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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人物介绍 - 达玛拉塔那法师 
 

 
走入人群的南传比丘 访达玛拉塔那法师 

达玛拉塔那法师对佛教界有很大的期望，他相信本地佛教团

体可以在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法师也相信佛教组织唯

有通过沟通、共识，教界才会融合，本地佛教才可以兴盛起

来。 
「佛陀的教育之中其中包括了社会福利工作，然而身为佛教

徒的我们很少去实行。因此，我诚恳地邀请各佛教团体及领

袖们认同及推动社会福利工作，让更多众生可 在这之中受

益。」宗教就是奉献，法师认为佛教与服务本来就是同样

的。  

提到本地教界在社会福利工作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佛教团

体，就不能不提到慈爱福利中心(Ti-Ratana Welfare Society)。慈爱福利中心自 1994 年

2 月 9 日创立以来，一直以福利社会及从事慈善工作为目的，服务社会大众。 

10 年下来，慈爱福利中心从一开始的孤儿院，已发展至今天多元化的福利工作。除了

孤儿院，慈爱福利中心也成立了老人院、女人庇护所、提供流动医药服务、专业辅导

服务、监狱弘法及捐助免费保健器具等。这一切的努力，让社会肯定了佛教团体对社

会的贡献，让更多人认同佛教。 

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因为满怀慈心悲愿的达玛拉塔那法师。自慈爱福利中心创立以

来，法师就四处奔波、不停地带动慈善活动，只为了让众生们得以离苦。  

达玛拉塔那法师原籍斯里兰卡，自小生长在佛化家庭。「差不多所有在斯里兰卡的寺

院都有开设周日佛学班，打从小时候开始，我每星期都会到佛寺上课。」 

法师告诉《普门》杂志：「我在 8 岁时陪同家人前往斯里兰卡佛教圣地参访时，认识

了一位法师，因为这位法师，我很肯定自己将来要成为僧伽。朝圣结束后，我尽然告

诉我的父母亲我要住在寺院里，不要回家。」 

当时，法师的父母亲看他年龄尚小，就告诉他将来一定会允许他出家。几番游说后，

他才愿意跟随父母回家。不久后，家人在搬迁新居时，恭请了法师前来洒净，并在那

时把他供养给僧团。 

然而，法师的家人并没有因此而轻松下来，反而为他烦恼着要让他跟随哪一位善知识

学习。很幸运的，达玛拉塔那法师在 15 岁那年，遇上了十五碑鍚兰佛寺住持达摩难

陀长老。 

达摩难陀长老也是达玛拉塔那法师俗家的舅舅。「长老当时回到斯里兰卡，就问我愿

不愿意出家。我随后跟着长老到寺院里住了几天，长老就收我为徒，为我剃度。 

出家后，法师被送到斯里兰卡僧伽学院及大学深造。也是因为达摩难陀长老的因缘，

他于 1980 年到马来西亚来，开始在异国的弘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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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玛拉塔那法师是慈爱福利中心的创办人兼顾问，问及中心的创立因缘时，法师告诉

《普门》杂志：「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想法：基督教徒在圣诞节时，会举办儿童圣诞派

对，让儿童朋友们来参加；佛教徒反而不会在卫塞节举办任何的聚会凝聚大家。」 

「我最初开始举办儿童卫塞派对，邀请各宗教的孤儿前来参与，得到很好的反应。不

过，我却发现出席活动的都是来自其他宗教或政府机构的孤儿，很少由佛教团体照顾

的孤儿来参加。」 

法师因此发现本地佛教团体在社会福利工作缺乏努力，并没有积极的推动慈善工作。

举办了几届的卫塞聚会，法师发愿要成立属于佛教团体的福利机构服务社会。法师成

功召集了一群热心的佛友，在 1994 年创立了福利中心的第一项计划－－慈爱孤儿

院。 

「慈爱福利中心能成立，主要是因为一群发心的信徒朋友们。他们的努力，成就了许

多大众学佛的因缘，非常了不起!」法师由衷地赞叹福利中心的干部理事。 

法师表示，慈善福利中心正积极规划全马各地设立数间新的福利中心，其中包括单身

之家、家庭辅导中心、修持中心及休闲中心等，都是为了提供现代人所需而成立的。

法师也表示，慈爱福利中心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各主要城镇成立服务及福利中心，服务

各地区的居民。 

法师的思想开放，也很活泼，开办了很多创新的服务中心。其中，福利中心计划在孟

沙成立一所无需缴费的网络咖啡座，提供青年们一个正当消闲的去处。「有了这个地

方，父母亲将会放心让孩子们前来，而青年朋友们也有机会在这里结识良朋益友，薰

息佛法。」 

此外，法师也担任十五碑锡兰佛寺周日佛学院的院长。在法师的指导下，目前佛学班

的学生人数超过 1000 人，非常殊胜。「老一辈的信徒们较少机会学佛，可以毫无目

地礼拜；但现在的年青人不能，他们想知道礼拜的目的及原因，而佛学院就是让他们

来了解佛教仪式及佛法的地方。」 

法师自 1988 年开始担任上述院长一职，他非常重视青年的接引及教育工作。佛学院

除了举办定期课程外，也举办户外活动、培训课程及实习课程等，让学生们有更多学

习的空间。 

法 师对于弘法工作很有远见，常常主动关心信徒们的需要。早期本地的学佛班主要以

英文源流为主，十五碑锡兰佛寺也不例外，一直都以英文为主要的媒介语。因此， 有
很多受华文教育的信徒门没有机会参与佛学班。为了接引更多人学佛，法师在 1995
年慈悲成立了中文佛学班，让受华文教育的信徒也有机会畅饮佛法甘露。 

当然，佛学院也面对一些问题，其中缺乏教师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周日佛学院在法

师的带领下，已经开办佛学教师培训课程。「虽然教育工作艰苦，但看到那么多人在

佛学院里受益，就会觉得一切的辛苦及努力都是值得的。」一路上走来，法师对教育

是非常认真、肯定的。 

法师对佛教界有很大的期望，他相信本地佛教团体可以在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法师也相信佛教组织唯有通过沟通、共识，教界才会融合，本地佛教才可以兴盛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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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教育之中其中包括了社会福利工作，然而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很少去实行。因

此，我诚恳地邀请各佛教团体及领袖们认同及推动社会福利工作，让更多众生可在这

之中受益。」宗教就是奉献，法师认为佛教与服务本来就是同样的。 

法师也赞叹《普门》杂志的创办人――星云大师对于全世界的贡献。 「星云大师把佛

教带到全世界，将祥和传遍世间，是佛教徒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他学

习。」 

佛 教应该要走入世间，法师建议佛教团体应多参与政府所推行的各项计划及运动，让

更多人认识、认同，进而支持本地的佛教团体。对于未来的弘法计划，法师表示他 将
继续著重青年教育。「简单、容易明白的佛书是现代人的需要，容易携带的光碟及卡

带也是现代弘法者很重要的工具。我们计划推出更多类似的出版品。」 

法师最后也不忘给《普门》杂志的读者修学的建议：「初学者应从佛教的基本教理学

起，解除我们内心对佛法的种种疑问。」法师提醒学佛者要按部就班，要先打好佛学

基础。 

希望慈爱福利中心在达玛拉塔那法师的带领之下将继续前进、发光，照亮世间，把祥

和带给更多的人。 

 
达玛拉塔那法师拜访佛光山时与星云大师合照 

 
各团体及学校常到 Ti-Ratana 进行拜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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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atana 的孤儿们为法师举办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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