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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一代高僧——香林上人 

謝愛萍 

自由研究員 

摘要 

香林上人俗姓李，別號緣會。公元 1886 年生於福建仙遊。年輕

便立志出家。1904 年 18 歲的時候在福建莆田龜山福清寺出家。當時

福清寺的殿堂殘破，香林上人與數位同道被派往越南募化。隔年香林

上人將募化所得的義款攜回龜山復命。後來再度出國到南洋弘法。 

1914 年平章上人受邀出任馬六甲青雲亭住持。香林上人也隨同幫

助管理亭務。15 年後，香林上人接任青雲亭住持，是年為 1929 年。

香林上人接管青雲亭後，著手內整亭規，外弘法化。深得各方善信支

持。 

香林上人一生度化群眾，其教導後學諄諄善誘，使受教者如沐春

風。其所施行的教育是德育重於智育，身教重於言教。香林上人一生

律己甚嚴，待人以寬，慈悲為本，方便利人。所以很多人都樂於與之

接近，也因此得以化導了無數的信徒。在當時的馬六甲，他被稱為「萬

家生佛」。 

由於香林上人德高望重，所以被龜山福清寺兩序大眾公推為龜山

祖寺方丈。他對於龜山祖寺的重興事業貢獻很大。本研究計劃將著重

於研究香林上人的一生及其言行，以及其影響與貢獻。 

關鍵詞：莆田龜山、臨濟正宗、叢林、馬六甲青雲亭、香林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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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able Xianglin 

－Eminent Monk in Malacca 

Oai-Peng Chia 

Independent Research Scholar 

Abstract 

The Venerable Xianglin’s family name is Li. He has another name, 

Yuanhui. He was born in 1886 at a place named Xianyou in the Fujian 

Province in China. Since young he was determined to become a monk. In 

1904, he became a monk at Fuqing Temple which was at a mountain 

called Guishan in the township of Putian in the Fujian Province. The 

temple then was very run down. Xianglin and other young monks were 

sent to Vietnam to collect donations for the temple. In the following year, 

Xianglin brought back the donations and was then sent to Nanyang to 

spread Buddhism. 

In 1914, Venerable Pingzhang was invited to be the chief venerable 

of the Malacca Cheng Hun Teng. Xianglin became his assistant in the 

management.  In 1929, Xianglin succeeded him and became the chief 

venerable. Xianglin then rearrange the temple rules and was active in 

spreading Buddhism. He received warm support from the followers. 

Xianglin spent his whole life teaching Buddhism to the people. His 

teachings were easy to understand. He placed importance in moral 

education than knowledge education. He also practiced loving kin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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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aching by example.  He was strict to himself but generous and 

considerate to others. He was very popular and had influenced many 

people. He was nicknamed the “Living Buddha of Ten Thousand 

Families.” 

Xianglin had contributed tremendously to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Fuqing Temple in Guishan. The Fuqing Temple committee 

then installed Xianglin as their Chief Monk due to his prominence. 

Keywords: Putian Guishan, Linji Zhengzong, Forest Monk, Malacca 

Cheng Hoon Teng, Xianglin Jue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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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林和尚 

一、生平與時代背景 

（一）生平 

香林上人（1886-1937）別號緣會，1俗姓李。曾經擔任馬六甲青

雲亭以及福建莆田龜山福清寺住持，莆田仙遊佛教四眾弟子都稱上人

為「林公和尚」。公元 1886 年（清朝光緒 12 年農曆 2 月初 2）上人

誕生於福建省仙遊縣石馬烏頭村。父親早逝，母親王氏寡居，撫養兩

個兒子長大。上人是次子。上人自幼即表示有出家意願。1904 年 18

歲的時候獲得其母的同意在莆田龜山福清寺出家。2當時福清寺的殿堂

建築殘舊破損，上人出家不久，即與數位同道被派出國往越南募化。

隔年攜帶所募化之義款回莆田龜山福清寺復命。隨後又再次受命出國

到南洋弘法，自此上人長期在外，足跡遍布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1 福建莆田龜山福清寺殿宇上所署「住持香霖重建」即香林上人。 
2 另一說是 19 歲，那是根據中國人習慣的说法。兩種說法都是 1904 年出家。

金明大師的《先師香林上人簡介》即採用第二種說法。楊美煊 2006，頁 111。 



 
 
 
 
 
 
 
 
 
 
 
 
 
 
 
 
 
 
 
 
 
 
 
 
 
 
 
 
 
 
 
 
 
 
 
 
 
 
 
 
 

 

馬六甲一代高僧——香林上人  63 

 

三地。1914 年上人到馬六甲協助其師平章上人打理青雲亭事務。後來

被名僧慧賢請赴印尼爪哇廖內寺中任其助手。由於上人辦事俐落，成

為慧賢法師的重要助手，自此多年協助慧賢法師。當馬六甲青雲亭的

主持平章上人染病在身時，曾經修書至廖內要求上人回馬六甲接任工

作。根據文字記載，慧賢法師因為不捨得得力助手離去，因此沒有把

平章上人兩次修書之事告知上人。3至平章上人病危時飛書廖內囑上人

回馬六甲接任住持職位。根據文字記載，上人如此焦急固然因為自知

病重必須後繼有人，也因為不想讓寺廟產業落入他人之手。4至此慧賢

法師不敢再有所隱瞞，乃告知上人。上人回到馬六甲後，平章上人即

辭世。1929 年上人接任青雲亭住持，並修書祖寺福建莆田龜山福清

寺，除告知有關接任青雲亭住持之事，還囑祖寺大事修茸重建殿堂，

因為上人決定大力捐輸祖寺重建工程。在擔任青雲亭住持期間，該亭

成為莆田龜山福清寺的經濟支柱協助該寺的修建工程，把福清寺建得

宏偉壯觀。上人後來被福清寺兩序大眾公推為莆田龜山祖寺方丈。 

1937 年，正值壯年的香林和尚患上重疾，於 11 月 16 日圓寂於馬

六甲青雲亭。享世壽 51 歲。靈龕出殯當天各方善信送殯的行列長達

數公里。上人圓寂後 7 日，其遺體在馬六甲舉行荼毘。不久馬六甲青

雲亭派人專程護送上人骨灰回莆田祖山，並葬於後潭仔祖師塔。龜山

祖寺兩序大眾後來公議決定，以上人道德之高，及其對龜山近代中興

貢獻巨大，因此塑上人法相一尊，與其師祖成慧、妙性塑像並列供奉

在龜山祖堂。據文字記載中國文化革命期間三尊塑像都被毀了，至今

已經重塑，並且依然被祀。5 

                                                 
3 楊美煊 2006，頁 111。 
4 同上註。 
5 同上註，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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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圓寂後，其座下弟子金明大師、金星大師等，繼承遺志，各

自積極弘法，並建有香林學校、香林幼稚園、香林覺苑、香林寺等寺

廟教育單位以揚其盛德。至 2009 年慶祝衛塞節的時候，馬來西亞中

文報章報導馬六甲將物色道路並以金明法師名命名該道路，以資紀念

金明法師的貢獻。 

（二）時代背景 

1886 年上人誕生之時正值清朝末年。據何丙棣關於中國 1386 至

1953 年人口的研究，中國在 1850 年的人口已經達到 4 億 3 千萬。人

口的大幅增加導致耕地不足，一份有關太平天國的研究指出清朝末年

備受人口壓迫以致 1833 年的人均耕地只有 1.86 畝。6除了人口壓力，

清朝末年還面對天災人禍等問題。據何丙棣統計，清朝統治的 267 年

間，湖北省就經歷了 440 次的旱災以及 1036 次的水災，平均每 66 日

發生一次天災。71877 至 1878 年中國北部與東部地區發生嚴重旱災導

致了 5 至 6 百萬人口失去家園，其中不少死於飢荒。8清朝末年的種種

問題還導致米糧價格飛漲，例如湖南省的米糧價格自康熙時候的每石

2 至 3 錢至乾隆時代的每石 5 至 6 錢，131 年間也不過漲了一倍。到

了 1899 年，福建省與浙江省的米糧價格已經漲至每石 70 錢。9這一年

正是上人年方 13 歲之時。19 世紀末年 20 世紀初，正值上人青少年時

期，清朝末年苛捐雜稅繁多。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敗北，賠款重擔也加

重了農村人民的負擔。以上種種情況導致當時的中國農村人民生活困

苦不堪。 

                                                 
6 羅爾綱 1949，頁 40。 
7 何丙棣 1959，頁 292-300。 
8 同上註，頁 231。 
9 顏清煌 1986，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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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清朝末年人均耕地面積 

年 份 人均耕地面積 

1753 3.86 畝 

1812 2.19 畝 

1833 1.86 畝 

表 2：清朝湖南、浙江與福建米糧價格落差 

年 代 每石米糧價格 地 區 

康熙（1662-1722） 2-3 錢 湖南省 

雍正（1723-1735） 4-5 錢 湖南省 

乾隆（1736-1795） 5-6 錢 湖南省 

1899 年 70 錢 浙江省、福建省 

上人的時代正值大量中國人自福建與廣東兩省南遷並僑居東南

亞一帶的時期。當時西方各國勢力如荷蘭、英國、法國與美國等在東

南亞進行殖民統治。其中英國人自 1786 年在檳城取得立足點，1918

年在新加坡登陸，更於 1824 年以巴達維亞（今日之爪哇）自荷蘭人

手中換取了馬六甲。英國人因此得以在馬來亞與新加坡進行殖民統

治，直到 1957 年與 1959 年馬來亞與新加坡先後各自獨立為止。 

在 19 世紀中葉之前，已經有中國人定期來到東南亞一帶進行貿

易，有者並且僑居在東南亞各地。1673 年已經存在的馬六甲青雲亭足

以證明當時的馬六甲已經有了華人社區。10英國殖民地時代因為進行

經濟種植以及開採錫礦需要大量勞工，因此在鴉片戰爭中獲得勝利之

                                                 
10 馬六甲青雲亭石碑所載，該亭倡建于明朝隆慶年間（1567），改建成于龍

飛丙戍年，即康熙 45 年（1706），重修于龍飛辛酉年，即嘉慶 6 年（1806）。

楊美煊 2006，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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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戰敗國中國簽訂條約，要中國允許其人民出國到南洋工作。自

1850 年之後中國人因為國內的生活壓力，同時南洋具有一定的吸引

力，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不得不離鄉背井地大量到馬來亞與新加坡進

行勞力工作。1914 年上人來到馬六甲協助其師平章上人打理青雲亭

務，至 1929 年接任青雲亭住持，馬六甲已經有超過 1 萬的華人人口。

1937 年上人圓寂的時候馬六甲已經有超過 6 萬 5 千的華人人口（見表

3）。 

表 3：馬六甲華人人口數目與百分比11 

年 代 全部人口 華僑人數 百分比 

1750 9,635 2,161 22.43% 

1766 7,216 1,390 19.26% 

1812 19,627 1,006 5.13% 

1842 46,097 6,882 14.93% 

1860 67,267 10,039 14.92% 

1931 186,711 65,179 34.91% 

1941 236,087 92,125 39.02% 

二、出家因緣 

上人 18 歲出家，時值 1904 年，相傳上人早年到龜洋出家有一段

特殊因緣。傳說上人父母成婚多年都沒有生育。上人祖父是在家佛

子。因為求孫心切而到處問神求佛。一日他在鄰村後井寺，向觀音菩

薩祈求賜予孫兒，並發願他年捐資重建寺宇；又說若賜生二孫則令一

孫出家為僧助興法門。許願過後在 4 年之內連獲二孫。上人祖父因此

時常將夙願掛齒，上人父親則認為須待兒子成長之後才自行決定誰願

                                                 
11 巴素 195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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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出家。據說上人幼年的時候聽聞此事之後，曾經告訴母親將來長大

之後願意出家當和尚，其父母聞言都驚訝不已。12 

上人父親逝世多年後，上人也已經成長為十多歲的青年，而出塵

之志向一直都堅定不移。當他決定離開母親以便出家時，母親也沒有

強留兒子，不過卻叫他稍微等待，因為母親要求神問卜在那間寺廟出

家為最好。上人的母親以為神佛是一家，因此一連三次往九鯉湖向九

仙求夢，想要知道應該讓兒子在哪兒出家，然而卻一無所得。後來鄰

居一位老人告訴她說佛仙不同道，求仙以問佛當然沒有結果。當天晚

上上人的母親夢見一位老僧人在門前募化，並且說道「龜爬山頭，子

當剃頭」。第二天母親把夢告訴了兒子，可是母子倆都沒辦法明白夢

中的意思。13 

大約半年之後，上人聽鄉人說莆田龜山寺正在重興，香火旺盛。

上人聽到「龜」字即心有所動。第二天就向母親告辭去龜山。上人來

到龜峰，就進入寺內探聽龜山來源。當時巧遇四公妙性在場，四公因

為見到年少的上人氣宇不凡、彬彬有禮，於是把唐朝無了祖師遇六眸

巨龜的故事告訴他。14上人當時認為故事與母親的夢吻合，於是請求

剃度出家，就此由妙性四公剃度出家。 

（一）皈依僧寺 

上人 18 歲時皈依福建莆田龜山福清寺。龜山福清寺是叢林大寺。

龜山又名龜洋山，是莆田縣境內延袤幾十里的中部主山，海拔 756 米。

龜山名稱源自唐代開山無了禪師遇六眸巨龜的故事。據楊美煊編著的

                                                 
12 楊美煊 2006。 
13 同上註。 
14 據説說唐代的無了禪師（770-867）當年爲了尋找建寺聖地而「……策杖披

榛，攀籐附葛，翻越山峰，走到山上一処平塢里，發現密林覆被一坳，好

像泉潭，其中泉水依稀可見。無了禪師將欲走向坳邊掬水解渴，迎面爬来

一只『六眸巨龜』，引領四只小龜同向禪師行禮三下，一刹那間消失無踪。

後人因此有六眸巨龜獻地與禪師的傳説。」楊美煊 2006，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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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洋古剎修訂本》描述，今日龜山福清寺的大雄寶殿左後角有一口

水井，是唐代無了禪師開山建寺之前先行挖掘的「龜泉井」，今稱為

「唐井」。大雄寶殿前右翼天然小池塘，據說當年無了禪師於池邊遇

六眸巨龜，故池塘名「六眸池」。唐末該池塘砌石為方塘並立碑於塘

畔。而後一千多年來朝代迭替更換，年久失修。楊美煊引用《八閩通

志》記載龜山的條文提到清朝時池塘已廢，「……池邊砌石崩壞，雜

草萋萋，覆被塘坳，但聞茂密的亂草中有潺潺泉流之聲，不見池水。」

20 世紀初至中葉，福清寺進行修茸與擴建工程，而香林上人貢獻至

巨，把海外尤其是馬六甲善信的慷慨布施源源不斷輸往莆田重建祖

寺。重興後的寶剎把「六眸池」改為「放生池」。15 

（二）宗脈（法名傳承之詩偈） 

香林上人披剃之時，正值龜山衍派的「香」字輩。當年妙性四公

為上人取名「林」字，是冀望上人能夠振興叢林。上人祝發出家為龜

山近代中興的 24 代，傳臨濟宗第 60 代。下列為香林上人的宗脈。16由

於資料欠缺，無從查知懷春上人和如常和尚在臨濟宗及龜山近代中興

的輩分，也尚未查到臨濟正宗第 41 代至 57 代（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5

代至 21 代）的法師名字。此外輩分的傳承與年齡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臨濟宗及龜山近代中興輩分 法師名字 

 懷春上人  

臨濟正宗第 38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2 代 

成慧和尚（二公）1852-1924 

臨濟正宗第 39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3 代 

本空 

                                                 
15 楊美煊 2006，頁 9-10。 
16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把完整的宗脈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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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正宗第 40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4 代 

妙性和尚（四公）1855-1926 

 

 如常和尚（九公）1857-1935 

臨濟正宗第 58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22 代 

平章上人 

臨濟正宗第 59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23 代 

慧賢法師 

臨濟正宗第 60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24 代 

香林上人 1886-1937 

臨濟正宗第 61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25 代 

金星法師 

金明法師 

臨濟正宗第 62 代 

龜山近代中興的第 26 代 

理証法師 

理慧法師 

理行法師 

三、佛學思想與言行 

香林上人嚴禁律己，一生精進不怠，本著六度，四攝的精神化度

群眾。有關香林上人佛學思想與言行的記載不多。從各種文字中約略

可以整理出上人的言行，從中略可窺見上人的佛學思想。然而上人一

生修行嚴謹，以本人的才疏學陋、對佛學又無所了解，所整理出來的

上人的佛學思想，恐怕反映不出一、二。有關上人的文字記錄大部分

都是和上人籌款修建祖廟有關。其實上人一生孜孜不倦以重建莆田祖

廟為己任，又忙於弘揚佛法，同時又不願意突出個人，事事尊師重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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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生沒有遺留下個人著作。 

（一）無私奉獻 

據楊美煊考證，龜山福清寺 20 世紀 30 年代所重建的建築都一概

在其殿牆石刻或者棟樑題書「住持香霖重建」。楊氏在 1950 年代為

了蒐集龜洋史料而作了不少訪談與筆記，其中一段是龜山先都監寺定

義的口述。原來自平章上人患病至圓寂後的 3 年內，青雲亭已經沒有

匯款回龜山福清寺，以致修茸與興建工程被迫停頓 3 年之久。自香林

上人擔任了青雲亭住持之後，立即重新匯款繼續祖寺的重建工程，並

吩咐興建工程一定要繼續、還提出大殿要增高、指定在放生池前面重

建天王殿，要祖寺眾人無需憂慮重建經費、唯要把祖寺建得堅固和宏

偉壯觀。接到香林上人的信以後，當時的常住因此請古建築專家繪製

天王殿圖案，並於 1931 年送往青雲亭請上人審閱。上人對該圖並無

異議，唯反對正中大石門橫額所擬書刻「住持香林重建」六個字，還

提出該署二位師祖成慧、妙性法名。然而二位師祖在世之時已經有

約：「全山誰人出資修建殿宇，即署誰名，他人不得盜取。」正當合

山大眾聚集討論此事而不得其計之時，時適在山的里中名士張琴笑

道：「三年不雨，海亦將枯。龜山停建三年，情同久旱；林和尚匯款

再建，猶如久旱甘霖，何不將“林”字加上雨頭，既合情景，將來林

和尚更有何言？」17自此之後凡香林上人匯款修建殿宇都書刻「霖」

字。久而久之，眾人都錯認上人法名為「香霖」。 

從以上所描述可見上人對莆田龜山祖寺是完全無私的奉獻，並且

不重虛名。任青雲亭住持之後雖連年不斷捐巨資重建祖寺，卻不願意

祖寺在其捐資所建的殿宇上署上其名，反而建議署上其二位師祖的法

名。唯後來祖寺在「林」字冠上「雨」表示其捐資猶如甘霖，因此所

                                                 
17 楊美煊 2006，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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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殿宇才得以署上「住持香霖重建」。18 

（二）尊師重祖 

上人類似淡泊虛名的事件不一而足。1936 年，定靜、智海等聯名

上書香林上人，請上人回祖寺開堂傳戒。然而上人卻回書謙謙婉辭，

並建議開堂為先遠師祖成慧或者其師祖妙性傳「陰戒」，表揚師祖生

前道德，至於一應費用則由上人匯寄。翌年上人示寂之前還特別匯一

筆專款作為師祖成慧和尚傳陰戒之用途。上人不但淡泊虛名，尊師重

祖，還重視所應允之事，由此可見一般。 

（三）篤行佛法無所住而生其心 

香林上人曾經面對勒索事件，勒索發生於 1930 年代。當上人資

助莆田龜山祖寺全面開展興建修茸工程的時候，由於聲勢浩大而轟動

八閩。上人因此而名聞遐邇，甚至被傳說在南洋坐擁千百萬之巨資。

上人的俗家同村有一人名叫李普，率領了一些人強迫上人的母親修家

書到馬六甲，脅迫上人在三個月之內匯寄 5 萬銀元回家，否則將上人

俗家滿門抄斬。據聞上人接到家書之後，毫不多加思索即回書龜山常

                                                 
18 根據楊美煊所編著《龜洋古刹》記載，楊美煊在 1950 年代蒐集龜洋史料

的筆記有一段龜洋當時都監寺定義的口述：「平章臥病及至圓寂後多年，

南洋匯款久斷，興建工程停頓 3 年多。林和尚任甲亭住持之後，匯款並寫

信回山，吩咐繼續興建；還指出大殿增高，天王殿移到放生池前重建；財

用不需憂慮，務必建得雄偉堅固。當時常住憑和商之意，請古建專家繪製

（天王殿）圖案，1931 年派定清送往甲亭呈和尚審閱。和尚對總體設計方

案並無異議，唯正中大石門橫額擬書刻『住持香林重建』不願接受，提出

改署成慧、妙性二位師祖法名。後來合山大眾會集討論此事，都說慧、性

二公在世時有約，全山誰人出資修建殿宇，即署誰名，他人不得盜取。時

適里中名士張琴、陳唐彬在山。二人見眾議紛紜，無可適從，張琴笑道：

『三年不雨，海亦將枯。龜山停建三年，情同久旱；林和尚匯款再建，猶

如久旱甘霖，何不將林字加上雨頭，既合情景，將來林和尚更有何言？』

張琴言畢，陳君拍案叫絕，僧眾也都叫好，從那以後凡林和尚所建殿宇，

書刻落款都寫『霖』字，久而久之，祖寺眾僧都錯認和尚法名為霖字。這

是一個歷史的誤會」（1993，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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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轉告其母說：「人生遭際存亡，都是因果所定；佛門資財豈可付

與強盜？」 

上人於是勸告其母親等全家遷居莆田且避匪患。常住也迅速派人

協助上人俗家舉家遷居至莆田城內安住。後來上人母親臨終時，囑咐

子孫將其遺體送上龜山火化，並說：「後世還生為人，我也願入佛門

修行。」說完就安然而逝。此事發生了 70 多年之後，莆田龜山寺尚

有老僧人知曉此事。 

楊美煊居士認為香林上人「篤信因果，威武不屈」，是上人面對

勒索的方式。19如果詳細思考，上人的反應未嘗不是「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的實踐。上人沒有因為匪人的勒索與恐嚇殺其俗家滿門而心亂

或者心慌。當然上人也坦然面對生死問題。至於善信的布施自然是佛

門資產而不是私人資財。因此上人能夠從容應對匪人的勒索。 

（四）循循善誘、身教重於言教 

金明大師是香林上人的弟子，在其文章《先師香林上人簡介》內

有一段文字如此介紹上人：「……其教導徒輩後學，循循善誘，使受

教者如沐春風。其所施行的教育，是德育重於智育，身教重於言教

的……。」上人的無私奉獻、尊師重祖、篤行佛法無所住而生其心等

等言行，一一體現了上人的佛學思想。上人的佛學思想簡單而了了於

世人。 

四、佛教事業與活動 

上人於 1904 年出家後，與數位同道被派往越南募化以便修建當

時已經破損急需修建的福清寺殿堂。第二年攜所募義款回龜山寺復

命。後來又受命再度出國前來南洋弘法，足跡遍布新加坡、馬來西亞

以及印尼三國。上人一生孜孜不倦為佛教弘法兼募化、集資輸往莆田

                                                 
19 楊美煊 2006，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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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寺重建殿堂寺廟，其功業遺留世人稱頌不已。 

1914 年，來馬六甲青雲亭協助其師平章上人管理亭務。平章上人

當時受邀出任該亭住持。上人後來也曾經在印尼廖內協助慧賢法師處

理寺務並任其助手。20至接到平章上人病危的飛書才回到馬六甲接管

青雲亭。上人為了弘法、為了發展祖寺福清寺的海外下院、資助祖寺

的發展而離鄉背井，終生在外至壯年而病逝。實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的具體表現。 

（五）重興龜山祖寺 

平章上人與香林和尚在馬來西亞馬六甲青雲亭駐錫的時候，也邀

請同門法裔如常九公駐錫該亭弘化。幾年後如常九公受地方善信敦

請，先後駐錫馬六甲「清華宮勇全殿」及「寶山亭」。21幾年後，如

常九公又受到馬六甲善信多次懇請，邀往「王爺宮」駐錫。如常九公

在這三處駐錫的時候，均獲得豐厚信施。如常九公因此向當時的青雲

亭住持香林上人提議派僧分管「清華宮勇全殿」、「寶山亭」及「王

爺宮」三處香火，並立為福建莆田龜山福清寺海外下院，使之成為龜

山福清寺的經濟來源之一。香林上人採納了如常九公的提議，選僧人

派往分管三處香火，後來終究因為缺乏僧才，不得不放棄信施豐厚的

該三處。 

香林上人於 1929 年擔任青雲亭住持期間，青雲亭也成為龜山福

清寺的經濟支柱。1930 年代修建工程進展非常快，重建的殿宇更加雄

偉壯觀。重建的天王殿從原基地移前近百米。高大的面牆全用青方石

建成，鐫刻楹聯、偈頌、雕琢各種裝飾圖案，風格為八閩大剎所特有。 

1929 年，香林上人接任青雲亭住持。擔任住持期間，上人內整亭

規，外弘法化，各方善信都慶幸馬六甲青雲亭住持得人。上人「……

                                                 
20 《福報》，第 9 期，頁 70。 
21 保山亭是馬六甲著名古亭。據說鄭和曾經駐足于該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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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弘法化，普及群品，興辦福利……以師祖平章上人所遺亭產為基業，

更將私囊勤儉所蓄，購置橡園、土地等產業，盡歸常住所有。」22上

人還不懈匯款回莆田龜山祖寺重建殿宇，使之重現宏偉壯觀之氣勢。

這一段描述可見上人甚有企業家精神與遠見。20 世紀 30 年代橡膠種

植業在當時的馬來亞可獲豐厚利潤回酬。當時還造就了不少富裕的商

人，而橡膠大王陳嘉庚更是其中佼佼者。上人以其私囊勤儉所蓄投資

購置橡膠園以及土地，其獲利數目必不小。而上人把所獲盡歸常住所

有，並且對祖寺重建捐輸不斷。上人對佛教事業的付出由此可見。 

上人謹嚴律己，寬厚待人，慈悲為本，方便利人。很多人都樂於

與上人親近，因此上人得以化導了無數的信徒。上人也因此而被稱為

「萬家生佛」。上人教導徒輩後學是德育重於智育，身教重於言教，

上人的諄諄善誘使受教者如沐春風。上人法駕所到之處備受緇素歡

迎。香林上人因為德高望重、言行可風，後來被龜山福清寺兩序大眾

公推為龜山祖寺方丈。 

五、小結 

佛教創立於 2500 多年前的印度。自 2 千多年前的漢代循著絲綢

之路進入中國之後，佛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自朝廷以至

民間逐漸流傳全國各地。 

隨著廣東、福建兩省人口與 19 世紀中葉大量南遷東南亞之後，

僧人也隨著到東南亞各國進行弘法與募化義款回中國或修茸或擴建

寺宇。東南亞的華人隨著生活與環境的需求而開始定居東南亞各地之

後，他們也先後建立了廟宇、學校、報社以及地緣、血緣與業緣會館

等組織。南來弘法的僧人也因此而得以在這些廟宇內停腳並弘揚佛法

化度眾生。也把這些寺廟發展為中國祖寺的海外下院，資助中國佛教

事業的發展。 

                                                 
22 楊美煊 2006，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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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龜山僧人足跡延伸到南洋，尤其是馬六甲，是和中國當時的

政經情況息息相關。前面時代背景章節已經談到清朝末年備受人口大

量增長的壓力而導致平均耕地面積縮小。在清朝統治的 267 年間又面

對平均每 66 天發生一次天災（水災或者旱災）的惡劣情況。清朝末

年的政治腐敗也導致種種苛捐雜稅繁多，糧價飛漲，民不聊生。適時

龜山寺重建與修茸工程浩大，耗資甚鉅。在人民生活艱苦之際經費來

源自然乾枯，因此僧人不得不往已經有華人社區的南洋進行化募與弘

法。所以上人自剃度之後即被派往越南以及南洋一帶化募，為弘法、

為募化、為重建祖寺而終其一生。 

莆田龜山四公妙性對門下僧眾量才取用，派遣僧貌與外才出眾的

門徒下山募化。平章上人駐足於馬六甲青雲亭之後，該亭自此成為莆

田龜山祖寺的重建經濟支柱。而祖寺也就此「不斷派僧出國住亭，共

襄盛舉。」「……遂為龜洋中興久盛之計，極力籌資，購置常住產業，

創建祖寺海外完整的下院。」23從平章上人定居青雲亭、至香林上人

擔任青雲亭住持、乃至九公如常在馬六甲的二宮一亭駐錫，可見青雲

亭及其信眾是莆田龜洋的大力支柱，就如海外華人之無私支助辛亥革

命、抗日戰爭、以及捐輸中國天災及其重建工作等等，既是慈悲為懷，

也是慷慨無私的表現，還有血濃於水的使命感。 

莆田龜洋眾位僧人南來弘法募化也為馬六甲或者馬來西亞華人

提供了學習佛法的因緣。據楊之著作，平章上人駐錫青雲亭之前，該

亭並非單純之佛剎，也缺乏僧人住居。24可以說莆田龜洋眾位僧人為

馬六甲善信提供了佛法的弘揚。不論是募化、弘法、布施或者佛法的

學習，各個方面都已經俱足了善緣。香林上人不只為莆田龜洋祖寺的

近代中興重建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也為馬來西亞，尤其是馬六甲的佛

教事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當年妙性四公冀望上人能夠振興叢林而為

其取名「林」字，上人也確實沒有辜負了其師對他的期望。 

                                                 
23 同上註，頁 110。 
2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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