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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开荆

澳门功德林寺文献遗产

入选《世界记忆（国际）名录》

2023年，《澳门功德林寺档案文献

（1645—1980）》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记忆（国际）名录》，澳门深厚

的文化底蕴得以在国际社会彰显。功德林

寺院始建于1924年，爱国维新人士观本法

师（1868—1946）在社会贤达、高僧大德的

支持下筹组兴办了岭南地区首座女子佛教

学院，以弘扬佛学、推动女性教育为宗旨。

寺院藏有古籍、贝叶经、手稿、名人书信、

字画、老照片等珍贵文献6000余件，大多

形成于清初至20世纪中叶，少量为明末典

籍。功德林文献遗产展现了澳门女性地位

提升、佛教在澳门的发展等历史，具有重

要的文献意义和历史意义。

功德林寺院及文献的形成

澳门功德林寺院的创办

与观本法师息息相关。观本法

师俗姓张，名阳声，又名寿波，

号玉涛，法名观本，法号明一，

另有法名妙导。他出生于广东

省香山县南屏乡，祖籍广东韶

关，是20世纪中国具有影响力

的人物。1894年，时局变幻，中

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从南屏乡

来到澳门，开展文明进步运

动。与维新人士成立戒鸦片烟

会、戒妇女缠足会、阅书报社

等组织，并创设了学舍、图书馆

等，积极开展各种救国救民活

动，以提升社会文化素质，唤

醒民众的爱国情怀。

观本法师是康有为门下弟子，与梁

启超等维新人士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1895年，观本法师与梁启超等广东举人

一起联署光绪皇帝反对签订出卖国土

的《马关条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

后，他与康梁等逃往日本，继续学业，并

推动华人教育及兴邦爱国的活动。由于

时局不安，屡遇挫折，经历重重变迁，他

于1914年皈依天宁寺著名的冶开和尚门

下，专修净土法门，改法名为“观本”，更

于1915年回澳门成立家庭念佛道场、开

展星期讲学活动、参与功德林创办等，

逐渐扩大了澳门佛教的影响力。此后，他

立志以佛学教育推动社会进步，并尽己

所能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1924年，观本法师捐出澳门房屋，并

在姻亲简照南（1870—1923）家族、张莲觉

居士（1875—1937），以及佛学大师、社会

贤达等的参与和支持下，创办无量寿功德

林寺院。他在功德林开办女子佛教学院，

兴办女子义学，接待女众食宿，为女子提

供教育机会。该寺院奉禅宗与净土宗为法

脉，是着重于经院学派的正信佛教寺院。

功德林寺院的成立经历了长时间的

筹组，订立了多项章程。例如，《功德林

虔修行善会》的章程说明指出：“专为了

赞助女界虔心修行研究学理培养德性念

佛守贞暨教导失学之人救济苦难力行善

事为宗旨”；又如《组织功德林尼姑堂立

案章程》第一条指出：“本功德林专为出

家尼众念佛修行以慈悲度世为宗旨”。

寺院成立后，观本法师、冶开和尚、朝林

和尚、竺摩法师、虚云和尚等大批佛学

大师在寺院中讲学或支持寺院的发展，

因而寺院中收藏和保存了丰

富而珍贵的文献遗产，如佛

学院的内部文件档案资料

等。此外，在高僧的遗物中

也发现了许多以往未公开的

名人信函原件，如梁启超、

冶开和尚、虚云和尚、印光法

师等的书信和手稿。

抗战时期，不少佛学大

师和文化名人因避战而聚居

功德林寺院，他们在此进行

思想交流、举办佛学讲座，因

此形成了丰富的档案文献。

同时，功德林寺院在抗战期

间保存历史文献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功德林寺院创办时的师生合照（前排左一为观本法师、左三为朝林和尚，

二排右三为张莲觉居士）（功德林寺院藏）

功德林寺院主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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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寺院丰富的档案文献瑰宝

澳门文献信息学会于2012年便开始研究

澳门功德林藏经阁文献资料，得到了寺院住

持释戒晟法师的指导以及寺中比丘尼的帮

助。文献的载体形式丰富多样，有纸本、缣帛、

金石、木刻、贝叶等，弥足珍贵。澳门文献信息

学会组织学生及专业图书馆人员对寺院文献

进行全面整理、分类、编目、包装和排架。

1.佛教经典

功德林寺院中收集的经书较为丰富，

如《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整套共43册的

《大藏经》、《梵钢经》、《莲华经》、《义音

经》、《禅师语录》等，以经、律、论为主，

内容涵盖佛学研究、文化艺术、国学、道德

伦理、商学、哲学等。例如，《竹窗随笔》之

《竹窗二笔》及《竹窗三笔》为明末高僧莲

池大师晚年的随笔文集，莲池大师是中国

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该书以辨禅、教、净之

正知见，对佛儒融合也有一番精辟论述，此

外，此书记载的修行人生活行止的内容也展

现了一代大师的风骨。

2.手稿信函

功德林寺院作为佛学院，保留了学员

上课的笔记、法师讲课的宣传资料等，主

要包括观本法师、虚云和尚等大德的佛学

记录。更为珍贵的是法师遗物中的珍贵信

函，这对了解当时社会背景及寺院的情况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功德林寺院的藏经阁中，除了珍贵

的佛教经典古籍外，还有手抄本书籍，主

要是国学典籍，包括四书以及记载中国传

统文化的手抄稿，内容丰富。而难能可贵

的是，早在功德林寺院创立不久，寺院的

负责人就对藏经阁的典藏进行了细致的整

理，并抄写了目录资料，这也体现了其对文

献保存和利用的重视。

3.贝叶经

当前，贝叶经已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缅甸国家委员会

提出了有关保护本国贝叶经及汇编目录的

详尽计划书。功德林馆藏共8捆/册贝叶经，

以绳穿过叶面上的孔，并用与贝叶一般大

小的木质夹板为封面及封底固定，且运用

了“梵策（夹）装”这种便于携带装订的形

式，外侧两面均涂上金漆，全套保存良好。

此套贝叶经用古缅甸文刻写，据笔者与西藏

相关专家查考，刻经时间约为19世纪初。另

外，由于观本法师曾经游历缅甸半年，笔者

推测，此套贝叶经可能由其带回澳门。 

4.文件史料

系列制度、官方文件、会议记录、办

学资料等如实反映了这座女子佛教学院

的发展历程。例如，1924年12月20日在立

契官签署的《送产契约》为观本法师送

出楼宇的契约，简照南的母亲简潘永慈

作为简济家慈善会的代表进行接收。又

如，由观本法师和简照南家族及高僧有德

合力制定的规章《功德林尼院肃众清规》

（1923年）、《澳门无量寿功德林章程》、

《组织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虔修

行善会（功德林）》章、《功德能毗忌实习

班试办简章》，以及各种官方文件，可见

学院的严谨以及涉及活动的广泛。

除此之外，功德林还藏有大量名人字

画、牌匾、楹联等珍贵文献。

功德林寺院文献遗产的内涵价值

和世界意义

1.提升女性地位

女性地位及社会角色一向备受国际社

会重视，近代西方国家在18世纪渐渐意识

到女性地位及其社会角色问题。19世纪，

学界开始从社会学的视野提出女性主义。

20世纪初，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加之新思潮的涌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

变化，给中国人民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

清末时期，澳门有识之士便已开始关

注女性地位。此后，观本法师创立了岭南

地区的首座女子佛学院澳门功德林寺院，

为平民女性提供义学堂，这在当时是具有

开拓性的举措。不久后，香港也创办宝觉

女子书院。1945年，观本法师又在广州创办

“陶轮学社”女子佛学院。女子佛学院的

创立为不少女性提供了学习和踏足社会的

机会，影响深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工程特别指出，功德林馆藏文献见证

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具有世界意义。

2.记录著名高僧和社会贤达的贡献

观本法师与梁启超同属康门学子，是

志同道合的好友，更是亲密战友，关系密

切。功德林保存有梁启超写给观本法师的

亲笔函件，大都是他们在日本办学时期的

通信，记录了丰富的历史往事。

另外，由于观本法师是近代禅宗泰斗

虚云和尚的十大弟子之一，曾经随侍虚云和

尚经由香港、广州到曹溪南华寺，而虚云法

师被视为近代“一身系五宗法脉”（曹洞、

临济、云门、法眼、沩仰）之禅宗大德，他曾

在功德林讲课、说法开示归戒，因而保留

了虚云和尚的手稿和书籍。

重要的是，普陀山法雨寺印光法师，即

著名的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曾参与修订

了《澳门无量寿功德林规章》，并就其中的条

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功德林寺院中留存了印

光法师的亲笔信函，以及对《澳门无量寿功

德林规章》的校正笔记。

简照南及其家族也参与了功德林寺

院的创立。简照南与其弟简玉阶是著名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民族香

烟“红双喜”的生产商。简照南一生热心公

功德林藏经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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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慈善和教育事业，是著名的实业家和爱

国华侨。他与观本法师为姻亲关系，其家族

对功德林寺院的创立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高挂在功德林入口庭院的鼎钟是于

1928年年初在浙江铸造的，刻有参与筹建

功德林寺院的社会贤达的姓名，张莲觉

居士及其子女、女婿等在主要的捐献名单

中。她以功德林寺院为基地推动女子佛

学、女子义学的发展，功德林保存的老照

片记录了她组织佛学讲座的善举。

著名的佛教大师竺摩法师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从香港来到澳门，在功德林

寺院隐修5年，他在功德林寺院开办的讲座

吸引了来自澳门、香港和内地的大量听众，

其间，著名的中国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

也常到功德林寺院与竺摩法师交流佛学及

书画文化，因而在功德林寺院留下了不少

字画和佛学著作等。

功德林的文献遗产中包含中国佛教

总会（1924—1948年）创始者冶开和尚的信

函，以及朝林和尚等著名高僧的史料，非

常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高僧大

德佛教信徒离开澳门，前往祖国内地和香

港地区，以及缅甸、越南、柬埔寨、马来西

亚、美国等国家，他们依据在寺院中学到

的知识，进一步传播佛教文化。

3.澳门文献与《世界记忆名录》

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发展历史使得澳

门成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地。2008

年，在澳门基金会的推动下，澳门文献信

息学会即开始参与世界记忆项目。多年

来，在国家档案局的关注和支持下，2010

年，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申报的天主教澳门

教区档案文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

地区名录》；2016年，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申

报的功德林寺院文献成功入选《世界记

忆亚太地区名录》，其后由澳门文献信息

学会与澳门城市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学术中心合作进行整理，由国家

档案局组织申报，于2023年成功入选《世

界记忆（国际）名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认同，功德林寺院的文化底蕴得以在全世

界彰显。目前，澳门地区已有3项文献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或《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如表所示。

结 语

功德林寺院作为一座女子佛教学院，

在动荡年代聚集了不少有识之士、著名佛

教大师、文化名人，他们在此进行交流、学

习、研究佛学，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

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积淀了深厚的文

中国澳门文献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情况表

序号 文献项目 入选时间 级别 申报单位 文献所在地

1
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

（16—19世纪）
2010年3月 亚太区 澳门文献信息学会 澳门主教公署及圣若瑟修院

2 澳门功德林寺院档案文献

（1645—1980）

2016年5月 亚太区 澳门文献信息学会

澳门功德林寺院
2023年5月 国际级

澳门文献信息学会与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

世界记忆学术中心

3

“汉文文书”(清代澳门地

方衙门档案

（1693—1886）

2016年5月 亚太区
中国澳门档案馆与葡

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联

合申报

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藏有原

件，中国澳门档案馆存有复制件2017年10月 国际级

化，留存了丰富的文献遗产。同时，对于中

国近现代推动女众佛学教育、提升女性社

会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商品、知识和

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功德林的文献作为

弘扬爱国和文明进步的“见证者”，对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以及新时期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尤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世界

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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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的宣传海报特别提到澳门功德林
文献为3个与妇女地位有关的项目之一

梁启超致观本法师的亲笔函（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李明华译文）（功德
林寺院藏）

形成于约1829年的贝叶经（功德林寺院藏） 齐良迟（齐白石四子）
所作《三寿图》（功德
林寺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