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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人物介绍 - Rev. Javana  
 

   
Rev. Javana 是土生土长的吉兰丹人。 

Rev. Javana 的母亲曾向一位老和尚学习、念书，因此他从小就跟

母亲常去寺庙。 
 
Rev. Javana 在 23 岁时出家。问及师父为什么会学习  

 

南传的法门时，Rev. Javana 说他从来就没有分南、北、藏，他认为不应该这样分，佛

教都应是一起的。 

Rev. Javana 出家后，就在吉兰丹一间 Wat Mai 的寺庙，向住持蒲占地法师问学了 4、
5 年，后才到泰国各个寺庙去参禅。Rev. Javana 也曾在泰国一小岛上，向一师父阿占

博学习参禅。又问及师父为什么要禅时，师父回答说：“问佛陀罗！”顿了顿，师父

继说：“不参禅我就不出家了，佛陀也是通过修行及参禅才得道的，没有听说过念经

及办法会就会得道的。” 
 
对于目前佛教的现况，Rev. Javana 感慨地说：“有路没人走，有屋没人住，有饭没人

吃”。师父后解释说：“有八正道没人去执行，就好比有路没人走。” 
 
Rev. Javana 在吉兰丹建立了一所禅修中心，占地 9.2 依格，5.7 依格是一位美琪捐出

来的，另 3.5 依格是佛友出二十多千买下来的。禅修中心内设有图书馆、静坐室等。

住宿的地方没有电灯，但图书馆及阅读室就有电灯。 
 
问及 Rev. Javana 为什么要设立此禅修中心，师父说：“当初小鸡、小鸭嫌没地方住

而不来，因此不是搭栏子给他们住罗！现在有了栏子，小鸡、小鸭又不来住了。” 
 
美琪说师父希望建了此中心后会吸引很多人来学习佛法、禅修，但事与愿违。此禅修

中心是为众生而设的，美琪说：“欢迎有志学禅修者到该中心静修。” 
 
据 Rev. Javana 身边的美琪说一天的禅修生活约如下：7.00am 起床；7.30am 吃早餐；

7.30am 以后工作、修行；11.00am 冲凉后吃午餐；然后工作、修行。  
 
禅修中心的地址：  

Bukit Kecil Meditation Center  

Kg Pasir Senor, 18400 Temangan, Kel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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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山林习禅期间,bhante 每天午时会在图书馆为禅修学员开示法义  

 

小山林刻在增建禅修塔,图为学员与快慧比丘在塔中合影 
 

 

幽默法语点迷人――访快慧法师 
 

 两年前的某一天，和几位沄侣到华联花园友来山庄亲近

善知识。到达那儿，我们就从远处看见一位出家人在佛

殿中来回行禅。我们一行人静待在一旁，不知是否应该

上前打扰。  

出土家人忽然停下脚步，抬头望着我们就问道：「你们

来做什么?」我们恭敬地向出家人说明来意，并请他为我们开示。 

「呵……开示……」尊者侧过头，摸摸头盖，神情自在地为我们开示了这一句话：

「对苦要观念，对集要放下，对灭要明白，对道要修。」然后接着说：「我说的是四

圣谛法，现在已经没有人要说了，因为没有行情……」语毕，这位慈祥的老人家迳自

哈哈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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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快慧比丘 (Rev.Javana-Panno)，我们称呼尊者 bhante。 

初次会面，bhante 说的法我一知半解，只是他笑的时候我也总是跟着笑。自此以后，

每回 bhante 来到此地弘法，我都不会错过亲近这位善知识的机会。 

Bhante 小时候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奈何家境并不允许他继续往这一方面专研发展。

「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要不要出家。我说：「要出家也可以，不要出家也 可以。」后

来，妈妈带我去出家，我本来以为只是出家 7 天，却没想到就这样出家了 41 年。」说

着说着，bhante 双手按着头盖，皱着眉头嚷道：「我就这样 子被佛陀捉住了!」 

Bhante 的中文不比英文说得流利，且带有浓浓的福建乡音。但他幽默地透过简单词

句，带出发人深思的法语。我想，这是许多青少年喜欢亲近这位老人家的缘故吧。而

bhante 说法教禅的严谨态度，也摄受了不少老菩萨向他学习禅修。 

Bhante 常住丹州小山林禅修中心，每年都会应邀到隆、怡、槟岛等地巡回弘法教禅，

让更多人能从他的禅句法语中受益。 

小山林桦修中心的所在地，是一位居士捐献出来的。为了提供道场让办道及求道者修

行，小山林从开山，至拓建成今日设备齐全的森林道场，一草一木都可谓得之不易。

让人感佩的是，道场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尊者亲力亲为。 

尊者常常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去 bukit(小山林禅修中心) ，而我们总觉许多俗务缠身。去

bukit?我总支支吾吾，会去，但不知是何年何月。 

Bhante 慈悲的说：「要想，常想才会去做。」我整天只是想，可都没实践啊! 「那是

因为想得还不够，太少!要多想，想一两回没做，你就再想十回廿回，还不去做，再想

卅四十回，直到你去修行为止。」Bhante 斩钉截铁地说。 

「要研究障碍，要解决障碍。修波罗蜜，行六度。度自己的心，度其他人的心。」尊

者常常是法语一脱口，彷如滔滔江水般欲断不能。「修行要布施，布施度贪；持戒度

痴；忍辱智慧度嗔；禅定度不确定的心。」 

Bhante 总是不忘开导我们，对于佛门里的「舍」，他开示说：「舍能去偏心，舍大

乘、小乘，度「我的」。有舍才能舍「我」、「我的」。我们天天在分你的、我的、

他的。我们天天在抢劫这世间的东西。真正这世间是空的，发有任何东西属于谁，都

是空来空去的。」 

问尊者我们是否需要择地而修?「心弱就要；心若强，自己的心就是道场。」尊者侃侃

分析，「道场有三：一是心，二是地球，三是人类造做的，像极乐寺、佛教会，还

有……」 「Bhante，还有 bukit！」 

「哈哈，对喔!还有 bukit!创慈悲老人无怪我们岔嘴插话，继续耐心解释：第三道场依

靠第二道场存在：第二道场则依靠第一道场存在。若第一道场，心在斗，那第二个道

场地球就有斗争，依附的第三道场也难免纷争。「所以，唯一不斗之法定放下，看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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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呵?」尊者侧着头，笑笑的自问自答：「放不下、看不开，因

为无明，没有智慧。肉眼虽睁开了，可是法眼、慧眼、天眼和佛眼还在睡!」 

Bhante 强调：要修智慧，就要三学。多闻多思，自然多修。闻就是听法听经；思即正

思惟。当恐惧忧虑产生，心怖畏、担心这、害怕那；想要这样、想要那样；想和别人

比较，这时就要用到正思惟。正思惟是想放下、不报仇、不害。闻、思多了，智慧就

能产生。 

我常常懊恼自己没慈悲心，生气自己也生气别人；尊者开示说：「要正思惟。生灭、

生灭一再发生，如果能一直保持在灭，就不会生气了。看佛陀吧，佛陀不会生气，不

要去看人。佛是空，空等于有。人不空，所以忙，因此整天没有空!」 

「看无常、苦、无我，生老病死谁也躲不过，包括你，还有你讨厌的人，那你为甚厶

还要讨厌他?」 

「Bhante，我们常常会想过去的事。」 

「不好的事，想了就会灰心」。所以要观念，念知道。如果还是要想，你就骂自己的

心，呼喝它，叫它乖，叫它听话。它不听话就是魔。那个魔还是要想，你进洗手间敲

它，敲到它听话。」  

「Bhante，敲死了，怎么办?」  

「哦?是喔，会死哦！哈哈!」尊者说着笑了起来。语气一转，他认真印说道：「想过

去、想将来，这是因为没有戒律，没有戒律就要观。观念，四圣谛就起来；四 圣谛有

了就会有八正道，有八正道就有三十七道品，有观念，八万四千法门都有了。所以，

对苦要观念，对集要放下，对灭要明白，对道就要修！」 

十分敬佩尊者能放下万缘毅然出家，反观凡夫俗子的我千丝万缕，纠缠不清地捆绑

着。尊者轻拍胸口说：「熟了，就会出家。」又摊开手掌，「不熟，就要继续行善，

修波罗蜜。像水果，要经过风吹雨打，烈日照耀才能长大成熟。人也一样，要持续行

善，因缘成熟了，就可以了。」 

我们表示，这方面想很容易，做却很难。 

「那是因为不够苦，智慧不产生。苦够了，苦饱了，人才会去修，智慧才会产生。」

他笑笑的说：「我苦够了。」 

最后，请教尊者如何坚定自己对三宝的信心。尊者指着心，毫不犹豫地说道：「三宝

在心中，每个人都有。不用去怀疑，也不需去相信。你看见它了，它就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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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门》第 63 期 
采访/摄影:刘晓欣 

 

 
 

压力无常自生灭 , 无我无著便是乐  
受访者：小山林禅师快慧法师 

放、防、修、保去烦恼 
  

"师父，你有压力吗? 
"有!我的压力很大，而且来自四面八方。" 
"师父如何解除压力?" 
"把它拿掉罗，它来压我，我就跑掉罗!" 
"压力迫上来怎么办?" 
"我敲它的头。" 
 
吉兰丹小山林禅修中心住持快慧比丘(Rev.Javana)句句禅机，妙人妙语的回答像是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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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话头。 快慧比丘是土生土长的吉兰丹人，从小就有佛缘，因母亲曾向一位老和尚学

习，他也常随母亲到寺庙去，23 岁寸因缘成熟礼吉兰丹 Wat Mai 寺庙住持蒲占地比丘

出家，并向他学习了 4、5 年，过後又到泰国各个寺庙去参学，包括一小岛上的阿占博

学习禅修。 
 
除了在小山林禅修中心指导禅修，快慧比丘每年都会出外巡回弘法，足迹踏遍整个大

马半岛，甚至远至美国、印度、泰国等地，但大部份时间，他还是留在大马巡回 教导

智慧禅(Vipassana)。智慧禅或称为内观禅是其中一种禅修法门，以通过观察自身来净

化身心，并培养正见正念，转化哀怨、悲伤、恐惧等等烦脑。 
 
站走坐修禅解压谈到解决烦恼，快慧比丘解释，一般人遇到烦恼时的反应是，第一，

与烦恼搏斗。若赢了就可以开开心心回家去。若输了则随烦脑而去，"念佛变成 念
魔、禅修变成不修"。第二，因力越想越烦恼，就装不懂不理会它。但这只是暂时的止

息烦恼，过後烦恼又会浮现。 
 
请教快慧比丘如何能跑得比压力还快，"这就要相信因果，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要有正念，念这身体会脏、会老、会病、会死。还要修 正精

进，即是放、防、修、保四大精进。放，是放掉不好的习惯；防，是装进好的素质，

预防坏习惯的产生；修，是修行正道；保，保持恒心，不断修行八正道。要 知道烦恼

也是无常的，会生会灭。" 
 
快慧比丘强调观因果的重要，一般人只是用肉眼来看，却不晓得还有法眼、慧眼、天

眼及佛眼。修行就是生活要有规律，像有的人晚上该睡时不睡，反而是白天在做"白日

梦"，这也是本地车祸率偏高的因素! 
 
一般人要如何以禅修解除压力、烦恼?他说："讲没有用，要修。要如何修?用站、走、

坐修。"说著人就站起来，眼睛半闭，动作放缓，身教口授："边走边心中 提起正念：

站、站、站；要走、要走、要走；左脚抬起，踏；右脚抬起，踏。。。。。。停，

站，要转，转，走。。。。。。" 
对於平时百般思索、很难静心者，快慧比丘教导以行禅开始。脚步不太阔不太小，动

作不太快不太慢，行到心静了才开始坐禅。注意呼吸，色声香味触都要放掉。 "有些

人心如大猴子，跳来跳去静不下来。心不定就站起来行禅，平静了再坐。我们的心是

充电电池，没有电力寸可以补充，不要丢掉。尤其初学者妄念会很多，更要常训练，

修到不漏为止。" 

猴子蝴蝶没烦恼 
快慧比丘并不强调宗派，他指出若观呼吸困难可以改观腹部，人人都可以学习禅修，

不过精神病患者必需先接受治疗。 
 
询及若没有时间参加禅修，自己能否独自在家修行，快慧比丘当头棒喝："能，躺在棺

材也可以修呵! 
 
"学习禅修後，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之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有枪

弹却不会作战的兵士，因为缺乏训练，常常打败仗，所以有了禅修知识後还要常常练

习，才台巨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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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无法以静坐来调伏压力者，快慧比丘建议可到野外感受大自然的辽阔，看看鸟兽

的自由自在，他说："你看猴子哪有什么烦恼、花草蝴蝶哪有什么压力?猴子什 么财产

都没有，却快快乐乐，人类东西太多，统统都是"我"、"我的"，太执苦所以不快乐。

压力是自找的，自己不找哪有压力?不要怪别人给你压力，要怪就怪 自己。压力未了

就放下它，看你舍不舍得罢了。很多时候我们有压力也是因为有要求，所以佛陀教导

我们不贪、不瞠、不求、不自私、不自利。" 
 
指了指屋外的天气，快慧比丘说："天气热也是压力。"我们又不能改变天气，该怎么

办? "能!每个人没有贪嗔痴就能。"与同事一同向快慧比丘顶礼退下，才一转身就听到

他对身边的弟子打趣说："看，他们给我压力了。"常保一颗幽默的心，或许就 是快慧

比丘面对压力的办法。 

 
 
采访、吴慧斌 摄影、雨晴 资料来源、福报第 22 期 1/7/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