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门人物介绍 - 本道和尚 
 

   

慈悲王本道和尚 穿越麻风病院  

 

 
 

本道和尚在佛教节称誉为慈悲王。  

 

早在 50 年代，一般民众闻麻风病色变，唯恐被病菌传染，遭致肉休溃烂，对病患者敬而远之，

使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一群。 

 

本道和尚却效法地藏菩萨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大无民深入麻风病院，设立念佛堂，度

化这些身心痛苦，饱受歧视的病患者，让他们觅得心灵的归宿。 

 

本道和尚发大愿不惧传染，毅然表示没人愿意到的地方，他更是义不容辞，先后在槟城木蔻山、

雪兰莪双溪毛糯，及新加坡的杨厝港三处麻风病院设立般若念佛堂，因此获教界一致赞叹为一代

慈悲王！ 

 

本道和尚是福建浦城人，俗家姓郑，30 岁寸在建宁之宝莲寺出家，三年后（1930 年）在宁波之

天童寺从圆瑛大师受具足戒，后来南游参礼缅甸仰光大金塔，又 远涉天竺瞻仰圣迹，在 39岁时

方抵槟城住下。59岁时受慈航大师等器重，推举出任洪福寺住持，63 岁时（1955年）又受雪山

法师遗命主持新加坡昆户寺， 以及金马仑三宝寺监院。 

 

两年后，当演本老法师圆寂，本道和尚接任三宝寺住持。1964 年本道和尚决定重建三宝寺，前

后耗时 12年，耗资约两百万，成为一座辉煌宝刹，并举行开光大典及水陆道场。 



八十大寿传戒 

1977 年本道和尚 80嵩寿时，举行传授万佛大戒庄严胜会，乃当年佛教界一大盛事。本道和尚

说："星、马道友，以今年值衲八十初度，主开戒会以为寿。为个 人寿，则吾不敢。然传授三坛

戒法，以延续僧伽命脉，其功德则以回向先贤交诸檀越，亦申之善，乃允力发起。" 

 

印顺导师在撰写本道和尚八秩寿序中赞叹："……上人生平功德难更仆数此则其彰彰在人耳目间

春至其潜德幽光固非笔墨所能赞述也夫大德出世佛法之宏大佛种由斯永续……" 

 

本道和尚主催万佛大戒，获镜 an法师及优昙法师辅助推动，所礼清之三师七证阵容鼎盛，本道

和尚力得戒和尚，宏船法师为说戒依止和尚，印顺法师力当坛说戒和 尚，广洽法师为依止和

尚，竺摩法师力羯摩阿阁黎，演培法师为教授阿阁黎，尊证阿阁黎则有寿冶法师、觉光法师、慧

观法师、页果法师、青凯法师、金明法师及广 净法师。 

 

得出家戒之比丘及比丘尼二众八十余人，如文健法师、果能法师、文佃法师及曰恒法师等皆是当

时戒子。 

 

新加坡的演培法师由衷赞叹："本公长老是位慈悲高僧，在新马佛教界受到普遍的尊敬、高度的

爱戴，实在是位不可多得的长老！因为他老到处表现他的慈悲，总是 在那里默默的做其所当

做，从来不向人表露的，因而在度生方面，获得很大的效果，这是新马僧俗所共知的。这种伟大

精神，实在值得每个菩萨的效法和实行！"  

  

 
 

本道和尚重修三宝万佛寺大殿之华严三圣。 

撰文：禅心 文/图摘自《福报》第 5期（2000年 9/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