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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记福居士 

无远弗届的多媒制作人――访张记福 

 

佛教的弘传，是历经一代又一代的佛弟子沥心血、淌汗水，秉著对三宝的感恩，以积

极诚恳的精神，把佛教散播予一切有缘众生。  
 
科技的推陈出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互通资讯的方式。为了扩散

佛教的法音，应时改变散播佛教种子的方法，以智慧和不同的媒体落实古德「人 能弘

道，非道弘人」的遗教，已经成为至心传播佛教的佛弟子们所必需掌握的技巧了。  
 

负笈台湾修电视艺术的张记福，自 10 年前接触佛教，就开始将一篇篇的佛教故事拍摄成

录影光碟。他虽然不能将佛陀的生活还原，把佛陀的慈音悲容传送到每一位佛弟子面

前，但却把佛教的法音传播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增强了有缘者学佛的信念。  

理想：音声佛事、影像弘法 
张记福为佛教组织录制和拍摄影像光碟，源自于他对佛教的信念。时光的消逝，并没有

将他为佛教录制光碟的热忱降温，反之，他是越做越起劲；做得越起劲，就越觉得佛教

是不可思议的。 

张记福是被太太引入佛门的。他的爱妻李水莲是本地文艺歌曲的知名演唱者，为一名虔

诚的佛教徒。那时候，张记福总觉得太太学佛的方式好像是外在形相比内在心相多，因

而他这知识份子，断然论定太太的这一套法门并不适合他。 

他最初接触的佛教团体，是透过清莲堂依修法师的介绍，而结下佛缘的八打灵佛光文教

中心。 

他说：「是依修法师告诉我，佛光文教中心即将成立启用，我才到这个佛光山道场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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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当时，只我觉得这个道场非常庄严，因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早期从事电视制作时已有机会接触佛教，但当时的机缘还未成熟。」 

过后太太李水莲曾带了一些佛教典籍回家给他阅读，他才发现佛教并非完全讲求外在形

式的，从此开始主动了解佛教。 

张记福和其他大专生一样充满抱负，他学习电视艺术的理想，就是要将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落实到自己所喜欢的事业上。所以，他一接触佛教，就发心以多媒体技术为佛

教弘法，尝试以音声影像将佛法介绍给大家。 

他与佛光文教中心结下一段善缘之后，曾经为大马佛光山录制了一系列的「有声佛

书」，包括星云大师的《星云法语》、《星云说偈》和《星云禅语》，还有《佛教儿童

故事》、《谈空说有》、《谈天说地》、《谈因说果》、《谈情说爱》、《十大弟子

传》和《释迦牟尼佛传)等有声书。 

之前他的制作以有声光碟为主，随后，他于 5 年前开始和南方唱片机构的「香光缘」合

作，陆陆续续的制作了一批佛教影像光碟，大部分是经咒、佛曲和佛教音乐作品，有约

30 张。 
 
最近 2 年，他与怡保净宗道场的法宣法师结了缘，将法师弘法过程全部录制成影像光

碟，配上广东话和中文字幕，流通到中国的广州一带及一些西方国家的道场。 

除此之外，他也协助净宗学会将净空法师的影像光碟配上福建音，配音员正是本地知名

的空中主播郑荣。 

此后，他把录制电视作品的工作扩大到影音多媒体光碟和卡带，并为净宗学会录制了

《净影录》的系列光碟，至今正在录制第 5 辑。 

张记福的时间表都排满了光碟的录制工作，他结束净空法师的弘法录影后，又在 4 月和

5 月份，随法宣法师到东马的山打根和香港录制弘法过程。 

他说：「我在 3 月份期间，除了为净宗学会录制光碟，也为十五碑锡南佛教会录制达摩

难陀长老的《佛教的信仰》影像光碟。」 

在这之前，他也依据李炳南老师的著作，制作了一系列儿童读经和儒经的影像光碟，包

括《三字经》、《弟子规》和《常礼举要》等。 

制作：学以致用、广结善缘 
张记福完成这一系列的制作后，发现自己的孙女儿竟是最忠实支持者，每天都要看一遍

才肯罢休。这也令他省悟，原来影像光碟也是儿童教育的最佳媒介。 



3 
 

他早期的制作多为录影带和佛曲卡拉 0K，后来太太李水莲和她的一群学生在马来西亚佛

光山的推动下，举办了—项以《曲传佛音》为主题的文艺歌曲演唱会，和一班本地歌艺

爱好者巡回了几个州，他才开始随团录制了一些实境的影像作品。 

1999 年他参与了《释迦牟尼佛传》的演出，就在制作佛教录影作品之余，开始在台前台

后，协助推广佛教艺术的活动，并开拓佛教影片制作的事业。 

其实，张记福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和艺术工作者。他和国际名导演李安是同期的同

学，他在大学修电视艺术，李安当时是修电影的，2 人课外曾经—一同搞过电影和戏剧

制作。毕业后，张记福回国，李安则去了美国发展。 

年前，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风靡全球，他才知道这位老同学已经在好莱坞占有一席

导演的地位。 

张记福的名气虽然不如李安，但是他在 3 年前，也受台湾了凡基金会所托，到中国拍摄

了一部《了凡四训》的影片。他们在北京租影城共拍摄了 2 个星期，并且在那儿完成配

音。整部影片的制作，包括在本地摄镜，共花了了、8 个星期，摄影人员全是本地人。 

他拍摄这部影片时觉得新奇。他说，以往大家所看的，都是《了凡四训》的书本和卡

带，并没有看过影片，「袁了凡」这个人物并没有蓝本。因此，他在拍摄这合影片前共

面试了 4 个演员，才选中主角的。 

 
张记福(左四)随新山阿弥陀佛莲社的悟闻法师参访佛光山  

张 记福以录制光碟广结善缘后，技术也不断提高。完成《了凡四训》影片制作不久，新

山阿弥陀佛莲社的悟闻法师即邀请他依据书籍上的资料，录制《放生问答》、 《素食的

利益》以及《如何避免刀兵劫》的影像光碟系列。为了普及佛教光碟的流通，《了凡四

训》和《放生问答》随后也制作了英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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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他又花了 1 年时间，尝试用电脑的 3D 动画，配合真人演出，制作了一部《长寿

经》。 

他本身也参与了《长寿经》的演出，在剧中饰演波斯匿王。他坦言在这次参与中获得了

许多乐趣，过程中却也曾面对一些难题。为了设计波斯匿王的服装，他们邀请了一位印

度布商提供意见和材料，而其他道具的制作也都费尽心思。 

净宗道场最近邀请他制作一部《现世报应》的佛教电影。故事是说一位民国初年的大慈

善家，虽然发心行善，但却因为过去所犯下的罪障而堕落地狱。这位大慈善家之所以下

地狱受恶报之苦，是因为他在做官时曾经贪污，而且害苦了无数的贫穷百姓。 

 
张记福在《现世报应》中老住持扮相 

这《现世报应》的影像光碟于 2003 年 4 月间已面市，主题曲是由本地年轻歌手黎胜平主

唱，而张记福本人在这出影片中客串一间寺庙的老住持，向大慈善家讲述了因果的道

理。 

张记福说，他已经很久没演戏了，曾有许多人邀请他东山复出，都被他拒绝了。但是，

参与这出影片的演出，却令他兴致勃勃，而且希望佛教界中各阶层人士及朋友都能欣赏

这合影片。! 

他也寄以厚望，愿大众能从这部因果轮回的佛教影片中，理解到佛教最基础、最原始的

教义。 

值得一提的是，张记福所创办的「静觉坊」，是本地唯一的佛教多媒体制作单位。他非

常庆幸自己可以「学以致用」，把自己有兴趣做的佛教作品，通过多媒体科技与大众结

缘。 

修持：解门人道、行门念佛 
张记福从最初接触佛教，亲近道场，到发心学佛，只以他电视艺术的专长为佛教奉献，

并没有奠定修行的根基。一直到朋友介绍他聆听净空法师弘法的卡带之后，他才认定净

土法门适合他，而进入修行的门殿。 



5 
 

当时净空法师的弘法流通品，才刚刚进人大马。于是在大约 6 年前，他和朋友一同发心

成立了「马来西亚净宗学会」。虽为创始人之一，但一直被制作的工作缠身，完全没有

时间参与该学会的活动。 

他说，他喜欢从解门学习佛法，因此喜欢听经和研究经论。由于看书的时间少，他唯有

尽量争取时间在车上听经。在行门上，他唯一的功课，是不计时间、地点地念佛。 

他为自己有机会从事佛教多媒体光碟的录制而感到幸运。因为他没有时间像其他佛友一

样去道场，只能在工作期间，一边录制，一边学习和体会佛陀的言教。 

这些年来张记福默默地为佛教奉献了他的智慧和时间，蓦然回首，才惊觉自己已为佛教

界制作了那么多的多媒体作品。 

学佛唯一让他感到奇妙的，是愿力的不可思议。 

他说，「这些年来的多媒体作品都是我在 7、8 年前所许下的愿望，如今它都一一的实现

了。」 

「我希望和佛教道场配合，一同制作佛教光碟的理想已如愿了；而制作《现世报应》这

影片，也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如今也已成事实。」 

 
大部份时间都奉献于制作室，张记福一面工作一面学佛 

从最初利用简单的录影器材制作光碟，到今天拥有全套完整的器材，张记福直言是他不

断结缘的成果，众多善缘的成就，他内心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为了回馈和推广佛教，他为佛教团体制作光碟时都尽量减低收费。只期望从录制一片片

光碟的过程中累积功德，得到法喜，从而体悟佛陀言教的广博精微。 
 
书本、卡带和光碟是 3 种不同的媒介，看书、听卡带和看光碟究竟有什么分别，张记福

如何选择弘传佛法的媒介呢? 

张记福回答说：「看书、听卡带和看光碟，其实各有不同的享受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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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可以跳过一些章节，选—择自己喜欢的部份来看；卡带的音声；以及光碟的影像

效果，可让一些识字不多及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也有聆听佛法的机会。 
 
卡带可以在车上一面开车一面听，光碟呢，就一定要对著电视机，才能产生影像效果。

因此，书籍、卡带和光碟 3 者之间，是各有优劣，各自精彩的。」 

影像光碟的另一优点，是可以将法师讲经过程和整个活动经过拍，录下来，让无法亲身

参与者，可透过影像感受如亲临现场的感觉。 

张记福觉得，把书本的内容化为影像，也比较容易深入佛友的心中，对佛法的传播更有

效益。 

从事佛教多媒体多年，张记福深感佛教教育的题材是取之不尽的。因此这一条走向高科

技的制作路程，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失去时间学佛的张记福有一个心愿，晚年不想含饴弄孙，而希望有一位接班人继承其事

业，让他有更多时间诵经念佛，弥补年轻时没有时间修行的缺憾。 

远见：绍隆佛种、续佛慧命 
谈到佛曲创作接班人的问题，他说，目前国内虽然有佛曲创作，但还没有培养出新生代

的作曲人。他也表示，佛光山最近所主办的佛曲创作比赛，有助于营造本地的佛曲创作

风气，以培养新一代人才。 

张记福在大学修的是电视艺术，以及稍后在电视台服务时，累积了许多戏剧表演的经

验，因此他参与《释迦牟尼佛传》的舞台剧演出，是得心应手的。他不但在剧中扮演净

饭王的角色，而且还在剧中演唱了几首歌曲。 

 
张记福的波斯匿王扮相，旁为契女陈秀莲 

他过后随大队到南非表演，也为他的人生留下一个不灭的记忆，而且对南非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 

还没到过南非之前，他还以为南非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但是，南非一些城市不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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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繁荣，而且有许多景物是非常美丽的。 

他还说，有机会，一定要重访南非。 

他们在南非表演的第 l 站，是在佛光山的道场，也就是非洲第 1 个华僧道场的南华寺。

过后在南非首都约翰尼斯堡的一个歌剧院表演时，大部份观众都是当地知识份子。 

提及南非的风光和魅力，张记福更忘不了中国大陆的名胜和佛教道场。众所周知，拍摄

影像光碟都需要优美景色作为背景，为了取景，他走遍了港台佛教道场，但自从到过中

国佛教各大名山之后，他就爱上中国了。 

他觉得在港台的佛教道场太观代化了，大部份道场都是钢骨水泥建造的，中国大陆的道

场却非常纯朴，风景怡然，上百年历史的寺院古刹处处皆是。因此他发现中国的道场更

适合作为录影取材之用，以致他对中国的迷恋也就加深了。 

中国美好秀丽的山河大地，丰富了张记福制作的灵思，也开阔了他对佛学的识见，为他

的工作注入独特的意义，诚属可喜。 

《法 华经》偈语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张记福

虽然失去学佛修行的时间，但他以多媒体制作供养三宝及大众，其功德实在比散心 称佛

可贵得多。但愿他以充满法喜的心情，为发扬佛教继续制作内容及意义充实的多媒体作

品，让全球各地佛弟子齐享他的法乐与愿心! 

 
电视艺术系出身的张记福，对户外取景特具慧眼  



8 
 

 
摄影是张记福的兴趣，也是他的工作 

 
 

专访、陈来安 照片提供、张记福 《普门》第 41 期 2003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