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圆明讲堂 

文章出处：中华五千年网 (www.zh5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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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圆明讲堂创立于1934年秋，是现代名僧圆瑛法师的道场，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

教全国重点寺院。  

圆瑛(1878—1953年)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

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

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

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

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

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

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明讲堂琉璃山门上面是仿古式檐顶，用淡咖啡色琉璃瓦砌成，双重檐下是两根盘金龙的柱子，柱前一

对青石狮子。  

檐下还悬挂四盏大红灯笼。正中匠额正反两面分别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的“圆明讲堂”和

明旸法师书题的一佛光普照”。进入山门，走廊和天井的地上用淡绿色水泥方砖铺地，每块砖上都刻印

着莲花，象征着进入佛教清净宝地，步步莲花。  

圆明讲堂内，虽然场地紧凑，但在讲堂内，除因寺院规制上的原因，未塑一般寺院的弥勒菩萨和四大天

王塑像外，其他佛像、法器、设施一应俱全。天井坐南朝北有金装韦驮，庄严护法，一切有序。  

    白雪任教春事晚，  



    青松唯有岁寒姿。  

以及明旸法师亲录的圆瑛大师联句：  

    静听夜半钟声，声声唤醒主人梦；  

   试看庭前月色，色色全彰古佛心。  

观音菩萨是中国佛教信徒特别愿意崇拜信仰的菩萨之一，佛教中说观音能闻声救苦，是大慈大悲的菩

萨。  

殿的西面，是明旸法师亲自设计的“五百罗汉山”，中间以印度灵鹫山(相传释迦牟尼所居之处)和中国

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为主，每座山上殿宇梵宫、佛国圣境缥渺云间，五

百尊尺许高的罗汉是由工艺师用香樟木精工细雕，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配以机器徐徐转动，俨然佛教

胜会。罗汉，又称阿罗汉，是梵文的音译，是上座部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意思是能自觉，能断除贪、

瞋、痴等烦恼，不再坠入生死轮回。  

观音殿背后有一幅名为“世界佛塔大会”的巨幅油画，佛教中崇塔如祟佛。《西游记》中讲到，唐三藏

法师曾立愿，“逢庙必拜，逢塔必扫”，说明礼塔也是一种大功德。所以明旸法师的对联曰：  

    塔就是佛，经常礼拜；  

   恭敬虔诚，增长福慧。  

后殿是玉佛殿，正中供奉一尊1.8米高的玉雕释迦牟尼成道像，左手作禅定印，右手作触地印，表示释迦

牟尼成道时的无比定力和降伏一切外魔心魔的庄严时刻。玉质晶莹剔透，贴金嵌宝，令人肃然起敬。  

  玉佛殿有三副楹联，第一副为赵朴初所撰书，居士邵淑英献：  

    归命无上尊威德光明耀百福自庄严慧日破诸阇;  

    在此论佛法智慧甚微妙一切皆欢喜名闻满十方。  

  另两副也为居士们所献撰，分别为：  

    十方来十方去十方共成十方事，  

    万人修万人证万人同结万人缘。  

    如是妙相庄严主伴齐彰灵山会俨然未散，  

    本来佛身清净圣凡一体菩提道当下圆成。  

  二楼正厅为“圆瑛法师纪念堂”，陈列介绍圆瑛法师生前弘法利生、爱国爱教事迹和生前重大对外

交往、讲经弘法的照片、文字和实物，还有数百件圆瑛法师珍贵墨迹、遗物、著作等。  

1953年，圆瑛法师世寿76岁时圆寂。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圆演法师圆寂三十周年时写诗，这样评

价圆瑛大师：“……领导群伦。作大佛事，维护和平。飞锡弥天……”，并为“圆瑛法师纪念堂”题写

堂额和对联。圆瑛法师一生弘法心血所凝的文集，他的弟子明肠法师整理汇集，并以圆瑛法师的两个堂

名“一吼堂”、“三求堂”之一命名《一吼堂文集》，又称《圆瑛法汇》出版，全套达数百册之多。  

“圆瑛法师纪念堂”中，还有六副楹联，其中四副为圆瑛法师遗墨：  

奇花映水送清香，  



   翠盖迎风摇净影。  

   世味何如道味长，  

   佛心本是人心转。  

   棒唱声中旺祖意，  

   根基队里见禅机。  

   闲谈莫论他非，  

   静坐常思己过。  

  纪念堂的东侧为客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几次来沪，都指名下榻在此。  

  纪念堂西侧现为外宾接待室和明旸法师的卧室。外宾接待室几乎日无虚席，来自世界各国和港、

澳、台地区的客人都在此拜会明旸法师。墙上挂满世界各国领导人，如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印度总统

文卡塔拉曼、韩国总统卢泰愚、泰国总理阿南、泰国僧王等各国政要，以及明旸法师参加国内外重要佛

教活动的照片。  

  圆明讲堂的住持明旸法师，自10岁起跟圆瑛法师学法出家，圆明讲堂创建后即任监院。1953年圆瑛

法师圆寂后，他继承老法师爱国爱教事业，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上海

市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协会名会长，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宁波天童寺、福

州西禅寺、光孝寺方丈等重要职务。根据佛教承系，明旸法师为禅宗临济宗四十一代，曹洞宗四十六代

法嗣，并按佛教传统将法脉传授给大陆、台湾、香港众多佛教弟子。他从抗日战争时期随圆瑛两赴南洋

起，尤其1978年以来，他历访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缅甸、韩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并多次代表中国佛

教协会或赵朴初会长率团出、出度国际会议、举行大型法务活动，在国内主持各种大型宗教活动，成为

一个著名的民间外交和宗教活动家。明旸法师作为继承圆瑛法师弘法事业的中国佛教界的代表人物之

一，不仅声誉卓著，而且书法、吟诗俱佳，海内外求取墨宝的人络绎不绝，明旸法师的书法票逸江河，

风格独特，神韵飞扬。他的著作《佛法概要》、《明旸诗选》、《明旸法师海外弘法参访记》、《明旸

法师海外弘法记》（二）》、《心经漫言》、《阿弥陀经详解》等，传播广远。  

  近年来，海外各国佛教界和港澳地区频频邀请，明旸法师不辞七、八十岁的高龄，为加强对外友谊

和同各国、港澳台地区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充当民间使者，他的外事活动在《明旸法师海外弘法参访

记》一书中都作了详细记载。  

  楼上中殿现在是圆明讲堂新落成的舍利文物殿，舍利殿殿门两侧，有一副篆书对联：  

   舍利是佛陀真身恭敬礼拜增福开慧，  

   文物为历史艺术光辉灿烂万古流芳。  

  殿中新落成的舍利塔，依照缅甸仰光大金塔式样建造，全部用真金箔装贴，金光耀眼，东南西北上

面各有一个小佛龛，内用水晶器皿供供养着共十颗舍子，这是辗转从印度请来，供佛教信徒瞻仰礼拜。

殿四周陈列着世界各国政要、以及海内外佛教界人士赠送的各种礼品，琳琅满目。其中有两块雨花石，

一块红色的是合掌观音像，一块黄色的是达摩面壁图，真称得上鬼斧神工，天然妙趣。  

  后殿为极乐世界殿，东西北三面错落有臻地布满百尊彩塑瓷像，这些都是佛教中所说的，西方极乐

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配以祥云、鲜花，在四面通壁大镜子的映衬下，重重叠

叠，无穷无尽，仿佛确有一种极乐世界的意境。殿中三朵大莲花，仿佛从波中涌出，居中一朵莲花上塑

有许多木雕人物在礼佛和听佛说法，如果仔细辨认，可以辨出有不少近代佛教高僧大德圆瑛、印光、虚

云、弘一法师及赵朴初居士等，维妙维肖，栩栩如生。  



  圆明讲堂的后面的西厢房和后厅，是供海内外贵宾用餐的妙香斋。圆明讲堂的素斋素宴驰名中外，

名厨烹调以福建风味和家常莱肴著称，擅长以时鲜蔬果入莱，清淡合时，鲜嫩欲滴，深得海外侨胞喜

爱，尤能使台港澳同胞海外游子在品尝素肴之余，一解眷恋家之情。  

  三楼为藏经阁。南墙上是一块匾额为赵朴初题“藏经阁”，南培一排藏经橱，一部新版的《大藏

经》整齐地陈列在里面，北墙正中两幅“百寿字图”和“百福字图”，陈列一百幅观音应化事迹固。中

间一张长圆形的会议桌，为重要客人商谈佛教弘法事宜和接待贵宾所用。藏经阁有两副楹联，为圆瑛法

师所撰，明旸法师近年所手书：  

    宝藏庄严尘里剖大千经卷，  

   琅函供奉毫端建不二法门。  

   大慈大悲三十二应周尘刹，  

   救苦救难百千万劫化阎浮。  

   为了适应上海市飞速发展的市政建筑，明旸法师于1997年4月将圆明讲堂后半部的极乐世界殿、玉

佛殿、舍利殿拆除，信徒捐助了800余万元资金，正在重建高达五层的极乐世界殿、玉佛殿、舍利殿和观

音殿。这一工程将于1997年10月完工。  

  今日的圆明讲堂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和对外接待的窗口，正为促进国内与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各国佛

教界的交往作出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