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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人物介绍 - 苏 化 诺 法 师 
 

 

苏 化 诺 法 师 

苏哇诺长老（Rev.Suvanno） 一位亲切、平易近人 深得

佛友爱戴与尊敬的「老法师」 在槟城升旗山脚下的弥陀寺

默默的从事自度度人的道业。尤於北马一带的人士，对法师

并不陌生。“10 年前当我决定对世人应该负上责任，并应积 

极把佛法弘扬开来的时候，我选上了成为僧团一份子”“世人

不但身体有病 身心也是百病丛生的”我觉得成为一位出家

人会更直接,更有效的为世人服务”老法师如是强调众生对佛

法之需要，以及他对出家的决心。 

 

苏哇诺长老原名邱荣金，年幼时生活坎坷艰难，饱受继母、父亲的虐待。1920 年，长

老出生在槟城。祖父与父亲从福建省南来，母亲嫁给父母後时常遭受虐待，由於日久忍

受不了父亲的暴行，母亲在诞下长老就离开了。在往後的日子里，不论是孩童时或少年

时代，大人对长老有诸多要求和拳打脚踢。 

 

长老求学时期，严格的条规特地为他而设。每逄学校假期，祖母就叫他拿一张纸，然後

列出一系列的工作。早上从七点开始，长老必须扫地、洗庭院、把橡胶分开晒太阳。工

作一直做到晚上十点才完毕。 

 

有一天长老做完家务後，就到卧室避开长辈。那时他瞥见墙上的漆开始脱落，就撕下一

片漆来品尝，发觉漆片的味道很好。过後每用完一餐，长老都到楼上撕一片漆 来吃。

这种怪癖持续了好几个月。长老说「可能几个月後体内拥有足够的钙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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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时，长老跟随一位曾经出家的刘先生学佛。六年级开始非常积极的学习禅坐，深

夜都在烛光下阅读佛书。 

19 岁时，长老很想出家修行，奈何被家人拒绝了！长久以来，长老的意识中一直浮

现出家的念头。 

 

童年时期他时常在梦游中拿著家里最大的碗到巴刹托化缘。每当家人发现长老失踪

时，就先检察家里的碗，如果碗真的不见了，他们会到巴刹或河边找寻他。家人 时常

发现长老不清醒地握著那个碗！长老解释说：「我前世可能当过出家人吧！」 

 

长老出家前是一位医院助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申请加入英军，被委任为救伤

车司车。由于年少只有虐待没人关心，当他遇到第一个关心他生活的女孩就被 她打动

了。1942 年 4 月，他们在战争蔓延当儿结婚。当年，他才 22 岁，婚礼是在县长东姑阿

都拉曼的住宅举行，当时东姑还把自己的车子借给他们当花车。东 姑後来成为马来西

亚第一任首相。婚後，他们一共育有 3 个女儿。 

 

1956 年，长老发现自己的粪便呈黑色。经过许多的检验，被证实患上癌症。他决定在

癌细胞未夺走他的性命以前到印度朝圣，于是请了两个月假期，来到佛陀平生最重要的

圣地。回来後身体却康复了。这次行程，加强了他对三宝的信心，也是导致他二十年後

出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婚後 38 年，长老再次生出家的念头。可是他没有告诉妻子，只是默默的为妻子日後做

好顿，他逐步卖掉大部份靠节俭和勤奋所累积下来的财物打算交给妻子。 

 

六十岁时，他与妻子获得加拿大居留权後，妻子连机票都买好了。然而长老私下安排妻

子的朋友陪她到加拿大，自己淮备离家出走。那个晚上，他等到妻子熟睡後， 静悄悄

的把钥匙丢回屋里要出走，却惊觉篱笆门已上锁，正要爬大门时，却被当警察的邻居发

现了。他唯有告诉邻居要去日得拉，不想吵醒正在熟睡的妻子。邻居後来还帮他爬过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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笆门。 

 

长老抵达峨仑後，乘坐德士到仁岭，从那儿进入森林。在这个原始森林，长老与舍弃我

禅师会合。朝坤宝(CHAO KUN BAO)法师为长老主持剃度，就这样成了一名沙弥，在

森林的一间小寮修行三个月，过後到泰国受比丘戒，又到缅甸禅修。 

 

对于妻子，他曾这麽对她说「我们结婚 38 年以来，我无法找到比你更好的女人。世上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不能长久。我死时，你为我哭泣；你死时，我为你哭泣。这样下去是

的。」 

 

从出家的那一天开始，长老终於舍弃他所有的执著和欲望，做个清净圣洁的僧人。他中

心涌起法乐，他确信修行的道路是正确的。 

 

苏哇诺长老善用福建话和英语弘法。对于年轻人，长老多半用英语开示，对于年长的信

徒则常用方语弘法。长老常将本地俗语加入弘法内容，使其开示更加生动，信徒们也录

下长老的讲座四处流通。 

 

目前长老已经度过 20 个结夏安居，故此被尊称为长老。他目前为槟城弥陀寺和鲁乃修

行林的住持。由于早期化缘托，居无定所，在长老座下闻法的信徒越来越，後来信徒

们打听到升旗山脚下有个废置寺院弥陀寺，就筹款装修，让长老住在弥陀寺主持弘法和

进行禅修。而佛教修行林 则是在 1990 年时苏哇诺长老成立的上座部寺庙。鲁乃区的空

气清新，四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修行林纯朴安详的气氛是禅修的好去处。 

 

「人人都在建立“我”，没有人晓得如何去除“我”」，由于年轻时看清生命本质为苦，长

老出家後一心想证得「无我」，做个「非某人」说法利益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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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们步行去礼堂诵经 

 
 

做沙弥的日子 

 
 

说完故事，长老为小孩祝愿 
资料来源摘自 
1.《佛教文摘》季刊 1991 年 9 月 30 日出版  
2.《福报》第 12 期 2001 年 11/12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