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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圖論之三：  

弘傘法師與寬願法師影像之辨  

陳星 

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福建人民出版社版《弘一大師全集》是一部影響較大的弘一大師研究文獻彙編，該套全

集出版後經常被弘一大師研究者引用或作為研究中的依榜資料。鑑於該套全集編輯時的諸多

因素制約，全集中的許多註釋文字存在訛誤。筆者曾在《普門學報》中就全集中的弘一大師

書信的寫信時間、地點進行過考證（這項工作目前仍在繼續），本文再就全集中對弘傘法師

和寬願法師的圖片文字註釋作一考論。 

  弘傘法師是弘一大師的法侶，長期在杭州招賢寺[註 1]主事。弘傘法師俗名程中和，字毓

靈，皖人，曾任高級軍職，為二次革命健將，勳功卓著。一九二○年弘一大師赴浙江新登貝

山閉關之前，曾請程中和居士先行實地考察。程居士上新登貝山查看了靈濟寺地形後回杭，

將該寺繪成圖，弘一大師據此審定了房屋的修理方案，並由學生樓秋賓之父雇工修理房屋，

仍由程居士親蒞主持。這一年夏，所修房屋煥然一新，程居士亦於此時赴杭剃度，號弘傘，

迎弘一大師上貝山靈濟寺閉關。 

  程中和（弘傘法師）出家後，曾長期在招賢寺主事。一九二六年春，弘一大師自溫州至

杭州，就住在招賢寺裡靜修。弘一大師顯然是很喜歡招賢寺的。其原因除了它的地理位置處

於西湖邊外，更重要的應該是他與弘傘法師之間的默契和對弘傘法師的讚賞。弘一大師在一

封致老友楊白民的信中說道： 

  

弘傘師住持招賢寺整理規畫，極為完善。西湖諸寺，當以是間首屈一指矣。[註 2]  

  

  因為有了招賢寺的緣，有了弘傘法師的緣，故一九四八年秋劉勝覺居士負責將弘一大師

的部分骨灰從福建送至杭州後，其存放的地點就是招賢寺。弘一大師的學生豐子愷也與招賢

寺主弘傘法師友善。抗戰勝利後，豐子愷曾一度卜居西湖，其寓所也正是在招賢寺旁邊的小

平屋，豐家將其稱為「湖畔小屋」豐子愷有對聯曰：「居臨葛嶺招賢寺，門對孤山放鶴亭。」

招賢寺今已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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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賢寺有下院名曰本來寺（圖一）。本來寺位於靈隱寺後，為近代招賢寺智慧老和尚所

創建（實為一簡樸的修行之處）。一九二七年的時候，弘一大師曾與弟子寬願在該寺住過。

七月，李石曾（煜瀛）到本來寺訪問了弘一大師。李石曾在弘一大師手書《梵網經》題記中

曰： 

  

弘一法師，別來十餘年。數訪於玉泉、招賢兩寺不遇。本月

九日得弘傘法師陪往見於本來寺暢談，並得兩法師贈以佛學

書多種。余不曾學佛，然於其教理則敬羨久矣……今承弘傘

上人出此囑題，敬志數語如此。民國十六年七月十一日石曾

李煜瀛。[註 3]  

  

  從上文中可知，弘一大師與招賢寺及本來寺

之緣，涉及到了兩位法師，即除了弘傘法師外，

還有一位寬願法師。二法師在弘一大師研佛、弘

法過程中，經常伴隨其身旁，地位十分重要。然

而，在《弘一大師全集》的圖片中，有此二法師

形象的圖片，其文字註釋則出現了差錯，以至以

訛傳訛，令讀者無所適從。 

  在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年三月版《弘一

大師全集四‧佛學卷(四)》中，收錄一幅有關一

九四八年劉勝覺、劉質平等人奉送弘一大師靈骨

至杭州招賢寺的照片（圖二）。其文字註釋全文

如下： 

  

一九四八年，奉送大師靈骨上供於杭州招賢寺 前排：劉質平、劉勝覺、普行法師、

弘傘法師；後排：吳夢非夫人、吳夢非、李鴻梁、潘錫九、樂歡法師、林子青、巨贊

法師、李季谷。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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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註釋對後排人物的介紹中亦有誤，即吳夢非與李鴻梁次序應對調。此不在本文考論範圍，

不贅述。）其實，弘傘法師應該是前排左起的第三人，而不是第四人。證據是豐子愷於抗戰

勝利後曾與招賢寺弘傘法師有一合影（圖三），照片後有豐氏家屬的文字註釋，顯示左起第

二人即弘傘法師。對照本文圖二中的影像，顯見其註釋中所謂的「普行法師」當是弘傘法師

才對。那麼圖二中的前排左起第四人應該是誰呢？為此可再對照豐子愷與寬願法師的一張合

影（圖四）。這張合影有豐子愷親筆題字：「丁亥元宵與寬願法師合攝於虎跑泉。子愷題。」

既然此法師為寬願法師，那麼圖二中的前排左起第四人也應該就是寬願法師了。 

  作為引證，這裡不妨再例舉兩幅照

片。一幅為一九三一年農曆九月弘一大

師、弘傘法師與安心頭陀等人的合影（圖

五）。該照片上有弘一大師的題字： 

  

辛未九月十八日，虎跑定慧寺圓

照禪師往生極樂。十九日請安心

頭陀封龕。說法既竟，與沙門栖

蓮、弘傘、弘一，居士徐仲蓀合

攝此影，以志遺念。演音。 

  

圖三 
圖四 

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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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站在中間的就是弘傘法師。此影像相距圖二，其拍攝時間相去十七年，弘傘法師還是

中年人，但其形象與圖二中筆者指認過的弘傘法師就是同一個人的面影。再一幅為少年時的

寬願法師與弘一大師的一張合影。在《名僧錄》[註 4] 一書中有一篇曹雲鵬採訪寬願法師後寫

成的〈弘一法師出家前後軼事〉，並附錄刊登了一幅少年時的寬願法師與弘一大師的合影（圖

六）。照片的文字註釋為：「一九二六年七月，弘一法師（左）和弟子寬願於杭州靈隱寺。」

其寬願法師的影像亦可確認與圖二中筆者指認過的寬願法師為同一人。然而，《名僧錄》中

刊登的這張照片，其文字註釋中的時間應有誤。因為一九二六年七月時的弘一大師並不在杭

州，而是在江西廬山參加金光明法會。[註 5] 根據前文所述，弘一大師於一九二七年七月弘一

大師在招賢寺下院本來寺住過（寬願法師為陪侍），此照拍攝時間以一九二七年七月為當。 

  最後再就圖二中所謂的「普行法師」作一闡述。《弘一

大師全集》的編者主觀上的「普行法師」應該就是寬願法師

（儘管註釋中的人物次序顛倒）。理由是在《弘一大師全集

八‧雜著卷、書信卷》中就收有本文圖六這張照片。其文字

註釋是：「一九二七年夏與普行法師攝於杭州本來寺。」如

果《弘一大師全集》的編者有證據說明「普行」即是寬願的

別稱，則可以理解，但問題是至今尚無資料證明這一結論。

寬願法師確有過別稱，根據曹雲鵬〈弘一法師出家前後軼事〉

一文，寬願法師自己說：「師父給我取號『祖賢』，字『寬

願』。」[註 6] 但「普行」一說尚無資料證明。（《名僧錄》

中的圖六將照片拍攝地點註釋為「靈隱寺」，《弘一大師全

集》中的圖六將照片的拍攝地點註釋為「本來寺」。其實只

要對杭州靈隱附近的景致熟悉的人都會知道此地既不是靈

隱寺後面的本來寺，也不是靈隱寺，而應該是靈隱寺前的飛

來峰石洞前──筆者自幼在此附近長大。）在《弘一大師全

集三‧佛學卷(三)》中還收錄一幅一少年僧人與弘一大師的

合影（圖七），其文字註釋是：「一九三五年與寬願法師合

影留念。」根據曹雲鵬採訪寬願法師的文章〈弘一法師出家

前後軼事〉，寬願法師自述與弘一大師最後一次見面是一九

三二年。兩人分別的地點是浙江上虞白馬湖。寬願法師說： 

  

我二十七歲那年，隨侍師父在白馬湖春暉中學。這年正值母

親有病，來信叫我回家看看……我就趕程回衢州……我再回

到白馬湖時，竟不見了我的師父。我的心頓時跳動得發慌，

圖
六

圖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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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急忙忙去問夏丏尊先生，夏先生告訴我說：「你師父久等你不來，便一個人到福建

去了。」 

  

第二天，我像一隻失了慈母的孤雁，含著滿眶眼淚，離開白馬湖春暉中學，回到杭州

虎跑寺。從此我就再也沒有見師父一面！ 

  

可見，自從弘一大師定居閩南後，寬願法師就沒有再與弘一大師見過面，那麼一九三五年全

年均在福建弘法的弘一大師怎麼還會與寬願法師合影呢？是《弘一大師全集》編者將照片拍

攝的時間註釋錯了？其實圖七中的所謂「寬願法師」與前文筆者指證過的寬願法師，二者之

形象是有差別的，少年時的寬願法師，其形象顯得清秀。而圖七中的所謂「寬願法師」，其

形象則十分憨厚。只要將兩張照片並陳，差別是顯而易見的。故圖七中的少年僧人或許為他

人。 

 【註釋】 

[註 1] 《湖山便覽》記載道：「在嶺麓瑪瑙寺西。唐德宗時，郡人吳元卿為六官使棄職，摻鳥窠禪僧，建庵修

道。開運三年，錢氏就建為院，原額『招賢』。治平二年，改禪宗。有蒙泉，蘇子瞻題。元末毀。國初，

因址重建，改名清隱庵。」 

[註 2] 此信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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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該書將此信

註釋為：「一九二○年舊四月十八日，杭州玉泉寺。」此註釋有誤。因為信中講到弘傘法師住持招賢寺，

且整理規畫，極為完善。弘傘法師的出家是在一九二○年夏弘一大師赴新登之前一日，法號弘傘。一位

剛出家的僧人何以會在四月就成為招賢寺的住持呢？故此信必不可能寫於一九二○年。根據筆者考證，

此信應寫於一九二三年農曆四月十八日，當時弘一大師正在招賢寺養病習靜（請參見筆者《弘一大師考

論》一書，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二年七月）。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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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六五頁。又據《學海無涯──

近代中國留學生展》：「李煜瀛（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石曾，河北高陽人，一九○二年赴法，先

後在巴斯德學院及巴黎大學學習和從事研究……。」（香港歷史博物館編，二○○三年十一月） 

[註 4] 曹雲鵬，〈弘一法師出家前後軼事〉，載全國政協文史資料委員會宗教組編，《名僧錄》（中國文史出

版社，一九八八年十一月）。 

[註 5] 參見豐子愷〈法味〉一文，載《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

二年六月）。 

[註 6] 同 [註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