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釗法師開示錄 
 
 

健釗長老暢談澳門佛教發展之路 

（“佛教線上”網站人物專訪） 

 

 

健釗長老（圖： 佛教線上香港站記者蓮香 拍攝） 

“南海為觀音應化道場，正好看成祗這是；天竺乃釋迦出生國土，隨緣示現豈徒

然。”山門外的門聯真實道出香港南天竺寺的清淨和莊嚴。在一個日光祥和的下午，佛

教線上記者到位於荃灣芙蓉山的南天竺寺對澳門佛教總會理事長、澳門菩提禪院住持、

香港荃灣南天竺寺住持健釗長老進行了專訪。 

健釗長老 1946 年生於澳門，1956 年於澳門出家，1963 年赴香港寶蓮禪寺依筏可和

尚受戒，1965 年起住錫香港近 30 年。1994 年，48 歲的長老從香港回到故鄉，任淨土宗

菩提禪院住持，開始積極致力於弘法事業。1995 年，健釗長老發起成立澳門佛教總會，

並任澳門佛教總會理事長。從此澳門佛教擁有了第一個聯合組織，並走上了長足發展之

路，而健釗長老推動澳門佛教發展至今已達 20 載春秋，將一生中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

了澳門佛教事業。訪談中，長老為記者分享了面對澳門自身的信仰環境、社會特色、大

眾需求，澳門佛教在探索中走出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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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竺寺山門 

安老事業路艱辛  

菩提禪院，佛教淨土宗在澳門重要的道場，又名菩提園，位於氹仔盧廉若馬路，建

於清光緒年間(1875-1908)。菩提禪院初為一私人佛殿，1960 年，由智圓法師自羅維宗

居士購入禪院，並加以擴建，重建後改名“菩提禪院”，擴大活動場地，設置安老院舍，

1991 年 10 月 23 日註冊成為非牟利“菩提禪院”慈善會，為將來之社會慈善事業奠下基

礎，並定下“促進澳門與外地之宗教活動，宣傳佛教信仰、創辦非牟利慈善福利事業，

幫助有需要之人士。”的發展宗旨，開始以籌建菩提安老院、菩提護理院、收容孤寡無

依、需要高度照顧老人為發展重心。 

據健釗長老介紹，早在 20 餘年前，長老的師父（智圓法師）就已經向當時管治澳

門的葡萄牙政府申請建造養老院，但當時葡萄牙當局在各大宗教中更偏向於天主教，建

造養老院的土地等重要資源也多分配給天主教，而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及基督教只能

零星從事一些安老服務，要成立安老院相對較為困難。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澳門回歸之

前。那段時間葡萄牙當局開始關注宗教界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問題，並為從事社會公益事

業的宗教團體賦予公益法人資格。當時的菩提禪院從事安養老人的服務已有一段時間，

最盛時期供養老人達 30 余名，頗有影響。因此很順利地申請到了公益法人的資格。 

據瞭解，澳門的公益法人資格極難獲批，但對從事公益事業助力極大，不僅免稅，

還能免去土地費用。獲得公益法人資格後，菩提禪院開始憑此申請養老院，然而這一申

請也花費了 10 年的時間。 

漫長的等待終於迎來了安老院的興建。現在，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安老院已經建

到第三層了。這座共有九層的大樓，每一層面積達一萬英呎(930 平方米)，而因菩提禪

院力量有限，目前只負責其中的一層。據健釗長老透露，該層有 48 個名額，智圓晚晴

之家需憑自己的力量去籌集經費、照顧老人，沒有政府的幫助。而另外 7 層的菩提護養

院 300 個住宿名額會得到政府的支持幫助。符合入住資格老人必須是沒有自理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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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流程他們需先向政府申請。符合資格的老人還要自己擔負月費，而無法支付這筆費用

的老人可向政府申請支援，經過相關過程式的審核後，不足部分由政府補足。 

談到對老人們在精神層面上的關懷，健釗長老講到，澳門大部分的老人都有著深厚

的中國傳統道德觀，對佛教也較為親近，而菩提禪院以公益法人身份為老年人提供服

務，並沒有添加上宗教的色彩，而是以實實在在的行動和語言來傳遞著佛教大慈大悲的

情懷。如果老人願意接觸佛教，可以帶他們去菩提禪院參加誦經、聽經等法會活動，很

多老人表示，在寺院聽到誦經的聲音，心就自然而然地靜了下來。 

 

祖國成立 60 周年暨澳門回歸 10 周年法會（圖由健釗長老提供） 

“把隱藏的佛教青年挖出來”  

除服務老人家之外，菩提禪院還將其中一層建成精進青少年中心，為 200 位 12 到

25 歲的澳門青年提供一個親近佛法、學習佛法的平臺。對於澳門佛教青年的特點，健釗

長老用了“隱藏性”三字形容。據長老多年觀察，多數對佛教感興趣的澳門青年，往往

不肯自己主動走進寺院去瞭解探訪，但當看到出家人的時候卻很有興趣走上前問問題。

對此，長老認為“澳門不是沒有佛教青年，只是沒有平臺讓青年們瞭解佛教。”因此菩

提禪院開闢了青年中心這一平臺，“希望把這些隱藏的佛教青年挖出來”。並且為能夠

借助更廣泛的資源，還參與了澳門青年總會。 

多年來，青年中心開展了很多組織青年人參訪寺院、大學生到寺院巡禮、體驗佛教

生活等活動，讓年輕人親身感受佛教道場的氛圍，對佛教產生進一步的興趣。 

此外，由於澳門青年總會近年來開展了一項很好的活動，即年輕人花很少的錢就可

以坐飛機出國，到別的國家進行一周的觀光遊覽，吸引了很多年輕人。作為澳門青年總

會領導之一心慧法師也經常負責帶團。據介紹，在帶團出遊的時候，心慧法師經常與年

輕人聊天，還在適當的時候開展佛法的演講，從而帶動了很多青年們對佛法的興趣，以

至於這些青年在旅遊的時候問的不是旅遊地區的問題，而是佛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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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釗長老在法會現場（圖由健釗長老提供） 

關注學佛人 弘法當契機  

對於已經開始學佛的澳門中青年人，在整個學習的氛圍上也與香港有很大差別。健

釗長

健釗長老還談到了佛法傳播面臨的一些社會問題：“近年來澳門有了一個很大的變

化，

老舉例說明，同時皈依的信徒，香港信徒會第一時間找到哪里有佛法的傳播，並利

用下班的時間排隊入場聽佛法，肚子餓了就買個麵包買瓶水打發一餐。而澳門的佛教徒

他們不是這麼做的。他們知道，他們想去，但他們下班後必然先回家煮飯，吃好，洗好，

安頓好家裏的一切才會出來跟大家一起去聽佛法。所以澳門的佛教場所都將為大眾講經

的時間安排得很晚，大約從晚 8 點到 10 點、11 點。 

是就業問題逐漸嚴峻。人們對於工作的要求都提高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包括一部

分學佛的中年人，往往會將工作放前面，因而就很少有時間到寺院參加法會、聽經聞

法。”健釗長老認為，雖然澳門不愁就業機會，但是大家都想要找到收入高一些的工作，

如不少年輕人更想進大酒店、大賭場，因為那裏能夠賺到令他們滿意的薪水，因而人人

都在忙於爭取；而當薪水高的時候，物質對人們的誘惑也在增加，因此一到下班時間，

就會看到在各大娛樂場所、商業場所，年輕人盡情揮霍著他們辛苦賺來的薪水。因此在

這兩個大的前題之下，佛教的推行面臨著一定的困難。“然而，我們一直在探尋佛法傳

播的最好時機和最好方法——我們是不會停的。”健釗長老的悲心願力讓我們讚歎。 

 

佛頂骨舍利赴澳供奉盛況（圖由健釗長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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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佛教 漫長的道路  

據文獻記載，澳門最早寺院建成時間為明天啟年間。清朝初期佛教短暫興盛，到了

清中期以後，以禪宗為代表的佛教在全國範圍內呈現出不可避免的衰落趨勢，澳門佛教

的發展也陷入停滯。到了清末及民國初年，隨著大陸佛教復興運動的蓬勃興起，澳門佛

教出現了第二次高潮。然而自葡萄牙侵佔四百餘年來，澳門向無佛教聯合會組織，都是

各自為政、各自發展，雖然能夠和合友善發展弘法事業，但缺乏一個團結教界機構，始

終難以統籌策進，滿足日漸增多的信徒和社會大眾的需求。 

目前，澳門有 三教於一體的民

間信仰。其中屬於佛教系統的有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蓮峰廟、媽閣廟、菩提園（菩

）、竹林寺（竹林禪院）和澳門禪淨中心、無量壽功德林、

紫竹園、香闌禪、永善蓮苑、菩提堂等。澳門佛教徒的人數很多，但大多數居民信奉中

國傳

1993 年，健釗長老從香港來到澳門，也把香港的佛教弘法模式帶到了澳門。提到

香港

此，要振興澳門佛教，

還有一段非常漫長而艱難的路要走。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大小廟宇 40 多所，絕大多數是屬於融合儒、釋、道

提禪院）、藥山寺（藥王禪院

統宗教，難以分清是佛教、道教、儒家，抑或民間信仰。 

澳門本地的出家眾人數極少，近年來，經常有一些大陸（以廣東、福建居多）的僧

人以各種不同的途徑來到澳門，協辦各種法事。一些香港或臺灣的法師也來澳門定居傳

法，他們的努力為澳門佛教的發展添磚加瓦。 

和澳門佛教模式的差異，健釗長老表示，“香港佛教已經有既有的模式存在，也不

受外界的影響。而澳門本身很注重傳統。我剛到的時候，感覺佛教組織團體大都很散，

然而這 20 年變化很大，在大家的推動下，澳門佛教信眾的積極性越來越高。現在的居

士都很發心，會尋找地方開展共修。然而澳門佛教會成立僅僅 16 年，還是個非常年輕

的機構，與成立 67 年的香港佛教會相比，個中差距顯而易見，因

（文：佛教線上香港站記者 蓮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