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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佛教僧伽总会（1995）等。这些
维护佛教徒及非穆斯林的权益的贡献都
与他的学习及处事认真有密切关系。

注重教育   兴办华文与佛教学校

除了维护及争取马来西亚佛教徒与
非伊斯兰教徒的权益，金明法师另一个
较明显的贡献是办佛教及华文教育。他
曾于1951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以纪念其师
父香林法师命名的学校——香林学校，
与北马的菩提学校，南北鼎立，独立后
成为马来西亚南部唯一佛教组织创办的
政府华文小学，而其最大的特色是将佛
教教育列入为教学科目之一。

身为一位出家人为什么会办华文
学校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事由
1941年，日军南侵及统治马来亚，强迫
所有学校必须学习日文。由于许多父母

反对让孩子们学习日文而没去上学，金
明法师便在青云亭内一边教佛学，一边
教华语。二战期间在青云亭内的教学经
验让金明对办学产生兴趣。1945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明法师决定从
事佛教教育工作，於同年成立香林觉苑 
及属下弥陀法会。1951年，他又创办了
香林学校。香林觉苑有对门联曰：“香
林兴学弘师范，觉苑谈经转法轮”，香
林学校是办华文教育，香林觉苑则为佛
教教育。

自1951年创办香林华文小学后，
学校的发展，无论是软体或硬体，金明
都亲力亲为。由于这所学校的特色是将
佛学课程正式编入在正课里，金明法师
亲自编写了10册课本及教材，以提供小
学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使用。此外，
他也成为了佛学课的教师，亲自教导了

2010年金明长老九十六冥寿赞颂暨道路
命名庆典，场面隆重

释金明路位于马六甲市区，是马来西亚
第一条以佛教领袖命名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