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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人物介绍 -   昭坤帕拉惹细蒂坤 

 

 
每年的 6 月 17 日庆祝生日，其信徒伏在地上让昭坤踏过以求祈福。 

彭亨佛教会举行新会所落成开幕及汉白王大佛像开光时，礼请佛教三大系(巴利文系、汉文系、

藏文系)四大传承(华裔、泰裔、斯里兰卡、西藏)的法师主持。  

随父亲出家 
为佛像开光原是汉文系佛教的传统。但是，代表巴利文源流的昭坤帕拉惹细蒂坤(Chaukun 
Phra Raj Sithikun)和藏传的第八世多松仁波切却坚持要参与其盛，并「入乡随俗」以镜子和毛

笔点朱砂颂经加持。他们对教团的尊重、对信众的慈爱、对因缘的随 顺，在在都表现出智慧

与慈悲。 

82 岁的昭坤远在吉打 Kodiang。主办当局原建议提供飞机票，让他与其助理苏国运居士前来，

但昭坤坚持要让寺里的法师连袂前来随喜，而且要集体行动。因此他们是共乘一辆客运车，

历时 14 小时车程前来。此一简单的行动，怎不让人对泰裔僧侣的团结和合及大悲行动感动? 

昭 坤帕拉惹细蒂坤 l919 年 6 月 17 日出生於吉打州普达(Mk Putat)，是道地

的泰籍马来西亚公民，自小由慈母养育并教导泰文和佛法，其后在文也南

佛寺(War Boonyaram）学习。20 岁时，昭坤随同父亲一同出家。原本打算

只是短期出家三年，但是因为寺内其他小孩子需要他教导泰文及佛法，所

以他便留下。日 本南侵时，寺里的住持忽然还俗离寺。原本打算离开寺庙，

赴泰国留学的昭坤在当地居民的挽留下接任住持。当年他仅 23 岁。从此他

一边学习处理佛寺事务，一边 自修佛法。遇到难题时，他便到泰国去请教

长老。一晃眼间，他在文也南佛寺已逗留了逾 60 年。 

在长达 62 年的僧涯中，昭坤始终坚守岗位，弘法度众。多年来接引了许多人修学佛法，也剃

度了众生出家修道。他的坚持，为他带来了许多人的尊重及荣耀，这包括： 
1947 年吉打州苏丹封赐 Prakru Pakika； 
1949 年苏丹再赐于 Praku Sophon Sangkakan； 
l962 年泰国国王封赐 Prakru Visukthisilayan； 
l970 年受封赐第二级 Prak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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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泰国国王赐于 Chaukun Visuthisilakun； 
l996 年受泰王封赐 Chaukun Phra Raj Sithikun； 
同年泰国著名大学朱拉隆功大学颁子名誉哲学博士。 
泰国是佛教国家，佛寺有 3 万多所，僧人约有 40 万人。 

出家人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辈分可按 kru、Prakru、Chaukun、Somdej 划分，其中 Somdej 是
副僧王，Rhong Somdej 是助理副僧王。泰国僧王叫 Somde Sangkarat，底下还有 8 位副僧王。

昭坤也有 5 级，Prakru 有 6 级。 

珍惜每一天 
在马来西亚，泰佛寺约有 80 间，主要散布在吉兰丹和吉打，出家至少 3 个月以上的人数约

200 人。要在泰佛寺出家，得由至少 5 位比丘当戒师，并由受泰国僧王 授权的昭坤主持剃度

及颁予出家证。我国目前有三名昭坤，都是在吉打(阿罗士打、本同、Kodiang)，其中以昭坤

帕拉惹细蒂坤最资深。我国的泰佛寺所有 住持都得由昭坤委任。 

昭坤现任马来西亚僧伽会主席。僧伽会的任务包括团结个别传承的出家人，筹办国际佛教大

学，训练僧人如何看护病人和教导信众等。 

对于经常在我国各地发生的假和尚事件，昭坤深表关注。他再三的吁请信众遵守佛教戒律不

要布施金钱给托钵的出家人，也不要在午后供养食物。如果发现可疑者，可以向当局投报。

昭坤表示，唯有通过教育，在僧信和合下，才可以杜绝假和尚事件。 

与昭坤交谈，得用福建话。在讲到一些较理论性的课题时，他用泰文，再以浅白的福建话略

为解释。问他年纪已那么大了，可还有什么愿望? 

昭 坤郑重地说，人没死，便要珍惜在世的每一天，好好学佛，也好好奉献佛教。对他而言，

年龄完全不受他考虑。我不禁想起印顺导师的一生总结：「我如一片落叶， 在水面上流著，

只是随因缘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地沉下去。」大修行者，大概就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透

视因缘、无我。 

 

 

 

 

   
 
 
 
 
 

昭坤与其他传承法师主持彭亨佛教会之开光大典                       昭坤率众赴台参加世界佛教僧伽会 

 

 

《撰文：黄先炳 福报第 8 期 2001 年 3－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