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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人物介绍 - 广余长老 
 

 

法 师 1920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俗家姓郭。童年时父母相继往

生，法师由伯母扶养长大。法师童真入道，年十六既有感世事无

常、人生如梦而发起菩提心，依止 厦门禾山金鸡亭上瑞下枝老和

尚出家。后至南普陀养正院求学时，适逢中日战争掀起而被逼辍

学。法师随著当时混乱的局势到处飘泊参学。最初住锡泉州承天寺

及开 元寺，二十岁往福州鼓山涌泉禅寺受三坛大戒。 

  

中日战争结束后，法师就回祖庭普光寺任监院数载后，约于 1948

年承蒙上瑞下圭老和尚的接引而南来，法师先到新加坡落脚。大约

于 1950年承蒙妙香林住持上宏下船老和尚之请任职监院。 
 

 妙香林开山祖师为一代高僧上会下泉老和尚，为纪念上会下泉长老的丰功伟绩及报上宏

下船长老法乳之恩，亦鉴于殿宇陈旧、破捐不堪且窄小，遂发大心先后兴建地藏殿、大

雄宝殿、钟楼和鼓楼，使它成为能安僧办道、弘扬佛法、接引众生， 一个完善的道场。 

 

法师南来时即发愿要为大马的佛教奉献身心，又有感于自己所受教育不多，所以更立志

要为佛教教育作出贡献。当因缘集会时，就和几位志同道合的道友及一些社会 热心教育

人士在槟城发起筹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马来西亚佛学院及佛教义学。法师又在 1996年

在槟城市区内独创宏船佛教学院作为推佛教活动的道场。此外法 师亦在槟城海边兴建了

一座设备现代化的佛学院，以便开办作为培养佛教人才的道场。 

 

除了在槟城默默推动佛教事业之外，法师目前也是吉隆坡鹤鸣寺及巴生龙华寺的住持。 

 
《14/1/02 资料提供：妙香林》 

  

 
 

 

影响广余长老最深的人目前驻菲律宾的瑞今长老，瑞今长老不但引导他出家，

而且还连同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建佛教养正院，瑞今长老任教务主任，弘

一大师任院长。  

当时，太虚大师创办的厦门闽南佛学院执行精英教育政策，只供成年人读书。

年方十六的老师父未得进入，幸得弘一大师的慈悲，连同瑞今长老一同发起佛

教养正院，让小和尚们读书。 

广余长老十六岁出家后即到养正院，可惜六个月后中日战争即告爆发，著实击毁了长老读

书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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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正院读书时，弘一大师的威仪给老师父留下深刻的印象。弘一大师学律宗，不但严以

律己，对学生也管得很严。大师慈悲心重，寺院里老鼠多，他与其为友；坐时必微抖椅子，

免得活动于周边的小生物受伤害。 

  

大师主张不收徒弟，以免管教不好将来损了佛教名义。广余长老知道大师的顾虑，收徒弟

后都把他们送到佛学院受教育，将来可以主持佛教事业，将佛教发扬光大。 

  

谈话中，长老欢喜座下的徒众都有本领，像在缅甸深造的传悟法师，还有传德及传英法师

等，都是好僧才。老师父一心想培养有素质的僧青年，期望即将完工的妙香林佛教院能够

落实教育僧才的心愿。 

对于新佛学院，老师父已投入安排师资来源。他寄望座下弟子修高学位，回来继承佛学院

的职务；师父也计划邀请台湾德高望重的法师来授课，包括昭慧法师、宏印法师及普献法

师等。 

  

长老已年届八十，平时多住在槟城妙香林。在自己的斗室里，有时间即念佛号──南无阿

弥陀佛。 

  

老师父说：念佛可以了脱生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念佛并不简单，尤其要具备“信、

愿、行”三者──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发愿要到那里去，同时加以行动，老实念佛。 

  

印光大师说：“老实念佛”。念佛不难，但要念至一心不乱则考验耐心与毅力了。 

 

广余长老，俗姓郭，名修祺。 

1920年──农历正月初二出生，原籍福建惠安县白崎乡。十六岁出家，随即进入在佛教

养正院接受初级僧教育。七七事变后，养正院与闽南佛学院皆被迫停课，院址变成驻兵，

僧徒各自打道回原来的寺。 

  

1950年──从中国到南洋，在新加坡普陀寺停留两年，后到槟城妙香林。妙香林住持宏

船老和尚圆寂后，广余长老接管住持。长老自从到妙香林，见寺庙不能负荷日益增加的信

徒，遂重建之。如今占地甚广，蔚为壮观。 

1963年──连同热心人士创立佛教义学，提供失学青年在晚间受教育，并曾任义校董事

会总务及主席。六年后，佛教义学迁入建于 1966年之佛教总会大厦。 

  

1994年──开办非营利的佛教天地──宏船佛教学院，设有僧伽班及大设有僧伽班及大

众班，也提供在籍学生语文科、数学、书画、瑜伽、插花等活动。另有藏书如心理学、哲

学、经济学及中国历史等供参阅。1999年，宏船佛教学院暂告休课。 

  

1992年──分别修建了吉隆坡鹤鸣禅寺及中国厦门金鸡亭普光寺。六十多岁时，才开始

收徒弟继承佛教事业，徒众十多位，皈依众则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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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船佛教学院启办后，妙香林佛学院也揭开建设工程之序幕，至今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

中，佛学院将提供短期及长期的佛学教育，从基础预备班到初级班、高级班及研究部，将

按部就班地造就佛教人才。 

  

广余长老性格独力，原是学习弘一大师的作风不收徒弟，孤身来去尘世。后来，前后接管

槟城妙香林、吉隆坡鹤鸣禅寺及吧生龙华寺，六十多岁才收徒继承佛教事业。传闻法师是

第三位出家于老师父座下的弟子。 

  

老师父自己读书少，因此非常注重僧青年的教育，并筹建佛学院让僧众读书，学历愈高愈

好。无论在家或出家，凡有意深入佛学者，老师父都极力栽培。老师父从未限制弟子学习

与发展的领域，只要不离佛教，只管自由发挥。 

  

传闻法师佩服老师父的宽大心胸，无论谁惹他生气，他从不记恨于心。老师父悲心也重，

常给予生活困苦者精神上及其他多方面的援助，这是受传法和尚──宏船长老（已圆寂）

的熏习之故。昔日，即使半夜传来死讯，宏船老和尚二话不说即出门去协助处理丧事。 

广余长老在槟城兴建宏船佛学院，以“宏船”二字为名，既是要纪念

及感恩宏船老和尚的恩惠。老师父也感恩剃度师瑞枝老和尚，二十年

前回厦门重修祖庭金鸡亭普光寺，以报师恩。老师父的感恩心，也熏

习了众徒弟。传闻法师自结业后，便专心协助佛教事业，也是感恩老

师父之故。 

黄逢保跟老师父有约三十年的交情，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七十年代鹤

鸣禅寺修建的时期。鹤鸣禅寺座落于秋杰路一带，邻近马来小贩多，

修建时反对声浪此起彼落，在师父带领下却未曾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当时，广余长老明白修建佛寺并不违反

宪法，人民皆有宗教自由的权力。原则

坚定以后，师父即不屈不挠地向市政局发出申请，从拟图到

施工，波折重重，师父的决心却未曾动摇。 

“师父可谓白手兴家，单凭刻苦耐劳的精神，不畏惧困难。

他很坚持原则，认为对的事，不会三心两意。” 

  

师父的人际关系尤佳，平时对人忠厚，常常为需要的人或庙寺给

予援助，从不言辞。所以，当师父要建妙香林、鹤鸣禅寺及龙华

寺时，十方的援助便源源不绝了。 

 

星云大师跟师父情同兄弟，昔日，星云大师著作《释迦牟尼佛传》

时，师父阅后即给予资金的支持，更解决了当年经济上的窘局。

在人们处于生命谷底时在人们处于生命谷底时，师父雪中送炭，不求回报。他积极兴建佛

教道场，志在让佛教教育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