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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修成林的转型与社会意义 - 释长恒法师（修成林住持） 
  

 

第二章：一路走来 当下把脉 翻阅历史的足迹  

第一节：修成林历史回顾——佛教精神的展现 

修成林佛教寺院旧称静修庵是第二代住持释慈坚上人命名的。寺院创建於 1902年，原

址座落吉隆坡半山芭萆路。开山祖师是圆讯上人。寺院成立之初是以种菜为生，度化众

生为家务。拥有中国丛林佛教的影子，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来维生及弘扬佛法，展现了坚

毅的佛教精神。 

 

在初创寺时期，静修庵除了弘扬佛法外，也开始了布施助人的四元量心(1)的精神。在

初创寺的时代，很多人从中国瓢洋过海，离乡背景来到南洋的马来亚。在物 资缺乏及

艰苦的异乡生涯，一些比较穷困的当地人民在物资上荻得寺院的资助。苦难的日子培养

人们更懂得感恩与惜福。在这祥的方式与当地居民的接触，除了提供 一些物质的协

助，也在心灵提升方面提供了发法的滋养。在那没有固定活动或弘法的时代，在与居民

的互动当中佛法的传达已成为一中必然性及自然性。再次的表现 出，修成林在创寺时

已将佛法自然流露於日常生活中。 

第二节：修成林初步建社与发展——广结十方善缘培育善良种子 

 

修成林佛教寺院的初步建没与发展可说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在 1957年，慈坚上人率

领信众们由萆路迁至现址雪兰莪的八打灵再也。当时的旧建筑物是以白梓为 屋顶，木

板为墙，一切的设备非常简陋。虽然是搬迁了地方，但是寺院还是继续以耕种农物自力

更生的方式维持寺院的日常开销。寺院在布施及社会福利的工作还是 依然的持续推

劫。点燃了一股做慈善福利服务的活水源头。在这大量与社会民众的互动过程当中。一

步一步接引了不同阶层的居民认识佛法，了解佛法及实践佛法。 

 

在这今时期，修成林寺院可说是进入了广结十方善缘的时期。事源於第二代住持慈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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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缘故。慈坚上人是以修药师法门为主，时常率众礼拜药师佛。以药师佛精 神来感

应教化人生。慈坚上人人缘很好，对广大的信众都有求必应，时常对信众们谆谆教悔老

师父已成为信众们心灵深处的导师。再加上老师父日常(2)无我的广 行布施，结下了老

树扎根般深近的善缘，种下了日后昭隆佛法的因缘种子。善的因缘一直围绕着寺院，寺

院的信众愈来愈多，寺院的活动也日趋繁重，因此寺院也拥 有了很多义工们到来协

助。例如慈坚上人的在家弟子江金，年轻时就一直在协助寺院的工作，现已 9O余岁。 

 

第二代住持，慈坚上人今年己 104岁，岁然体能退化，但是身体还很健康。在慈坚上人

当住持时，修成林寺院第三代住持（现任住持）长恒法师也在这个时期托孤 在寺院，

跟随慈坚上人一起生活，从此与佛法结下甚深的因缘。这今善缘，这颗种子终于在现在

开花结果！  

参考资料： 

 

(1) 四元量心＝慈、悲、喜、舍。与一切众生乐，名慈无量心；拔一切众生名无量心；

见人行善或离苦得乐，深生欢喜，名喜无量心；如上三心，舍之而不执着，或冤亲平

等，不起爱嗔，名舍无量心。 

 

(2) 无我＝不是自我，不论是行或非行的事物，都没自我的感觉，或在任何情形下都不

能执持为自我。没有自性。 

  

  

资料摘自：地缘性/血缘兴社团研究会《百年老店重要生－社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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