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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古晉佛教居士林在一年半前即開始籌畫在古晉南市市政府大禮堂

舉辦三大宗教論壇會，邀請台灣中華慧炬佛學會鄭振煌居士代表佛教界，與天主

教及回教代表對談，因而有東馬知性參訪之旅，成員十五位。 
    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清晨五點離開台北，搭馬航八點的班機，當天下午

三點三十分抵達古晉。晴朗的天空，羅列的島嶼，密佈的叢林，蜿蜒的河流遍佈

全島，有如體內的血管，呈現無比的寧靜安詳，一個典型的大自然國度啊！一出

機場，即見在外等候的古晉佛教居士林蔡明田林長伉儷與接待團親迎，佛心的連

結，相見有如分別已久的老朋友，歡欣鼓舞，一點也不腆靦。高格調的接待，團

員笑說：要是角色調換，慧炬有如此能力嗎？ 
    古晉是砂勞越的首府，和沙巴合稱東馬，隔著南中國海，與西馬和新加坡遙

遙相望。從地理的分隔來說，東馬兩州似乎偏遠了，好像遠在天邊，尤其處在熱

帶雨林的邊緣，有如山城。古晉是一個古城，山明水秀，富有文化氣息，宗教氣

氛濃厚，居民友善熱情，是古晉的特徵。 
    「花園城市」、貓城是古晉的別名。三十四年前，由一位二十九歲青年成立

的佛教居士林，規模龐大，會員有一萬多人，有十七個社團，包括中文弘法團、

英文弘法團、青年團、兒童團、童軍團、婦女團、少年團、文藝團、佛陀文教基

金會、菩提幼兒園、文殊圖書館、慈善福利團、心理輔導團，蟬劇團、臨終關懷

團、助念團、施醫贈藥診所。活動頻繁又熱烈，每天晚上都有活動，少則一個，

多則五個活動同時舉行。可貴的是，大家長蔡林長放手讓社團各自去發揮，青少

年從小就有磨練成長的機會，但遇到經濟問題可向總會伸手。 
    蔡林長是一位有遠見、宏觀的大企業家，他認為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

往前去做就對了。因為蔡居士的般若與悲心，結果所展現的腳步都在政府的政策

之前，執行祕書胡芝伊舉例說：「蔡林長堅持幼稚園小班就要玩電腦，招到家長

們很大的反對，結果在三年後政府公辦的小學開放小一開始學電腦。」一年半前

更在離居士林二十公里遠的土著大雅部落區興建佔地二十公畝的佛教新村，預估

經費馬幣二千五百萬，由一百萬起家興建。內有老人休憩院、臨終關懷院、荼毘

院等。十多年前，林長就有興建佛教新村的構想，因目前的喪葬文化，土葬、披

麻帶孝、燒銀紙、灑冥紙已不適合當今科技社會，故提倡莊嚴火化。強調要在往

生前作心理輔導，並以誦經開示，以安定恐懼的心情，死後誦經無甚意義。為人

子女者，盡孝道要在父母生前，人際關係要有格有德，否則在告別世間時徒留遺

恨。好的傳統固然要保留，不符時代的更要改革。 
    古晉佛教居士林是佛教內在功能的顯現，佛教徒不只要有世間智，也要有出

世間智。執著才叫迷信，信仰並非迷信，成佛要靠自己，成就非靠外在力量。蔡

林長謙稱自己是傻瓜，不以事業成功的強人自居。做事以利益眾生為出發點，秉



持宗教是一貫性、延續性、非營利團體的理念來經營居士林。早上六點開門，晚

上十二點關門，工作人員有七十五位。一年舉辦二十次法會，隨喜自動樂捐，按

照報到時間順序入座，不以捐款的多寡來決定位階，以個人的精進度為重。 
    當晚碰巧遇上居士林青年團主辦青少年歌唱決賽，嘹喨的歌喉，宛如專業藝

人。一張入場券六元，折合台幣五十四元，參賽、觀賽者都很踴躍，全場爆滿。

蔡林長說：他只知道有歌唱比賽，至於音響、燈光、舞台佈置、廣告、評審的選

聘，以及費用的籌措，整個企劃都由青年團一手包辦。若錢不夠用，向林長要就

好。 
    九月一日上午舉行記者會，由蔡林長介紹鄭老師的弘法行程，鄭振煌老師首

先感謝居士林的誠摯邀請，給予弘法的機會。說明佛陀覺醒的過程，是智慧的展

開，非自我欲望的滿足。人人皆需要佛法，但不見得需要宗教儀式。希望透過佛

法，大家都加入覺醒家族，藉由改變生活模式與習慣，重整身、心、靈，過安詳

圓滿的生活，不只自己覺醒也要他人覺醒，達到家庭、社會、國家全面安詳和諧。

接著以問答的方式，了解居士林的運作與組織。下午參觀古晉地區的佛教道場，

包括慈雲寺、砂勞越佛教會、三聖佛堂、觀音堂，了解供奉的主尊、寺廟建築與

禮佛文化。 
    九月二日上午到南中國海海邊，參觀當地的文化村，了解原住民生活方式，

類似日月潭的九族文化村，畢竟，地球同一時期的文化是雷同的。中午到海灘戲

水，一邊是蒼翠蓊鬱的高山，一邊是湛藍無際的海洋，如黃金鋪地的細沙，潔淨

無比，涼風徐徐，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遼闊的國境，肥沃的土地，筆直的

馬路，高聳的路樹，整潔寬敞的住宅，難怪，大家都讚嘆：古晉是世外桃源。 
    下午參觀古晉市立圖書館，只見現代化的主建築物樹立在樹林中，花海叢

叢，綠草如茵，池中睡蓮點點，垂柳搖曳，兼具教化和休憩功能。晚上，居士林

同時進行四場活動，（一）英文弘法團邀請鄭老師主講「中陰身教法」。（二）月

蓮示範插花。（三）密宗團由仁波切主持法會。（四）大殿誦經念佛共修。居士林

有如學校的多元功能，不只注重佛法修行，更重教育；這便是自稱傻瓜不只與人

分享，更與人共享，充分授權所展現的蓬勃風貌。 
    九月三日，參拜供奉海神「湄洲媽祖」的青山巖，雕龍畫棟，色彩鮮豔的中

國式建築，香火鼎盛，農曆七月二十日，青山巖都舉辦坐船出海祭拜海龍王，更

是熱鬧。青山巖位於砂勞越河出海口的小山頂上，面對著以運送木材、原油為主

的港口，視野遼闊，風景優美，河邊腹地種植經濟作物「亞大」，濃密茂盛，亞

大葉可用來編織做屋頂、草蓆、或手工藝品。廟前有一棵一百多年的「波布樹」，

當地人不知果實可食用，以致未經一年一次的砍枝採摘，現樹大高聳，採摘不易，

已失經濟價值。聽說整座古晉城只有四棵布子樹。巖下是馬來村，馬來人住在沼

澤上的高腳屋，別有一番風情。古晉分為南市和北市，北市是馬來人聚落，南市

則以華裔為主。華人聰明勤勞，在職場上是領導階級，大都經商，信仰佛教；馬

來人生性自然，以捕魚為業，信仰回教，大都住在海邊或河邊，主掌政治；土著

住在山區，從事農業，信仰基督教，住「長屋」。下午到北市市政局參觀貓博物



館，該館收集有全球各國陶瓷、水晶、木雕、石雕的貓，千姿百態，造型維妙維

肖。 
    大家很高興可以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落地的玻璃門窗，居然沒有鐵窗鐵

架，的確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蔡林長特地在家等候參訪團的造訪，蔡

府建地甚廣，周邊有茂林修竹、熱帶果樹，庭園遍植奇花異草，荷花池中，蓮葉

田田，後院外是國有林地保護區，當地政府對綠色生態非常重視。 
    九月四日早上，到美食街享受道地的養生早餐，擂茶加各種養生草藥作湯

底，雖帶有茶葉的苦澀味，可是泡入加有花生仁的飯裡，格外可口。二層樓建築

的古晉老街是商業中心，街道雖小但很乾淨，政府為了保存古蹟，實施禁建，砂

勞越河隔開華人區古晉，留有二次大戰的遺跡。砂勞越河流密佈但鮮少橋樑，原

因是地大人稀，建橋不符經濟效益。下午一點半，昱嘉老師教授佛像繪畫，學畫

者皆是年輕人。下午三點到六點是交流會，除了佛法解答外，聽取十七個社團負

責人的報告，了解各社團經營的方向。居士林以佛法為出發點，整合學校、社會、

寺院的功能，引領古晉文化、教育、社會的腳步。晚上舉辦的迎賓晚會，舞蹈歌

唱，高潮迭起，各項才藝表演可說具專業水準，可貴的都是各社團自己訓練出來

的。 
    蔡林長在迎賓會上致詞說：佛法是世間最為珍貴的東西，因為佛法可指引我

們從黯淡走向光明，這便是佛法所說的彼岸世界。所以說佛教的教法，是指導我

們從迷妄生活的此岸，渡到悟道的清淨彼岸。所謂彼岸就是離苦得樂、寂靜涅槃、

永恆安樂的淨土，淨土聖地是修行人夢寐以求的境界。誠如鄭振煌居士說的，佛

法非關宗教信仰，這話聽起來感到刺耳，但確實就是如此。因為佛法是人類生活

的指導，教導眾生如何做人，如何啟發潛在智慧。人類智慧的展開就是生活品質

的提升，所以說佛法是教人做人的方法、覺悟的方法，它雖然創自釋迦牟尼佛，

卻是佛陀為教導眾生而說的。 
    九月五日，有一千多位幼童的菩提幼兒園，在南市體育館舉辦第二十二屆運

動會，小小年紀雖乳臭未乾，但舉凡運動員進場、宣誓、團體表演，舉手投足，

有板有眼，井然有序，有聲有色，小不點的個子，真佩服老師們的訓練有素。菩

提幼兒園成立於一九八二年，由小規模發展到今天的大型幼兒園，證明社會人士

已接受居士林的辦學理念。從明年開始將逐步採用「蒙特梭利」教學法，使孩子

的潛在智慧，得到正常的開發；再配以教具，增加孩子對科學、數學，語文的認

識。專家鑑定，受過「蒙氏幼兒教育」的小朋友，當進入小學時，更能掌握學習

的技巧，減少課程的障礙。最近投下二百多萬巨資從台灣添購的蒙氏教具，除改

善硬體外，對師資的培訓更是注重，淘汰不適任的教師。以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為幼兒教育目標。認真、改革、創新，接受時代新挑戰，是居士林辦學

的精神，向社會負責，向佛教負責。蔡林長一向堅持的信念是精益求精，菩提幼

兒園辦學的成功就是佛教的成功。幼兒園運動會開幕典禮後，大家隨林長驅車直

往離市區二十公里，位於「大雅」部落新建的佛教新村，參加一日共修會，蔡林

長開示一日修的學佛意義：佛教傳入中國後，從佛經的翻譯到佛法的研究，才有



佛學的教導，進而學習佛法和修行。所以說，學佛的基礎，先要有佛學的心量，

才有佛法的認識、智慧的啟發，修行才能走正道，以免受邪知邪見所誤導而誤入

歧途。中國古代修行皆以禪修為主，因為修禪是以般若三昧來取定境，攝心於一

法，這就是「一心不亂」的最佳方法。後期的中國佛教，因排斥佛經的學習，斷

章取義，以不著文字的偏頗，以及淨土宗的唯念佛法門，不注意佛經的修習，因

而使優而雅、形而上的佛法中落。當時因為佛教文化的式微，佛法的探討已顯得

不重要，尤其信徒們的現實求福，以燒燒香、拜拜佛、念念佛，代替費時枯燥的

禪修生活，乃至不看佛經不學佛法，以為靠坐禪念佛就是修行全部。佛教失去文

化教育後，佛法就沒落了，如果佛教再失去經藏及論述的流通，大家想想看，今

天的佛教也許是「媽祖出遊」這樣簡單的信仰罷了。 
    鄭老師講述為何要禪修和如何禪修，唯識破妄想心，回復到真如，故要禪修，

只有佛法能究竟了生死，打開內結和外結。健康、飲食、哲學、文學、美學的追

尋可打開一部分結，但不能打開究竟內結。受、想、行、識，快樂、不快樂、和

平、愛等想法、意願都是結。內結來源在於心，但是心又在什麼地方？其實心並

非真實存在，有心是妄心，妄心是生死根本。天氣變化、人際關係、地理環境都

是外結。佛陀告訴我們：內結、外結這些是緣而不是因，內心才是最重要的因，

三藏十二部都在解釋因。結不是外魔而是自己的心在束縛自己，妄想心在束縛我

們，不是地理風水、魔鬼、生老病死在束縛我們。妄心是罪魁禍首，綁住我們不

得自由，修行者當下看到生命實相，安住生老病死之中，體證真心，透過戒定慧

的修行去除妄心。 
    鄭老師並介紹四念處、四無量心、大圓滿法、大乘禪的修法。具足實相般若

的法身佛性、展現清淨莊嚴身語意的報身佛性、時刻不離普賢行願的化身佛性，

當下法、報、化三身同時成就。 
    黃昱嘉老師則回居士林教授佛像繪畫，誠如蔡林長說的：古晉居士林是佛法

百貨公司，大家各取所需。v（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