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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與馬來西亞的佛教因緣* 

陳明彪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UTAR）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在《海天遊踪 1》的紀錄中，1963 年 6 月 26 日開始，星雲法師等

人到泰國等國家參訪，以了解當地的佛教發展情況。在離開印度，去

往星加坡前，他們於當年的 7 月 23 日來到了馬來亞（後成為馬來西亞）

參訪，也開啟了此後星雲法師和馬來西亞濃厚的佛教因緣。在初到馬

來亞時，他感受到了此地的佛學氛圍，訪問了當地的大小佛寺，參觀

了佛教學校，與眾多僧人交流等，此皆令他收穫頗豐。本文將扼要梳

理他自 1963 年始，踏足大馬後，弘法時所遇到的重要的人和進行的重

要的事，並探討他在大馬所得的一些觀感或啟發，以及觀察他如何將

在馬來西亞結下的多重因緣實踐於佛教的傳播中。  

關鍵詞﹕星雲法師、馬來西亞、佛光山、因緣、青年。 

 

 
* 本文在修訂時承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特伸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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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ism Causes Between Master Hsing 
Yun and Malaysia 

Tan, Beng-Piou*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in Hai-tian-you-zong 1, Master Hsing Yun 

and others started visit to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from June 26, 1963. After leaving India, they 

came to Malaya (later become Malaysia) on July 23 before going to 

Singapore. This trip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lose Buddhist causes 

between Master Hsing Yun and Malaysia. The Buddhist atmosphere affect 

Master Hsing Yun when he first arrived. Then, he visited Buddhist 

temples and schools in Malaya, and also interact with the monks in 

Malaya.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review the important people he met and 

the important things he did while promoting Buddhism in Malaya since 

1963. It will also discuss some of the impressions or inspirations he 

gained in Malaysia, and observe how he applies the multiple causes 

which related to Malaysia i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Malaysia, Fo Guang Shan, Causes,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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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星雲大師（1927∼2023）在 1949年到達臺灣之後，一直進行弘法利生之事。 

1959年，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金明法師（1914∼1999）曾想請中國佛教會介

紹一位台灣的法師前往星馬弘法，星雲法師就認為他最合適，因為星馬地區比較

適合通俗的佛教講演，若單純講經可能星馬僧眾接受度低，效果不佳，於是他毛

遂自薦欲前往結緣與參學，但中國佛教會卻拒絕他的請求，最後是派了曾任江蘇

常州天寧佛學院的教務主任，即默如法師前往。默如法師為閩南佛學院印順法師

的學長。 

1963年，星雲法師等到了到星馬等地弘法的機會。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治下的

中國佛教會要和東南亞的佛教進行交流，政府就委派星雲法師就和白聖法師、賢

頓法師、淨心法師和朱斐居士組成「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由他們代表中國佛教

會去參訪海外佛教。在 1963年的 6月 26日至 9月 13日，他們依序訪問了六個國

家和一個地區，分別是︰泰國（Thailand）、印度（India）、馬來亞1（Malaya）、新

加坡（Singapore）、菲律賓（Philippines）、日本（Japan），最後是到英國殖民地的

香港地區（Hong Kong），全程共計八十天。星雲法師把握這次難得的出國機會，

將途中所見所聞加以紀錄，以日記的形式連載於《覺世旬刊》，後來這些既是日記，

又是遊記的文章結集成《海天遊踪》，並於 1964年 4月出版，且於 1967年再版。

在《星雲大師全集》中，《海天遊踪》則分為《海天遊踪 1》和《海天遊踪 2》，《海 

 
1 星雲法師等到訪的馬來亞，時國土僅限於今日馬來半島的 11州，即西馬的 11州，而東馬二州尚
未加入。1963年 9月 16日，東馬的砂朥越（Negeri Sarawak）和沙巴（Negeri Sabah）才和西馬
的 11州共同組成現在的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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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遊踪 1》紀錄了到馬來亞等地的參訪情況，這也是本文依據論述的重要參考資

料之一。2 

星雲法師深愛馬來西亞，因而他多次到大馬弘法。他第一次是在 1963 年到

馬來亞，後隔了二十年，即 1983年才率領「佛光山新馬佛教訪問團」到訪大馬。

這原因除是忙於佛光山的建設外，再者是 1963年到訪大馬佛教的情況經媒體報導

後，當時許多臺灣寺廟就到新馬一帶化緣，造成新馬佛教人士的壓力，例如新加

坡福海禪院的住持弘宗法師就反映他收到臺灣寺廟三十多本化緣簿。3因此星雲法

師決定在有能力給捐獻大馬佛教時才前去大馬。其後陸陸續續多次到大馬弘法，

也特別喜愛到大馬弘法，自 1963年到 2009年，他來馬至少二十三次。4 

星雲法師曾自述到馬來西亞的觀感說：「基本上在我雲水行腳的生涯之中，

到了馬來西亞，我沒有覺得出國，好像還是在家裡，在自己住的地方，就像在佛

光山，所以佛光山和馬來西亞在我來講，是二而為一、一而為二吧。」5如此極度

的喜歡一個國家，並多次提及，在其生命中是頗為罕見的。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

 
2 星雲法師說：「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政府派貧僧做領隊，代表中國佛教會到東南亞訪問，
那是華人聚集的地區，雖然受到很多讀者的擁戴，但對我個人的影響並不是很大；關於此行的感

想、記事，全都記錄在《海天遊踪》這本書裡。」此言 1963年東南亞之行對他影響不大，參《星
雲大師全集・貧僧有話要說 1‧我怎樣走上國際的道路？》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83。然在《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
星馬佛教的師友緣》星雲法師說：「我在星馬訪問的時間，是從一九六三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八

月十日，一共十八天。現在憑記憶所及，略述星馬兩地給我的影響：」文中列出五點影響述之，

故星馬之行對他是有許多影響的。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3 《星雲大師全集‧往事百語 1》，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6410。 
4 二十三次引自《星雲大師全集‧隨堂開示錄 21‧與大馬法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6305。然在筆者〈《海天遊踪 1》中星雲法師在
馬來亞訪問海外佛教的歷程〉（未刊稿）的統計中，星雲法師來馬來西亞至少十四次，參附錄一

筆者的統計。 
5 《星雲大師全集‧隨堂開示錄 21‧與大馬法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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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如此的喜歡馬來西亞，是什麼樣的人事物留給他如此強烈的觀感，以致

他在 2012 年 11 月時提出希望來世要來馬來西亞當和尚，6而不是其他國家當和

尚？以下筆者將以《海天遊踪 1》的內容為據，並參酌《星雲大師全集》中相關

的資料，以茲來探討星雲法師和馬來西亞所結下的深厚的多重因緣，以此來了解

他對於大馬的喜愛。 

二、與各位法師的因緣 

星雲法師在到達馬來亞之前，其著作《玉琳國師》（1954）、《釋迦牟尼佛傳》

（1955），主編的《覺世旬刊》（1957∼1962）已先後傳入馬、星等地。可以說，

在作品先行之下，他以文字和讀者們結緣，反應也熱烈。這些讀者中有人受其著

作影響而崇信佛教，例如《星檳日報》的主筆黃蔭文就是讀了《釋迦牟尼佛傳》

而信仰佛教，成為居士。7星雲法師的到來，更令這些人無限欣喜。 

1963年 7月 23日至 8月 2日，星雲法師等人到馬來亞西海岸的五個州參訪，

他們先抵達吉隆坡，其後北上又南下，分別到了北馬的檳城州（Negeri Pulau 

Pinang）、怡保巿（Ipoh，屬今之霹靂州，Negeri Perak）、中馬的吉隆坡（Kuala 

Lumpur，屬今之雪蘭莪州，Negeri Selangor）、南馬的馬六甲州（Negeri Melaka）、

蔴坡（Muar，屬今之柔佛州，Negeri Johor），蔴坡之行結束後就驅車到星加坡。

由此星雲法師也和馬來西亞結下了不解之緣。 

以下本文不斤斤於分析其在旅程中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事物景，而是就其中和

星雲法師結緣較深的法師敘述之。 

1963年 7月 23日，金明法師（1914∼1999）、金星法師（1913∼1980）遠從
 

6 參 https://www.sinchew.com.my/20121123，2024.3.10檢索。 
7 《星雲大師全集‧海天遊踪 1》，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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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趕到馬來亞的首都吉隆坡的機場來迎接星雲法師。這是星雲法師首次見到

二人，而金明法師也為他屢次提起。後來，星雲法師在吉隆坡坐了一夜火車才到

檳城車站（即今之北海車站），下了火車又乘坐半小時渡輪才到達檳城島上的檳城

市。此時碼頭上多位法師和居士已在那裡等待，如馬來亞佛教會的主席竺摩法師

（1913∼2002）、妙香林寺的廣餘法師（1920∼2006）等。於是星雲法師和大馬的

法師們開始發展了良好的因緣。以下分別敘述竺摩法師、金明法師、廣餘法師、

勝進長老（1891∼1974）和星雲法師結下怎樣的因緣，所述的各位法師的排列順

序即依星雲法師〈國際道友的情誼〉所提之順序而排。8 

（一）與竺摩法師的因緣 

竺摩法師來自浙江雁蕩山，乃星雲法師的好友兼善知識，年長他十四歲，相

識於他抵達馬來亞之前。竺摩法師是民初佛教領袖太虛大師（1890∼1947）的弟

子，善詩書畫，著有《維摩經註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等書。在中國抗

戰（1937∼1945）期間，留駐於澳門，自言曾夢見地藏王菩薩。1951年，他創辦

《無盡燈》雜誌並流傳到南洋。後由隆根法師擔任主編。1953年，星雲法師出版

了《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無聲息的歌唱》，竺摩法師皆為他題簽，也常送他

畫作、墨寶等。 

1954年，竺摩法師因緣際會來到馬來亞，駐足於檳城。他在大馬期間創辦了

馬來西亞佛教總會（1963年更名），擔位主席十多年。他也創辦馬來西亞佛學院，

通過教育方式弘揚佛法，而皈依弟子眾多，促成大乘佛法的推廣。 

 
8 星雲法師說：「⋯⋯但這並沒有斷絕我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因緣，後來我仍經常受邀弘法，並且開
創道場，尤其在當地弘法的竺摩長老、金明長老、廣餘長老等多人，與我結下深厚的因緣。」《星

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7‧國際道友的情誼〉，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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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因認同太虛大師的理念而尊敬竺摩法師，竺摩法師也很愛護他。二

人交情之好，即使竺摩法師在閉關，彼此也會隔著一個小洞，一談數小時。竺摩

法師常邀請星雲法師去馬來西亞主持法會，他總謙居副座，由星雲法師任主法，

令星雲法師感受到長者的提攜和謙沖淡泊。因此，星雲法師認為「親近一位善知

識，不一定要天天跟在身旁，接受耳提面命，而是要將其風範，如道德、慈悲、

智慧，深植到心中，就能接心、受用。」9可見他頗受竺摩法師的風範的影響。 

（二）與金明法師的因緣 

金明法師在吉隆坡接機時和星雲法師相識，後來也成了星雲法師的老友。金

明法師長駐馬六甲，甚重視教育，在 1951年創辦了佛教香林學院，1961年創辦

了香林幼稚園。1955年，他和金星長老創辦了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任八屆總會長，

長達二十四年（1971∼1995）。他也爭取衛塞節成為全國的公共假日，1988 年克

盡其功。此外，他也創辦了馬來西亞佛學院。他著有《甚麽是佛教》、《盂兰盆真

義》等書。 

金明法師一心想要將佛教現代化，他每次總和星雲法師討論佛教的前途在哪

裡？還能為佛教做些什麼？金明法師沒有地域之見，性格融和，只要某位法師有

德、有才、有學，他就邀請他到馬來西亞弘法。金明法師說：「佛教為什麼要排斥

不同地區的人士呢？假如是這樣，佛陀是印度人，那我們相信印度人做什麼？」

這番話啟發了星雲法師，認為中華人都是地球村的地球人，令其「後來一直以地

球人自居，就如佛光山，是由幾十個國家的人而組成的教團。」10 

 
9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7‧國際道友的情誼〉，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647。 
10 《星雲大師全集‧參學瑣憶 1‧金明長老》，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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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法師熱心佛教事業，贊助許多佛教活動，接待許多佛教界人士。他自奉

甚儉，住在簡陋的小屋，卻把錢奉獻給大眾。星雲法師認為： 

長老不拘形式，以種種方便與人結緣：有時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有時行

腳於各地講經說法，或是走訪友寺互通往來，無論身在何處，長老都是一

本誠心真意，廣結善緣。11 

金明法師的廣結善緣，是一種善的循環，此無疑令受他幫助過的人感恩他及緬懷

他。 

（三）與廣餘法師的因緣 

廣餘法師和星雲法師初識於檳城，後成為「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老友。

12廣餘法師本任廈門金雞亭普光寺住持，後於 1950年，受馬來亞檳城妙香林寺住

持宏船法師之聘，出任妙香林寺的監院，負責一切寺務，也負責佛學書局。 

1963年 7月 24日，廣餘法師、隆根法師等陪同星雲法師參觀妙香林及佛學

書局。妙香林一切井井有條，佛學書局則整齊美觀。 

廣餘法師也促成《釋迦牟尼佛傳》和《玉琳國師》在大馬的流通。在《釋迦

牟尼佛傳》第一刷時，廣餘法師就大手筆買了五百本，後來也是幾百本的贈送他

人。《玉琳國師》出版後，他則千本、千本的購買。星雲法師不解他為何要買如此

 
11 《星雲大師全集‧雲水樓拾語‧懷念融和歡喜的真僧伽──金明長老》，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5359。 
12 星雲法師說：「在大馬的道友中，可以說，金明法師和廣餘法師對我的關係最重要了。尤其，廣
餘法師跟我的交往匪淺，二人稱兄道弟，已經到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程度了。」《星雲

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7‧國際道友的情誼〉，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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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廣餘法師說：「我自幼失學，書讀得少，你這麼熱心寫書，我要把智慧送給

信徒，讓信眾因看書而得到法喜。」13後為了省去寄送的麻煩，他建議在大馬印

刷，而星雲法師也不計較版權，此事遂成。 

廣餘法師任妙香林寺的主持時，總請星雲法師去主持所有活動的法會等。在

弘法上，廣餘法師提供妙香林大殿作為相關場地，也提供房子讓星雲法師下榻。 

1985年，星雲法師從佛光山退位。時廣餘法師邀其到吉隆坡鶴鳴寺擔任榮譽

住持。他未親往，派了心定法師前往管理，三年期滿時呈辭。 

廣餘法師雖未受過正式的佛教教育，但他一身彰顯「為了佛教」的意念和精

神，如他曾興辦「佛教義學」、佛學函授班、編印《佛學入門》手冊等，嘉惠不少

眾生。 

（四）與勝進長老的因緣 

1963年 7月 27日，星雲法師等人自檳城南下，經太平到達怡保巿郊的霹靂

洞，勝進長老率領了數百位信徒迎接眾人。其後，眾人抵達怡保勝進長老於 1938

年開創的道場──東蓮小築。勝進長老此前已和星雲法師常書信往來，其文字非

常練達，總令人生起無比的敬仰。長老熱心佛教，曾支持星雲法師的佛教文化服

務處。7月 28日，勝進長老在東蓮小築安排弘法大會，星雲法師以佛法為題演講。

8月 4日，他在新加坡佛教總會大禮堂演講，七十多歲的勝進長老特地坐了十多

個小時的火車，從怡保趕來，表現出對佛教的關懷。 

 
13《星雲大師全集‧參學瑣憶 1‧廣餘法師》，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972。 



 
 
 
 
 
 
 
 
 
 
 
 
 
 
 
 
 
 
 
 
 
 
 
 
 
 
 
 
 
 
 
 
 
 
 
 
 
 
 
 
 

 

文學新鑰 第 38 期 

106 

對於馬星二地的法師、居士，星雲法師曾追憶他們的貢獻和行誼。以下因本

文將焦點鎖定在馬來西亞，故只引述和馬來西亞相關者，餘者不論。星雲法師說

起其總體觀感云： 

一、馬來西亞雖以回教為國教，但自一九五七年國家成立後，佛教團體紛

紛設立，在那裡的長老大德們，都有心為佛教的發展，獻出力量，他們非

常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如：廣餘法師、竺摩法師、真果法師、金明法師、

金星法師等人。在馬來西亞辦有會泉幼稚園、菩提學院、菩提中學、菩提

小學、香林學校、善才學校；……另外還辦診所施診、施藥；兩地的養老

院，每年也都捐有大筆款項，做為護持。 

二、另外，八打靈觀音亭的鏡盦法師長得一付南人北相，身材高大，對佛

教的事業也很熱心，他的生活很簡單，錢財對他來說是身外之物，凡信徒

供養他的紅包，全捐做社會救濟事業，他每次見到我，都要捐一筆錢給我

作為弘法之用。 

三、星馬的出家人非常淳樸，這些長老大德們，多數是從大陸輾轉而來到

星馬落腳，他們對佛學方面少有深入，但是他們對社會的關懷、熱心不落

人後。來到星馬後，也沒有健全的教會組織，來訓練大家如何同心同力發

展佛教，所以各自為政，紛自設立道場。星馬的道場，有的具有叢林規模，

有的並不是很大，如：竺摩法師的三慧講堂、真果法師的觀音寺、鏡盦法

師的觀音亭、廣餘法師的妙香林、明德法師的香山寺、龍輝法師的香嚴寺、

和豐法師的報恩寺、遠明法師的洪福寺、如賢法師的觀音寺、藏心法師的

法華岩、勝進長老的東蓮小築、宗鑑法師的三寶洞、伯圓法師的湖濱精舍、

振敏法師的觀音亭、金星法師的青雲亭、金明法師的香林覺苑、定光法師

的麻坡淨業寺；……我也曾一一拜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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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外，菩提中學的校長是傅晴曦女士，他是福建省金門人，有金

門第一女將軍之稱。儀態莊嚴，風度讓人讚美，對人慈和親切，學問又好，

在他的主持下，提升菩提中學的學風，在檳城聲望很高，有如早期的台北

第一女中。 

五、星馬不論是法師或是在家居士，對於文化的推動最為熱心，例如：廣

餘法師設有佛學書局，我曾去參觀過，裡面的佛書法物應有盡有，布置得

整齊美觀，由三位青年協助管理，實為馬來西亞佛教慧命所寄之處。14 

前三點點出馬來西亞的長老大德們，熱心佛教，成立了許多佛教團體，也熱心推

動社會公益，他們成立了很多學校、診所，捐款弘法和助人也不在話下。這些淳

樸的出家人，多數自大陸來到星馬，他們雖來自不同地區，但沒有地域觀念排斥

他人。他們雖對佛學少有深入研究，道場也各自不同，但皆獻身佛教，精神委實

令人感佩！第四點述及傅晴曦（1915∼2006）居士任菩提中學的校長時，即後來

的菩提國民型中學的校長時，貢獻不凡。第五點述及佛教徒熱心推動佛教文化，

如設立佛學書局。 

這些法師和居士不只是在佛堂修行而已，他們還關心社會，積極推動各種事

宜，發揮佛教的影響力。這些作為其實就和人間佛教的本懷走入人間如出一轍。 

若論及上述的法師給予星雲法師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言語上的開示，他們扮

演了善知識的角色。星雲法師積極學習佛教的內涵，故他謙下親近了許多法師、

大德，從中也得到了這些善知識的啟發，終身受益，他曾說道：「除了台灣的長

老法師之外，⋯⋯在馬來西亞，竺摩長老、勝進法師、金明法師、金星法師、伯

圓法師、鏡盦法師等，我都以師長之禮尊重他們；尤其好友廣餘法師，跟我論交

 
14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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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彼此惺惺相惜，成為至交。」善知識具有豐富的生命經驗，若能記下其

一句、兩句的善言良語，實等於「佛陀說」、「孔子說」的聖言量，能讓人終身

受益。15 

三、與馬來西亞青年的因緣 

《玉琳國師》和《釋迦牟尼佛傳》出版後，因星馬許多年青人喜歡看書，故

他們最早開始和星雲法師有書信的往來。馬來西亞青年當中邱寶光、陳愛珠和星

雲法師有較深的因緣，以下述之。 

（一）與邱寶光和「八金剛」的因緣 

1963年 7月 26日，星雲法師和青年教師邱寶光（1933∼2006）有過一席談

話。彼時他要回到香嚴寺休息，恰好邱寶光居士來訪。這是和他最早結緣的「八

金剛」之一，「八金剛」即指八位馬來西亞青年，下將述及。1961 年，星雲法師

編輯《中英對照佛學叢書》，書中的《羯臘摩經》即由邱寶光居士翻譯成中文。他

常和聖剛法師提起邱居士，卻不知他的住處。1963年，星雲法師方始首次在檳城

見到邱居士。邱居士大概不到三十歲，面孔白皙，文質彬彬，態度謙虛誠摯，因

當時很多知識青年只會說英文，不會說中國話，故他希望能有通曉英語的法師到

檳城弘法，如此這些人將皈依佛教。7月 28日，星雲法師在東蓮小築的弘法大會

上，以佛法為題演講，邱寶光隨團到怡保擔任翻譯，將演講內容翻譯成粵語，展

現出他的好口才。邱寶光很崇敬星雲法師，故總將《覺世旬刊》上刊登的大師的

 
15 《星雲大師全集‧人間系列 1‧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之一）》，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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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剪貼下來學習。161985年，邱寶光退休。1986年，星雲法師邀請他到佛光山

叢林學院英文佛學班擔任教師。17一年後他離開該職。 

1970 年，邱寶光等人成立了「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馬佛青，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Malaysia﹙YBAM﹚），此組織為馬來西亞的佛教發展貢獻良

多。1977年，來自檳城的邱寶光、梁國興、梁國基、黃增金、陳穎椿、梁嘉棟、

黎順禧、許來成來佛光山拜會星雲法師，這八位馬來西亞人就成了第一批皈依佛

光山的弟子，即「八金剛」。馬佛青後邀星雲法師擔任該織織的宗教導師。星雲法

師認為馬佛青最大的貢獻是： 

除了發展青年團，鼓勵青年學佛以外，還設有佛青文化服務處、印經會、

出版《佛教文摘》、英文佛教刊物 Eastern Horizon 等，都是很好的教材，對

佛教文化的弘揚上有很大的幫助；他們也將我的著作，以小冊子形式印刷

流通近百萬冊，與大馬信徒結緣；所以後來我到馬來西亞弘法能有這多人

來聽經聞法，這應該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吧！18 

通過馬佛青的助緣，星雲法師的著作流傳甚廣，這也讓更多人認識他，以致他到

大馬弘法時有許多人前來參與。 

而在「八金剛」中，除前述之邱寶光外，黎順禧、許來成事迹難尋，其他人

如梁國興法名明光，為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的前總會長（1986∼1990），1984

年他建議隔年在佛光山召開「首屆世界佛教青年學術會議」，後會議成功舉行，星

雲法師任世佛青名譽會長。19梁國基年青時因讀了《釋迦牟尼佛傳》而認識佛法，

 
16 《星雲大師大馬好：千里法緣》，邱寶光〈來世仍是師徒情〉，頁 108。 
17 https://www.enanyang.my/，2023.12.5檢索。 
18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19 《星雲大師大馬好：千里法緣》，梁國興〈星雲大師與馬佛青的淵源〉，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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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任《佛教文摘》主編，積極推動「通過閱讀，認識佛法」，即以文字的方式弘

法。後來，馬佛青推出了佛青版的《釋迦牟尼佛傳》，他也從星雲法師的講稿和著

作中，摘錄淺白易懂的片段，編印數十種 16至 32頁的小卌子，廣為流通。20黃

增金為太平佛教會前總務，太平佛教會會所因要擴充，苦於難以進行，星雲法師

就幫助他們募款。陳穎椿，為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的前總會長（1976∼1986），

其視星雲法師為精神領袖。他認為要促進本地的佛教發展，就必須請國際上有名

的法師前來交流，故他曾到佛光山考察，星雲法師為此提供了不少建議。而馬佛

青在馬來西亞佛光會的成立上，也助力不少，彼此相互促成。梁嘉棟本從事品管

業，後來在星雲法師鼓勵下於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出家，法名惟悟法師。因其英文

佳，又懂佛學，故曾受邀到佛光山任教。他還創立了檀香寺、國際佛教大學等，

活躍於佛教界。21 

（二）與陳愛珠的因緣 

陳愛珠居士和星雲法師既是師生，也有如父女，二人總有話直說、坦誠溝通。

陳愛珠本皈依竺摩法師，她因想幫竺摩法師翻譯，就想學好佛學。後來，她看到

《覺世》周刊刊登的壽山佛學院的招生廣告，就想到佛學院讀書增強佛學知識，

竺摩法師就推薦她前往。上世紀 70年代，她來到臺灣學習佛學外，也參與了佛光

山的開山。彼時星雲法師帶領學生幸苦建設，學生每天挑土，搬上約上百個磚頭，

然他們從不喊苦，此也展現出馬來西亞人的刻苦耐勞。而陳愛珠流下汗水的樣子，

還常留在法師心中。1965年，壽山佛學院成立，陳愛珠於 1967年插班，她是該

院的第二屆畢業生。在上課時，星雲法師教她佛學概論，還要她每天背《論語》、

 
20 《星雲大師大馬好：千里法緣》，梁國基〈一本書一世緣〉，頁 127。 
21 惟悟法師亦作唯悟法師，還創立檀香基金會、佛教視聽中心、慈愛贈醫施藥所、愛心福利中心、
晚晴苑老人護理中心，檀香幼稚園、檀香佛學研究中心。 
https://cibei.org.my/postbd070，2023.12.5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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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日記以提高中文的水準。日記被用心批改，有時還留下了評語。假期時，星雲

法師會煮麵給大家吃，周末時會帶大家去郊外散心以免大家想家，每學期考完試

後則帶大家去郊遊。陳愛珠畢業後就在佛教文化服務處服務，1969年返回馬來西

亞佛學院教書，教了一年多，當時星雲法師還寄了很多教材給她，並與她通信建

議她如何教。22後來，陳愛珠擔任馬來西亞佛光協會第一任祕書，現已八十多歲。 

（三）與大馬其他青年的因緣 

1983年，霹靂州太平巿的太平佛教會（Taiping Buddhist Society）的陳春榮、

黃振興等年青人要興建三層樓高的大悲殿，然欠缺經費且年青人沒地位募款也困

難。1984年 6月 28日~7月 3日，佛光山就辦了一場盛大的「萬緣法會」，替太

平佛教會籌到了很多經費。這場法會全國超過六十多個佛教團體參與，有約三萬

信徒與會，星雲法師和二十名僧人也參與。23其實早在 1963年 7月 27日，星雲

法師就到訪過太平佛教會，當時太平佛教會就充滿青年的氛圍。會長林振德是青

年居士，他率領數十位青年居士迎接法師等人，這些佛教青年雖英文程度佳，然

因少有高僧大德前來弘法，故他們對佛教的認識不深。太平佛教會也附設青年會。

星雲法師認為： 

太平佛教會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佛教會，有朝氣、有魄力，佛教需要青年，

佛教需要有組織有魄力的青年，更需要有熱忱的大德比丘去領導他們，能

夠如此，佛教才會顯得有朝氣，有奮發蓬勃的朝氣。24 

 
22 《星雲大師大馬好：千里法緣》，陳愛珠〈與大師情如父女〉，頁 116-117。 
23 星雲法師在 1963年、1983年、1984年、1986年和 1989年，共五次到太平佛教會弘法，因緣殊
勝。參 https://www.sinchew.com.my/?p=4452607，2024.3.10檢索。 

24 《星雲大師全集‧海天遊踪 1》，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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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一向重視青年，1940年代他在中國時即有此體認。大約 1955年他開始

於臺灣發展佛教青年運動，如宜蘭佛教青年運動、高雄佛教青年運動、佛教青年

夏令營等。25而他見到太平佛教會有不少的青年，認為這是青年組成的有朝氣和

魄力的組織，並於此發出佛教需要青年之感，主張須由高僧大德去領導青年，在

二者相互作用影響下，佛教必能興盛。 

擴大而言，一些大馬青年自小受佛法薰習，長大後也為大馬佛教弘法利眾，

如： 

馬佛光出版社總編輯沈明信、佛教音樂作曲家黃慧音、前任馬佛青總會長

王書優博士、曾是英國曼徹斯特佛光青年團團長，現任新加坡西門子電子

工程師、馬佛青總會長吳青松是西來大學碩士、大馬副教育部長魏家祥博

士、在拉曼大學任教於核醫的佛光檀講師梁惠儀博士、在東京大學的電子

科學博士方耀祥講師、馬六甲青年團長何仙明博士、新加坡佛光青年團王

順生博士，及吳慧娟博士、林洪智醫生等。26 

以上諸人在各自的領域發光發熱，他們或擔任馬佛光出版社總編輯，或為佛曲作

曲家，或任馬佛青總會長、佛光檀講師，或參與佛光青年團。佛法滋養助長他們

的生命，無形中其生命更豐富、更具內涵；他們亦在因緣具足下弘揚佛法，讓佛

光普照到大眾的身心上。 

簡言之，星雲法師對於新馬的青年華人觀感甚佳，他高度讚譽他們道： 

 
25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11‧我與青年的因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13。 
26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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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的青年華人，熱情、聰明、耐勞苦、不服輸，如同當地的氣候一般，

熱力四射。尤其擅長各種語言：華語、英語、馬來語、廣東話、福建話、

客家話。佛光山在世界各國設立道場，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徒眾一直都是

站在第一線打前鋒，也可以說是佛光山國際弘法最大的助緣。27 

馬來西亞人基本上勤儉、刻苦、耐勞、純真，這是我理想中一個人的性格，

雖然有些人的性格太過耿直，但我覺得純真很好。我的徒眾裡面有很大的

比例是馬來西亞人，他們幫著我弘揚佛法遍天下。早期二、三十年前，台

灣的年輕人出家，他們日文很好，閩南語很好，中國話也很好，但英文程

度不夠，是馬來西亞的年輕人，男眾、女眾補了這個缺陷，所以現在佛光

山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做主管的多是馬來西亞的比丘、比丘尼，因此，馬

來西亞和我的關係很深。28 

除了熱情、刻苦耐勞、勤儉、純真、耿直外，新馬的青年華人，尤其是馬來西亞

的華人，一般至少能懂四種語言，馬來語（國語）、英語、華語，此三種皆能說聽

讀寫，再加上一種方言。這樣的語言天份或專長，其實也是因他們處於多元文化、

多元種族的環境所致，而這可補台灣早期年青人英文能力之不足，有利於世界各

地弘法之需。 

總而言之，早期的馬來西亞的青年如邱寶光為星雲法師未抵大馬時即與他相

識，後「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成立，「八金剛」皈依了佛光山；陳愛珠和星

雲法師既是師生，也如父女，曾在壽山佛學院學習佛學。其後，越來越多大馬青

 
27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28 《星雲大師全集‧隨堂開示錄 21‧與大馬法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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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信仰佛教，他們受到星雲法師和佛光山的啟發和影響，護持佛教，讓佛光照耀

大馬，貢獻可謂卓著！ 

四、在馬來西亞弘法及經由大馬信徒弘法的因緣 

1983年 9月，星雲法師開始到馬來西亞弘法，其後多次到大馬，以下舉較重

要的探討之。值得一提的是，他弘法時，從不向信眾化緣，他認為「化緣要化心，

不一定化錢」，給予信徒佛法，讓他有信心，人就會主動捐款，老太太黎姑即是一

例。在佛光山開山之初，馬來西亞常有旅行團到訪。有一次，他遇到一位老太太

正在趕路，他就指引她一條平穩的路。後來他到吉隆坡講經，這位老太太即黎姑

和他見面，並給他兩百萬元以辦教育。以後每到馬來西亞弘法，黎姑總贈予二、

三百萬元，不求回報。29 

（一）在馬來西亞弘法的因緣 

1987年，星雲法師率訪問團二十人，前往馬新弘法。1987年 5月 17日，馬

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舉辦「南北大師喜相會」講座，北傳佛教的他與南傳佛教的

達摩難陀（Ven. Dr. K. Sri Dhammananda）長老在檳城對談交流，時有一千兩百多

人聆聽。30 

大馬人對佛教的熱情，亦令星雲法師難忘。大約在 1989、1990 年，他到檳

城某祠堂弘法，當時祠堂炎熱無比，有三千聽眾，他以為演講過程中會有人因天

氣熱而離開，然沒有一人離開。他又以為天氣炎熱，第二天或第三天人數會減少，

然人數反而一天天不減反增。 
 

29 《星雲大師全集‧星雲說喻 1‧黎姑的故事》，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144。 

30 https://www.sinchew.com.my/?p=4451736，2024.3.1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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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星雲法師馬來西亞國家體育館，演講「未來的世界──廿一世紀的

展望」，聽眾約有兩萬人。 

1996年 4月，馬來西亞佛光協會與馬來西亞佛教總會聯合舉辦「萬人皈依典

禮暨萬人獻燈祈福弘法大會」，假雪蘭莪州的莎亞南露天體育場舉行，星雲法師應

邀主講「人間佛教人情味」，時有約八萬人參加盛會，大會寫下了大馬佛教許多第

一的紀錄： 

1. 突破最大障礙。弘法大會開始前幾天，才獲得大馬政府批准舉行的執照。 

2. 場地最大。於莎亞南體育場舉行。 

3. 聽眾最多。來自檳城、太平、東馬等全國各地的佛教徒計八萬人到吉隆

坡，造成該市大小旅館客滿。 

4. 貴賓層級最高。時任馬來西亞交通部長拿督斯里林良實醫生親任大會主

席，發表開幕演說。內政部長黃家定先生擔任大會的監督、能力資源部

長拿督林亞禮先生、文化藝術暨旅遊副部長拿督鄧育桓女士、拿督梁偉

強先生均到場祝賀聞法。 

5. 佛教界空前大團結。馬來西亞佛教總會主席寂晃長老親臨大會；金明長

老、廣餘長老、明智長老、伯圓長老及南傳佛教的達摩難陀長老均榮任

大會顧問。 

6. 動員義工最多。在馬來西亞佛光協會祕書長陳瑞萊女士的領導下，總共

動員了一五〇〇位義工。31 

在大馬的宗教環境下，要舉行如此大的弘法大會是不容易的，能舉行自然表示大

馬各種宗教相互尊重，宗教氛圍是融洽的。而參與的信徒罕見的多，有約八萬名，

 
31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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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了佛光山多年來的耕耘成果。難得的還有北傳和南傳的佛教僧人不分彼此，

一起現身。大會上，星雲法師和南傳佛教的達摩難陀長老一起主持現場約八萬名

信眾的皈依典禮。 

2005年 4月，星雲法師主持馬來西亞佛光山第一次舉行「佛光青年成年禮」，

時參與的青年有一千二百名；他也主持「甘露灌頂皈依三寶典禮」，有八千多人參

與，許多青年皈依。 

2012 年 11月，星雲法師再次前往雪蘭莪州莎亞南體育館主持「二〇一二大

馬好星雲大師五十年弘法回顧──三皈五戒暨為社會大眾祈願祝禱法會」，時有逾

八萬人與會，有四萬多名信眾皈依，五千人受五戒，逾八萬名信眾與會。兩千名

大馬青年則演唱〈佛教靠我〉、〈攜手同圓〉等佛曲。2013年 11月，舉辦「大馬

好」弘法大會，星雲法師在大陸弘法後趕來參與。星雲法師圓寂後，大馬人為緬

懷大師及傳承其精神，故在 2023年 4月 23日於雪蘭莪州莎亞南舉辦「2023大馬

好──為國家祈願祝禱萬人青年音樂會及三皈五戒典禮」，時萬人參與，不只演唱

大師作詞的歌曲如《心甘情願》、《超越距離》等，還有約 1800人接受三皈五戒禮，

並宣讀星雲大師的《為國家祈福祈願文》。32 

凡此種種皆可見星雲法師和佛光山在大馬深耕多年的成績，許多人因此皈依

了佛教，崇信三寶。 

此外，東禪寺內東禪佛學院的建設也是星雲法師弘法的結果。1985年，星雲

法師從佛光山退位。廣餘法師邀他擔任吉隆坡鶴鳴寺榮譽住持，三年後他請辭。

信徒郭建鳳女士不希望法緣斷除，就捐贈仁嘉隆的一塊地給佛光山。東禪寺 1994

年動工，1995年逐步完工，1996年東禪佛學院啟用。在此前，不少馬來西亞青年

 
32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3/04/23/561548，2024.3.10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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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佛光山叢林學院就讀，然因簽證等問題而輟學，故東禪佛學院的創建有助於東

南亞學子的學習。33通過東禪寺的基礎，青年學子就可和佛光的教育系統連線，

其後可到南華大學、西來大學、佛光大學等校進一步學習。 

（二）經由大馬信徒弘法的因緣 

這是指佛光山在各國成立佛教組織，包括大馬，藉由大馬的人力去推動佛光

山的弘法事業。如此藉力使力的方式，令佛法的傳播更加快速。 

1991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馬來西亞是最早發起成立佛光協會的國

家之一，在邱寶光、梁國興、陳愛珠等人的努力下，終於在 1992 年成立。邱寶

光居士擔任第一任會長，陳愛珠任首任祕書，此後也開展了許多活動。馬來西亞

的佛光協會由馬來西亞的青年管理，這是佛光山本土化的策略，其他各地亦由當

地人去弘法。 

1997，國際佛光會世界青年總團部成立，總團長為慧傳法師，馬來西亞總團

也成立。他們舉辦許多活動，如 2001年 4月，舉辦「二〇〇一年馬來西亞佛教青

年幹部講習會：佛教靠我」，大馬各地的佛光會幹部、各大專院校的佛學會以及各

佛教團體佛青代表約一千八百多人參加。同年十二月，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部於

馬來西亞召開「攜手同圓──國際佛光會青年會議」，有二十六國、五千餘位代表

參加。2002年至 2006年，舉辦「愛我青年」中學生學佛營，全馬巡迴六十五場，

吸引萬多名青年學佛。34 

 
33 《星雲大師全集‧參學瑣憶 1‧廣餘法師》，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972。 
34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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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佛光青年團的活動眾多，星雲法師認為馬來西亞的青年團最感

人，他們高唱〈佛教靠我〉，傳遍各地；也曾千人包機來台，到佛光山做「尋根之

旅」。35而自 1963 年開始，一直到國際佛光會馬來西亞協會的成立後到現在，馬

來西亞佛教的發展過程實與佛光山對於佛教的發展相輔相成，「有同時推動的意

義」36。 

此外，大馬不少年青人，甚至成為佛光山在全世界弘法的支柱，如： 

澳洲南天寺滿可、紐西蘭北島佛光山滿信、倫敦佛光山覺如、瑞典佛光山

覺彥、巴西如來寺建寺的覺誠，西來寺如揚和慧聖、佛州光明寺覺凡、奧

克蘭佛光寺依是、印度德里文教中心慧顯、馬來西亞弘法的慧海和慧廣、

大智圖書館依修、佛香講堂滿樂、新加坡佛光山妙穆貝、菲律賓萬年寺覺

林、宜蘭靈山寺覺年、台北道場有宗、佛光大學妙迦、斯里蘭卡弘法的覺

門、南天大學覺瑋、北京大學教育博士覺舫、香港佛光道場覺毓、多倫多

佛光山覺謙、在大陸興建鑑真圖書館的慧是及慧炬、佛光山禪淨法堂的慧

誠，電子大藏經的覺然，都監院的慧施、慧喜、慧清、慧裴、慧功、慧人、

慧護等弟子，可說在世界各地撐持了佛光山半邊天。37 

這些來自馬來西亞的人材，青年時聞習佛法，進而出家，並主持佛光山各地的佛

教事業，進而讓佛光普照各大洲，貢獻可謂卓犖不凡！ 

 
35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11‧我與青年的因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13。 
36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37 《星雲大師全集‧百年佛緣 9‧我與星馬佛教的師友緣》，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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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由上所論，星雲法師和馬來西亞結下了至少五種因緣，這些因緣多重且深

厚，交織且發光。 

首先是文字的因緣，在星雲法師 1963 年抵達馬來亞之前，其著作《玉琳國

師》（1954）、《釋迦牟尼佛傳》（1955），主編的《覺世旬刊》（1957∼1962）已先

後傳入馬來亞。許多馬來亞的華人通過閱讀這些作品而認識佛教，也認識青年的

星雲。 

再者是良師益友的因緣。星雲法師抵馬後，與竺摩法師、金明法師、廣餘法

師、勝進長老等人相見，這數位法師是青年星雲的良師益友，他們在大馬積極推

動佛教，熱心公益、教育、文化等，諸人的言行舉止、人格風範，在一定程度上

令星雲感佩和學習。 

在青年的因緣上，星雲法師認為佛教不是專給老人信仰的，它也需要青年注

入活力。青年星雲很早就了解青年對佛教的重要性，他與馬來西亞的青年如邱寶

光居士、「八金剛」、陳愛珠居士等人，結緣甚早，這些人也在星雲法師影響下大

力推廣佛教。當他認識了更多的大馬青年後，更感受到了他們普遍獨有的熱情、

純真、刻苦耐勞等特質。他們獨具的語言天份，更成為佛光山於世界各地弘法的

一大利器! 

在弘法的因緣上，星雲法師多次前來馬來西亞弘法，受影響者眾多，如 1987

年，北傳佛教的他與南傳佛教的達摩難陀交流；1996年 4月，約八萬人參加了「萬

人皈依典禮暨萬人獻燈祈福弘法大會」；2012年 11月，約八萬人參加了「二〇一

二大馬好星雲大師五十年弘法回顧──三皈五戒暨為社會大眾祈願祝禱法會」，凡

此種種足證佛教在佛光山的努力推動下，成效已現，信仰者日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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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由大馬信徒弘法的因緣上，佛光山促成了馬來西亞佛光協會和國際佛光

會馬來西亞青年總團部的成立，這也讓大馬人能自己主動去推動佛教的發展。大

馬佛光人辦了很多活動，如 2001年 4月，舉辦「二〇〇一年馬來西亞佛教青年幹

部講習會：佛教靠我」；2002年至 2006年，舉辦「愛我青年」中學生學佛營，皆

吸引很多青年學佛。佛光山在佛教的傳播中，與大馬成立的佛光山佛教組織相互

促成，此種借力生力的方式，讓佛教的發展生生不息。至於世界各地多見大馬人

主持或輔助佛光山的佛教事業，更佐證了馬來西亞人護持佛教的才能、熱情和堅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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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星雲法師到馬來亞／馬來西亞次數之統計（1963～2013） 

（以下錄自 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evbc16/evbook，大事年表；參自《星

洲日報》https://www.sinchew.com.my/?p=4451736。） 

1. 1963年 6月 

（星雲法師）與白聖法師等人組成「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訪問泰國、印

度、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香港等國家地區，共費時兩個半月。期

間會見泰皇蒲美蓬、印度總理尼赫魯及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等人；於印度要求釋

放七百名被捕華人，救出兩艘高雄漁船。全程以日記記錄，後集成《海天遊踪》

一書。 

2. 1983年 9月 

（星雲法師）應馬新佛教界之邀，率訪問團弘法。 

3. 1987年 

（星雲法師）應馬佛總主席金明長老暨新加坡佛教界邀請，率訪問團二十

人，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弘法。為該會成立二十餘年，正式具函邀請國外

法師弘法訪問之首。 

4. 1987年 5月 

由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舉辦的「南北大師喜相會」講座，大師代表北傳佛

教與南傳佛教達摩難陀（Ven. Dr. K. Sri Dhammananda）上座共論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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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89年 11月 

（星雲法師）為位於雪蘭莪州的佛光山南華寺舉行動土典禮，現易名東禪寺。 

6. 1992年 4月 

（星雲法師）應邀於馬來西亞國家體育館主持佛學講座，講演「未來的世界

──廿一世紀的展望」，馬來西亞副工程部長郭洙鎮蒞會致詞，聽眾近二萬人。 

7. 1996年 4月 

馬來西亞佛光協會與馬來西亞佛教總會聯合舉辦「萬人皈依典禮暨萬人獻燈

祈福弘法大會」，假吉隆坡莎亞南露天體育場舉行。（星雲法師）應邀主講「人間

佛教人情味」，有八萬人參加盛會，為世界佛教弘法之創舉。 

8. 1998年 5月 

（星雲法師）前往馬來西亞與總理馬哈地會談，中馬佛教與回教交流邁入新

里程。 

9. 2005年 4月 

（星雲法師）主持馬來西亞佛光山首次舉行的「佛光青年成年禮」，有一千

二百名青年參加；以及「甘露灌頂皈依三寶典禮」，現場有八千多人，皈依者多數

為青年。 

10. 2006年 8月 

（星雲法師）會見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拿督翁詩傑，並接受由副部長

代表全馬佛光人所獻上之「八萬人手抄心經」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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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8年 6月 

（星雲法師）前往東南亞十二天弘法行，於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主持三皈五戒、菩提眷屬祝福禮、新加坡佛光山開光典禮及信徒接心。並在吉隆

坡城中城國際會議中心與馬來西亞交通部部長翁詩傑拿督以「和諧、管理」為主

題對談。於馬來西亞首相府與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Dato’Seri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會面，談論有關國家和諧、社會發展等課題。 

（星雲法師）主持「馬來西亞新山五福城佛光基金會」預定地新道場奠基典

禮（二〇一五年起名「新馬寺」）。有振林山區國會議員曾亞英、房屋與地方政府

部長拿督斯里黃家泉等千餘名信眾與會。 

12. 2009年 10月 

（星雲法師）前往新馬泰展開十天弘法行，主持「《人間萬事》讀書會」、「三

皈五戒典禮」、「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四屆第五次理事會議」，並發表演說「如何獲得

人間佛教的真正意義」。期間，分別會見民政黨主席兼首相署部長丹斯里許子根、

馬華總會長拿督斯里翁詩傑、檳城州首席部長林冠英等人。接受《聯合早報》、《聯

合晚報》、《新明日報》、《佛友》雜誌等媒體採訪，針對「地球暖化、金融風暴」

等議題開示。 

13. 2012年 11月 

（星雲法師）前往馬來西亞於吉隆坡機場貴賓室出席記者會，並表示：人生

在世不一定要追求財富和名位，而佛教重視的是尊重和包容。有首相署部長丹斯

里許子根博士、台北駐馬來西亞經濟文化辦事處羅由中代表及各大媒體與會。 

（星雲法師）於馬來西亞東禪寺大雄寶殿出席馬來西亞東禪寺舉辦的「人間

佛教座談會──當代社會需要的人文關懷」交流會，由《星洲日報》副總編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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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人鄭丁賢主持。大師表示：大馬多元社會與民族要團結，好比五根手指合起

來就是一個拳頭，族群之間要異中求同、同中存異，團結才更有力量。馬來西亞

馬魯里宣恩堂牧師王福、基督教信仰的大馬著名女高音卓如燕、馬來西亞畫家李

健省以及近百位馬來西亞中文媒體、電視台、電台主管及記者與會。 

（星雲法師）於馬來西亞東禪寺接受馬來西亞Astor電視台、988電台訪問，

並表示：要大馬更好，就要多一點慈悲、多一點智慧、多一點正派、多一點勤勞、

多一點道德，愛自己多一些。 

（星雲法師）前往馬來西亞首相署拜會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斯里納吉（Dato’Seri 

Mohamma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並贈送一筆字「吉星高照」，由妙光

法師英文翻譯。 

（星雲法師）前往馬來西亞雪蘭莪莎亞南體育館主持「二〇一二大馬好星雲

大師五十年弘法回顧──三皈五戒暨為社會大眾祈願祝禱法會」，有四萬名信眾皈

依，五千人受五戒，逾八萬名信眾與會。 

14. 2013年 11月 

（星雲法師）受邀出席於馬來西亞雪蘭莪沙亞南室內體育館舉辦之「二〇一

三年『大馬好』弘法大會三皈五戒暨為社會大眾祈願祝禱」、「二〇一三年『大馬

好』萬人佛教青年音樂會」。有一萬餘名信眾受持三皈五戒。 

（星雲法師）受邀出席馬來西亞柔佛新山五福城舉辦之「星雲大師一筆字書

法展展開典禮及五福城『我的圖書館』開幕典禮」，並贈一筆字「智慧創新」予

五福城「我的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