註時間上無差異。寫信地

點應是溫州。理由一：一九二八年農曆五月十日馬一浮寫信給弘一大師，信中還有「有人言：

師近入大羅山，……何時復返杭州？……」之句，說明直到馬一浮寫信時，弘一大師還未到

杭州，沒有可能在閏月二十一日在杭州靈隱寺寫此信；理由二：弘一大師信中有「明歲若往

嘉、杭，當與仁者晤談」之句，說明大師當時不在杭州。故《全集》所註準確。 

(四)原文 

 

丏因居士： 

  近有韓老居士屬書石佛寺聯，擬請仁者代筆（一下款寫亡言，一下款寫論月）。

茲將原信並紙奉上。寫就乞即交韓老居士為感。五磊寺主等發起南山律學院。余已允

任課三年。（每年七個月，舊曆二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余時他往）明春始業。經費

等皆已就緒。自今以後預備功課，甚為忙碌。半月之後（新曆二十五左右動身），即

往溫州過冬。住址未定，俟後奉聞。李居士處，亦乞代告此意。謹達，不宣。 

                       音啟 十月十二日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一年十月十二日，慈溪五磊寺」；《書信集》註：「此信一

九三○年十二月一日寫于慈溪金仙寺」。後者為西曆。此信不可能寫於一九三一年農曆十月

十二日。因為弘一大師赴五磊寺任課，因故與五磊寺主不歡而散。後五磊寺主又因故請弘一

大師復還五磊寺，弘一大師遂與之於一九三一年十一月十九日定下契約。[註 8]弘一大師在此

信中說得很清楚：「明春始業」。如果此信寫於一九三一年，那麼「明春始業」當是一九三

二年春始業，後來的變故亦應是此後的事，而簽定契約必不會是一九三一年十一月十九日了。

故此信應寫於一九三○年。至於寫信地點，應該是慈溪金仙寺。因為此時弘一大師正在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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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亦幻法師，並於十月十五日在寺中聽靜權法師講《地藏經》及《彌陀要解》。《書信集》

所註應當準確。 

(五)原文 

 

丏因居士智鑒： 

  惠書誦悉。至用感慰。朽人近年來，兩遊閩南各地，並吾浙甬、紹、溫諸邑，法

緣甚盛，堪慰慈念。惟以居處無定，故久未致書問訊耳。去歲夏間，曾立遺囑，願于

當來命終之後，所有書籍，悉以奉贈于仁者。（若他人有欲得一二種以為紀念者，再

向仁者處領取）是遺囑當來由夏居士等受收耳。數日後，即返法界寺。秋涼仍往閩南。

以後惠書，希寄紹興轉百官（若交民局寄者，乞將「百官」二字改為「驛亭站」；若

交郵局寄者，宜用「百官」二字）橫塘廟鎮壽春堂藥店轉交法界寺弘一收。附郵奉書

一束，內有五言聯及佛力小額，奉贈仁者，此外乞隨意轉施。謹覆，不宣。 

                    舊正月十一日 演音疏 

  前存仁者處《賢首國師墨迹》一冊，近欲請回供養，乞附郵寄下為感。又《圓覺

大疏》一部，前在閩時，以數月之力圈點，並節錄原文，乞仁者檢出，覓暇閱之，當

法喜充滿也。附白。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二年正月十一日，鎮海伏龍寺」；《書信集》註：「此信一

九三一年二月二十七日寫于溫州慶福寺」。後者為西曆。二者時間、地點均異。考證此信的

時間，關鍵是「朽人近年來，兩遊閩南各地」一句。弘一大師第一次赴閩南是一九二八年冬

（弘一大師在《南閩十年之夢影》中說：「我第一回到南閩，在民國十七年的十一」。）；

第二次赴閩南是一九二九年秋冬季節，而第三次赴閩南則是在一九三二年秋冬時。所以，此

信必寫於第二次赴閩南後和第三次赴閩南前的事（因信中又有「秋涼仍往閩南」句），亦即

一九三二年。既然確定為一九三二年寫此信，而該年正月弘一大師在致李晉章信中說：「久

未通信為念。前月託開明書店寄上之書，已收到否？惠函寄『寧波轉鎮海西門外伏龍寺弘一

收』，舊正月三日，音啟。」故寫信的地點應是鎮海伏龍寺。此信註釋《全集》當正確。 

(六)原文 

 

丏因居士慧覽： 

  前覆書，計已先達。頃誦二十一日尊函，厚意誠摯，感謝無已。往禾之緣未熟，

宜俟當來。重勞慈念，深用歉然耳。爾來目力大衰。近書《華嚴集聯》，體兼行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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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工整。昔為仁者所書《華嚴初回向章》，應是此生最精工之作，其後無能為矣。

小遲有物一籃，奉諸仁者。擬乞楊居士便中賫往（遲遲無妨）。希仁者先為陳述其意。

謹覆，不具。為亡蜂念佛，最善。今之僧眾禮懺者，未能如法，若念佛，則德寶益矣。 

                      音疏答 舊四月八日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一年舊四月八日，上虞法界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

三一年五月二十四日寫于慈溪金仙寺」。後者為西曆。此當以《全集》為準。因為弘一大師

在農曆四月六日時給蔡丏因寫信時還說住在法界寺，此信為兩天後所寫，亦應是在法界寺。

如果離開，他會交代蔡丏因日後寫信寄信的地址。如他在離開法界寺後寫信給蔡丏因：「以

後惠書乞直寄：慈溪鳴鶴場五磊寺弘一收。」 

(七)原文 

 

丏因居士慧鑒： 

  惠書並《靈峰年譜》，悉收到。尊翁墓碣願為書寫，希示其文句并尺寸。以後惠

書，乞直寄慈溪鳴鶴場五磊寺弘一收。五磊住持者，承觀宗寺諦公法派，道風甚隆。

同居者九人，而過午不食者有四人，悉修淨業。並達，不宣。 

                             音疏答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一年七月，慈溪五磊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一

年六月寫于慈溪金仙寺」。後者為西曆。考證此信，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弘一大師對五磊寺甚

有好感，所謂「道風甚隆」即是。故此信應寫於弘一大師答應赴五磊寺弘律之初。後弘一大

師與該寺寺主意見不合，即飄然而去。根據前考，此信應寫於一九三○年。從信中內容亦可

知此信應該是在五磊寺。至於寫信的具體月份，由於大師未具體標明，一時難考。 

(八)原文： 

 

丏因居士慧鑒： 

  惠書具悉。寄存之書，共十三包。其中大部之書，有晉、唐譯《華嚴經賢首探玄

記》（此書極精要）、大本《起信論疏解彙集》等。（有木夾板二副，晉譯《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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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等諸書，朽人他日倘有用時，當斟酌取返數種。若命終者，即以此書盡贈與仁

者，以志遺念。此外奉贈結緣之書及另紙等五包。（每包上有紙箋寫贈送二字）乞隨

意自受，並以轉施他人，共裝入兩大網籃。（約重七八斤）擬託春暉中學楊君（數年

前在紹興同遊若耶溪者）暫為收貯，將來覓便，賫奉仁者，未審可否？乞裁酌之。若

可行者，希即致函楊君來此領取。朽人十日後即往閩中，衰老日甚，相見無期。惟望

仁者自今以後，漸脫塵勞，專心向道。解行雙融，深入玄門。別奉上尊書簡札數紙，

以贈銘紹諸子。（附包入另紙中）此未宣悉。 

                        演音疏 九月七日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九年舊九月七日，溫州慶福寺」；《書信集》註：「此信一

九三二年九月七日寫于慈溪金仙寺」。《全集》所註有誤。考證此信，當參考蔡冠洛〈廓爾

亡言的弘一大師〉一文。此文載開明書店一九四三年版《弘一大師永懷錄》，文中在引述此

信前有這樣一段話：「……在他離開白馬湖晚晴山房的一年，託了姓楊的朋友，連明朝鐵筆

軒所製的鉢和經論手寫本等，一概寄存在可園裡，現在還保存著。」弘一大師最後離開白馬

湖是一九三二年。大師在這一年的農曆九月七日寫了此信。果然，正如大師信中所言，他在

不久即去閩南了（參見弘一大師〈南閩十年之夢影〉一文）。所以，此信寫於一九三二年農

曆九月七日。又據弘一大師〈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後二十一年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

山……」（峙山即金仙寺後山名），寫信的地點是慈溪金仙寺。 

致陳伯衡[註 9] 

存疑 

  原文 

 

伯衡居士丈室： 

  曩承過談，歡忭靡已。蓮華寺主淵法師奉謁左右，乞仁書聯。「莊嚴梵室」句為

朽人舊撰者，未審可用不？別紙委寫，以奉慧覽。略致誠款，無復覼。 

                        正月廿日 曇昉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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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信《全集》註：「一九二四年正月廿日，衢州蓮花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

二一年二月二十七日寫于杭州玉泉寺」，後者為西曆。根據弘一大師行蹤，一九二一年正月

和一九二四年正月均在衢州。故以上兩種時間都有可能，但寫信地點必不在杭州玉泉寺。此

存疑。 

致黃萍蓀[註 10] 

考證 

原文 

 

萍蓀居士文席： 

  惠書誦悉。老病頹唐，未能執筆撰文。惟回憶昔年瑣事，為高居士言之。請彼筆

記，呈奉左右，聊以塞責耳。謹覆，不宣。 

                            演音疏 

  

  此信《全集》註：「一九三七年春，廈門南普陀寺」；《書信集》註：「此信一九三六

年冬寫于廈門鼓浪嶼日光岩」。《書信集》所註有誤。關於此信的寫信地點，高勝進在〈弘

一法師的生平〉（見《弘一大師永懷錄》）中說得很清楚，這是在廈門南普陀寺。至於寫信

的時間，筆者曾於十數年前親自問過黃萍蓀先生。黃萍蓀先生說，他向弘一大師約稿是在一

九三七年早春。後弘一大師有回信（即此信），並寄高勝進代筆的一文，此文即研究弘一大

師生平的重要文獻〈我在西湖出家之經過〉。黃萍蓀先生還將弘一大師的回信影印寄下。黃

萍蓀先生所言正與高勝進〈弘一法師的生平〉中所言一致。高勝進文中說：「去年春間，因

為《越風》雜誌的編輯黃萍蓀先生要出杭州的專號，寫信來請弘一大師將他在杭州出家的因

緣寫出來……于是大師命我于星期日的時候，到他的樓上去由他親口述當時在杭州出家的經

過，由我筆記，再經過一番整理，以應《越風》之請。」故此信《全集》所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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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劉質平（一八九四－－一九七八），原名劉毅，字季武，浙江海寧人，李叔同在浙江兩級師範學校時學

生，曾留學日本，為中國著名音樂教育家。 

[註 2] 劉質平，〈弘一上人史略〉，載《南洋佛教》一九七九年第一二七期。 

[註 3] 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字仲祜，江蘇無錫人，數學家兼醫學家，中年後學佛。 

[註 4] 王心湛（一八八二－－一九五○），浙江紹興人，曾參與反清革命，晚年學佛。 

[註 5] 蔡丏因（一八九○－－一九五五），原名冠洛，浙江諸暨人，曾任中學教師、上海世界書局總編輯。 

[註 6] 弘一大師〈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落款是：「于時歲在昭陽報沙月釋曇昉書于西安蓮華寺」。太歲在

癸曰「昭陽」，此為癸亥，即一九二三年；「報沙月」為印度古曆十月之稱；西安即衢州之古稱。 

[註 7] 弘一大師〈大中祥符朗月照禪師塔銘〉落款是：「大慈沙門曇昉撰並書。」銘文中有：「乃吉祥臥，泊

然遷化。時十二年歲在癸亥七月十八日也。……是歲十一月十二日，嚴霜之晨，葬于鹿鳴山登高亭下。

余以宿緣，承侍窆禮。……深心追往，寄懷毫素。乃為銘曰：……」 

[註 8] 參見岫廬，〈南山律學院曇花一現記〉，一九三二年四月十日《現代佛教》第五卷第四期。 

[註 9] 陳伯衡，名錫鈞，江蘇淮陰人，弘一大師之友。 

[註 10] 黃萍蓀，生於一九○八年，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央社》、《中央日報》駐杭州特派記者，曾編輯《越

風》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