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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人物介绍 - 恒 馨 法 师 
 

生平略历 

恒馨即对佛尼师，俗姓陈 名瑞治，1926 年出生

於马六甲三宝街。父母经营杂货生意及代理香烟

业，家庭生活小康愉快。兄弟姐妹共十二人，六

位兄弟，六位姐妹，他排行第七，师宿具慧根自

幼跟随母亲到寺院庵堂焚香拜佛。九岁在平民小

学读书时，教有浓厚信仰兴趣。 

   

 

除喜 欢看佛经外，即许愿终身茹素，并经常住斋堂而不肯回家。当其慈母至斋堂

寻找时，则悄悄在佛殿长跪不起，待其家母回去时，才起身工作。其生母深恐他日

心萌出 家而担忧不已。当他十五岁时，就将他暗中许配与好友的男孩子，日期迫近

时，母亲令其家嫂陪同往市场购买衣服嫁妆。在市场，他自己选购一双白色的布底

鞋，手 持回家见母亲。当面向母亲说：“这双平底鞋是我最爱的。”其慈母见此情

境颇感不利，恐为不吉利的先兆，因为这种鞋是死人进棺木时穿的。遂将这门亲事

推掉， 取消婚约。瑞治蒙在鼓里，嫣然不知。 

   

後当 日本军侵陷马六甲时，众多女子均纷纷逃

进寺院斋堂内避难。他则潜居武牙那也板地的吕

祖宫诵经膜拜。战争和平後，当年十七岁，更仰

慕佛教真理乃救人济世的伟 大宗教，遂想要归依

佛教。故乃央求其兄介绍，前往青云亭见金星法

师，要求为其传授在家戒，金星法师念其至诚恳

切，对他说：“你如能在十分钟内做一首偈， 
 

十个字，犹如联对，含有佛教意义而且要有对校工整，我就收你做在家弟子。”不

意护法早有安排。不到十分钟，答曰：“慈悲以济世，爱己而及人。”金星法师微

笑对他说：“总算你与佛有缘。”遂收他为第一位在家弟子。 

从此他发愿坚决终生献身佛教，推动教务，扶持正法。每日清晨六时就到青云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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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帮助亭务工作至下午六时才回家休息。直至 1962 年，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推动

设立马六甲分会时，为了推动会务及宣扬佛教教义起见，接受金星法师的邀约，乃

与金门县老斋姑慈惠为伴，共同迁移青云亭对面，翘脚楼佛教分会会所里面居住。 

肩负 推动会务，广招佛总会员，执行登记及记录等的文书工作，同时开设佛学

班。佛学班包括乐龄、中年、男女等。中间有七十余岁的老太婆，也有八、九岁的

孩童等。 授课以华语为媒介。经他耐心调教後，老太婆不但可以用华语念经，而且

也能用华语和大家对话。逐渐又开办诵经班和梵呗演唱班。星期日则请法师或居士

临分会讲 解佛法，所有佛有都被他的热忱招待有所感动，有时亦在佛济诊所内协助

配药及针灸工作，忙到不亦乐乎。 

甲州分会在瑞治始好几年的努力下，无形中塑造了一个念佛，学佛的好场所。因此

於 1964 年期间就有几位佛友建议组织一个念佛团，只因机缘未成熟，无法落实。届

至 1968 年，他被金星法师调往马六甲怡力路勇全殿管理庙务。那个时侯他在勇全殿

收容了一批儿童，也招收了一些青年人学佛，继续为佛教服务。他再次萌起筹备念

佛团之事。因此与几位佛友(目前尚在佛教界里活跃的份子)如薜慧斌(现任居士林林

长)、黄耀坤(现任人生佛学中心主席)、陈保星(现任甲州分会及念佛团总务)、陈诗

球、何庆保、林金泉等人，积极的进行。至 1971 年 6 月 30 日马佛总甲州分会，念佛

团筹备委员会才正式成立。他为筹委会团长及主要的发起人。并於 1974 年 7 月 14 日

念佛团正式成立，他也为首届团长。 

在其领导下，念佛团进入一个辉煌期，也是甲州最早期之有组织的佛团。此後也间

接或直接的带动了马六甲其他佛教团体之成立。由此也可证明他对於甲州佛教界之

贡献是多麽的大，令人敬佩，也留下一个好榜样。 

於 1977 年中，美国渡轮(宣化)上 人，莅临甲州弘法。他有机缘亲近他老人家，同

时也接待他。对於老法师深湛佛理之见解极为感动和仰慕，遂萌出家之念。因此当

宣化上人离开马来西亚後，他就向 金星法师请示，并恳请金星法师为他剃渡。但是

金星法师顾虑他多年活跃於佛教，以及对社会、对佛友热情服务，对内对外工作繁

忙，责任沉重。出家後恐影响其精 进修持时间。经考虑再三後，乃建议他远赴美国

万佛城进修及磨练。因那个地方环境幽静，规矩威严，可收起繁忙心，很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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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78 年终，他依依不舍的暂时离开青云亭。在美国的第一年(1979 年 4 月初)他还

是很深切的希望金星法师纳他为徒。故来信要求。可惜还是被金星法师婉拒。兹特

将金星法师仰於 1979 年 4 月 26 日答覆他的信件摘录於下：  

“接阅 来函，洞悉诸情。出家之目的志在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首要必须能吃

苦、能吃亏、能精进，离五欲、除六种根本烦恼。严持净戒，即能自利，然后发菩

萨心，修六 度万行，广渡众生，方为出家学佛之正因。出家礼师有如病人求医，不

管中医西医，只要能药到病除，便是良医。学道者千里求明师，万里求口诀，只要

能除汝之烦 恼便是良师。汝到万佛城能如此吃苦，可见是受宣化上人道德之所感

化。宣化上人戒行庄严，汝礼之为师最好。”  

由此信件，足以现出金星法师有心成全他出家，用心良苦。同时也能了解瑞治当时

之心情。他决意要拜金星师座下之殷切。而在百般无奈之下，乃就在万佛城，由宣

化上人圆顶，法名恒馨。 

出家 後，他尚留在万佛城苦修与服务常住两年多，後因美国气侯严寒，屡染感冒

疾病，身体欠安。不得已，告别万佛城，返回马六甲。当时极乐寺住持达能法师和

监院日 恒法师，求才若渴，再三邀请恒馨法师出任槟城丹绒道光香山寺监院。不过

恒馨师父再三婉拒推辞，但因达能方丈真诚邀请并劝说：“只要暂时管理一段时

间，待有 人接替时，即让你辞职退隐。”不料年过一年，日复一日，达能法师却

说：“尚未找到适当人选。麻烦你继续管理下去。”因此恒馨师父只有坚强顽顶，

并在香山寺 推动佛化教育、招募儿童，开办儿童佛学班以及慈善施医、针灸和推拿

工作，利济贫病人士。 

後应马来西亚佛教会会员大会的选举，被推选为佛总慈善组主任多年。在任时期。

发动六项慈善工作的计划，即赠医施药、肾脏护理、社会救济、慰问团、爱心输血

团、布施棺木等工作。深得狮子会和佛教同仁的嘉许与资助，完成计划目标。 

不久因患血糖过高病，在患病时，亦对六种慈善计划耿耿於怀，时加督促进行。

1998 年 年前不幸感染肺病，自己膜不关心。待至病情严重恶化，由信徒送进医院。

经医院医生检查，确定为末期肺病，医药罔效，返魂乏术。他则笑对信徒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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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无 常，人身难久住，生老病死必然的定律。缘尽自当归去，获得永远解脱，何

惧之有？”於是含笑瞑目而安祥示灭。恒馨师父遗爱人间，贡献佛教的精神，有目

共睹。 令人不胜惋惜和感叹之至，聊叙史略，以後人之楷模耳，此识。   

释寂晃师父撰写  
马六甲州分会资料提供  

   

现代苦行僧 

近年 来，佛曲普遍流传於民间，妇孺也能朗朗上口，老年长者也乐得哼数句，真

是法音充满人间。其实，佛曲流传在大马佛教界也不过在廿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被

推动 的。但是早在廿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侯，已有一位居士引用华语歌曲，配上佛教

词句，自唱自娱，偶尔也在佛教团体中唱几口。当时，能引用华语歌曲配上佛教词

句， 当众歌唱的人，毕竟令人侧目相看，可是，乍听起来也感到新奇，因为容易上

口，因此，这位“自唱自娱”的“佛曲慧星”，颇得一些人的欣赏，进而毅然放胆

将一 些华语文艺歌曲，填上佛化歌词，“油印”教唱，顿时，引起佛教界的回响。

这种“文艺歌曲佛教化”的“旋风”由马六甲吹至槟城，而哄动一时。可惜当时，

学佛 的人多数是中年人，而且以妇女居多，这阵“旋风”的劲力终於自动“软化”

了，甚至引起一般年长者指为“不文不类”的歌曲，而落得“曲高和寡”的地步。

如果 当时学佛的青少年有目前的阵容，他必是会一鼓作气，培养出佛曲“新秀”。

这位“寂寂无名”的佛曲呕心沥血人，即自幼具有善根且虚心向向佛的陈瑞治居

士，也 有人称他为陈姑娘，後来“落叶归根”，法号称为恒馨。 

笔者乃音乐门外汉，即不懂得欣赏音乐，更不敢对佛曲有所“赘言”，不过，我总

觉得，当时没有佛曲创作，陈居士能大胆为现代的歌曲，进行“佛化填词”，至少

也是大马“佛曲创作”的先驱！  

   

陈居士与佛总的因缘  

廿世 纪五十年代，大马佛教组织是以各别寺院庵堂为主，同时，各修各的法门，

自己推行本身的活动，而缺乏一种凝结力量。直至马来亚独立後，各佛教组织为著

维护佛 教权益，才由一些资深的出家人出来领导佛教四众弟子，筹组一个全国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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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团体，以促成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诞生。为了广招会员，一些佛教领袖便组织巡

回弘法 团，由北马至南马各州巡回弘法。每到一处，皆万人空巷，尤其在槟城与马

六甲两地，不仅“僧人”锋芒毕露，佛教妇女的表现亦不逊於男众信徒。在佛教

“女豪杰 ”当中，陈姑娘亦是一名翘翘者。他从讲演会侍者做到会场的书记，更走

入厨房亲自烹饪，由此可见他能走入厨房也能出得厅堂。每场讲演会的新会员登记

工作，真 不能缺少了他。难怪迄今大马佛总的马六甲会员总人数，仍踞居全马第二

位。马六甲也是最先成立大马佛总分会的地点。  

   

推动佛团组织  

随著马六甲分会成立後，陈居士甚受长老领袖器重，而聘为分会书记。当时，陈居

士任重道远，积极大力鼓励佛门弟子加入分会，成立诵经班，更扩大成立念佛团；

开办佛学班，自编教材，自当教师。接著，妇女组的成立，访问团的推广下，促使

马佛总马六甲分会成为佛教组织的典范。 

笔者 与宗教组织有缘，在求学时代，即参加宗教活动，更喜爱阅读宗教书籍，但

是，只求了解宗教理论，而不迷於祷告或膜拜。在教堂与佛教会，经常都进出自

如。圣经 的教理，佛经的哲理，虽未登入大堂，但也略知一二。不知如何的，在我

成长後中，我竟结织了许多“方外之交”，时常与高僧大德来往，或许这样的受到

了佛理的 薰陶，而投入佛教界活动。大约在三十年前，我为了公干，首次前往马六

甲拜见当时佛总总务金星大法师。当时我不仅领受多位高僧的明训，也偶遇了“名

气响亮” 的陈瑞治居士，我除了向他吸取佛教组织的经验，更了解佛教组织的确实

概况。  
  

生性“患得患失” 

陈居士担任马佛总马六甲分会书记职位大约十年时光。在此期间，工作认真，但却

是活在“患得患失”的情况中。我们不难从他言行与文字中看出，他的工作压力与

心态踌躇。 

每当 我接到陈居士的来信时，不禁令我想起求学时代的作文。他的书信当中飞刀

飞剑满天飞，圈圈涂涂叉叉点点，左补一句，右加一行，圈改之後又附上说明，把

原有的 文稿修改成为“图文并茂”、“包罗万象”的长篇作品。我时时以领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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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的心情来阅读陈居士的长信。其实，他的两面来信，却写出四页的内容。

这也表 现了纸短话长，洛阳纸贵之概。笔者非指陈居士的文章不好，而是赞叹他唯

恐言不尽意，在临寄时匆匆加以修补，以完成责任。我喜欢“语重心长”、“言之

不尽” 的文章，但是如今只有回味了。 

记得 在一次的集会上，陈居士受邀向与会者，讲述马佛总马六甲之活动时，他口

若悬河淘淘不绝口的表扬长老与僧伽的度化有方，几乎把当时的僧伽点得尽至，但

是言毕 下台後，又匆匆回到讲台，很抱歉地补充一位迟到会场的比丘尼法号，甚至

当众向後者顶礼“求恕”，其实那有人会错怪他呢？这未免是在“战战兢兢”中生

活了， 不过，这也是“谨慎”、“谦虚”、“尊僧”的写照。 

庙堂生涯是清淡简朴的，陈居士是出生“中康之家”，但他自甘过著“粗茶淡饭”

的日子，加上平时少作调补，又为工作劳碌，尤其，当马六甲分 会务积极推展时，

其精神之憔悴，不时流露无遗。一些友好曾托递运一盒“高丽片”给他聊表敬意。

谁料，翌日竟接到陈居士来电，表示“心领了”，且为“送礼者”添加“燕窝”，

转送予“长老”滋补。此种“敬奉长老”的风度怎不令人感动？ 

 自甘受委屈  

“法律 不外乎人情，人情又怎可违犯法律”？陈居士就这样常常受到这两句话的

困扰。当一些事情必须依据章规处理时，他总不肯令他人到苦恼，而自甘为他人

“背黑锅” 受罪。因此，他生前受到少许的闲言，但是，又有谁知道“个中原因”

呢？事过境迁，往事袅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若有对他“不欢喜者”，也当回

馈他一个“ 欢喜心”吧！  

   

驻锡香山寺  

恒馨法师自美国返回大马後，在青云亭挂单，担任住众的厨责。随著极乐寺在香山

寺设立下院时，恒馨法师才受邀到寺协理庙务，并礼拜达能法师为师，取名为“智

融”。 

槟城 香山寺本为明德法师之道场。明德法师檀长书法与写作，为佛总《无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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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编辑。法师系书香人家，浑身君子风度，不善化缘，但却雄心高丈，一心一意

把香山 寺建为丛林。无奈，事与愿违，夙愿未了已与娑婆缘绝。後来，“百妹姑”

无法承继其宏愿，而把香山寺交由极乐寺管理。当达能法师接手後，百事待兴，求

材若 渴，就委任恒馨法师为香山寺监院。恒馨法师自上任至圆寂的十多年间，虽

然，对香山寺未有重大改革。但是，大雄宝殿之翻新中殿的改建，在极乐寺的资助

下，终 而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了。 

恒馨法师并非泛泛之辈。身为女众却肩负比丘之重责，虽不能称为“大振宗风”，

至少香山寺的信众也不逊於其他寺庙的护法。每逢朔望，假期周日，信众络绎不

绝。佛学班、诵经班、赠医施药所也营运而生。更难得可贵的，香山寺也收容了一

些孤独无依的佛教徒， 使他们获得温饱，虔心向佛。由於场所所限，法师只有联同

“中坚的支持者”，另觅寓所设立“未婚妈妈之家”，为社会解了许多问题。  

   

为各团体化缘  

一些佛教界朋友在戏谑时指出，“普门杂货店，应有尽有、若要行善，就得往该处

行”， “ 借问何处有？”，善士皆指“香山寺”。千真万确的。当时香山寺监院恒

馨法师大行菩萨道，他除了处理香山寺的庙务，亦执行上院极乐寺的指示，使全马

各地大小 慈善团体都闻风而来，纷纷要求“老尼师”协助化缘，他的遌上多则有数

十多间团体的缘金簿，少也有三五种缘册，笔者深深感觉到这是一份“苦差”，化

缘必须有 “人缘”，甚至要口舌伶俐，更须具有说服力，而且，也要有信用的“金

招牌”，才能无往不通。恒馨法师就具备了以上条件，别小看他深居简出，却有许

多护法自 动把缘金送到庙里来，以完成他的行愿。慈善机确实需要这种人，一来可

度人行善，二来可玉成善举。我们祈求恒馨法师“乘愿再来”，为娑婆世界行菩萨

道。  

   

出任佛总理事  

1992 年， 恒馨法师当选为大马佛总慈善主任後，便积极推展全国性的佛总慈善工

作，而为佛总筹募了六万元的慈善金，以展开六项慈善计划：一、施棺，二、肾脏

护理，三、 赠医施药，四、输血团与活血库，五、社会救济，六、慰问团。在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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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的慈善组有不少知识份子，社会工作者，专业人士，热心商家等等。因此，佛

总慈善组也 极盛一时，该组除了推行原订的计划，也举办巡回座谈会，为各州支会

及佛教团体进行交，介绍与协助展开社会福利工作：举办医药讲座，下乡账济贫

老，领养不幸 人士：为病人提供心理辅导。 

他就这样默默耕耘了两届，这六年时间，为佛教为社会尽了不少力量，直到 1998

年，因身体衰弱，而放下慈善组的重责。但是，他确实为佛总慈善组奠下了基础，

并写下光辉的一页。  

   

林展鹏居士撰写  
马六甲州分会资料提供  

恒馨法师圆寂  

 槟 城 香 山 寺 监 院 恒 馨 法 师 於 1999 年 1 月 3 日 凌 晨 5 时 30 分 圆 寂， 并 於 9 
日上 午 11 时， 引 送 至 本 屿 白 云 山 火 葬 场 荼 毗。 
 
恒 馨 法 师 俗 名 陈 瑞 治，1926 年 出 生 於 马 六 甲， 法 师 宿 具 善 根， 早 年 亲 
近 金 星、 金 明、 竺 摩、 远 能 等 长 老， 历 任 马 六 甲 青 云 亭 书 记 及 担 任 香 
林 学 校、 勇 全 殿、 马 佛 总 马 六 甲 分 会、 感 化 院 等 等 机 构 佛 学 讲 师，

1979 年 皈 依 美 国 万 佛 城 宣 化 法 师 座 下， 剃 度 为 尼， 后 来 卓 锡 槟 城 香 山 
寺 出 任 监 院 至 今。 

法 师 广 结 善 缘， 积 极 推 行 慈 善 教 育 工 作， 更 为 大 马 佛 总、 慈 济 功 德 
会、 檀 香 寺 慈 善 功 德 会 推 动 各 项 活 动， 尤 其， 法 师 所 提 倡 之 六 项 计 
划： 

（一） 施 棺 赠 葬、（二） 肾 脏 护 理、（三） 社 会 救 济、（四） 输 血 与 活 血 
库、（五） 赠 医 施 药、（六） 爱 心 慰 问 团。 深 受 各 界 之 赞 扬。 
 
法 师 行 愿 未 圆， 竟 娑 婆 示 寂， 实 为 佛 教 界 之 一 大 损 失。 
 
（摘 自《佛 总》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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