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A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 15 號東蓮覺苑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東蓮覺苑 1是何張靜蓉與丈夫何東爵士一同創立的

佛寺。何張靜蓉居士是虔誠的佛門弟子，熱心在港弘

揚佛法和普及女子教育。一九三一年她獲何東爵士贈

款十萬元，於一九三三年投得地皮 12,000餘呎，並於

一九三五年建成東蓮覺苑。苑舍建於內地段第 3645號

，該幅土地以 18,555元投得，按政府租契使用期為 75

年。一九三五年五月東蓮覺苑開幕，來賓數以千計。

東蓮覺苑常有高僧到訪，令苑舍在佛門弟子心目中更

顯尊崇。  

 

何東爵士和何張靜蓉與民國不少軍政名人相交，

東蓮覺苑牆上至今仍掛着這些政要手書的牌匾。當中

最著名的有康有為、黎元洪、徐世昌、胡漢民及張學

良等。  

 

何張靜蓉在其自撰專書《名山遊記》中，曾道出

創建東蓮覺苑的 緣起 ：「… …深 信今後浩刼，捨 此

（佛法）莫能挽救……」。何張靜蓉認為，當時西方

傳教士來港傳教卓有成效，本地基督教信眾團體已經

成形，佛教團體亦應團結在港信眾。在香港，佛教團

體不僅要弘揚佛法，亦應像西方教會一樣入世，推動

教化，例如辦學、設立慈善機構。成立東蓮覺苑，旨

在把這個想法付諸實行。  

 

何張靜蓉於一九三零年代初創辦寶覺義學校及寶

覺佛學社，前者提倡女子教育，後者在培育尼眾人才

方面，亦擔當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東蓮覺苑落成後，

學校與佛學社遷入，其名字仍見於正門石柱之上。一

九五零年代學校於毗鄰的山光道 11號擴建校舍，東蓮

覺苑至今仍是重要的佛教道場。苑舍內還有藏經閣，

現仍藏有珍貴的佛教經卷及刊物。  

 

苑舍二樓的祖堂，當年用來供奉何東爵士和何張

靜蓉的至親及對苑有貢獻的人士。大雄寶殿的大青銅

歷史價值  

 

                                                 
1 東蓮覺苑名字取自何東和何張靜蓉（法名蓮覺）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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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鐘由何東爵士及何張靜蓉一家鑄造，並鑄有各人名

字。因此而知，東蓮覺苑初年是私人興建的佛教道

場。  

東蓮覺苑是一九二零及三零年代中西合璧式建築

的典範。這種建築風格大體採用西方結構和施工方

式，糅合飛檐、斗栱、琉璃瓦頂等傳統中式設計、建

築細節及裝飾。苑舍的內外裝飾均以中式為主，室內

布局則受西式建築影響。整座苑舍由建築師馮駿 2 設

計，並由釋靄亭 3指導馮氏制定表達佛教法義的建築細

節。  

 

東蓮覺苑坐南朝北依山而建，因此樓層之間須額

外加設樓梯，以就地勢高低。為配合獨特的三角形地

皮，東蓮覺苑的建築平面呈箭嘴形，而整座建築物的

外型有如把眾生載到彼岸的巨船，有「大乘」 4  之

意。一樓的平面布局有中廳、走道，末端有半圓形後

殿，雖與典型西式教堂相類似，實際上苑舍仍依照中

式佛寺的格局建造，殿堂依次分布。  

苑舍自北而南依次建有山門、前殿（地下為韋馱

殿，樓上是祖堂和藏經閣）、拾級而上的天井，然後

是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兩側分別有法鐘、法鼓，殿後

原為庭院，建有一座寶塔，一九五四年重建為三層高

的蓮覺紀念樓。紀念樓亦由馮駿設計，建築風格與苑

舍一致，現為藥師殿。  

苑舍內部裝飾最為莊嚴堂皇的是大雄寶殿。大雄

寶殿內部空間與整幢建築物齊高，露出現代托臂樑屋

頂結構，恢宏大氣。內部裝飾用色和設計以中式為

主，應用中式傳統工藝的建築細節見於走道欄杆、牆

上和天花的灰塑、門框門板、彩色玻璃窗等。中國佛

教紋飾及各種專門工藝亦廣泛應用於內部裝飾，例如

色彩豐富的水磨石和花卉幾何圖案的水泥階磚。近入

口的主軸線位置有一座七層藥師寶塔，往後是一座雕

工精緻以中式廟宇為造型的木龕，供奉超越時空的三

世佛，後面則供奉觀音菩薩、普賢菩薩及文殊菩薩。

建築價值  

 

                                                 
2 馮駿為 本地建 築師， 曾 留學倫敦 ，一九 三 六年 獲英國皇 家建築 師學 會

會員資格，一九五六年成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  
3 釋靄亭為杭州竹林寺高僧，應何張靜蓉之邀來港主持其弘法事業。  
4 大乘佛教是佛教分支，盛行於中國。「大乘」字面的意思是巨大的乘載

工具，把無量眾生渡往彼岸的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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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蓮覺苑的佛像、木製裝飾及佛龕均出自上海巧匠之

手，在曉覺園（即何東花園）施工雕造。  

從外觀而言，東蓮覺苑最大特色為以鋼筋混凝土

繫樑及托臂樑承托的黃色琉璃瓦金字屋頂。現存同期

中西合璧式建築所用的琉璃瓦，多為綠色或藍色，苑

舍採用的黃色瓦相當罕見。東蓮覺苑的金字屋頂造型

宏麗，盡見中國傳統建築之美。屋頂由歇山頂、重檐

歇山頂及十字脊頂組合而成。陶塑脊飾一應俱全，大

雄寶殿正脊上有二龍爭珠，另有鴟吻、垂獸、戧獸、

蹲獸、套獸分布於各屋頂。屋頂出檐之下有裝飾用的

斗栱，山牆上有懸魚裝飾。  

 

東蓮覺苑於一九五四年在南端擴建一幢三層高的

建築物，名為「蓮覺紀念樓」，其設計及用料均與主

建築相符。建築物原有構件並無大幅改動，基本上保

持原貌。  

 

保持原貌程度  

 

東蓮覺苑糅合西方古典與中式傳統建築的元素，

原貌基本保持完整，已屬不可多得；加上苑舍一直作

宗教用途從無間斷，苑內亦保存珍貴的文物收藏，更

是難能可貴。  

 

罕有程度  

東蓮覺苑的社會價值在於弘法興學，對跑馬地一

帶以至全港華人社會貢獻殊深。尤其在興辦女學方

面，東蓮覺苑更是用心盡力。此外，時至今日東蓮覺

苑仍是宣佛弘教的典範。東蓮覺苑位於跑馬地住宅

區，有別於傳統意義上的山林佛教，可說是本地市區

佛教道場的濫觴。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東 蓮 覺 苑 毗 鄰 猶 太 墳 場 小 教 堂 （ 三 級 歷 史 建

築），兩者同樣位於鬧市之中，同為本地多元化的宗

教建築的絕佳例子。一九一零至三零年代，原屬郊野

山林的跑馬地發展成住宅區。東蓮覺苑一帶，仍有同

期興建的住宅，例如毓秀街 11 及 15 號（分別為三級

及二級歷史建築），以及鳳輝臺 16、 17、 23、 24 號

（全為三級歷史建築）。  

組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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