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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   
蔡锦程 VS 李英剑――每一首，都在称赞如来 

    
佛曲最初在马来西亚盛行时，大家都感到十分新奇，也懂得珍惜。然而，本地佛曲的创作，还不能

够发展到有稳定的产量。在新一张的佛曲专辑面世之前，大家都不断在唱著现有的佛曲，出现的一

个窘境是唱的次数太多，便了无新意。 

也就因为这样的了无新意，佛曲变成一些佛教场合和素宴的点缀品。很多时候，歌手很用心地唱著

前人的心血结晶，可是因为司仪不了解佛曲、灯光音响的设备不足，上台演绎佛曲变成可有可无、

廉价的临时表演。 

大众在台下谈笑风生、饱餐美食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歌手在什么时候上台，什么时候又悄悄地下

台，有时根本忘了要给表演者一个掌声。半个小时的佛曲表演到底在唱什么，没有人知道。 

吉隆坡菩提工作坊坊长蔡锦程很看重每一首佛曲的演绎，也很重视佛曲的弘法功

能。但是看到太多类似令人失望的场面，他深刻体会表演者百味陈杂的感受，也

心痛佛曲失去了它弘法的功能。 

为此，在去年上任为菩提工作坊的坊长之后，蔡锦程矢意推行改革，赋予佛曲表

演附加价值，要让大众无时无地都会静下心来欣赏佛曲之美，再让佛法流入心

田。 

从早年在槟城慧音社接触佛曲，到在吉隆坡求学、工作后加入菩提工作坊，虽然蔡锦程没有从事创

作，但是对佛曲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佛曲不只是纯粹在唱，它必须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达到真

善美的境界。我希望在演绎佛曲时，可以让听众的听觉、眼识和意识都能与法相应。」 

在阐明本身的概念时，他举例指出，通常在一场演唱会结束后，有关歌手的专辑会比较好卖。这是

因为听众听到特定的一首歌时，会联想起歌手在演唱会演绎这首歌时做了什么动作、说了什么样感

性的话，因此更加容易引起共鸣。 

「我把这样的概念带到佛曲的演绎中，当我们在演出时，要求主办单局把整个时段交给我们。我们

有自己司仪，能够更好地掌握至全场演出的气氛。更重要的是，我 们会采用大银幕，以多媒体呈现

把歌词、能够有联想性的图片播放出来，不只是吸引全场观众的注意，也让他们更清楚了解歌曲所

要带出的讯息。」 

几次的演出后，大家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也确定了菩提工作坊改革的方向。「菩提工作坊在 1999
年首次举办《称赞如来》佛曲弘法会，用佛曲配以弘法讲座，就 是赋予佛曲更深的价值。我们现在

所做的，是同一个概念的延续，现在，我们要求每一场演出都是称赞如来、每一首歌都是称赞如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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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程也希望将来佛曲演绎能够配以优质的音响和灯光，使得佛曲的收效更大。「我们计划在未

来，有佛曲的邀约时，我们连带为主办当局负责租借音响、灯光，如此一来便更能掌握整个节目的

水平。」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歌手能全身投入词曲中的意境也是很重要的。他说：「唱佛曲不只是歌声

好、技巧好就可以了。唱佛曲要用心来唱，唱出慈悲心、平常心。一些歌手在演唱佛曲时，竟然以

唱流行歌曲的悲调来唱，那只是小情小爱的表现，就缺乏了佛教大爱的精髓在里

面。」 

同 样在菩提工作坊活跃多年、《真善美的旋律》制作人李英剑赞同蔡锦程的看

法。李英剑觉得自己最好的佛曲作品，就是把自己心里的感受，用自己的声音唱

出来，不 加以修饰和设计，最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这也是他制作第一张《真

善美的旋律》的真实感受，那是成长的经历、是对佛法的感受、是与好友的分担

与分享。 

「2000 年的《真善美的旋律》第二张专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主题，那是「家」，是配合马佛青总会

推行的佛化家庭计划，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创作体验。」 

对于马来西亚佛曲的沿革史，李英剑有清晰的见解。「70 年代，马来西亚的佛曲以英文佛曲为主，

当时有黄英来居士带领的「维法乐」，就是创作英文佛曲的组织。当时的中文佛曲，多是从台湾传

过来的，以星云大师填词的佛曲为主。」 

他指出，一直到《一盏灯》、《光明色彩》、《生命的旋律》推出，马来西亚的佛曲创作，仍属于

李逸、罗宾曲风的时代。过后王杰的音乐开始流行时，本地的佛曲却出现了相当长的一个真空期，

一直到 90 年中期，周金亮制作的《祥和》及《祥和夜》推出，在风格上才又有明显的变化。 

李英剑认为，佛曲要普及，一定要与时代接轨、联系，如此才容易在听众群中产生共鸣，佛曲也才

能够长远流传下去。 

他指出，目前，马来西亚的佛曲已经走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现有的佛曲创作，可以是雄壮浑

厚的，如《归敬三宝章》；也有适合年轻人唱的，如《缘起的屋檐下》，主要看我们的对象是

谁。」  
 
无论佛曲在未来朝往那一个方向发展，李英剑强调，佛曲的基本宗旨不能舍弃，即是要做到对佛法

的认同。「除了有好的词以外，也要有适合的曲调来配合，大众才 能够接受。像现在流行的蓝调，

多是在控诉、表达不满，用来呈献佛曲可能就不太适合。」 

有了省思和愿景，佛曲的生命及创造力应该是源源不绝的。 

期待能够有更多音乐人贡献出他们的创意，让每一首佛曲都能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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