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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佛教从公元 1 世纪便已经传入马来半岛，当时的马来半岛正处于中国与印度

两大古国的商业航线中心点，因此佛教随着印度商人传入马来半岛，并在印度化

的过程中，建立了好几个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古都。随着东南亚内部的发展，佛

教的传播并不单从印度传入，也在东南亚的各国之间传播。 

随着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将伊斯兰教传入马来半岛，及马六甲国王在公元 15

世纪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以后，几乎举国上下皆成为穆斯林。只有北部的吉打、吉

兰丹、玻璃市及霹雳北部因与泰国交界或毗邻，所以佛教还继续在这几个地方流

传，因此马来半岛佛教的发展进入了缓进期。 

当英国殖民政府于 1786 年占领槟城以后，马来半岛的经济、政治、族群结

构、宗教文化等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英国人为了发展在马来半岛的经济利

益，因此从中国、锡兰、泰国、缅甸和印度引进大批的廉价劳工。除了印度人以

外，这些劳工基本上都是佛教徒，因此佛教也随着他们的到来而重新被传入马来

半岛。此期的佛教与公元 1 世纪至 14 世纪的佛教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当时的

佛教完全属于印度佛教的传统，但由移民所带来的佛教却是多元化的，包括了中

国佛教、锡兰佛教、泰国佛教和缅甸佛教。 

移民佛教在槟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无论在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皆

有所贡献，并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槟岛移民佛教的发展从佛教的传入、兴起、

发展中经历不同程度的成长与衍变，佛教组织及佛教徒的力量，从零散（初期发

展）到团结（如马佛总及马佛青总会的成立），从有共同目标（争取列卫塞节为

公共假期）到各自为政（80 年代的团体各自发展），必定有其因缘。这当中的因

缘包括了移民本身的因素、殖民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祖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妇女移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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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移民佛教的发展，为独立后的大马佛教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全国性组织

的成立和佛教青年运动的酝酿，便是在这基础上展开的，并进一步在这稳固的基

础上，继续发展，并且保持其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宗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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