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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逢保温琴英简朴持家 从不为孩子操心 
采访、摄影：黄秀娟 

 
黄逢保与温琴英是一对互相鼓励，互相欣赏的菩提

伴侣。黄逢保是实兆远人，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

系毕业后到吉隆坡工作，工作地点刚好靠近鹤鸣

寺，所以放工后时常到寺院走走，从此结下佛缘。

而太太温琴英从小就与观世音菩萨有缘。 

「在一个朋友的欢乐聚会中，我们相识后就共谱恋

曲，不久后组织佛教家庭，育有两女一男。」黄逢

保善於遣辞用字出口成章。 

亲子关系没隔膜 
黄逢保的住宅讲求简单朴素，靠门右边则是布置庄严整齐的佛堂。来到黄家，他

们正好用完晚膳，黄太、孩子和我打了招呼，就非常有默契的收拾碗筷，当时予

人的 感觉是「在佛化家庭长大的孩子气质真不错」，跟著大女儿秀慧与小女儿

淑慧笑脸迎人端上茶水招待，不久儿子庆祥就在佛堂微微的灯光下静坐，和气无

比的家庭气 氛，让人感到舒服。 

黄 逢保的学佛因缘起於鹤鸣寺，不久就当上那里的弘法团团长。30 多年前大马

佛教弘法尚在萌芽阶段。当上团长后，黄逢保在贤内助的支持下参与邀请台湾印

顺导 师、香港乐果老和尚、美国宣化上人等等莅临大马弘法。那时身怀六甲的

黄太时常随著先生往佛寺跑。每个星期六，夫妇也前往感化院引导问题少女，由

黄太教导她 们唱一些简单的佛曲。 

身为银行职员的黄太时常放工后陪孩子吃了饭，将尚在读小学的孩子留在家中温

习功课，自己就陪先生去忙寺院活动，当时和孩子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如 此忙碌又早出晚归，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吗?黄太很笃定率直的回答：「不会!孩
子不但没有半句怨言，而且功课都未曾让我们操心，我想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和我

们一 块学佛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有和孩子们玩在一起的时间，例如一有空就带

他们到附近的公园湖边走走。孩子和我们没有隔膜，他们一有问题就会向我们倾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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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大女儿已毕业于博大经济系，老二获得国家银行的奖学金到伦敦大学经

济学院深造并毕业，小女毕业于马大经济系，目前刚刚修完诺丁汉大学的企业管

理硕士课程。孩子们的自爱和成就显然是父母的欣慰。 

出生於佛化家庭，黄家的三个孩子从小就学习诵念普门品、大悲咒及心经。回想

教导仅有五岁的儿子背诵大悲咒时，黄太不禁摇头自叹不如：「背诵大悲咒是我

的愿望，可是我老是失败，儿子却只用五天的时间就将大悲咒朗朗上口。」 

以俭为贵行善乐 
黄 逢保老怀告慰曰：「以前参与比较多的

佛教活动，逢周末孩子自然随我们到佛堂，

因为学佛的关系，孩子们不但没让我们操

心，功课还真标青，而且思想非常独立正 
确，不会受外来环境所影响。」黄家三个孩

子从小到高中都上佛学班。在佛法的薰陶

下，自然而然养成早起礼佛，睡前晚课的习

惯。黄逢保本身除了每天的早晚课， 一天

也抽出少许时间禅修静坐。 

黄逢保难忘 1978 年宣化上人莅临大马各地弘法，他们一家大小随著跑遍 全马的

日子。黄逢保当时是弘法团召集人，随宜化上人行脚 42 天，上人因此对黄逢保

家人开玩笑说：「你们陪我讲了四十二藏经。」黄逢保犹记在访问团到达吉隆 
坡的第一个晚上，接了宣化上人的飞机后，回到家里，便和妻子莫名的双双抱头

痛哭了三个晚上，只觉一见到上人，仿佛重见久别的亲人，百感交集，直想放声

嚎 哭。这从此加深黄逢保夫妇的道心，更投入佛教工作。宣化上人回美后，黄

逢保还带领一团 70 人到美国万佛寺参访。 

以前黄逢保身为一家公司的经理时，明智法师曾说他的忍辱波罗蜜修得最好。他

听了笑笑曰：「在工作上，我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时常提醒自己要宽怀大

量，不能太压制下属，尽量做到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方便。」待人态度诚

恳使他後来加入保险行业时常创下高峰业绩。 

由于持有「吃苦就是了苦，享福就是消福」的观念，尽管孩子已经成才成器，家

里经济不错，他们依然保持节俭的美德，安於简单朴素的生活，凡事以俭为贵，

时时不忘布施行善。 
 

  
佛教徒的家庭生活 达摩难陀长老开示  

佛陀认为经济福利是人类幸福的要素，但是只有道德和精神的开展能使人们生活

快乐，和平与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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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 Dighajanu 的人，有一次拜访佛陀时请示佛陀：「可敬的佛陀!我们是普

通人，过著畜妻养子的生活，能否请世尊告诉我们一些教义有助益我们现世快乐

和未来的幸福。」 
佛陀告诉他有四种；有益於现在快乐的事：第一，他应该有一技之长，对他的事

业能有效率、有热诚、有干劲，他应该对他的事业很内行。第二，他应该用血

汗，以 正道赚取并保护他人的收入。第三，他应该有好的朋友，这些朋友应该是

耿直、有智识的、有道德的、心胸开放和有智慧，他的花费，既不太多，也不要

太少，他不 应该贪吝不舍地积蓄财富，也不要无谓的浪费，即要有适当的节制。 

然後，佛陀解释四种德性能有益於在家人未来的幸福： 

(一)信心：他应该对道德、心灵和智能的价值具有信仰和信心。  
(二)戒行：他应该能做到不杀害生命、不偷盗、不欺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

戕害身体的酒。 
(三)仁慈：他应该学习仁爱、慷慨，不要贪著或不放松自己的财富。  
(四)智慧：他应该开展智慧，过那完全没有痛苦而趋入涅盘无烦恼的生活。 

有时候，佛陀进一步详述有关节省和消费方面的处理。举例说，当他对一个

Siagala 年青的人说，他应该花费四分之一的收入在日常生活中，一半去投资他的

生意，另外四分之一做为急用之需。 

从以上举列中，就能了解到佛陀主张经济的福祉在人类中是必要的。假使只有物

质上的享受而缺乏心灵和道德上的基础，他是不了解真正生活的意趣。在鼓励物

质进展的同时，佛教为了社会的幸福和安宁，经常是把绝大的重点放在精神和道

德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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