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普陀講寺 

東普陀講寺於 1933 年落成，它採用合院式布局，依據傳統佛寺設計，主要殿宇置於中軸線

上。茂峰法師將佛寺取名「東普陀」，以示浙江普陀山的觀音菩薩道場。以「講寺」代替佛寺稱

呼，顯示重視講經弘法。 

圓通寶殿，即大雄寶殿，佛教喜以「圓通」比喻觀音的耳根圓通法門。殿內安奉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等，「西方三聖」。中央放了一尊古老鑄鐵佛像，是 1952 年由港九古

玩傢俬雜架工商總會送贈，據說屬明代文物。 

觀音像兩旁伴有善財童子和龍女，左右還有文殊、普賢兩位菩薩。觀音前供奉的緬甸玉佛是

胡文虎所送。 

1924 年茂峰法師應邀往台灣基隆靈泉寺講經，逗留在台三年，講經弘法，當時的日治台灣

總督及其官員也曾前往聽經，及將此事呈報日本天皇，敕令贈茂峰法師金燦五衣一件。 

香港淪陷期間，日軍所到之處姦淫掠奪，百餘村婦到寺中避難。茂峰師為救蒼生，將日皇所

贈黃緞金燦五衣，懸掛胸前，立於寺門，日軍見狀如見天皇，不敢冒犯，東普陀寺一度為避難

所，成為香港 多僧侶掛單的佛寺，寺名遠播。 

後山門外供奉地藏菩薩，立有牌坊，牌坊上書「窣堵坡」，是東普陀的墳地窣堵坡也就是

「塔」的名稱來源。爲印度地區墓地墳包式樣，後爲佛教所用。 

現今所見的三座大型墓塚，分別下葬東普陀開山祖師茂峰長老(1964 年圓寂)、第二任住持了

一大和尚(1974 年圓寂)和第三任住持了知大和尚(2017 年圓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