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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法师为纪念其师释香林而命名的马六甲香林觉苑

之时，福清寺正在重建，因此他需要协
助修建工作及到外募化。他在日常生活
与工作中容易与人相处，并获得大众的
喜爱。依据香林的弟子，也是曾发起及
担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会长的释金明
（1914-1999）写的〈先师香林上人简
介〉，我们获知香林法师曾被马六甲社会
喻为“万家生佛”。金明形容香林担任青
云亭住持后“内整亭规，外弘法化”，又
说他是一位“佛法的实行者”、“德育重
于智育，身教重于言教”、为人“谨严律
己，宽厚待人”。

由于香林出家时，道场殿堂破损
极需修建。在1908年之间，香林随如
常及平章等诸师到越南化缘，以修建祖

庭。1912年，香林又受命南来弘法，足
迹遍布新马印三国，也曾经在马六甲青
云亭担任亭务助理。后来他到印尼爪哇
廖内寺协助慧贤法师处理寺务。有关香
林法师与青云亭的因缘，乃由其祖师父
释平章法师所开启。在1911年，平章法
师南渡马来亚，筹募祖庭修建经费，后
来在1914年他获得青云亭理事会同意
聘任为住持。自从他在马六甲青云亭担
任住持之后，龟山僧人不断南渡，寄侨
汇，修建祖寺。平章后来病危，他曾托
人三度飞书请徒孙香林从印尼前来管理
马六甲青云亭事务，后来才安然圆寂。

1929年，香林法师继担任青云亭
住持，他更加大力支持祖寺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