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门人物介绍 - 素闻法师 
 

 

素闻法师，祖籍广东花县，出生于吉隆坡。 

年二十，投香港大屿山观音寺礼融灵长老出家，继于台湾

高雄元亨寺白圣长老座下圆受具戒。     

   
↻曾于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主办之能仁书院(大专)修学四年，主修佛学，副修哲学。  

↻毕业后，留港山居静修，间往中国大陆寺院考察丛林制度，并蒙扬州高 寺德林和尚

慈悲传法。  

↻曾任香港《内明杂志》主编，兼且从事佛教文化研究、经论编译工作。著有《法华经

导读》、《楞伽经释义》。   

↻2002 年中，结束十七年余的在外云水生涯，回国定居，现任吉隆坡蕉赖妙缘莲社监

院。   

↻2003 年 9 月，当选为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为推动区内佛化事业而效力。    

↻2004 年 4 月, 当选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副主席。  

   
素闻法师撰稿于 2004 年 3 月 2 日  

 

 
 

 
 

   深入经藏的青年比丘 访素闻法师 

未访问素闻法师之前，从电话中即对师父亲切、爽朗的谈吐有著好感。我们来到蕉赖妙

缘莲社，这是一幢有著传统建筑格式的佛教寺院。就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我们和监院素

闻法师进行了访谈。 

素闻法师是吉隆坡人，于 1985 年离开马来西亚到香港深造，直到 2002 年，香港大屿山



观音寺住持融灵老和尚把师父调派回来马来西亚出任妙缘莲社监院。回到马来西亚不

久，素闻法师便当选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在今年 4 月，师父更当选为马来西亚佛教总

会副主席。 

相信与素闻法师接触过的人，都会被法师慈祥温和的笑容摄受，加上法师随和的性格，

让亲近法师的人都会觉得很自在。 

谈起自己的学佛的经历，素闻法师告诉《普门》杂志，他在中一时参加了由融灵老和尚

主持的佛七，从中发现了佛法的微妙，发觉佛法是一门很好的学问，因此内心生起了浓

厚的兴趣。 

自此以后，素闻法师为了要深入了解佛法，便开始参加鹤鸣禅寺的弘法团。当时，有很

多年轻人也到鹤鸣禅寺上课、听佛学讲座。尔后法师更有机缘接触了几位大善知识，如

槟城的修静长老、觉斌长老，及达摩难陀长老等，这些大德们在佛法修学上给了素闻法

师很大的指引。 

「我 们当时一起在鹤鸣禅寺学佛的夥伴们都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当中就有 7、8 个人

很向往出家，过弘法布教的生活。」询及法师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想要出家 时，法

师笑了笑告诉我们：「那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对我和夥伴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

响了我们的一生。如今，当年的夥伴有些也已出家修道，有些则退失了 理想。」 

在高中毕业后，素闻法师便生起了到佛学院求学的念头。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地便在家

人担心他出家，而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泡汤了。虽然如此，法师却没有因此而感到失望或

灰心，反之更在工作的 2 年之间，筹足了让自己出国深造念书的费用。 

「1985 年，我以到香港念书为由，终于可以只身去到由香港佛教僧伽联合全主办的能仁

书院念书。我在这期间就住在荃湾佛光净舍。当初，我是因为慕名院长罗时宪教授的才

学，而选择了到能仁书院去深造。罗时宪教授素有『岭南唯识学大师』之名，是位很了

不起的学者。」 

法师在书院共修学了 4 年，主修佛学，副修哲学。在香港将近一年后，就依止融灵老和

尚剃度出家，当时他才 21 岁。过后，法师到台湾高雄元亨寺白圣长老座下受具足戒，开

始了他出家修行的生活。 

「由于觉得人生没什么大目标，自己又比较喜欢研究佛法，也想弘扬佛法，就这么出家

了。当时出家并不是因为宗教情操，而纯粹为了想深入研究佛学。」  

当我们询及素闻法师所修持的法门时，法师表示他走的是传统的止观修习之路，以禅坐

为主。「我本身接触这法门的时间较长，而这方法也比较适合我。」不过，修学佛法的

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素闻法师坦言自己也曾认不清方向。 



「出家后一段日子，我发观自己大过注重理论，反而少了修持。佛法讲得深，理论看似

很简单，但修起来却达不到效果，自己心里就生起了种种疑问及想法。」 

当时让法师更加疑惑的是，法师发现自己所学的中观、唯识学理，和自己日常的修持格

格不入，用不上去。「现在星马的情况和当时香港那儿的情况有些相似，道场里不是像

学木机构般纯粹研究经纶，就是只注重法会，两者并无法拼在一起。」法师坦言本地佛

教界也有面对同样的情况。  

90 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以后，素闻法师有机会到那里的许多寺庙道场参访，向禅师求法。

经过一个阶段的参访学习，师父接触到讲究修持生活的禅宗丛林制度。「那时的体验缓

和了我对佛法的认识，我不再只是一味研究佛学，不再只做文字工作。」 

法 师告诉我们，禅宗丛林制度的结构，整个寺院是以禅堂为中心，再开展出住众的行、

住、坐、卧，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清早到晚上的一套寺院生活方式，是套完 整的禅

法。丛林所塑造出的气氛环境，可修正住众在生活上的不良习气。不过，法师仍有所感

叹：「现今很多汉传寺院仍过著类似丛林制度的生活模式。可惜的是只 保存形式，而忘

了其中的精神意义——禅法，少了修习止观的真正目的。」 

l991 年素闻法师获得扬州高昱寺德林老和尚传法，在佛法的修学上有了重大的提升。当

时由于签证限制，法师无法在中国做长时间的逗留，因此都是陆陆续续的来回两地跑。 

在学习过程中，法师深深地体会到止观是修行中最重要的方法，是佛教一切法门的共同

指标。「止」即是通过种种方法把身心收摄，专注于一点上：同时对于专注的那一个集

中点又不生执著，那就是「观」，这些都需要经过训练的。 

法师用短短的几句话，提醒大家修学止观法门时所应注意的要点：「我们现今的唱诵、

仪式等，都是从禅宗制度里抽出来的片段，若忘了中心精神及目的，只有外在的形式，

就不能达到净化身心的功能。通过不同形式的修行方法来改善自己的习气，这就是禅修

止观法门较特别的部份。」 

对于未来的计划，法师表示由于从开始学佛、出家、求学一直都较偏向求学问、研究佛

学，因此未来的日子里，在佛法的弘扬上，他将著重于文化与教育的领域。 

不过，由于文通不便及一些其他因素，目前妙缘莲社没有定期主办活动，现有的活动包

括一年一度的佛七，也有不定期的共修。目前，法师比较忙的是对外弘法的工作。法师

比较注重以经论引导的方式，采用理性思考形式来弘扬正法。  
 
提到马来西亚佛教的未来展望时，法师表示：「比起台湾、中国及香港，马来西亚的佛

教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很有朝气。更甚的是，马宋西亚学佛的年轻人比起其他国家来

得多、来得单纯。」 

法师指出，马来西亚佛教的另一个特点是可接触到佛教的各个不同语系，而且治安、宗



教包容及政策都比其他国家来得好。 

因此，马未西亚的佛教充满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其前景是很乐观的。 

「汉 传、南传、藏传佛教在马来西亚并行，这是本地佛教的优点，也是缺点。因为不同

传承之中难免会有磨擦，要避开纷争并不容易。」法师认为各语系、各宗派、各团 体应

通过佛法核心，如禅法、经论、修持法门来互相交流。法师也表示唯有通过对于佛法的

体会、经论的正解、止观修行的法门，各方彼此才能互相沟通与包容。 

「不管是大团体还是小团体，如果团体里只注重佛学研究，不提倡禅修，不注重止观修

学，人的习性贪嗔痴还会依旧存在，是没有办法改善社会问题的。」素闻法师说，要改

善社会问题，佛教团体应常检讨，检讨本身如何教导信徒，而教导方式是否有出观偏

差。 

「不专心做不到一件事，不清楚做不好一件事；要做好事，除了专心还要清晰。」法师

告诉我们，最基本的修行就是每时每刻，每件事都保持清楚的意识、了了分明、清清楚

楚不紧张、不旁徨。如能将修学止观的受用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就能活在当下，珍

惜及掌握当下。 

对于《普门》杂志的读者，素闻法师给予修学建议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

接触佛法，要保持正见，不单要了解佛法、研修佛法，也要参加共修，接受止观的训

练。」 

法师提醒大家应抱着学习的态度到道场里学习佛法、接受训练，而不是为了凑热闹或应

酬。修学及共修的目的是为了想寻求解脱、求智慧。「到寺院里接受丛林的薰陶，借助

道场的气氛环境，可助我们修正不良的习气。」 

佛门广大，佛法浩瀚，我们要学习的仍有很多。在这条修学路上，行解并重，如同双

翼，才能真正将我们送到解脱的彼岸，修得究竟圆满。 

   
文、摄影：王万家 
图片提供：素闻法师 
摘自《普门》5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