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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   

周金亮 VS程作彬――真情的创作，佛法的演绎 
    

在许多佛教的场合，佛曲是联系全场所有佛教徒的桥梁。庄严隆重的场合，我们肃立唱《三宝

歌》，所有的心都一致皈投在三宝座下。在轻松的场合，佛曲是我们欢乐的语言；在传灯法会、感

恩夜里，佛曲又是我们心中同样的感动。 

我们不经意之间哼出的这些旋律，背后的辛勤创作，其中甘苦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知道。 

为了让大家了解佛曲创作者背后的心声，《普门》杂志走访了教界的 2位音乐才子－－周金亮和程

作彬。当他们驾临《普门》杂志社接受访谈时，我们感受到空气都充斥著音符。 

很多人都听过周金亮相继程法师合作的《禅灯组曲》、《慧灯普照》，却没有想

到这词曲能够做如此完美配搭的僧俗二人，竟是中学时代的同学。  

周金亮表示，因为继程法师的因缘，让他开始了佛曲创作。 

「之前我都是在创作流行歌曲，继程法师知道我在搞音乐，先邀我作了一首《空

的讯息》，后来要为普照寺写一首歌，又再邀我写《慧灯普照》。」 

什么是佛曲呢?从歌词的角度，不难下定义。可来到曲的部份，就让周金亮想破了脑袋，「在《慧

灯普照》之前，我都是用自己的本能以及音乐的敏感度去寻找旋律。《慧灯普照》的创作比较有具

体的焦点，自此过后，我每创作一首佛曲，都会去思考佛教音乐是怎么样的一种音乐。」 

他表示，大家都熟悉流行音乐，可写流行歌曲是很挑战、很累的工作。「创作流行歌曲，我们得先

考虑市场、要找谁唱、唱片公司的价值观等，客观因素太多，创作的空间就变得很窄小。」 

「佛教音乐的空间很大，不过也有其困难处，因为每一种音乐都必须有它的风格，在还没有谁定下

来什么是佛教音乐之前，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定义，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周金亮指出，佛教音乐的形成，可能需要很多人来创作，比方说有 3万人，每人一年交出 5首作

品，从中经过过滤，才选出真正属于佛教的音乐。「它的空间的确很 大，大到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自己去进修、参考、找很多的资源，来丰富自己的作

品。」 

他表示，佛曲的曲调一定要有它独特的东西，不能够和流行音乐没有两样。「每一首歌，都有它的

『magic』，这也就是整首歌的魅力所在。这『magic』 可能只是一个过门，可能只是一句歌词，

一种乐器的声音，但是那声音让人牢牢记住。佛曲要找到自己独特的「magic」。」 

  

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YiShu/YiShu-Index-02.htm�


2 

 

谈及本身的创作，周金亮自认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他所创作的歌词不会太具体，因为他觉得东西

太具体，缺少了一些抽象，就不够美丽。「我的歌很少出现佛号、或强调善有善报一类很直接的表

达方式。在创作佛曲，我比较重视音乐，要以曲调带出感觉。」 

虽然大家都一致认同他是一名词曲创作俱佳的音乐人，但是周全亮还是自谦本身没有天份，他的每

一首创作都得经历非常辛苦的过程。他笑说：「别人睡了，我还在写歌。人家醒了，我也还在写

歌。」 

对于自己作品的期许，他希望能够让听众感受到慈悲、关怀，也可以感受到世界是美丽、平和的，

忘记一些不愉快东西。 

同样也是创作型的音乐人程作彬，在 11岁那年便因为对佛法的感动写了一首《虔诚子弟》，最近

他都常在哼回这首调子。 

「写这首歌的感觉很好，因为那是我年轻时对佛教最直接的感受，是赤裸裸的，没有考虑太多因

素，是无为而写的。我同意金亮师兄所说的，现在的创作要考虑太多客观件，反而没有了那份单

纯、直接的感觉。」 

少年时期的程作彬有很丰富的佛曲产量。他表示，早年对佛教怀有满腔热诚，脑

海里有很多音符，创作源源不绝。如今的创作，他会有比较多的思考，面对一些

大部头的作品，往往要花上两、三个月。 

「在谱曲时，我会觉得词的部份很重要，我会想要如何通过音乐把词的意涵带出

来。词本身已经有一个价值，谱上曲后又有另一个价值，然而这曲的价值要和词

的价值融合，而大众又能够接受。」 

作为一名业余的音乐人，程作彬坦诚自己热爱佛教、热爱音乐，更爱佛曲，希望在佛曲的创作上走

得更远。「我们不能够忽略整个时代环境的条件，音乐人也要吃饭。过去我很清楚知道，全职创作

佛曲创作不可能够养活我。不过，最近我在市场上看到了曙光。」 

他指出，如果有很多人愿意坚持走下去，佛曲在本地能够做到专业化，相信可以在其中找到生存的

路。「现在有一些前辈已经有成功的例子了，如黄慧音，她就有自 己的佛教音乐工作室，全职投

入佛教音乐事业。l0年前，从事佛教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如今却不同了，《普门》杂志的同仁便是

最好的例子。」 

程作彬认为，要为马来西亚佛曲做的事情太多，而这一条路并不容易走，唯有认定佛法是我们一生

道路的人，才可以坚持下去。「走这条路的人不多，如果您愿意，请您和我们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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