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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度还愿龟山修道

释香林法师，别号缘会，俗姓李，
福建省兴化府仙游县石马乌头村人，出
生于1886年（清朝光绪十二年农历二
月初二）。其父早逝，由母王氏抚养两
个儿子，香林居次。香林出家的因缘据
说与他祖父许愿有关。由于香林父母结
婚多年而无孩子，祖父便到邻村后井
寺向观音菩萨求孙，若生一孙则捐资修
庙，若得二孙则让一孙出家。后来李家
果然四年获两男孙。香林小时便听说其
祖父有此誓愿，便与母亲提出日后他将
出家。至弱冠时，祖父与父亲已逝世多
年，他便萌起出家念头。时至1904年，
香林18岁时，其母梦见一僧人至家门募
化，并说：“龟爬上头，子当剃头”，
后听邻居说莆田龟山福清寺在重兴，为
一香火旺盛之名寺。香林寻获龟山福清
寺，后便在此出家，由成慧与妙性二师
一起为他进行剃度。他出家法号为“香
林”，“香”为龟山衍派字辈，“林”
乃寄望他能振兴丛林之意。

释香林 （1886-1937）

龟山现今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区以
西15公里的华亭镇境内，因山形隆起
如龟背，与其毗连的紫帽山昂立，酷似
龟首，故名龟山。山前有片平原盆地称
为“龟洋”，因此“龟山”亦称“龟洋
山”，是唐代长庆二年（822），无了
禅师自广化寺登山西行，见灵龟三复行
礼后顿失，仔细审视四周，认为是一圣
地，而结茅为庵。他以山中野菜为粮，
白天开山种茶，夜间坐禅修道，为莆田
传佛教曹洞宗的第一人。武宗灭佛后
重建成为名刹，有院宇9座，名龟洋灵
感禅院，僧众500多人。后梁贞明年间 
（915-20）闽王王审知奏请赐名“龟山
福清禅院”。

任青云亭住持方丈   奠定古刹法脉

香林法师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协助
修建祖庭及奠定青云亭的常住为莆田龟
山福清寺的法脉。此外，他也是一位懂
得理财置产的僧人，为祖庭及前来马六
甲弘化的龟山僧人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依据《龟洋古刹》记录，香林法师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