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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的東南亞佛緣 

 

 

侯坤宏  

 

摘要： 

2016 年 7、8 月間，筆者有緣到馬來西亞參訪佛教寺院，看到一篇

印順法師寫的〈我對於王弘法居士的懷念〉，這篇文章未見收入《妙雲

集》、《華雨集》或《永光集》等相關著作中，王弘法居士是慈航法師的

弟子，她比較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弄書，曾在檳城辦理菩提中學，著有

績效；因看到這篇印順法師寫的文章，引發筆者想進一步了解印順法師

和東南亞佛教的因緣。印順法師自 1952 年到臺灣後，曾去過日本、美、

泰國、高棉、香港、菲律賓、星洲（新加坡）、馬來西亞，但談到「出

國遊化，那只是菲律賓與星、馬｣，印順法師遊化菲律賓與星、馬期間，

曾分別到各地參訪寺院，舉行多次講經活動，與當地法師多所接觸。本

文擬透過印順法師的東南亞遊化，觀察當年臺灣與這些國家的佛教交流

活動；希望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了解印順法師的東南亞遊化歷程，藉

以觀察當年臺灣和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佛教交流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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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印順法師、王弄書、東南亞、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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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rma Master Yin Shun’s Affinities with 

Buddhism in Southeast Asia 
 

Hou, Kun-hung  
 
 
 

ABSTRACT: 

When I took an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Buddhist temples in Malaysia 

during July and August 2016, I came across an article, “My Remembrance of 

Kulapati Wang Hong—Fa,” written by Master Yin Shun. This article, 

however, can’t be found in any of his published works, such as 《妙雲集》、

《華雨集》and《永光集》. As a disciple of Master Tzu—Hang, Kulapati 

Wang Hong—Fa was widely known as Wang Nong—Shu, an extraordinary 

Buddhist woman who founded PhorTay Private High School in Penang. This 

school was a big success in many ways. This article has inspired the author 

to explore how Master Yin Shun had built a connection with Buddhists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Master Yin Shun settled in Taiwan in 1952, he went 

abroad a lot, visiting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Japan, the US, 

Thailand, Cambodia, Hong Kong,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but he only “converted the local people by preaching when he was travelling 

around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During that time, he 

visited a lot of Buddhist temples around these countries, while giving 

lectures in which he expounded the texts of Buddhism and reaching out to 

some of the local masters.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observe Buddhists’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abovementioned countries 

through Master Yin Shun’s efforts to convert people by preaching Budd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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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in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how Dharma 

Master Yin Shun made endeavors to convert the local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y so doing, presents the Buddhist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Taiwan and some areas of Southeast Asia, like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Keywords:Dharma Master Yin Shun, Wang Nong-Shu, Southeast 

A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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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6 年 7、8 月間，筆者有機緣到馬來西亞參訪佛教寺院，看到一

篇印順法師寫的〈我對於王弘法居士的懷念〉，這篇文章未見收入《妙

雲集》、《華雨集》或《永光集》等相關著作中。印順法師在文章中說︰ 

弘法居士與我的相識，是民國四十七年冬季，過去沒有什麼交往

（也許通過一次信），但我很早就知道她。她是慈航老法師的弟

子，對佛教，對教育，都有真誠與熱心。不要說她在檳城，辦理

菩提中學，有良好的成就。就是臺灣的慈航中學，雖早有人提議

創辦，而給予有力支持，促成積極進行的，也還是弘法居士！因

她去世而引起我的主要感想，是佛教教育。可以說，從清末以來，

佛教界一直在說辦教育；社會人士也希望佛教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當然這不是佛教的本分事，但附帶的從事教育事業，為慈悲心應

有的表現；對佛教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但中國佛教徒，始終

辦不成一所像樣的學校，辦起來也會變質，演變到與佛教無關。

這到底為了什麼？……弘法居士，對教育是有弘法熱忱的，對佛

教是有信心的，憑她身體力行的感召，就有這樣的成就。所以，

我想如出家僧眾，能有資歷而親自主持；正信居士們，不但長於

教育，而且能忠於佛教，為佛教而辦教育，不看作個人的事業，

佛教的教育事業，一定有希望！弘法居士給我們一個良好的榜樣！

這樣的居士，希望一天天的多起來。1
 

王弘法就是王弄書（1896—1964），她是福建閩侯人，福州女子師

                                                 
1
  印順法師，〈我對於王弘法居士的懷念〉，紀念王弄書先生辭世週年籌備會編，《紀

念王弄書居士辭世週年特刊》（1965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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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及女子法政學校畢業，1914 年（18 歲）南渡荷屬望加錫職教 3 年，

1917 年和至友林俠華應緬甸仰光中國女子公學之聘，任教務長兼國文導

師。1927 年，皈依慈航法師，號｢弘法｣，曾組織緬甸中國佛學會，被選

為理事兼佛教義學主任。1938 年，受檳城福建女校校長朱月華之請，任

該校國文導師。1940 年，創菩提義學。1946 年，積極籌謀興建菩提學

院。1947 年，獲得富商胡文虎資助 30 萬，興建菩提學院。1948 年，赴

星洲協助畢俊輝（1902—1982）等創辦菩提學校。1949 年回檳城，1950

年菩提學院落成。1951 年開設菩提中等職業班，1954 年菩提中學正式

成立。1958 年，腳疾時發作，養疴星洲，旋到臺灣，時慈航中學正籌備

中，為重要贊助人之一。｢在臺期間，精進不懈，親近印順法師，聽講

楞伽，參研佛理。｣2印順法師還提到，王弄書曾經｢來新竹，住了一個多

月，她希望能親近我，專心修持；在福嚴精舍附近，建一所靜室，作為

她終老的所在。我覺得，她這樣的終生為佛教，為教育而貢獻一切；在

佛教的立場上，是不應該謝絕她的，我終於答應了她。但是女眾住處，

與精舍太近了，不理想。而遠些呢，她的足又不大方便，不能時常聽法。

這所以找地找了很久，竟沒有能給她滿意的消息。答應下來，而竟然做

不到，始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3
 

印順法師這篇文章，肯定王弄書對佛教教育的貢獻；4佛教教育是過

                                                 
2
  吳人俊，〈王弄書先生年譜略編〉，紀念王弄書先生辭世週年籌備會編，《紀念王

弄書居士辭世週年特刊》，頁 63-65；謝冰瑩，〈慈航法師——我的師父〉，慈航

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紀念集》上冊（台北：彌勒內院、大乘精舍印經

會，1998 年 2 月），頁 534-535。 
3
  印順法師，〈我對於王弘法居士的懷念〉，紀念王弄書先生辭世週年籌備會編，《紀

念王弄書居士辭世週年特刊》，頁 35。 
4
  于凌波，〈佛教女教育家王弄書居士〉，于淩波，《中國佛教海外弘法人物誌》（台

北，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7 年 12 月，初版 1 刷），頁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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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佛教界比較忽視有所欠缺的，王弄書所做的正好可以補充佛教界的不

足。王弄書活動的地方，主要是在南洋——緬甸、馬來西亞一帶，曾短

暫住過臺灣，終老於香港。看了印順法師這篇懷念王弄書的文章，想起

印順法師自 1952 年 9 月 3 日由香港到臺灣，轉往日本參加世界佛教徒

友誼會第二屆大會，｢無意中被李子寬留下｣後，就定居臺灣，一直到 2005

年 6 月 4 日圓寂，5前後在臺將近一甲子。印順法師在《平凡的一生》中

說：「我來臺灣以後，曾去過日本、泰、高棉、菲律賓、星加坡、馬來

西亞。日本與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國際會議的集體行動。所以

說到出國遊化，那只是菲律賓與星、馬了。」6本文旨在探討印順法師的

東南亞｢出國遊化｣，以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星、馬）為範圍，

希望透過本文的討論，可以了解印順法師東南亞遊化的過程，並觀察當

年臺灣和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佛教交流活動，以

及這些活動所帶來的影響情況。以下從︰以菲律賓為主的出國經驗、印

順法師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弘法活動兩方面展開敘述。 

二、以菲律賓為主的出國經驗 

印順法師常住臺灣的 57 年中，曾有過多次出國經驗。如前述，他

到過「日本、泰、高棉、菲律賓、星加坡、馬來西亞｣外，也曾去了一

趟美國，本節說明他到日本、泰、高棉、菲律賓、美國等地的大略情況，

在上列地區中，菲律賓最是有緣。 

（一） 1952 年冬，菲律賓性願法師託僑領施性水與蔡金鎗居士來邀

                                                 
5
 侯坤宏編著，《印順法師年譜》（台北：國史館，2008 年 3 月，初版），頁 96、421。 

6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 7 月，初版），

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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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印順法師到菲律賓弘法。印順法師以初到臺灣，辭謝之。7印順法師在

1954 年 12 月 24 日上午，由臺北松山機場搭機飛菲律賓，這是他的第一

次菲律賓之行。8這天下午抵達馬尼拉，由性願、瑞今、如滿等法師陪同，

前往市郊華藏寺。 

翌年 1 月 2 日，假信願寺對僑胞公開演講，講題為〈佛法為救世之

光〉。1 月 5 日，假大東廣播電臺講〈新年應有的新觀念〉。9
 2 月 3 日至

9 日，應信願寺瑞今法師之請，在該寺連續 7 日講演，講題為〈信佛與

信仰佛教〉、〈佛教對於財富的看法〉、〈懺悔之真義〉、〈從人到成佛之路〉。10
 

2 月 22 日至 24 日，應菲律賓佛教居士林之請，前往講演，講題為〈為

居士說居士法〉、〈生死事大〉、〈求生天國與往生淨土〉。11
 

4 月 9 日，在岷市（馬尼拉）普賢學校校長劉勝覺（梅生）、岷市佛

教居士林林長施性統、副林長施性儀等陪同下，搭機飛往宿霧、納卯、

三寶顏、獨魯萬，為僑眾講學。4 月 12 至 14 日，假中國中學露天講臺，

對僑眾公開演講，每晚聽眾多達千人，講題為〈佛法的因果道理〉、〈莫

誤解佛法〉、〈應怎樣修學佛法〉。12
 4 月 14 至 16 日，假三民電臺說法 3

次，講題為〈佛教對人生的態度〉、〈佛化家庭〉、〈學佛脫苦的主要意義〉。

                                                 
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58、129-130。 

8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85；陳鏡惕，〈機場速寫——歡送 

   印順老法師赴菲弘法點滴〉，《覺生》，第 56 期（1955 年 2 月），頁 26。 
9
  〈教訊彙編：菲律賓〉，《海潮音》第 36 卷 1 月號（1955 年 1 月 15 日），頁 26。 

10
 〈教訊彙編：菲律賓信願寺〉，《海潮音》第 36 卷 3 月號（1955 年 3 月 15 日）， 

頁 24；于淩波編撰，《現代佛教人物辭典》下冊（台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 

   2004 年 5 月，初版），頁 1329-1331。 
11

 〈教訊彙編：菲律賓佛教居士林〉，《海潮音》第 36 卷 3 月號，頁 24。 
12

 〈教訊彙編：菲律賓〉，《海潮音》第 36 卷 5 月號（1955 年 5 月 15 日），頁 24；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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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霧說法，均由普賢學校代校長何明道居士譯為閩語。4 月 18 日，由

宿霧飛抵三寶顏，應當地僑眾之請，假華僑中學作 3 日演講，講題為〈應

正確認識佛法〉、〈信佛與學佛〉。由鍾靜波及何明道居士譯為閩語。〈應

正確認識佛法〉後易題為〈切莫誤解佛教〉，明道記。13
 4 月 23 日下午，

應僑眾之請，假福泉寺為信眾授三皈。4 月 24 日晚，假中華中學禮堂，

作臨別演講，講題為〈因與果〉，由何明道居士譯為閩語。 

4 月 26 日，在福泉寺董事長楊世唱居士陪同下，乘飛機到古島，駐

錫中華中學宿舍。4 月 27 日起，在國民黨古島支部禮堂，說法兩天，講

題為〈我們要信仰甚麼宗教〉、〈怎樣才能離苦得樂〉，何明道居士譯為

閩語。4 月 29 日，由古島抵納卯。4 月 30 日起，假中國國民黨納卯支

部大禮堂說法 3 天，講題為〈從否定到肯定〉、〈信智並重的佛教〉、〈信

教自由與傳教自由〉，何明道居士譯為閩語。14
 5 月 27 日，赴菲弘法講

學，歷時 5 月，本日下午返臺。15
 

（二） 1957 年 5 月 7 日，中國佛教會應泰國邀請，組團前往泰京，

出席佛元 2500 年大慶典。團長甘珠爾呼圖克圖，印順法師與道源、道

安諸法師及周宣德、雲竹亭、羅光海、朱斐等人，於本日搭機先到香港。16
 

                                                 
13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57；印順法師，〈切莫誤解佛教〉， 

  《佛法是救世之光》（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4 月，修訂 1 版），頁 286-304。 
14

.〈教訊彙編：菲律賓〉，《海潮音》第 36 卷 6 月號（1955 年 6 月 15 日），頁 24；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0-131；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

頁 44-45。 
15

.〈善導寺護法會董監事暨護法同仁歡迎印順導師回國攝影紀念〉，《海潮音》第

36 卷 6 月號，頁 23；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7 冊

（台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 11 月），頁 1379；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

生（增訂本）》，頁 85-87。 
16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台北：海潮音雜誌社，1995 年 1 月，初版），

頁 319-320；幻生著，《滄海文集》（台北：正聞出版社，1991 年 6 月），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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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香港佛教聯合會在跑馬地「佛有緣」設宴歡迎，到會者有：

覺光、優曇、茂蕊、松泉諸法師，陳靜濤、林楞真、妙吉祥諸居士及喇

嘛吐丹大師等。後至荃灣瞻禮太虛舍利塔。 

5 月 9 日，代表團抵達曼谷。5 月 12 日至 18 日，參加為期一週之

佛紀慶典。17
 5 月 19 日，隨團訪問各佛教團體。龍華社公宴各代表，並

訂 19、20、21 日晚，分由師及道安、道源三法師宣講佛法。5 月 20 日，

拜會泰國總理鑾披汶。18
 5 月 25 日上午，訪高棉宗教部部長兼國家安全

部長春莫珠璧。中午，到菩提覺苑午齋，參訪西方念佛社。下午 5 時，

訪問高棉僧伽醫院。6 時，訪蓮林精舍，繼訪觀慧寺、十方正覺寺。5

月 26 日，訪郊外香光、彌陀、法華、蓮光、竹林等精舍及西方念佛社。

5 月 28 日，上午，印順法師至正覺寺講〈學佛應發菩提心〉；下午，轉

飛吳哥窟。5 月 29 日遊吳哥窟。19
 5 月 30 日，代表團由高棉返泰。6

月 3 日，由曼谷飛香港，停留 4 天。6 月 7 日，由香港返臺。20
 

（三） 1958 年 6 月 7 日，印順法師應菲律賓華僑團體之邀，本日乘

西北航機赴菲弘法，福嚴精舍研究員正宗法師隨行。21印順法師說：｢這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17-118。 
17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54。 
18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8 冊（台北：道安法師紀念

會，1980 年 11 月），頁 1891；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54。 
19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8 冊，頁 1891-1893、

1896-1897。 
20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54-55；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

頁 158；《海潮音》，第 38 卷 7 月號，頁 2-3、18-20；《海潮音》，第 38 卷 8 

   月號（1957 年 8 月 15 日），頁 4-7、20-22；印順講、常覺記，〈泰國佛教見聞〉

《佛法是救世之光》，頁 359-360。 
21

 〈教訊簡報：台北海潮音社〉，《海潮音》第 39 卷 6 月號（1958 年 6 月 15 日），

頁 23。 



 

                                                           印順法師的東南亞佛緣 33 

 

 

一次，是為性老講經祝壽而去的。我講的是《藥師經》，由妙欽譯為閩

南語。菲律賓的佛教，由性老開化，時間還不久。僧眾少而又是都從閩

南來的，還保有佛教固有的樸質。｣22
 8 月 24 日，菲律賓馬尼拉市區信

願寺及市郊之華藏寺兩寺合併組織，印順法師被公推為首任上座，統理

兩寺，於本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分別在兩寺舉行進院典禮，各僑團代表、

佛教善信數百人與會。23
 10 月 3 日，下午，由菲律賓乘民航機返臺。24

 

（四） 1959 年 3 月 4 日，印順法師飛往宿霧，廣範法師、劉梅生居

士隨行。曾假宿霧黨支部及普賢中學禮堂說法。25
 3 月 27 日，以寺主身

份，主持馬尼拉大乘信願寺慶祝觀音法會，並開示法要。26
 4 月 9 日，

出席菲華僑各界支援西藏抗暴運動，代表佛教演說。27
 5 月 20 至 22 日，

應世界佛教徒聯誼會菲律賓分會之請，在國民黨駐菲總部大禮堂演講，

講題有：〈自由祖國佛教之現況〉、〈佛教與國家〉、〈佛陀及其教義〉，由

何明道居士譯語及紀錄。28
 7 月 25 日，由菲律賓搭飛機至香港。在港期

間，曾應香港正覺蓮社、中華佛教圖書館、法雨精舍等處之請，分別在

各該處宣講佛法。8 月 7 日，下午 2 時，由香港乘國泰航機返臺。29
 

                                                 
22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1；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

年紀》，頁 332。 
23

 海外佛教通訊，菲島信願、華藏兩寺合併公請印順法師為聯合上座〉，《菩提樹》

第 70 期（1958 年 9 月 8 日），頁 23；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

頁 132。 
24

 〈教訊簡報：台北〉，《海潮音》第 39 卷 10 月號（1958 年 10 月 15 日），頁 23。 
25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60。 
26

 〈教訊簡報：菲律賓〉，《海潮音》第 40 卷 4 月號（1959 年 4 月 15 日），頁 24。 
27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60。 
28

. 〈教訊簡報：菲律賓〉，《海潮音》第 40 卷 7 月號（1959 年 7 月 15 日），頁 24；  

鄭壽彭著，《印順導師學譜》，頁 60。 
29

 〈教訊簡報：台北〉，《海潮音》第 40 卷 8 月號（1959 年 8 月 15 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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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60 年 6 月 14 日，印順法師偕同正宗法師搭機赴菲弘法，

11 月 1 日，自菲律賓返臺。30
 

（六） 1961 年 7 月 11 日中午，印順法師搭機赴菲律賓，31
9 月 17

日，任菲律賓信願及華藏兩寺首任「上座」3 年任期屆滿（自 1958 年至

今），經公推性願法師繼任，本日舉行晉山典禮。9 月 19 日，下午，由

菲律賓搭機回臺北。32
 

（七） 1973 年 1 月 23 日，應美國佛教會主持人沈家楨居士之邀赴

美，這次應邀赴美，主要是為答謝沈家楨居士及幾位關懷他身體者的盛

意。33
1 月 24 日，乘日航班機經東京飛美，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副院

長顧世淦隨行。中途經日本東京，與聖嚴法師、吳老擇等相見。第三天

到紐約，坐輪椅出機場。34住在長島的菩提精舍，得到日常法師照顧，

                                                 
30

 〈教訊簡報：台北〉，《海潮音》第 41 卷 6 月號（1960 年 6 月 30 日），頁 2；〈教

訊簡報：台北〉，《海潮音》第 41 卷 11 月號（1960 年 11 月 30 日），頁 2；釋妙

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349。 
31

 〈六月佛教要聞；印順導師赴菲弘法〉，《海潮音》第 42 卷 7 月號（1961 年 7

月 30 日），頁 20；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9 冊（台

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 11 月），頁 2232。 
32

 〈性願老法師繼任信願、華藏兩寺聯合上座〉，《海潮音》第 42 卷 9 月號（1961

年 9 月 30 日），頁 15；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9

冊，頁 2266。 
33

 〈一般教訊：高僧印順老法師飛美弘法〉，《中國佛教》第 17 卷第 6 期（1973

年 2 月 15 日）頁 21；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11

冊（台北：道安法師紀念會，1980 年 11 月），頁 3262；祝賀恩師八秩嵩慶禮贊

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台北：十普寺，1983 年農曆 8 月），頁 684。 
34

 〈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4 卷 2 月號（1973 年 2 月 1 日），頁 32；印順法師

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6-137；〈印順法師、法嚴居士赴美弘法〉，《菩

提樹》第 244 期（1973 年 3 月 8 日），頁 49；林其賢著，《聖嚴法師七十年譜》

上冊（台北：法鼓文化事業公司，2000 年 3 月，初版），頁 249；鄭壽彭編，《印

順導師學譜》，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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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期間，體重增加到 46 公斤。35
7 月 21 日，在紐約菩提精舍講〈宗教

經驗〉，分由信、戒、定、慧等方面論述。36
7 月 27 日下午 7 時，由日常

法師陪同，由美返臺。37
 

（八） 1976 年 2 月 26 日搭機到馬尼拉，探妙欽法師病。在多次出

國中，這是主動出國的一次。38
2 月 27 日，上午 8 點，再至醫院看妙欽

法師。2 月 28 日，到能仁學校參觀。2 月 29 日，下午 2 點，為妙欽法

師拜〈大悲懺〉後，參加各寺院共同舉辦之歡迎茶會。39
3 月 11 日，到

醫院與妙欽法師話別。40
3 月 12 日上午，與妙欽、瑞今等相別，離菲赴

新加坡，演培、廣洽、隆根、廣淨、性仁、明真、長恒、慧琪、能度等

法師接機，在般若講堂小住。晚，常凱法師到般若講堂來訪。41
5 月 15

日，由新加坡返臺。42
 

印順法師在上列出國行程中，可歸納為如下數項特點︰ 

（一） 以到菲律賓 6 次最多。第一次在 1954 年 12 月 24 日出發，

1955 年 5 月 27 日返臺，赴菲弘法講學，歷時 5 月。第二次是 1958 年 6 月

                                                 
3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6-137、202。 
36

 〈紐約消息〉，《菩提樹》第 249 期（1973 年 8 月 8 日），頁 48。 
37

 〈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4 卷 8 月號（1973 年 8 月 1 日），頁 32；印順法師

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7。 
38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7-138；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

頁 106。 
39

 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4。 
40

 印順法師，〈我所不能忘懷的人〉，《華雨集》第五冊，頁 183。 
4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8；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

略記〉，頁 4；〈印順導師駕臨星洲訪問受到諸山長老熱烈歡迎〉，《菩提樹》

第 282 期（1976 年 5 月 8 日），頁 43。 
42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8；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

略記〉，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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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前往，為性願法師講經祝壽而去，10 月 3 日由菲律賓返臺，歷時近

4 個月。第三次在 1959 年 3 月 4 日出發，前往說法、開示法要、演講，

7 月 25 日，由菲律賓搭飛機至香港。在港期間，在香港正覺蓮社等處宣

講佛法。8 月 7 日下午，由香港返臺，歷時超過 5 個月。第四次是 1960

年 6 月 14 日起程，11 月 1 日，自菲律賓返臺，歷時 4 月餘。第五次是

在 1961 年 7 月 11 日出發，9 月 19 日，由菲律賓搭機回臺北，歷時 2 月

餘。第六次赴菲律賓在 1976 年 2 月 26 日，主要為探妙欽法師之病，3

月 12 日，離菲轉往赴新加坡，5 月 15 日，由新加坡返臺，歷時 2 月餘。 

（二） 在 1957 年 5 月 7 日，中國佛教會應泰國邀請，組團前往泰

京，出席佛元 2500 年大典。搭機先到香港，由泰國到高棉，再由高棉

返泰，6 月 3 日，由曼谷飛香港，停留 4 天。6 月 7 日，由香港返臺，

歷時 1 個月。香港行程包含在此次泰國、高棉的行程中，香港可視為是

印順法師海外弘法行程的中繼點。 

（三） 1973 年 1 月 23 日，應美國佛教會主持人沈家楨居士之邀赴

美，中途經日本東京，到紐約後住長島菩提精舍，7 月 27 日，由美返臺，

前後歷時半年多。此次美國之行，主要是養病，期間曾短暫停留日本。 

三、印順法師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弘法活動 

除了菲律賓，在東南亞國家中，印順法師也和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結

有佛緣。新加坡在二戰之前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1942 年至 1945 年間，

被日本占領 3 年半，其後回歸英國管理，不久即獲得獨立，1959 年成立

自治政府，1963年加入馬來西亞成為其一州，稱為新加坡州（簡稱星州）。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43印順法師第一次到

                                                 
43

 崔貴強著，《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

會、教育出版思營有線公司聯合出版，1994 年），頁 212、29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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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在 1968 年年底，新加坡獨立建國後不久。以下依

時間先後敘述印順法師的新加坡、馬來西亞之行。 

（一） 1968 年 12 月 29 日，印順法師與超塵法師搭機前往新加坡，

主持般若講堂落成及佛像開光法事。行前，報恩小築黃陳宏德，自動備

辦小佛像、念珠等，攜往星、馬結緣。44印順法師此次前往新加坡，主

要是應演培法師之邀，他說：｢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講堂，定期舉行落

成開光典禮，請我去開光。我那時身心漸衰，已失去了遊化的興趣。但

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請，我一定不去，以過去的友誼來說，似乎不好意思

了。去吧！就約常覺也去。｣45
 

1969 年 1 月 1 日，抵星後，展開訪問活動。1 月 12 日，在演培法

師新建之般若講堂，主持成立典禮及佛像開光，並在講堂舉行皈依多次。

1 月 17 日，至清念上人生前所住之海印寺，上供。46
 2 月 28 日及 3 月

1 日，應星洲佛教總會安排，假維多利亞大會堂講演兩天，講題是〈佛

法是救世之仁〉。
47

 3 月 13 日，參加新加坡金炎律佛教居士林歡迎晚宴，

鼓勵該林佛友，深入佛法寶藏，盡力做好各項慈善教育工作。3 月 15 日

晚，致電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白聖法師，告知由新加坡飛抵檳城的時間。48
 

                                                 
44

 《海潮音》第 50 卷元月號（1969 年元月 1 日），頁 32；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

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10 冊，頁 2971；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

紀》，頁 417；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3；鄭壽彭編，《印

順導師學譜》，頁 93。 
4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3-134、162。 
46

 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頁 94。 
4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4-135、162；〈教訊簡報〉，《海潮

音》第 50 卷 3、4 月號，頁 28-29；印順法師，〈佛法是救世之仁〉，《佛在人間》

（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2 月，修訂 1 版），頁 166、240-241。 
48

 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四）》（台北：白聖長老紀念會，2006 年 10 月初

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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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聖法師（1904—1989），俗姓胡，湖北應城人。18 歲在安徽九華

山祇園寺依龍岩法師出家，未久即受具足戒。曾於度厄、慈舟、智妙等

法師處修學。後於武昌洪山掩關 3 年閱藏，嗣後畢業於上海法藏佛學院，

再至江蘇高旻寺親近來果禪師。復行腳四方，朝禮佛教著名道場。曾任

浙江、上海等佛教分會常務理事、上海楞嚴佛學院教務主任、杭州西湖

鳳林寺住持、上海靜安寺監院兼佛學院院長等職。1948 年冬來臺，組織

中國佛教會，並任佛教會理事長多年。又任臺北市十普寺、臨濟護國禪

寺、馬來西亞極樂寺等住持，創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中國佛教研究院。

曾多次於臺灣、馬來西亞等地傳戒。49這時白聖法師正好來到檳城極樂

寺，故印順法師先與之聯繫。 

1969 年 3 月 17 日，印順法師由新加坡乘飛機抵馬來西亞檳城，下

榻竺摩法師的三慧講堂。50竺摩法師（1913–2002），浙江樂清人。1924

年，禮黃塘壽昌寺主白雲上人出家。1928 年，依天台名耆宿諦閑法師受

具足戒。1933 年，受命為太虛大師侍錄，後隨侍太虛大師至港澳等地講

學。1939 年在香港（澳門）主編《覺音雜誌》。1951 年創辦《無盡燈》

雜誌。1954 年 5 月 4 日應聘就任菩提學院導師兼授佛學課程。1959 年 4

月被公舉為馬來西亞佛教總會首屆主席。1962 年 7 月，與眾弟子發起籌

建三慧講堂。1969 年開辦馬來西亞佛學院，並於 1970 年擔任馬來西亞

佛學院首任院長。51
3 月 18 日，印順法師在竺摩法師、白聖法師陪同下，

                                                 
49〈白聖法師〉，網址：http://www.phortortemple.net/putuowenji/fomenrenwu/yuan

jichanglao/272.html，下載日期：2016 年 6 月 17 日。 
50〈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0 卷 3、4 月號，頁 77； 

  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四）》，頁 95。 
51〈馬來西亞佛學院創院院長竺摩長老簡介〉，網址：

http://mbi.edu.my/cms/?q=zh-hans/node/50，下載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三

慧講堂簡史〉，網址：h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ndex.php/20

http://mbi.edu.my/cms/?q=zh-hans/nod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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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觀音寺、廣福宮、香山寺、菩提學院、洪福寺等地參訪。在三慧講堂

午餐後，參觀新建的佛教總會所。晚上 8 時，在客署公會演講，講題為

〈佛教的根本大法〉，以因緣、因果立義，說明宇宙人生的定理，是天

經地義不變的規律。52
3 月 19 日，自本日起 6 天，在檳城三慧講堂開講

《心經》，並在菩提中學演講，此校即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王弄書居士所

創辦；隨後，赴怡保講經兩天，在此曾晤勝進與宗鑑法師。3 月 27 日，

到金馬侖。在吉隆玻住 4 日，晤鏡盦法師及盛慧法師。在巴生講 3 天。

然後赴麻六甲訪問 2 天，再赴麻坡住一宿。53
4 月 4 日，由麻坡返星洲。54

結束馬來西亞弘法行程。 

印順法師從馬來西亞回新加坡之後，在 1968 年 4 月 19 日，參加新

加坡靈峰般若講堂「歡送佛學權威印順老法師返臺茶會」。4 月 20 日，

由新加坡飛抵香港，覺光法師往迎，下榻報恩精舍元果法師處。4 月 21

日，由北角元果法師處搬到識廬，因北角太吵，無法休息。4 月 22 日，

與廣範、道安法師在識廬進粥。中午亦在識廬午餐，由壽冶法師送茶。55
 

4 月 24 日，上午，與覺光、道安、澄真、愫願等 6 人，由覺光僱車

                                                                                                                   

09-04-01-01-11-38/2009-04-18-06-17-12/449-2009-08-27-06-46-13.html?showall=1 ，

下載日期：2016 年 8 月 1 日。 
52

 白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四）》，頁 95-96。 
53

 香港佛教新聞，〈臺高僧印順導師前往馬來西亞弘法〉，《香港佛教》，第 106、

107 期合刊（1969 年 4 月），頁 53；鄭壽彭編，《印順導師學譜》，頁 94-95；白

聖長老著，《白聖長老日記（四）》，頁 97-98；〈大馬佛教人物：鏡盦長老〉，

網址：ttp://www.malaysianbuddhistassociation.org/images/stories/demo/bd_

people_pdf/01_041.pdf，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31 日。 
54

 香港佛教新聞，〈臺高僧印順導師前往馬來西亞弘法〉，《香港佛教》第 106、107

期合刊，頁 53；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5。 
55

 〈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0 卷 5 月號（1969 年 5 月 1 日），頁 32；道安法師

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11 冊，頁 3027-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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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遊大埔墟、大光園、大光小學、中學。復到半春園，看馬廣尚居士。

再到小靈山及梅修精舍。56
5 月 5 日，妙境法師來識廬小坐，談佛教之重

要問題——大乘非佛說。57
5 月 9 日，在香港佛教會講〈苦與空〉。58

5 月

13 日，自香港返臺，結束為期 4 個月的星、馬及香港等地的訪問。59
 

（二）印順法師第二次到新加坡，是在 1969 年 12 月 12 日，主要

是去參加演培法師靈峰般若講堂重建落成暨釋迦牟尼佛聖像開光典禮。60
    

 （三）印順法師第三次到新加坡，如前述及的，是在 1976 年 2 月

26 日前往馬尼拉探妙欽法師的病之後，3 月 12 日從菲律賓轉赴新加坡

的。到了新加坡，印順法師先在般若講堂小住。當晚，常凱法師到般若

講堂來訪。61常凱法師（1916–1990），俗家姓洪，福建省晉江縣人，12

歲出家。1931年到泉州開元寺依轉道和尚受具足戒。其後親近會泉和尚，

聽講《楞嚴經》。1937 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後，參加佛教界組織

的｢僧侶救護隊｣，之後到崇福寺任監院。1947 年，應檳榔嶼妙香林寺住

持開論法師之請，前往協助妙香林寺法務。1949 年，新加坡駐錫於普陀

                                                 
56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11 冊，頁 3030。 
57

 于淩波編撰，《現代佛教人物辭典》上冊（台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 5

月，初版），頁 445-446；妙境老和尚圓寂追思讚頌委員會述，〈妙境老和尚行狀〉，

頁 1-9；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11 冊，頁 3042。 
58

 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輯，《道安法師遺集》第 11 冊，頁 3046。 
59〈教訊簡報〉，《海潮音》第 50 卷 6 月號（1969 年 6 月 1 日），頁 32；釋傳妙主

編，《福嚴精舍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新竹：福嚴佛學院，2003 年 10 月 18 日），

〈福嚴精舍大事記〉，頁 148。 
60

 香港佛教新聞，〈靈峰般若講堂慶祝重建落成釋迦聖像開光〉，《香港佛教》第

105 期（民 1969 年 2 月 1 日），頁 36。 
61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8；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

略記〉，頁 4；〈印順導師駕臨星洲訪問受到諸山長老熱烈歡迎〉，《菩提樹》第

282 期（1976 年 5 月 8 日），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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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1954 年，在新加坡創立｢伽陀精舍｣，藉行醫度化眾生。62
 4 月 11

日，是印順法師壽辰，演培法師為他慶生。4 月 12 日，上午 10 時，參

加靈峰般若講堂為妙欽法師示寂二七追思法會。63
 4 月 13 日，慧圓法師

請到菩提蘭若小住。4 月 17 日，回般若講堂。4 月 18 日，在靈峰般若

講堂傳授三皈、五戒。64
 5 月 13 日，在新加坡撰寫〈我所不能忘懷的人〉，

藉以懷念妙欽法師。65
 5 月 15 日，由新加坡返臺。66這次行程前後歷時 

    兩個多月，除在菲律賓停留半個月，其餘時間是在新加坡。 

（四）1977 年 9 月 16 日，印順法師應馬來西亞金馬崙三寶寺本道

法師之邀，前往傳戒。在吉隆坡機場，巧遇戒德法師等，同機抵新加坡。67

本道法師（1898—1987），俗姓鄭，福建浦城人，30 歲時在建寧寶蓮寺

出家，三年後（1930 年）在寧波天童寺從圓瑛大師受具足戒，後南遊參

禮緬甸仰光大金塔，遠涉天竺瞻仰聖跡，39 歲時抵檳城。59 歲受慈航

法師等器重，推舉出任洪福寺住持，63 歲（1955 年）又受雪山法師遺

命主持新加坡毗盧寺，以及金馬侖三寶寺監院。兩年後，演本法師圓寂，

本道法師接任三寶寺住持。 

1959 年，與檳城諸山長老竺摩、龍輝、廣餘、如賢、真果、清亮等，

                                                 
62

 于淩波，〈新加坡伽陀精舍釋常凱傳〉，于淩波著，《民國高僧傳續編》（台北︰

昭明出版社，2000 年 8 月，1 版 1 刷），頁 265-272。 
63〈教訊〉，《海潮音》第 57 卷 5 月號（1976 年 5 月 1 日），頁 27；明聖法師

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4；〈能仁中學校長妙欽法師示寂菲島發願再來人

間星洲般若講堂二七舉行追思法會〉，《菩提樹》第 282 期，頁 43。 
64

 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4。 
65

 印順法師，〈我所不能忘懷的人〉，《華雨集》第五冊（台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 4 月，初版），頁 183-185；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46-147。 
66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8；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

略記〉，頁 4。 
67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8。 



 

 

42    法印學報第九期 2018/12 

發起組織「馬來亞聯邦佛教總會」，當選董事。1961 年被推為佛總副主

席。同年，被選為新加坡佛教總會副主席。1977 年 12 月，為其 80 壽辰

之期，特請印順導法師前往金馬崙三寶萬佛寺傳授三壇大戒。68
 9 月 21

日，與新加坡參預戒會諸大德，同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晚宿觀音亭，

出席歡迎會。9 月 22 日，上金馬崙三寶寺。69
 9 月 28 日，戒會開堂。

印順法師擔任說戒和尚；羯磨與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法師擔任。10

月 16 日，戒會圓滿。70
 10 月 17 日，出堂。下山，至觀音亭訪鏡盦法師。

10 月 18 日，晚上，在鶴鳴寺開示佛法。10 月 19 日，轉往新加坡，寓

般若講堂。71在新加坡期間，促成演培編輯《諦觀全集》。72
  10 月 30

日，在居士林宣講佛法。11 月 16 日，返臺。73這是印順法師第二次到馬

來西亞、第四次到新加坡，前後歷時兩個月。 

（五）1980 年 9 月 19 日，印順法師應弟子慧平之邀到新加坡，此

行主要為自度庵易地重建後開光大典。
74

 9 月 23 日，主持自度庵落成

典禮，為釋迦牟尼佛聖像開光。
75

 10 月 6 日，從新加坡返臺，
76
這是印

                                                 
68〈星馬佛教慈悲王——本道法師〉，網址： 

http://kaiti64.blogspot.tw/2006/09/blog-post_25.html，下載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69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8。 
70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90。 
71

 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7。 
72

 演培與師在川、閩、港、臺，先後共住達 20 年，為師「平生難得之法友」。印

順法師，〈諦觀全集序〉，《華雨集》第五冊，頁 202-203；明聖法師記，〈印順導

師行事略記〉，頁 8。 
73

 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8；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

頁 139。 
74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9；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

略記〉，頁 15。 
75

 〈新加坡佛教名剎自度庵落成盛典〉，《香港佛教》第 246 期（1980 年 11 月 1

http://kaiti64.blogspot.tw/2006/09/blog-post_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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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法師第五次到新加坡，行程單純，只停留半個多月的時間。除了這次

以外，印順法師在 1995 及 1996 年間，各有一次新加坡之行。 

（六）1995 年 3 月 8 日，應新加坡弟子慧琪法師之請，至新加坡暫

住寶光佛堂。3 月 18 日，於寶光佛堂為新加坡蘭香居士小冊簿題字：「身

心清淨，正見為先。福慧增進，利他為上。」3 月 20 日，訪妙燈法師、

廣淨法師及大悲院法坤法師。3 月 21 日，訪度善庵、三寶堂、苦樂庵。

3 月 22 日，訪松年法師。
77

 3 月 23 日，廣範法師從美國來見。3 月 24

日，到居士林見仁德法師等大陸法師。訪清德寺。78
 4 月 7 日，為新加

坡慈濟靜蓮居士寫衛塞節卡片題字：「佛化人間」。79
 4 月 11 日，應新加

坡弟子慧琪法師之邀請，駐錫寶光佛堂。80
 4 月 24 日，從新加坡返臺。81

此次行程一個月多，此時印順法師已經 84 歲了。 

（七）印順法師最後一次新加坡之行在 1996 年，這一年的 9 月 21

日，他搭新航班機到新加坡，先住寶光佛堂。10 月 3 日，到福慧講堂看

演培法師，演師手扭傷。10 月 5 日，移住厚宗法師慧嚴精舍。10 月 26

日，從慧嚴精舍返寶光佛堂。11 月 5 日，從寶光佛堂移住慧嚴精舍。11

月 10 日，演培法師圓寂，享年 80 歲。82
11 月 11 日，早上到福慧講堂看

                                                                                                                   

日），頁 22-24；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15。 
76

 明聖法師記，〈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16；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

本）》，頁 139。 
77

 明聖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54-55；于凌波編著，《現代佛教人物辭典》

上冊，頁 663-664。 
78

 明聖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54-55；于淩波編著，《現代佛教人物辭典》

上冊，頁 83-84；《印順導師之墨寶》，頁 44。 
79

 明聖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55。 
80

 〈言教與身教〉，《慈濟月刊》第 463 期，頁 72。 
81

 《印順導師之墨寶》，頁 16；明聖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56-57。 
82

 于凌波編著，《現代佛教人物辭典》下冊，頁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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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培法師遺容。11 月 16 日，上午再看演培法師遺容，下午大殮。11 月

23 日，演喜法師二七，前往上香。11 月 25 日，從新加坡搭 SQ988 班機

返臺。83
 

除了菲律賓，在東南亞國家中，印順法師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結

緣已如前述。總計他曾七次到新加坡，兩次到馬來西亞，分析他前往的

原因分別是︰ 

（一） 印順法師到新加坡主要受弟子邀請前往開光並隨緣受邀演

講︰如 1968 年 12 月 29 日，印順法師到新加坡，主要是應演培法師之

邀，演培在星洲成立講堂，舉行落成開光典禮，請印順法師去開光，在

講堂舉行皈依多次，也至其剃度師清念上人生前所住的海印寺上供，應

星洲佛教總會安排講演。1969 年 12 月 12 日第二次到新加坡，主要是去

參加演培法師靈峰般若講堂重建落成暨釋迦牟尼佛聖像開光。1977 年

10 月第三次到新加坡期間，促成演培編輯《諦觀全集》，還在居士林宣

講佛法。1980 年 9 月第四次到新加坡，係應弟子慧平之邀，前往為其自

度庵易地重建後開光大典。1995 年 3 月第五次到新加坡，是應慧琪法師

之請短暫住錫寶光佛堂。1996 年 9 月最後一次（即第六次）新加坡之行，

主要是到福慧講堂看即將示寂的演培法師，這次行程有如 1976 年 2 月

他到菲律賓探視妙欽法師的一樣——為視疾而出國。 

（二） 參訪及講經是印順法師到馬來西亞主要活動︰1969 年 3 月

17 日，印順法師從新加坡乘機抵馬來西亞檳城，下榻竺摩法師的三慧講

堂。在竺摩法師、白聖法師陪同下，到觀音寺、廣福宮、香山寺、菩提

學院、洪福寺等地參訪。在三慧講堂午餐後，參觀新建的佛教總會所。

                                                 
83

 明聖法師，〈印順導師行事略記〉，頁 63-64；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

本）》，頁 145-146；〈印順導師生平記要〉，網址：

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5mys/html/04/04-2a8091.htm；印順導師著，《永

光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4 年 6 月，初版 1 刷），頁 271-272。 



 

                                                           印順法師的東南亞佛緣 45 

 

 

在客署公會演講〈佛教的根本大法〉，在檳城三慧講堂開講《心經》。1977

年 9 月 16 日，印順法師應馬來西亞金馬崙三寶寺本道法師之邀，前往

傳戒，也在鶴鳴寺開示佛法。 

四、結論 

印順法師自 1952 年 9 月 3 日來臺，迄 2005 年 6 月 4 日圓寂，總計

在臺灣生活了大約 57 年，在這段期間，他曾有過多次出國的經驗。如

前文所述，他到過日本、泰國、高棉、美國、香港、菲律賓、星加坡、

馬來西亞等地方。這些地方，又以到新加坡 7 次最多，其次是菲律賓 6

次，再次是馬來西亞兩次；本文第二及第三節，分別討論了他到菲律賓

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情況。以下進一步就與本文討論之相關問題，進

一步申述如下。 

 對於印順法師來臺後的出國行程，我們應該把他放在當年的時空背

景來觀察，才比較容易做出合理的評價。因自 1949 年以降，因國共內

戰，臺灣海峽兩岸分治，中國大陸由中國共產黨統治，在無神論主導下，

佛教受到空前迫害，正如印順法師所說的︰「教難、國難，現階段的中

國佛教徒，正受著這雙重的磨難。留居大陸的佛教同人，不但生活艱苦，

最令人痛心的，是信仰自由的被窒塞，佛教被系統地摧毀了。東南亞地

區——香港、澳門、菲律賓、越、緬、泰、馬來亞、新加坡、印尼、錫

蘭、印度，以及日本、南韓，到處有中國佛教徒的蹤跡，雖呼吸自由空

氣，而由於時局不安定，困難也增多。比較的說，住在自由中國的，是

安定幸運得多了！」84
 

                                                 
84

 印順法師，〈中國佛教前途與當前要務〉及〈從「中國佛教拹會」說起〉，印順

法師著，《教制教典與教學》（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3 月，修訂 1 版），

頁 11、27。 



 

 

46    法印學報第九期 2018/12 

 處於冷戰時期的臺灣佛教，對比於中國大陸，在對外交流方面，享

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印順法師就是在這種國際背景之下，展開他的國外

活動的。當然，他的受邀，也是因為他在佛教界中的地位，以及他的人

脈所致。印順法師是太虛門下最具佛學研究功力的人，在此領域少有人

能及；不過他之受邀出國，並不是因為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主要為

回應其弟子如演培、慧平、慧琪等法師的邀請，居於師生情誼，他表現

的很合乎情理，此尤表現在他的最後一次菲律賓之行及新加坡之行上，

為了探視及將走向人生終點的妙欽法師和演培法師。由此可見，印順法

師是非常重視情義的人。 

 就印順法師出國時間長短言︰1、1957 年 5 月泰國、高棉、香港之

行，歷時 1 個月。2、1973 年 1 月美國之行，前後歷時半年多。3、1968

年 12月第一次新加坡、馬來西亞之行至 1996年 9月最後一次新加坡行，

印順法師曾七次到新加坡，兩次到馬來西亞，前後相加，停留的時間大

約 11 個月（1968 年 12 月起到星、馬及香港等地為期 4 個月，1976 年 3

月 12 日從菲律賓轉赴新加坡停留兩個月，1977 年 9 月 16 日到馬來西亞

及新加坡前後歷時兩個月，1980 年 9 月 19 日到新加坡停留半月餘，1995

年 3 月 8 日至新加坡停留月餘，1996 年 9 月 21 日到新加坡停留兩個月

多。）4、印順法師到菲律賓 6 次，第一次歷時 5 月，第二次歷時近 4

個月，第三次歷時超過 5 個月，第四次歷時 4 月餘，第五次歷時 2 月餘，

第六次赴菲律賓及新加坡，歷時 2 月餘，前後相計，在菲停留時間將近

兩年。 

 就印順法師的性格而言，他是比較喜歡自己看書、寫作的，出國遊

化只是隨喜隨緣，誠如他自己所說的︰「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講堂，定

期舉行落成開光典禮，請我去開光。我那時身心漸衰，已失去了遊化的

興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請，我一定不去，以過去的友誼來說，似乎



 

                                                           印順法師的東南亞佛緣 47 

 

 

不好意思了。……我一向是平淡的，無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識而沒有過

分親密，也就沒有什麼大障礙。所以星、馬的遊化，在平和的情況下，

到處受到親切的招待。」85尤其是在印順法師的晚年，大病之後的出

國，也「只能說趁機會調劑一下身心」而已。86
 

                                                 
85

 印順法師著，《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33-134。 
86

 印順法師，〈遊心法海六十年〉，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 5 冊，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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