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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法居士介绍 - 蔡明田 

 
 
古晋佛教居士林林长蔡明

田，生意做到那里，佛法

带到哪里。  

蔡明田居士简介 

蔡明田居士一九四五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专修会计课
程，并实习 于香港商业管理。二十四岁服务于商业界，曾任古晋
中华工商总会会长、砂拉越 中华工商联合会署理会长 、马来西
亚中华工商总会中央委员。数个商业团体及社 团、公会会长及重
要职位，砂拉越篮球会会长 、砂拉越象棋公会会长、古晋中中 
校董会副会长，担任古晋市市议员四年，被委为马来西亚防毒品
协会委员 。一九 七一年创立古晋佛教居士林并担任林长，而开
始佛教事业的活动。  

因为从商之方便环游世界各国，参加国际佛教会议，商馀访问各地之佛教组 织，对当今
高僧大德的德行，目睹耳闻因而深入佛教的活动工作 ，推动佛法。前 后组织了菩提幼
儿园、文殊图书馆、佛陀文教基金会、施医赠药所、 普贤慈济福 利中心、居士林文艺
团、蝉剧团、弘法团 (  中文、英文，密宗三组织 )  ，火葬场 、殡仪馆及佛教新村。定
期出版刊物有：法海月刊(佛教刊物)、菩提天地 (儿童刊 物)及居士林会讯。   

        三十多年来在古晋地区举办了许许多多之佛教活动，率领佛教访问团造访许 多国家
并亲近当代高僧大德。  

        蔡居士对佛法深入领悟，著作有：《居士佛教》、《素食与人生》、《佛像 史话之
源》、《护法文集》、《居士佛教展望二十一世纪》、《正信的佛教与邪恶之争》、
《殊胜藏传佛教觉曩派历史背景》、《佛说四十二章经》、《葬事葬 礼之改革》等书。
常期以来也在佛教刊物及报章发表评论及论文。  

        佛教新村的概念，是古晋佛教居士林，今后十年为佛教发展的重点。佛教新 村之概
念是融合生、老、病、死，人生生活活动的中心；真正的把佛教世间化，推动人间佛教
理念。尤其在现代的社会里，佛教的发扬工作除了在城市同时也应 走入乡村；通过弘
法、布施、济贫扩展佛教活动领域，使佛教深入民间，利益众 生。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ChaiMingTian/cmt01-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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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居士与台湾华梵大学创办人晓云导师(中)合摄。 

 

 
蔡居士与前中国佛教总会主席赵朴初大德留影。  

 

蔡明田经商不忘佛法   时时推行居士林 

佛法不离世间觉，但许多现代人为生活汲汲营营，扬言：「  要我学佛，没时 
间！」   古晋佛教居士林林长蔡明田是个商人，业务遍及国内外，繁忙的商务之际 ，还
投身在居士林，带动在家居士积极护持佛教。生意与佛法，如何兼顾？ 如何融会？  

        “  没有时间是骗人的 ”  常为事业而奔走各地，还常在旅途中写稿到凌晨 1 、2  点的
蔡明田认为，再怎么忙还是有吃饭，睡觉，消闲的时候，其实只要善於安排，学佛、禅
修是可以办到的。蔡明田的时间是在车上  、飞机上 、机场等 飞机的时候挤出来的。下
班後，不去不必要的应酬，把时间留来看佛书或是写文章。 每到国外经商时，他都会抽
空拜访当地的佛教团体。  

建庞大佛教新村      

        蔡明田成立古晋居士林还是经商的因缘呢！明田年纪轻轻便跟著叔叔学做生意，担
任砂劳越仁和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一次机缘下，他认识了西马建筑商王振教。在王振
教的解说下，他一改以往将佛教与民间神道混淆一体的错误观念。  

        王振教鼓励蔡明田成立一间佛教居士林，让更多的人认识正信的佛教。为了增加蔡
明田的信心，王振教还带他到新马两地拜访高僧，包括宏船法师、广义法师、广馀法
师、长海法师、慈宗法师及广恰法师。在槟城妙香林拜访广馀长老时，长老带蔡明田到



3 
 

後殿选了西方三圣的佛像给他，并於 1971 年正式申请成立居士林。  

        今天的古晋居士林不止拥有本身的会所，管理组织亦非常庞大，执委会属下有弘
法、福利、辅导、教育、青年及妇女等 13 个小组。居士林一年 365 天，每天从早上 6 
时开放至晚上 10 时，各式活动适合不同阶层人士。居士林新发展方向是建造一个佛教
新村，占地 20 英亩。目前第一阶段的工程已完成，这包括东马第一家自动火化场、冷
气殡仪馆、弥陀院及安放骨灰的舍利塔，耗资超过 500 万马币。接下来还会建可容纳
20 个家庭的住宿楼、餐厅、供退休人士活动的乐龄中心等等，提供居民一站式的服务。  

受晓云法师感化  

         1982 年，在已故白圣法师的邀请下居士林组团到台湾参访，其中一站时到台北阳
明山中国文化大学，访问在大学任教的晓云法师，从此与法师结下不解之缘。  

        「   归依晓云法师後，我才真正开始学佛，之前都是以搞社团方式从事佛教工作。 
我看导师的著作、聆听她的教导、导师的身教、言教对我感化太深，导师对佛教事业的
热诚，启发 了我投身佛教，我想跟随导师的足迹，为社会、为众生，体现身为佛教徒的
喜悦。 」  谈起这位华梵大学的创办人，他的语气是无限钦佩。  

        蔡明田曾主办晓云法师的清凉画展，为华梵筹款。在晓云法师的指导下，蔡明田写
了第一篇佛学论文，并在 1984 年的第四届世界佛教教育研讨会上发表。学习佛法的热
忱被启发后，他精进用功，读了许多近代佛教大师、学者的著作，还改掉了许多生意人
的不良习气。  

 江苏居士林讲经 
  
       蔡明田鼓励在家佛教徒组织居士林，因为居士是佛教的基础。有了在家人的护持，
出家人少为世俗琐碎之事烦恼，比较容易修行。他强调，在家人除了护持，本身的修行
也很重要，不要以为出钱、做义工就是佛教徒，若不懂得佛理，没有进修，并不能称为
居士，只是佛教的支持著，拥护者。  

        个人的力量有限，发心也不容易长久，若能集合众缘，就把佛法推广到全世界去，
源远流长。居士办活动并非与出家人对立，而是分担重任。  

        为了引导在家除学佛者，及肯定居士对佛教的贡献，蔡明田写了《居士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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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居士佛教扮演的角色》。想当年王与楫等先贤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间佛教
居士林，晋 20 年来，华东、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 40 馀间居士林。蔡明田近年来不断
加强与各居士林的联系，促进双边的交流，曾应邀到江苏省常熟市支塘佛教居士林宣讲
《四十二章经》。  

        走过中国多地，蔡明田发觉有些寺庙、佛像都很大，但缺乏佛书、弘法讲座。
「  这些只是表层、外衣、没有佛法，还不算是佛教。 」  

       有一次，他在北京与一群科学家吃饭，其中一位物理学家刚刚到庙里以 300 元点了
一支大香，他问蔡明田：「  中国人点香保平安，你      看我这样做好不好？ 」  蔡明田
回答说：「 不好。您是科学家，请以科学的角度想一想，点香真能保平安吗？世上那有
那么便宜的保险？ 」  

        又有一次在华南无锡的一间古庙里，蔡明田看到一个老婆婆在烧香，一次就是插一
大把，蔡明田告诉她： 「 这么一大把香烧完了就没有了，不如你多来几次 ，分几次
烧。 」 他的一位朋友听他两种说法，十分疑惑。蔡明田解释道： 「  否定 科学家烧香
的功德是因为我希望他能深入佛法，但对於村妇，她的知识水平有限 ，唯有加强她对佛
教的信心，增加她解触善缘的机会。 」 观机逗教，为的是让不 同根器的人都能受用到
佛法的好。  

        为佛教奉献，30 年如一日，蔡明田的心得是：佛教事业是时时刻刻、积年累 月才
能完成。世间事业是为了维持生活，佛法是为了提升生命，蔡明田鱼与熊掌兼得。 

《摘自：福报 第 1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