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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雲水僧，本質上是無足輕重的小事，這位生於晚清末
年的近代僧人，寂寂無名地寧靜渡過了近九十個年頭，他
不是什麼佛學泰斗，也沒有如國學大師這種人設！更沒有
人稱他為得道高僧，他的書法並不陰陽怪氣，而且清勁秀
逸，法道自然，這種樸實無華舒泰，社會沒有吹噓他的聲
音，沒設立一間紀念館，為他留下生命的足印，這反而是
令筆者最大的好奇心，儘管筆者沒有能力，但也要盡自己
最大的努力，今日回首過去已經卅四年，亦依然充滿熱情
與熱誠，繼續做自己認為做對事情….本文透過數個章節，
對澳門八十至九十年代，釋童真大師為澳門宗教藝術帶來
的貢獻，人們對這些藝術的反應。既然是非名家效應，當
然沒有公權力推薦和推廣，成了小眾的藝術，今日是否還
有存在價值呢?!筆者嘗試作出簡單探討。

摘要

藝術是自我主觀行為對某事物的肯定，你說他好但可能覺得他
不好，反之亦然！本篇文章所述的故事主人翁，是筆者透過以
學術形式做的紀錄，這個研究已經開始了很多年，說來也是矛
盾的，這麼多年對這主人翁也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他的容貌
，不知道他的過往，過去對他的生卒年月也沒有頭緒，只能從
旁敲側擊，透過當年仍然在世的人去認識他，透過一些訪談，
盡努力去把的他的生平事堆砌出來……誠言！筆者仍未達到目
的，亦僅此作出小結，這算是向自已的交代，向過去對筆者幫
助的朋友,您們的熱忱表示衷心的感謝。

[關鍵詞]

雲水僧 釋童真大師  生卒年  普濟禪院  禪意書法  詩聯

上圖 : 白文印章~雲水僧

行楷「春」字的特寫圖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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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澳門街頭時，除了林林總總文化遺產之外，還有什麼值得文化愛好者去觀察的呢？筆者認為老店
的招牌是不得不看，隨着時代轉變，城市面貌更替，這種景觀已隨着歲月變遷，而漸漸消失得無影無蹤
，筆者童蒙時期澳門街頭,有着民國景觀的各種商店，與現時街道上如「走貨場」不一樣，觀察招牌上的
文字，可以了解到當地文化風貌，例如某某及名家為某店提寫招牌，也能體現出當地藝術文化的面貌，
澳門街當中比較常見的名家有確實大不乏人，若說張大千、于右任這些名人雅士，大江南北也可以見到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可言，筆者簡單做過統計，值得談論的計有高劍父（近代革命家/嶺南畫派宗師）、
啓功（中國書法巨匠）、沙孟海（中國書法巨擎）、選堂.饒宗頤（香港國學家）、佘雪曼（香港書法家
）、區建公（香港書法家）、趙樸初（中國宗教界佛教人士），秦萼生（廣東書法家）、麥華三（廣東
書法家），林少明（廣東書法家），更地道本澳特式的計有、翁桂清、何榮祿、賴少其、鍾少山、披雲 

梁雪予、林近、連家生，當中宗教界的還有兩位分別是釋童真大師（普濟禪院掛單僧）與釋竺摩大師（
中國/馬來西亞），但隨作時光消逝，這些特別的文化風味也開始消失,也是時間問題。

左: 翁桂清 書    右上:何榮祿 書      右中:鍾少山 書      右下 :披雲   書  圖片來源: 攝於2016/2024/2025年

上圖:  沙孟海 書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釋竺摩大師 書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左: 釋童真大師 書 圖片來源: 攝於2024年                                                    右:林近 書 圖片來源: 攝於2023年
 

一、 商號招牌與書法字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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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摩大師在澳門足跡不太多，主要是集中在三巴仔街旁的功德林，竺摩與高劍父相識相知，成為澳門藝術
界的美談,1951年高劍父在澳門病逝，出席追悼會的有普濟禪院主持慧因大師及竺摩大師，筆者曾多次把
竺摩大師誤以為是童真大師，然而直到現時為止，童真大師的外貌亦不為了解！也是本篇文章的主人翁，
觀音堂是澳門歷史名勝，筆者初接觸觀音堂是八十年代初期，觀音堂又稱作普濟禪院，始建於明代，到了
清代晚期以簽定「望廈條約」 [4] 而聞名於世，澳門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天主教作為主導，但居住在
澳門的華人，其宗教背景皆佛教為主要，每當農曆新年或觀音誕的時間，寺院香火鼎盛，善信人流眾多，
回憶孩童歲月,大雄寶殿無疑是小朋友的「煉獄」，濃煙熏得幾近窒息，這時孩子們會第一時間衝向「壽
」字茶樹的檀越堂和妙香堂，後庭園是最適合小朋友玩樂場所，當中還有一棵傳奇的連理大榕樹。但要到
達庭園是必須先通過齋堂，然而齋堂卻是人生最難衝破的地方。齋堂二字匾額，乃出自高劍父手筆。當中
齋堂內的兩邊，皆設有拜祭先人的靈堂式擺設。因氣氛比較陰森，每次皆需要勇氣才能通過，不可不提的
是齋堂中央所掛上一幅大笑佛畫像。是旅行團導遊必拿來說故事的話題，這是一幅神奇的佛像，你無論走
到哪裏，佛像都是望着你的。遊客們都聽得十分著迷，然而超自然的故事就越來越多了，說到滿天神佛似
的，變成大家茶餘飯後的故事，也是一種樂趣。

(一) 齋堂大笑彌勒佛畫像的歷史背景 

吳翰（1882—1968），字墨園， 1882年出生潮州府城人，近現代畫家，1968年去世。 自幼跟隨祖父吳
雲學畫，13歲開始以筆墨維持生計，20歲赴香港創辦存粹國畫學院。 專長山水、人物、花鳥、走獸畫
，與徐悲鴻、高劍父、趙少昂等人為朋友。

畫上題字

朝唸阿彌 暮念阿彌 一時郎悟笑刺肚皮 乙亥冬月畫 於香江客次 

以為濟航大師 清鍳 

墨園 吳翰 

(乙亥年即1935年 濟航大師為慧因之前住持)

2016年拍攝的齋堂內的彌勒佛畫像 (應為現代複製件) 圖片來源: 攝於2016

二、  觀音堂的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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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親身直接請教過的人：
1992年普濟禪院住持～釋機修大師
1992年及97年美副將大馬路老舖～店東老伯
1992年澳門畫家～招文峰老師
1992年澳門書法家～羅玉銘老師
1995年氹仔老街坊/童大師舊鄰/～梁老先生
1994年及97年竹林禪院主持～釋戒聞大師
1995年氹仔菩提園寺內人員
1995年雅廉訪大馬路菩提堂～師太
2013年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

簽訂望廈條約的小圓石卓，是觀音堂的重要景點(按最新考證圓石卓並非簽定的地方) [4] ，孩童喜歡追
逐在連理樹附近地方。連理樹前有一個涼亭，名為「雨華亭」上兩邊寫着一幅雲石對聯，「雨露風清雲
作伴 ；華臺月滿客談禪」，而亭前還有一個比較細的雲石刻匾，上面刻上「應作如是觀」，是佛教經
典的謁語,熟悉佛經的遊人都會細心觀賞一番，假如當年到觀音堂探望雲水僧，或者今天這篇文章便簡
單多了，1984到1985年的時候童真大師肯定是依然在世，事隔8年之後的1992年2月才開始萌生了解他的
您頭，已可能是為時已晚了，有人面不知何處去的嘆息。筆者最初的研究方法，是放學之後到普濟禪院
內，用紙筆把對聯及匾額逐個抄下來。往後的第二年開始使用菲林相機進行拍攝。由於拍攝技術關係，
未能滿足對書法體攝影的準確度，筆者與同窗同學使用碳筆掃描拓印字跡。這種研究方式當年應該沒人
效法的。然而誰是「雲水僧」，仍沒有任何線索! 在澳門街要了解書法家並不困難，當年澳門人對藝術
書法研習風氣十分盛行，澳門書法家十分平易近人，但大家對雲水僧卻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畢竟也
是理解的，出家人不問世事，自然不入俗世，這反而另人更加好奇。其後在澳門盧九花園，也發現有中
式亭台，由雲水僧所寫的。合計有「人壽亭」對聯「奇石盡含千古秀；異花長占四時春」，「碧香亭」
對聯「碧水丹山曲橋垂柳；香風醉月詞館詩人」，雲石刻匾「清風徐來」、「無邊光景」，盧九花園並
非佛堂這樣說雲水僧的書法，不只在禪寺之內才會出現，也能是普世性的藝術。這是筆者認知上的昇華
，開始需要進行主動的出擊，四出找尋相關人士作出訪談，往後十數年間，斷斷續續向很多相關人士請
益。畢竟整個研究過程亦漸漸明朗化，然而能夠做到完全了解直到今天仍未可能，簡單地說筆者連釋童
真大師的容貌照片，仍然未能找到。

左:  釋慧因大師紀念亭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右: 1992年至1995年的菲林照片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三、普濟禪院的雲水僧是誰人

Page 4 of 20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2025

由1991年到2025年的光景，童真大師基本的生卒年仍未能有可信的記錄，研究的學者少之又少。過去能
找到的描述見下列幾項，筆者把參考的資料紀錄如下:

a.《澳門古今》李鵬翥 其中一章節描述雲水僧為掛單普濟禪院的和尚。第226頁所述內容： 寺內對聯石刻為寺內掛
單和尚雲水僧童真書寫。 [1]

b.「在花園與 歷史間漫步 」Ramen Yao 專欄, 特約專欄, 生活November 12, 2018，當中描述過，雲水僧一即釋童真
大師。 所述內容： 1973年，何賢於以保育為由，以二百七十萬的低價將後花園售賣給當時的葡萄牙政府。當時花
園已年久失修，政府為此開展了大規模的修繕工程，並邀請了觀音堂的雲僧一即釋童真大師一為園內的亭台樓閣重
新題字及賦聯。 [6]

c.「澳門名勝楹聯輯注」 鄧景濱、葉錦添 所述內容： 所述內容： 雲水僧（？——1994年），俗名蔣松，法號童真
。出生於廣西鬱林，年幼時在肇慶鼎湖出家。日寇侵華避亂至香港。香港淪陷前流亡來澳，為普濟禪院掛單和尚。
工詩聯、書法，擅紫薇斗數。1994年春夏之交，自知不久人世，恰廣西政府退回租地，於是抱著「落葉歸根」的心
態，與友好告別，回鄉建宅，甫抵故鄉即發病身亡。 [7]

d.澳門文化雜誌，2017年 總第118期 「參普濟彈院/想聯語詩話」 鄧景濱 所述內容： 雲水僧：雲水僧指在各地遊歷
，或旅居異鄉，所到之處即在當地寺院掛單修行的僧人。文中的雲水僧法號童真，俗名蔣松，原籍廣西，於日本侵
華時流亡到澳門，直至1994年回鄉終老。 [4]

e.澳門佛教界的愛國傳統及對佛教文化的傳承 宋漢曉 譚經宇 所述內容：第9頁，抗戰期間，隨着竺摩法師、智圓法
師、童真法師等內地的高僧相繼來澳門避難，對澳門佛教文化的傳播產生了重大影響。 [8]

上述相關敘述研究，雖然只是片言隻字，注意到最關鍵的訊息就是逝世的日期，清楚地寫下「1994年」
這個時間，筆者看到後十分訝異！這是顛覆筆者過去所知道的認識，如果他是1994年去世的話，這與
1992年釋機修大師對筆者所說的完全不一樣，

1992年春天,釋機修大師表示，而且肯定的對筆者說：「童大師已經死咗好多年，唔在啦…….佢以前係
住喺觀音堂，好耐架啦，佢寫咗好多字架，你自己去睇吓，到處都係佢寫嘅字！」

 2002年筆者得到澳門的何先生協助，了解到一些有關童真大師逝世時的情況，童真大師在澳辭別好友
後，返回家鄉廣西重建祖庭（祖屋），但因時值冬季嚴寒，不幸因肺氣腫病逝於廣西……這個說法亦符
合後來澳門學者們的描述。但對於逝世的時間，卻沒有更多資料補充。如果真的是1994年逝世，對筆者
而言卻是一個震撼也是一個遺憾！

右: 1992年拍攝觀音堂妙香堂(對聯現已不知去向)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左:  2016年拍攝觀音堂的童真墨跡對聯作品 

圖片來源: 攝於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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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994年是雲水僧童真大師過世的真正時間，那麼他
又是那一年出生的呢？這是一個不解之謎。因為在研究這
門學問上資料如果不齊全，會嚴重削弱對被研究者的尊重
，2016年7月筆者在香港書展中，購買了一冊澳門展銷攤位
的圖書，名為《歲月如流.濠江舊侶》書畫展。這册書應是
2012年的發行的，當中吸引筆者的地方，是因為書內竟然
刊有雲水僧的書法作品，這是一種很大的驚喜，似乎大家
對他實在太「陌生」了！這樣又過去了九年，但筆者最近
回看其中一幅作品時，書冊105頁編號72，題為釋童真行書
自壽七言詩，引起筆者的思考，這件書法作品是私人收藏
家所擁有，書寫時間為1965年（乙已年），今年2025年適
逢又是乙已年，這首題為《自壽詩》或許真的能解開童真
大師的庚歲謎團，現抄錄如下[10] ：

《釋童真自壽詩》

五六生朝二八期，金童玉女笑嘻嘻，首座設高仁者壽，
應供羅漢鉢如飛，新戒登堂呼謝禮，心生獻菓執威儀，
心隨處處常安樂，體挂如來解脫衣。

乙已立春後二日 錄癸卯自壽詩一首以應 

澹龍居士吟正 

雲水僧書於藏經樓（1965年書）

因為這首七律詩是文言文寫成,並以草書形式表達，當中難免未必能完全解讀正確。然而當中最關鍵提示
似乎頗為清晰，書寫的時間為1965年的農暦正月初四日，手錄癸卯年時所作的的《自壽詩》，當中含有
怎樣的信訊息呢？試看首一句「五六生朝二八期」，「五六生朝」應該是指癸卯年時（1963年）童大師
應為五十六歲，立春（初一日）後二日應是正月年初四日，在新暦上為一月二八日，清晰地對應《自壽
詩》中的「二八期」，如果由1906年至到1963年翻查萬年暦書上就得出結果，56年前的日子應該為1907

年清光緒卅三年，童真大師生日的日子多接近農曆新年，但似乎也不是農曆年初四，所指的也應該是新
曆。（見下附註）

1906年1月28日（初四）前一年
1907年1月28日（十二月十五日）
1909年1月28日（初七） 

1914年1月28日（初二） 

1917年1月28日（初六） 

1922年1月28日（初一） 

1933年1月28日（初三） 

1936年1月28日（初五） 

1944年1月28日（初四）
1952年1月28日（初二） 

1955年1月28日（初五） 

1963年1月28日（初四）
1963年為癸卯兔年 立春後二日 （即初四日） 

1963年1月28日（初四） 也是「二八期」

雲水僧（1907 ~1994年）剃道出家前俗姓蔣名松取法號童真。
出生於廣西玉林(本稱為鬱林)，少時於廣東肇慶鼎湖山出家為
僧。1937年日本侵華因逃避戰亂,先抵香港。其後由於香港局勢
不穩,遂在香港淪陷前遷住澳門，及於普濟禪院作為掛單和尚。
據悉童真大師,善於佛教經典外,亦工於詩聯、精於書法，也擅
紫薇斗數。道與佛互有交集.在其書法作品上,見其頗多簽署如:

童真、釋童真、比丘童真、雲水僧、雲僧、雲頂山僧、雲道人
。 圖片來源: 《歲月如流.濠江舊侶》書畫展 105頁 編號 72

澳門藝術博物館.屬私人收藏品

四、雲水僧釋童真大師生卒年的探討與解讀

上圖 : 白文印章~釋童真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以水彩插畫呈現的 「佛即心」 刻石    甲辰   雲僧書

圖片來源: Sa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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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釋童真大師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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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音堂附近美副將馬大路附近有一間老店，由一名年長的老伯主持的，從門口看見古雅的櫥窗，也
帶點儒雅味道，因此冒昧入店參觀及詢問，當時估計老伯應有八十多歲，傾談一會感覺算是一位率性
的人，而且詞鋒亦十分凌厲，與他交流需要具一定的包容性，佬伯直接的一番話，當時使筆者來不及
反應：

1992年春天老伯對筆者說:「你睇乜嘢雲水僧吖，童真啲字軟癩癩咁，有乜好睇呀同學？！我同你講
啦，呢幾年呢我轉嚟玩竺摩（大師），（回頭指住佢背後一幅細細有鏡框的國畫），佢呢畫先係好嘢
嚟，將來一定升價………，童真啊，個人生得好瘦嘅，成日咳好似個肺癆咁，廟入邊嗰啲和尚叫佢做
師叔架，邊有人關心佢吖….. 有次喺出邊條路仆咗喺度，都冇人扶返起佢啦…… 心淡啦。」 

備注：訪談在1992年2月8日中午時間(其後1997年7月再次探訪時，老伯亦十分肯定這一說法)，或許
這番話的確有很多人持不能認同的疑問，筆者曾經求證過不少人，有的第一時間否認，有的不予置評
，基於對受訪者的尊重，筆者無意將其省略，讀者自行分析）老伯形容雲水僧釋童真大師的外貌是位
身型瘦削的大師，筆者在腦海不繼回思，與他或許已經相遇過面也說不定，只是沒有停下來，向大師
他問句您好而已。

上圖 :  1992年拍攝觀音堂的吉祥軒墨跡 (鏡框/現已不知去向)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 :  1992年觀音堂的齋堂內的雲水僧墨跡
(墨跡中堂直幅大鏡框/現已不知去向)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原文: 精舍傍江流津（梁）彼岸潮人煙 為舍衛山色（似）羅浮
山度恆沙劫身同象罔游從來香積飯不在缽盂求     

齋堂補璧 乙卯長至    雲水僧上圖 :  1992年齋堂內的雲水僧墨跡
(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再使用電腦篇輯)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五、無法証實的一番話及雲水僧書藝面貌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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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雲水僧書法面貌的第一個時期：

1950-1960書法風格以清瘦楷禮魏碑或帶北魏筆意，精神面貌較為樸素。

上左圖 : 觀音堂的內堂的雲水僧魏碑墨跡

到此何妨閒半日 

報機正好話三生          慧因大師鑒       童真

（墨蹟對聯. 青綠色紙本/鏡框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再使用電腦篇輯)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圖 :  菩提堂大門口外的雲水僧 雲石刻對聯

菩提樹轉法輪初成正覺 

紫竹林觀自在普濟眾生

民國戊子年四月八日立 (1948年)

比丘  童真 敬書

這對雲石刻對聯,筆者於1995年時曾請求師太
能否入內拍攝,但師太說在門外也能影到的.其
實師太很優雅地拒絕了請求,門口有著雲綣紋
閘花,是無法拍攝得到長對聯的,所以這是當年
唯一沒法完成的任務.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右圖 : 竹林寺的紫霞軒內的雲水僧魏碑 （木刻對聯）

七重寶樹圍金界
一片冰心在玉壺             雲道人

（墨蹟對聯. 青綠色紙本/鏡框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再使用電腦篇輯)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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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雲水僧書法面貌的第二個時期：

1960-1979書法風格進入流暢自然，飄逸灑脫、鐵畫銀鈎的用筆神韻。（筆者稱作「禪書」）

上圖 :左及右1995年知拍攝的的菲林照片:

左: 氹仔舊民宅梁錦波先生家中墨蹟

一簾風月王維畫 

四壁雲山杜甫詩   戊申臘月  雲水僧

右:觀音堂的妙香堂內的雲水僧對聯墨跡

舍利子諸法空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     丁未臘月 雲水僧書於藏經樓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中圖 :氹仔舊民宅梁錦波先生家中墨蹟

一簾風月王維畫    錦波先生雅屬
四壁雲山杜甫詩   戊申臘月  雲水僧

墨蹟對聯.紅灑金紙本/鏡框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
再使用電腦篇輯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右圖 :延陵科學综合室 

畫入雲龍妙
筆藏天地春       雲水僧

注:原幅字使用電腦水墨化處理效果 [11]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2025

上左圖 : 觀音堂的齋堂內的雲水僧對聯墨跡

慧業當精進 

因風禮惠能          慧師印可 乙卯春  雲水僧

墨蹟對聯.紅灑金紙本/鏡框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再使
用電腦篇輯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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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水僧書法面貌的第三個時期：

1980-1990以行楷體為主，並以雄厚運筆，進入穩重面貌為多，略帶顏書筆意。

1979年釋慧因大師圓寂之後，釋童真書法面貌明顯改變.

左下及右上園 :蓮峰廟

種果在前生願斯世無災無難 

拈花恭妙相惟爾神能發能收（ 1982年木刻對聯）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蓮峰廟
永錫安寧   神恩永護（1982年木刻匾額）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蓮峰廟  痘母金花殿上的景觀,殿內雲水僧對聯,

皆為80年代的題書字體雄運有力,穩重大氣.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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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厦條約》於1841年英國與中國爆發鴉片戰爭，香港成為英國殖民
地後，中國港口向英國商業開放後，美國商人向美國國會請願，要求
平等的貿易權利。 1844年原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眾議員迦勒
·顧盛 （Caleb Cushing 1800-1879）被委派為美國首任駐華專員，並
與大清帝國談判達成貿易條約。在葡屬澳門的望廈村的普濟禪院（觀
音堂）內簽訂條約，歷史稱為《望廈條約》，是為美國與大清（中國
）之間的第一份條約。1844年7月3日，美國特史顧盛與大清全權大臣
耆英簽訂《望廈條約》，清國向美國商人開放了五個港口，賦予美國
公民合法權利和保護，制定了關稅，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 中美
《望廈條約》共34款附有海關稅則。內容主要同意美國在華通商、外
交等方面，享有與英國同等的權利。（除了割地及賠款外）美國將全
部獲得與英國同等的商貿的特殊權益。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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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圖 : 普濟禪院後花園「碑亭」甲寅(1974年)（雲石刻匾額），由時任住持的釋慧因大師題名，並由釋童真大師所手書。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和礼
为为
贵团

六、普濟禪院後花園與《望厦條約》碑亭

近代歷史一直描述《望廈條約》的簽訂地為普濟禪院（觀音堂）內花園的圓形石枱，據美國在1840年代
的相關報道，學者研究得知，正式簽約地應該在普濟禪院大殿之內進行，後花園圓形石枱，被認定為是
該條約的正式簽署地點，這種耳語相傳的說法，一直為寺內僧人所流傳，或許是有歷史隱衷緣故 [4] ，
才有這樣的說法，姑勿論如何，普濟禪院與《望廈條約》已經成為密不可分的關係。

上左圖A : 美國國會山莊網頁上展示的《望厦條約》原本 及 迦勒·顧盛 （Caleb Cushing 1800-1879）照片 

上右圖A1 :1844年迦勒·顧盛在《望厦條約》上的簽署式樣      圖片來源 :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署 NARA

上右圖B1 : 1836年迦勒·顧盛的親筆書信簽署式樣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A1

B1

上圖 B: 1836年顧盛的親筆書信全頁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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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院後花園確實有不少的變化，印象中後花園原有一棵古老的連理大榕樹，成為禪院最著名的景點，可惜
這棵榕樹於九十年代初已經開始出現不佳狀況，榕樹嫩枝已經沒有生長，數年後亦枯萎成為歷史 。後花園
以中國庭院模式設計，連理樹右方為「雨華亭」，左方為「香布祗園」，園上方有一「鶴林亭」，亭的東
面有「山中亭」一座，該亭右上方有一尊彌勒菩薩座像，「山中亭」的右後方可以見到「慧因大師墓塔」
，塔的鄰近有刻「幻奇」二字的義㙇。這些都是普濟禪院具悠久歷史的見證。 然而在「鶴林亭」左後方有
一座較高的小亭稱為「寶冠亭」，該亭由慧因大師題名，並由雲水僧書寫，「寶冠」出自佛家經典，作為
「天冠」之意，用於莊嚴佛菩薩之聖物，有五智寶冠、三峰寶冠、無量壽佛寶冠和塔婆寶冠等數種，如果
細心觀看「寶冠亭」的四周，不難發現其特別的佈局，圍繞該亭的天然岩石上，都刻童真大師所書寫的大
字，亭的後方有「白象」刻石，右方有「佛即心」刻石，亭的前方有「獅吼」刻石、 「說法」刻石，亭的
左下方有更大的「南海慈雲」刻石，無疑是先代住持釋慧因大師，在七零年代興建「寶冠亭」時以佛教經
典的佈局，筆者於2025年曾到過遊覽，但使人震驚的是，亭後方的「白象」刻石竟被人破壞，「白象」二
字原本白色的漆油被洗刷去，繼而鑿刻上金色隸字，內容為《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 ！是否人為出錯
？實在使人痛心…..除此以外還有在其他天然岩石上，刻上如「厚德載物」 、 「初心」這種坊間常見書法
字型，還有的刻上一個「和」字，字旁還刻上簡體字型「和为贵 礼为团」類似的刻字，這種情況竟出現在
普濟禪院之內，真是使人氣得要命…..真的不知道這是善意的塗鴉，還是惡意的破壞？！需知道這已經成為
文化遺産的結構特徵，畫蛇添足是愚蠢行為，擔心這些工程將來只會越來越多，確實令人遺憾不已，應盡
快行動補救，希望為時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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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右上 :慈蔭閣内的  清淨莊嚴 ( 紅色木匾額) 

上圖中:千禧年代前後的新連理樹      

上圖左: 攝於1983-1984年左右成為歷史的連理樹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上左圖 : 普濟禪院   寶冠亭附近景色  可見雲水僧書「南海慈雲」及「獅吼」二石（天然岩石）近年又刻上「厚德載物」 

上右圖 : 「和」字，及上簡體字型「和为贵 礼为囷（团）」類似的刻字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七、普濟禪院後花園之連理樹周邊

和礼
为为
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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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濟禪院先代住持，「釋慧因大師塔銘」中有「普賢象法 、文殊師吼」二句，這二句寓意深長，亦佈
局了普濟禪院後庭園的佛教文化的意象。佛經上有一位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座前有一頭獅子，故曰「文殊
獅吼」，文殊菩薩有手持寶劍及經卷，菩薩騎著在一頭青色的長毛獅子，手上的劍喻意為智慧，可斬斷煩
惱。騎上威武的獅子，佛法稱作「獅子吼」，文殊菩薩騎著獅子，有弘揚佛法，普度眾生之意思。因此在
寶冠亭下，我們見到的有「獅吼」一石，其用意也是這個典故。 另外據《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中所
有記載，普賢菩薩能有神通縮小身形，示現在娑婆世界之中，菩薩騎乘的六牙白象，這六牙白象是普賢菩
薩以智慧力所化現出來，「六牙白象」代表著菩薩之大慈力。大象有巨大大威力，但性情溫順，含意如菩
薩性善柔，同時也是象徵力大無比，佛教中白色代表清凈無染，白象有願行殷深之意，六牙喻意六波羅蜜
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慧智」。六牙白象也是菩薩的化身，象徵「
願行廣大，功德圓滿」。故有「釋慧因大師塔銘」內有「普賢象法」一語…..也就是寶冠亭後「白象」一
石的由來，因此整個後庭園充滿着嚴謹有序的佛教經典故事佈局….. 

普濟禪院寶冠亭刻石的寓意

文殊菩薩 「獅吼」石
普賢菩薩 「白象」石 (被破壞)

觀世音 「南海慈雲」石
佛陀 「說法」石
禪宗 即心即佛「佛即心」石
五智寶冠、三峰寶冠、無量壽佛寶冠、塔婆寶冠 「寶冠亭」

與「寶冠亭」，佛陀的「說法」 、觀世音的「南海慈雲」 ，互相對應的，甚至在附近的「大汕宗風」石
牌坊的「妙覺」、「圓明」、「鷲嶺」、「雪山」、「中天花雨」，全園都有一種格局互相呼應。感嘆先
代僧人的大智慧。

Page 13 of 20

上圖由左起 :  寶冠亭    南海慈雲（天然岩石）  說法（天然岩石）   佛即心（天然岩石）   獅吼（天然岩石）  白象 （天然岩石）但已被
    鑿刻上金色隸字《六祖壇經》所毁壞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2025   

象白 白

象白

(一) 普賢象法 文殊師吼 

南海慈雲

寶冠亭

說法
獅吼

佛即心 白象

上圖由左起 : 大汕宗風石牌坊刻石  中天花雨  鷲嶺  雪山  大汕宗風   圓明  妙覺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2025   

上圖左:繪木雕復原「白象」二字 上圖右: 寶冠亭( 紅色木匾額)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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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白 白

象白

表面上來看，是經過一些建設工程所導致，我們無法知道
是誰人把這個文化古蹟破壞，但是在石上見到的刻鑿或許
會有一點頭緒，上有大刻字：

六組慧能偈（一行楷字）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四行隸字） 

戒晟大師囑 

歐耀南恭書 （二行楷字） 

「求兔角」（隸字）三個大字，直接鑿刻在「白象」的「
白」字之上，更可惡的是「白象」二字，明顯見到使用工
具將其鏟去的痕跡，如果這位戒晟大師有關係的話，事情
應該發生在2018至2024年之間的事。也是釋良悟大師辭職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筆者查閱。這數年間有關普濟禪院破
壞文物的報章新聞，這些報道真的是罄竹難書。還是希望
澳門市民共同監督，指責誰也沒有意思，盡快把事情處理
得好比較實際。要知道這是前人留下給澳門的文化遺產，
若不好好珍惜，就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敗家仔」了…...

(二) 誰破壞了「白象」石

上圖  :在寶冠亭後的「白象」石確有幾分大象的形態
           石的右方有「佛即心」石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2025

上圖左 : 使用工具將「白象」二字鏟去的痕跡   如巴米揚大佛式摧毁原有刻字  看上十分諷剌  完美示範了禪偈中之寓意  做了愚眛事情   

上圖右 : 普濟禪院的門口楹聯與「白象」石刻雕法  應出於同一匠工之手  同時代的作品    但「白象」沒有好好保護而將它損壞掉
                   貝葉傳經西天竺境  

                   蓮華妙法南海潮音 （花崗石刻對聯）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2025

上圖 :這張1994年拍攝的照片成了「白象」石的紀念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延陵科學綜合室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2025

八、結語

選擇雲水僧釋童真大師作為研究學術的專題，這
個並不是明智的選擇。而且還要堅持了這麼多年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發問誰是雲水僧
？ 已經踏入第卅四個年頭，一如過往的是，大師
其人其事依舊如故沒有知悉…..澳門畢竟也是個商
業性的社會，釋童真大師是非主流的特殊藝術家
，二零零二年當知道到大師因回鄉修建祖庭，抵
鄉後不久因病亡故，內心卻萬般感到不舒服，筆
者一九九二年便已經開始找尋童真大師下落，釋
機修大師與店東老伯的說話，兩者放在一起去思
考時，不難覺得箇中詭異之處，三十多年過去筆
者最感激的，還是竹林禪院的住持戒聞大師，雖
然他沒有透露更多嘅情況，但是他對童真大師的
往日回憶，使筆者注滿繼續研究的正能量。撰寫
專題研究是想多了解，童大師書法寫得好，是普
濟禪院內的掛單老僧人，在細聽他的平凡故事過
程之中,筆者看到很多人情冷暖。《仁者～體挂如
來解脫衣》，這個題目是取自於釋童真大師《自
壽詩》的重點詩句，我們可以透過這首詩的內容
，解讀一個僧人的內心世界，「仁者壽」，是童
真大師追求的一個高度，不好說什麼得道高僧，
度己度人這些崇高的想法，大師要求自己，作為
一個「仁者」已經是如願足矣，而「體挂如來解
脫衣」更是他作為僧人對自己初衷的細說！

上圖 :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的普濟禪院 (觀音堂)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雲水僧童真大師」這個研究是不會休止的，筆者相信必有後來者，而且定會處理得更加深入透徹，筆
者的嘗試只是拋磚引玉而已…..現時如能找到童真大師，更多生平事蹟更好，他長什麽樣子的？童大師
必有良朋好友仍在澳門，若得到他們的幫助便能取得突破，澳門本土藝術家是一頁重要的篇章，如勵群
中學任教的何榮祿老師，新埗頭街經營的字匠大師鍾少山先生，我們更需要留意這些遺珍藝術，引入其
他地區的書法家當作澳門文化的符號，這是失去焦點的錯誤，但想信有文化使命的學者正在努力之中，
那管他們仍在燈火闌珊處。普濟禪院是近代藝術大師雅集之地，雲水釋童真大師掛單之所，(上圖)相片
中央美副將大馬路的右方橫過馬路，便可以見到提督馬路二號，已故嶺南畫派宗師高劍父在澳門的住所(

原址已經重建)，歷史真是這麼近那麼遠，在昔日的道路上，恍似感覺到春睡畫院仍在妙香堂內畫課，主
持慧因大師正在忙於寺務，而童真大師亦正在揮毫詩聯，一個年代的終結，留下的只有我們這些文章以
作永恆的留念。就此作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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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過去在花園頂處 拜祭先人長生位地方有「常安樂 」 

         （花崗石刻匾）亦可能因改建而消失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 1995

上圖 : 普濟禪院 「白象」石被壞前後對比 (1994年及2025年)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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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籍期刊資料

《澳門古今》李鵬翥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星光出版社 [1]

《雲水僧～釋童真大師》格物雜志2002年2月號 延陵科學綜合室專題 [2]

《釋童真雲水僧記》專題 1996 延陵科學綜合室出版 [3]

《文化雜誌 》第72期 秋季刋 顧盛使團隨團畫家魏斯特 與中美《望廈條約》簽訂地普濟禪院 趙利峰 [4]  

《澳門雜誌》 2017年 總第118期 「參普濟彈院/想聯語詩話」 鄧景濱 [5]

《歲月如流.濠江舊侶》書畫展 澳門藝術博物館 105頁 編號 72 [10]

《濠江舊侶》書畫篆刻作品集 澳門行隱畫藝會 2017 [11]

《濠江舊侶》之翰墨因緣 澳門行隱畫藝會 2015 [12]

《百年傳承‧走出活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特展 沈呂巡, 馮明珠主編 故宮博物院出版 2011 [13]

互聯網絡資料

 「在花園與 歷史間漫步 」Ramen Yao 專欄, 特約專欄, 生活November 12, 2018， [6]

  「澳門名勝楹聯輯注」 鄧景濱、葉錦添 [7]

   澳門佛教界的愛國傳統及對佛教文化的傳承 宋漢曉 譚經宇 [8]

   鄧芬治喪及追悼會- Funeral and Cemetery of Deng Fen www.deng-fen.com [9]

左下圖 : 澳門普濟禪院內「齋堂補壁」開啓了雲水僧的研究時代.這齋堂補壁三幅作品,在1995年下旬時已不再展示.已不知去向.

左上園 : 齋堂     劍父 （木刻匾）

慧業當精進        慧師印可
因風禮惠能        雲水僧（墨蹟對聯. 紅灑金紙本/鏡框 /1995年前已經收好不見展示）

原文: 精舍傍江流津（梁）彼岸潮人煙 為舍衛山色（似）羅浮山度恆沙劫身同象罔游從來香積飯不在缽盂求     

齋堂補璧 乙卯長至    雲水僧    (墨跡中堂直幅大鏡框) (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再使用電腦篇輯)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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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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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普濟禪院(觀音堂)  深心禪悅  雲水僧  乙卯1975年 （木刻匾）圖片來源: 攝於2016年       

上圖 : 竹林禪院寺(竹林寺)  林中趣    雲水僧   壬子1972年 （木刻匾）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竹林禪院寺(竹林寺)     慈雲法雨   童真書    壬戌1982年 （木刻匾）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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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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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普濟禪院 (山亭)  法喜充滿 （雲石刻匾）癸卯（1963年）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普濟禪院 (雨華亭)

雨露風清雲作伴
華臺月滿客談禪    癸卯中秋 雲水僧讚偈（1963年） （雲石刻對聯）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普濟禪院 (雨華亭)   應作如是觀 （雲石刻匾）癸卯（1963年）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普濟禪院 說法  （天然岩石）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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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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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竹林禪院內的匾額保養得十分良好     竹影林風（木刻匾）己酉（1969年）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蓮峰廟    天龍護法（雲石刻匾） 林則除紀念館落成後  天龍護法牌坊已被廢棄

法派象林開澳岸
宗枝棲壑紹蓮峰      住持機修誌   雲水僧書   （雲石刻對聯）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象白

上圖 : 普濟禪院 (介軒亭 )  妙境天然（木刻匾）慧因題  丙辰秋九月（1976年）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廿世紀蠔鏡藝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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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左 :  梁雪予(1907-2010)書册上題字
上圖中:  李鵬翥(1934-2014) 書册上題字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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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黃蘊玉(1904-1994)繪畫    林近(1923-2004)題字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圖:   連家生(1939-2020)  1992年為書法講座榜書題字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圖:   高劍父(1879-1951) 親筆信札 (1947年)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圖片四



附一: 《 雲水僧~釋童真大師》專題

（謹以本專題紀念和獻給在禪壇書藝默默修行的雲水僧-釋童真)

200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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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藝術概論僧人書法藝術，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它的韻味在
於僧人的修持的內心表現，四大皆空的出家人，既無世俗之事困憂，一
心念佛談禪，其中心淨之境，非世俗仕子所能悟透。隨代釋智永禪師，
他的真、草書嫵媚俊佻，清麗灑逸，唐代釋懷素大師草書書法，有著驟
雨旋風般的氣勢，從精神面貌而言，他們的書法充滿著訴說不盡的感情
，而融化在筆墨的字裡行間，也說明了對僧人書藝的欣賞，何故歷久不
衰。清朝末年僧人釋虛谷擅於用乾筆偏鋒，有冷峭新奇之感，近代的釋
弘一大師，以拙裡求真，醇樸自然，別具一格。然而在鄰近香港的"蓮花
之地"~澳門，卻隱藏著一位不為世人所知道的書藝僧人，他的作品可以
說是禪書的藝海遺珍！他是一位飄泊的雲水僧。

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有著不少禪機和哲理，雲水二字，是無休止的
，四海雲遊，居無定所，來去無蹤影，這也是這位近代僧人的真實寫照，
他的書法藝術遍布澳門古剎名勝，有著民間信仰的典型佛教文化特色，這
種點絕使禪院寺廟，更顯莊嚴和肅睦，根據統計得知，這位大師為禪寺寫
下的作品甚豐，有石聯三十二對，木聯十九對，石匾與木匾七十六幅，巨
岩題書六處，還有一些碑銘題記，分布在普濟禪院、蓮峰廟、媽閣廟、竹
林寺、盧廉若花園、菩提禪院等名勝古蹟。但奇怪的是在澳門書藝界中，
為何寂寂無聞？這位大師好像已被世人忘記，在他的書法石刻楹聯上，他
只題上"雲水僧"三字。雲水僧意思是四處弘法僧人的稱號，並非個人尊稱，
也就是說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人？直至一九九五年才得到澳門竹林寺，筆者
受住持釋戒文大師的幫助下，才大體知道這位僧人書法家，為廣西的釋童
真大師.但遺憾的是他已圓寂多年！！

僧人書法藝術

四處雲遊的掛僧人

上圖 : 雲水僧的簽署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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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水僧書匾、妙觀二字，筆法雄強有勁，氣度深然，充份展
現出童真大師的書法特色，妙觀 匾現藏澳門三大古剎之一的
蓮峰廟內，蓮峰廟鄰近澳門古關閘，在清朝時為中葡兩方官
員，風雲際會之地，赫赫有名。昔日黃昏時候美景，喻為 蓮
峰夕照，漬人印光任更為蓮峰廟的美景詠詩寫道：「蓮峰來
夕照，光散落霞紅，樓閣歸余界，煙林入錦叢；文章天自富
，烘染晚尤工。只恐將軍畫，難化這化工。」，在詩情書畫
意互相輝映的交融下，更顯蓮峰廟的歷史和藝術上的價值，
因有、澳門八景之名。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款：並蒂蓮花 一九六九年己西夏五月朔開于本澳⋯.觀音大士前九龍壁畔八德池中是乃蓮花之妙相洵殊勝之因
緣也 下款：蓮峰禪院留念 雲水僧記（鈐 蓮現童真 印）

 圖片來源: 2002年由澳門讀者何先生提供.應為蓮峰廟藏品

上圖 :  2025年筆者第一次見到妙觀的匾額
(2002年首次由澳門讀者何先生提供修輯時照片)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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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聞大師說釋童真大師是廣西僧人，也曾掛單在廣東鼎湖山慶雲寺，在三十年代日寇侵華期間來澳弘
法，掛單在古剎普濟禪院（觀音堂）內，而嶺南畫藝宗師高劍父主持的春睡畫院也在同一地點，禪院
成了抗戰期間澳門文化藝術的雅集中心，更因當年住持釋慧因大師酷愛藝術，在他的支持下，得到了
很大的發展空間，六、七十年代普濟禪院修整建設，而童真大師的書作，大多數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書作分別被刻在雲石、花崗石、楠木之上，雕刻精工匠心，這些木匾、楹聯，都高懸在寺廟的大堂
之上，聯上所寫的大多數是佛教經典、禪語和警世哲理，書法精湛的童真大師，書作的風格變化甚多
，如楷、行、草和北魏，其中以行楷體最為特出，結構森然，有的清瘦飄逸，有的雄渾蒼勁，如鋼鐵
銀針，以偏鋒運筆卻有中鋒持重之感，從枯筆筆跡看來，表明慣以疾筆書寫，這個流露自然的手法，
可說是"書不盡筆，筆不盡意"！明代書法家董其昌曾言：「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
又說「捉筆時，須定宗旨，妙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童真大師的書法足以証明董其昌的理論是正
確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童真大師的魏體書法。 清未民初碑學極為盛行，取資秦漢篆隸和魏碑，魏碑
又稱北魏，沿自兩晉及南北朝時期的佛造像旁的石刻銘文，其中以龍門山穿洞聞名於世，屬楷體書法
，特點是字有方角，或向右上傾斜，筆劃以藏鋒平出，略似隸書的橫劃，晚清書法家趙之謙、鄧石如
便是魏碑的表表者，而這個時期的魏碑已開始漸變成行楷書體，童真大師的魏體書法便有著這種特色
，傳世的作品只有三件，分別為墨跡本和木刻本，分別藏於普濟禪院和竹林寺的紫霞軒內，同時代的
澳門書法家還有鍾少山和香港書法大師區建公，都以魏碑聞名兩地。

上圖 :住持戒聞大師也是知名嶺南畫派畫家,畫風古樸精細,極具韻味

皆大歡喜          戒持師兄雅屬       癸丑仲夏
戒聞 寫於古澳    竹林禪院

圖片來源: 攝於竹林寺 2016年 

戒聞大師說童真大師

上圖 :如今的竹林寺仍然保持30年前的氣息,廟內文物保      

          護十分好妥當.

圖片來源: 攝於竹林寺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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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心陀羅尼經》是一卷佛教的經，又稱作《大悲咒》、《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千手
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屬大乘經咒，是佛教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傳為唐代西天竺三藏伽梵達摩所譯
，在佛教傳說上觀音大士在法會上傳受的神其妙用章句，是現代佛教儀式常誦的經卷，這冊《大悲心
陀羅尼經》是一九九二年八月二日購入收藏，原物主是位年近古稀的老伯，老伯住在普濟禪院附近，
並在該處開設小商店，內全是古舊東西，老伯對藝術獨有偏好，他私人所收藏的中國字畫絕不遜色於
一所藝術館，或許是由於他的閱歷資深，眼神中充滿自信，但老伯始終也沒有透露這冊經是誰人所書
！老伯只說童真大師於廣西終老，並且透露他所觀察到一些大師生活上的點滴往事（注一），雖然不
能証實是與否，但卻使筆者思量甚久！竹林寺住持戒聞大師也証實，童真大師最後在廣西圓寂。戒聞
大師對童真大師非常稱頌，謂他樂於助人，每有善信求書者，無不答應，筆者認為相比那些只懂為權
貴題耑作字的人，便顯得無比高尚，真叫那群商業「書法家」汗顏無地！

上圖 :  1992年收集到的釋童真書《大悲心陀羅尼經》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釋童真書《大悲心陀羅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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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對經卷的研究節選：（藍色）以雲水僧原字為基準研究（紅色）經卷內字體的行筆 圄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這冊《大悲心陀羅尼經》在延陵圖書館內再次被拿出研究，因為經册上並
沒有名款，作者是誰是很難有答案的，在過去十年間，筆者 便開始研習童真大師的書法，如今回首不
覺有年！相片計有二百卅九幀、錄像資料、數碼資料、實地訪談等綜合研究，得出結果，經卷乃雲水
僧童真大師所書！時為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這個發現使筆者非常訝異，相隔近乎十載才找到答案，
雖然多年前已有這種想法，但由於忙於其他研究工作，只好放下，若從發現地點看來，毗鄰童真大師
掛單禪寺，這冊經外觀非常樸實，用厚紅綿布貼封冊面，用傳統中式線裝縫合，全冊十三頁，只有六
版抄上經文，筆者曾在澳門禪寺法會上看過僧人誦經，他們都是使用紅布貼封冊面的經卷，看來非常
相類似，大師是比丘，僧人謄寫經文古已有之，一方面是印刷技術不像今天這樣發達，另一方面人們
迷信這才具有靈氣，因此客觀環境相當可信，另外對經上文字的筆跡，同時進行了研究，認證了八十
二字，絲豪沒有分別，只是字體大小不同，書寫風格、精神、面貌，如非出自一人之手，那有這樣的
雷同相合。綜合而言，這種研究的意義，雖然是出於個人的喜好，但更重要的是「發掘」那些被忽略
的文化遺賢，隨著人去樓空，這些具本地特色的藝術大師，今天已並不多見！普濟禪院後山花園-華亭
前那棵壯觀的連理樹，已有數百年的樹齡，在港澳可堪稱一絕，有如黃賓虹筆下山水，狀貌古拙，連
理樹的浪漫傳說，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澳門版本，使不少遊人留連忘返，但卻與童真大師同一命運，
連理樹枯死於九十年代之初！

上圖:  雲水僧的筆跡   

左起 :   ( ?) 生      讓一籌          英雄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佛教所嚮往的涅槃境界、常、樂、我、淨，童真大師他卻做到了，筆者敬重大師非只書藝一方，在詩文
禪佛等佛教文學，卻更加精妙，辭句有儆醒世俗的哲理，每當翻卷誦閱，心中更覺清涼自在，其中有幅
刻石對聯是這樣寫的，「海上清風來喚醒座中名利客，山間明月照光輝環宇旅遊人」。可嘆者，在現實
世界裡，雖無爭逐名利之心，但身不由己之時，卻成了座中名利之客，在矛盾的同時，才知道那是洞明
世事的代價，雲水僧卻始終如一，以其書藝弘法，像一座豐碑無聲地聳立在濠江書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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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 《釋童眞雲水僧記》專題

1996年8月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2025

上圖:  1996年8月第一册雲水僧研究報告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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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釋童眞雲水僧記》

1995年4月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2025

釋童眞（生卒年不詳）近代僧人，號雲水僧.雲道人.爲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寺內掛單和尚，他生
前爲廣東鼎湖山寺僧.在寺內任文書抄寫工作，四九年後，南移澳門普濟禪院掛單寄居.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期間，普濟禪院往持慧因大師是時大興士木，修葺及建亭刻石，而亭樓前的楹聯匾額多由童眞
大師書寫.在澳門古剎和名勝，如蓮峰廟、竹林禪院、盧廉若花園（盧九花園）.媽閣廟，都有其木刻
和石刻書跡.而墨跡本更為少見，書法風格流暢自然，筆劃鋒刃般銳利，意在筆先，頗具禪意.過去曾
在普濟禪院內一房中偶見魏體墨跡對聯，在竹林禪院內紫𩄐軒中也有木刻魏體對聯，可見童眞大師
早年書法面貌以魏碑爲主體.在研究雲水僧書藝數年，由於資料收集困難的關系其生平闡述並不能清
楚詳細，而所見者多爲石刻和木刻，書家有言：「師筆不師刀」，而臻美只有墨跡而已！

一九九五年作者謹識於香港

《九六年修定再記》

去年八月下旬我带同攝錄機回澳採訪雲水僧書法回澳前的晚上我整夜也没有睡，只因興緻和熱誠賜
予我力量，此行收獲也不少，如到澳門離島氹仔的梁老先生家中，菩提園、及到過觀音堂、媽閣廟
，由其感謝竹林寺當家寺持戒聞大師對我之支持，由是感激，在此特別致謝！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三日作者再次修定於香港

左:  1995年用雙勾法製作的書法樣本     右: 1992年以筆掃描勾出的刻字型態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1996年使用攝錄機拍攝再使用電腦篇輯的雲水僧的題名及篆刻印章的式樣.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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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雲水僧常用印章 (由左至右)

左一 : 蓮華藏（朱紋印）左二 : 釋童真（白紋印）左三 : （不詳）（朱紋印）左四 : 常樂我淨（白紋印）
左五: 曹洞宗博山下第十三之僧（朱紋印）左六: 雲水僧（白紋印）左七: 真（說文解字/古篆文/朱紋印）



附二: 《釋童眞雲水僧記》楹聯欣賞一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2025

普濟禪院(觀音堂) 

貝葉傳經西天竺境  蓮華妙法南海潮音 （花崗石刻對聯） 大雄寶殿 （木刻匾*傳） 千祥雲集 （木雕*

傳） 十號禮如來登歡喜地 一真法供養散雨花天 （木刻對聯） 白子位 （花崗石板） 慈悲感應 延年益
壽 聖恩浩蕩 （鐵鼎） 西廳 （木刻匾） 觀我觀人總以慈悲爲自在 非色非相還同大化契真如[備註] （木
刻對聯*傳） 靜 （木刻） 吉祥軒 （墨跡匾額. 紙本/鏡框）舍利子諸法空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 （墨蹟對
聯. 紙本/鏡框）事故此處最吉祥 （墨跡匾額. 紙本/鏡框）具大慈悲於一身心千手眼 發弘誓願盡十方界
九蓮臺 （墨蹟對聯. 紅灑金紙本/鏡框)千手千眼觀千世界 一花一葉現一如來 （墨蹟對聯. 紙本/鏡框）

慧業當精進 因風禮惠能 （墨蹟對聯. 紅灑金紙本/鏡框 ）精舍傍江流津（梁）彼岸潮人煙為舍衛山色
（似）羅浮（山）度恆沙劫身同象（罔）游從來香積飯不在缽盂求 齋堂補璧 （墨跡中堂直幅/鏡框）
碧影荷風生內院 波中明月證前身 （雲石刻對聯） 喜隨緣 （花崗石匾） 喜聽頻伽鳥 隨緣雙樹林 （花
崗石對聯） 碑亭 （雲石刻匾） 尊者 （雲石刻匾） 梅軒 （雲石刻匾） 檀越堂 （木刻匾） 這里間經生
淨土 個中聽法勝西方 （混凝土雕刻對聯） 慈蔭閣 （木刻匾） 清涼 解處 天竺 清涼 （雲石刻匾） 善
慶 （墨跡匾額. 紙本/鏡框)到此何妨閒半日 報機正好話三生 （墨蹟對聯. 青綠色紙本/鏡框） 

慧因大師紀念亭 （木刻匾） 圓成佛果 （木刻匾） 定力修持成就人天功德海 莊嚴法相遠觀塵剎眾生心 

（木刻對聯） 月中亭 （雲石刻匾） 光明幢 （雲石刻匾） 月殿倦遊君夢醒 中天飛渡我重來 （雲石刻
對聯） 四時和風按化日 一簾明月映清心 （混凝土雕刻對聯） 觀自在 （花崗石雕刻額） 雅音 （花崗
石雕刻額） 南來 （混凝土雕刻） 圓滿三千界 晶熒瑞靄中 （混凝土雕刻對聯） 佛光 （花崗石雕刻額
） 共證菩提 （花崗石雕刻額） 佛果證圓通十方共仰慈雲蔭 光明偏法界萬善同登般若門 （花崗石雕刻
額） 澍甘露法雨（花崗石雕刻額） 慈悲 （花崗石雕刻額） 普利人天 （花崗石雕刻額） 回向菩提 （
花崗石雕刻額） 寶地香風從此覺 靈山捷徑向前收 （花崗石刻對聯） 定慧堂 （花崗石雕刻額） 

雨華亭 （雲石刻匾） 雨露風清雲作伴 華臺月滿客談禪 （雲石刻對聯） 應作如是觀 （雲石刻匾） 竹
徑清幽共聽池邊鳥語 松山毓秀同恭鹿苑風光 （雲石刻對聯？） 大汕宗風 妙覺 圓明 中天花雨 鷲嶺 雪
山 （花崗石雕刻門額） 佛即心 白象（現被毀） 說法 南海慈雲 常安樂 獅吼 （天然岩石） 寶冠亭 （
木刻匾） 香布祇園 （花崗石雕刻門額） 一切眾生皆佛性 萬方多難此登臨 （花崗石刻對聯） 蘭若茂
林脩竹 山亭野鶴梅花 （木刻對聯） 1960年代黑白照/現已不存 鶴林 （雲石刻匾） 鶴本自來還自去 林
深花落復花飛 （雲石刻對聯） 一心正念 南無阿彌陀佛 恆降吉祥 （花崗石刻） 山亭 法喜充滿 （雲石
刻匾） 山水叢林隱隱 亭臺梵宇重重 （雲石刻對聯） 海上清風來喚醒座中名利客 山間明月照光輝寰宇
旅遊人 （雲石刻對聯） 善思惟 （雲石刻匾） 常安樂 （花崗石刻匾） 善攝西方淨境 思惟東土來因 （
雲石刻對聯） 介軒亭 （雲石刻匾） 介福恩光溥 軒昂願力宏 （雲石刻對聯） 妙景天然 （木刻匾）

[備註] : 觀我觀人總以慈悲爲自在 非色非相還同大化契真如 (2025年以近鏡見上聯有「嘉慶亅年號 應為誤認 但書風十分近似
[ *傳] : 擬似作品

Page 3 of 9



附二: 《釋童眞雲水僧記》楹聯欣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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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濟禪院觀音堂 

慧因大師之塔 （花崗石刻墓碑） 澳門晋濟襌院慧因本公塔鉻

 夫我佛如來，三身四智，自性圓明於過去，世經無量刼，始證普提蓮華臺上，頂放白亳含靈有賴矣，
若古澳普濟禪院住持慧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 慧因番禺許氏子父桂生公，
母程太夫人舉三子師居仲，生而穎異性純厚，髫年慕道十八遇祺康老尚於羊城，輙蒙引導来澳謁，普
濟住持濟航大師相見下知具夙緣，遂薙染為師侄，初習沙彌並襄院事，暇則專志經咒旁及儒典，是年
甲子冬赴鼎湖受儉，慈和尚戒越五年己已慶雲質（贊）良方丈選為法嗣，更名 求經至民廿八己卯年，
濟公圓寂，由值理會公推，師為普濟住持，而媽閣蓮峰繼之斯時，抗戰末期四鄉淪䧟，百景凋零幸師
素具定力以無畏精神伽藍呵護終觀（覩）河山光復，漸臻康樂矣，予與公稱法門知己，共苦與共聊書
一二，以之為銘銘日 

注:新版本被改為（濟公圓寂，繼任為普濟住持）

鍾靈瑞應 

圓光寂照 戒月彌增 

普賢象法 文殊獅吼 

山川靈秀 產彼異人 

幼而穎悟 長而出塵 

寄棲澳岸 普濟同群 

入不二門 修淨土行 

為山門主 統領眾僧 

抗戰失守 鄉土沉淪 

瘡痍滿目 弗忍見聞 

嗟彼頑敵 投降盟軍 

蓮花勝地 自度度人 

三山調御 法雨繽紛 

披剃徒 機修 

師侄 慎修 

等同頂禮 

徒孫 良悟 

孫     能悟
雲頂同門 後學 童真撰並書 

中華夏暦癸亥年七月吉旦敬立 

（雲石刻碑）此碑應該被重新修整過

據《澳門古今》李鵬翥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星光出版社 ，第226頁所述內容所述，慧因大師
(1906-1979)由30年代至1979年圓成佛果為止，是寺廟的得力建設者，其功可比大讪、暢瀾等大師，抗
戰期間折衝於囂霸敵偽勢力之間，建樹甚鉅。

上圖:  慧因大師之塔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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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釋童眞雲水僧記》楹聯欣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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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峰廟

蓮花涵海鏡 峰景接蓬瀛（花崗石刻對聯）普被群生 神思永護 永錫安寧 福蔭根 基平安是賴 如保赤子（木
刻匾）百福咸臻（鐵鼎）妙觀（雲石刻匾）峰奇石秀（天然岩石）寶痘勻圓喜個個金丹換骨 天花消散願
家家玉樹成林（木刻對聯）種果在前生願斯世無災無難 拈花恭妙相惟爾神能發能收（木刻對聯）天龍護
法（雲石刻匾）法派象林開澳岸 宗枝棲壑紹蓮峰（雲石刻對聯）衲藏海粟隨緣現 廉捲大花悟色空（墨蹟
對聯/鏡框）墨跡本橫幅5件（當年讀者朋友何先生提供照片解像不足，無法編譯內容）（墨蹟對聯/鏡框）
蓮華藏世界 峰頂現如來（墨蹟對聯.紅底灑金紙/鏡框）

盧九花園

人壽亭（雲石刻匾）（雲石刻對聯）（雲石刻匾）清風徐來（雲石刻匾）奇石盡含千古秀 異花長占四時
春（雲石刻對聯）碧香亭（雲石刻匾）碧水丹山曲橋垂柳 香風醉月詞館詩人（雲石刻對聯）無邊光景（
雲石刻匾）

竹林禪院

竹林（花崗石雕刻門額）竹苑淸修恭妙 法林泉樂道禮慈航（花崗石刻對聯）鏡海潮音（雲石刻匾）浩蕩
法輪常擁護 玲瓏寶塔放豪光（木刻對聯）浮圖住世消千劫 舍利流光滿十方（木刻對聯）竹林湧出多寶塔 

寶塔於斯現世間（木刻對聯）佛法留傅三千界 禪門池內好度生（木刻對聯）竹影林風（木刻匾）竹影有
緣同入道 林風無垢自修行（木刻對聯）大雄寶殿 仰德 龍華堂 崇遠堂 福慧堂 崇敬堂 曲徑 祖堂 準提殿 祟
遠堂（木刻匾）慈雲法雨（木刻匾）蓮座擁祥雲名剎宏開登淨域 檀林施法雨慈航普渡指迷津（混凝土雕
刻對聯）花雨佈階前匝地清香頻馥郁 （）風搖殿上彌天和靄共枝楊（混凝土雕刻對聯）鹿苑春深花影泉
聲俱寂 禪關晝永松風鶴夢同淸（混凝土雕刻對聯）妙悟禪機度生無量 蓮華臺藏普利十方（混凝土雕刻對
聯）餘慶（混凝土雕刻額）懷念難忘思往日 遠親得度慰初心石（混凝土雕刻對聯）極樂（混凝土雕刻額
）極樂國中生九品 蓮池會上正三生（混凝土雕刻對聯）積善（混凝土雕刻額）福海頻添登樂國 壽山綿遠
薦馨香（混凝土雕刻對聯）紫霞軒（木刻匾）紫氣四時佳客至 霞光遍處法儈歸（木刻對聯）月到上方諸
品淨 心持牛偈萬緣空（木刻對聯）七重寶樹圍金 界一片冰心在玉壺（木刻對聯）林中趣（木刻匾）林里
清風山外月 中心雅趣雨餘天（木刻對聯）般若圓明（木刻匾）衲藏海粟隨緣現 廉捲大花悟色空（木刻對
聯）往山須記開山日 受戒莫忘傳戒人（木刻對聯）入於塔廊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混凝土雕刻）竹
露秋仍濕 林煙晚更深（混凝土雕刻對聯）鐘聲驚鳥語 檀氣壓花香（混凝土雕刻對聯）竹影成貝葉 林中悟
禪機（混凝土雕刻對聯）

菩提堂

菩提樹轉法輪初成正覺 紫竹林觀自在普濟眾生（雲石刻對聯）釋迦殿（木刻匾）蓮花（混凝土雕刻）

菩提園

華藏釋智圓題（雲石刻匾）普明殿（雲石刻匾）淨地何須掃 空門不用關（雲石刻對聯）萬德（雲石刻匾
）煙霞淸淨塵無蹟 水月空虛性自明釋智圓題（雲石刻對聯）妙法亭 釋智圓題（雲石刻匾）妙理證禪機到
此地清涼自在 法音宣佛偈祝諸君快樂優遊（雲石刻對聯）

氹仔舊民宅梁錦波先生家中墨蹟: 

一簾風月王維畫 四壁雲山杜甫詩（橙紅灑金纸/鏡框）

媽閣廟（正覺禪林）

靈山恭佛（天然岩石）接雲 (石匾額) 出塵（天然岩石）

紫竹園(得勝街)

紫竹園 (木質凸字招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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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真大師在盧九花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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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盧九花園 人壽亭

奇石盡含千古秀 

異花長占四時春   乙卯 (1975 ) （雲石刻對聯）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盧九花園 人壽亭（雲石刻匾）乙卯 (1975 )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另一角度欣賞，盧九花園的碧香亭，亭的另一面掛著不
同匾額「清風徐來」，隱藏在竹林，及假石山之內  什有山水
畫的韻味。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盧九花園 人壽亭  清風徐來（雲石刻匾）乙卯 (1975 )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童真大師在盧九花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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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  盧九花園 碧香亭（雲石刻匾）乙卯 (1975 )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盧九花園  碧香亭

碧水丹山曲橋垂柳 

香風醉月詞館詩人 (1975 ) （雲石刻對聯）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盧九花園為澳門名園  碧香亭有著中國傳統園林景緻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盧九花園  碧香亭

無邊光景（雲石刻匾）乙卯 (1975 )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童真大師在掛單的普濟禪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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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普濟禪院        静（木刻）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普濟禪院     南來 （混凝土雕刻）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上圖 : 普濟禪院 「寶冠亭」附近景色  可見雲水僧書「南海慈雲」及「獅吼」二石（天然岩石）

 寶冠亭後「白象」一石 （天然岩石）構成佛教經典故事的庭園   圖片來源: 攝於2025年 



佛即心石

Acta Scientrium Ngensis 2025

上圖 : 1992年的「佛即心」石
圖片來源 :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左圖:2025彼岸花工作空製作的34周年紀念版繪木雕 [11]

上右圖:雲石雕刻「尊者」二字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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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以水彩插畫呈現1992年的「站在佛即心石上的追雲者」 

圖片來源: Sa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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