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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子的菩薩行  寂慧

  

 

   在香港歷史中，出現了不少重大事故，驚動佛教界出來解決，如果沒有佛教界的參

與，最後可能平安過度，但亦可能一發不可收拾，看似可有可無，實亦不可或缺。可見

佛教與社會之息息相關。

    1928年，跑馬地馬棚倒塌，引起火災，死傷眾多，社會陷於愁雲慘霧中。佛教界有

見及此，義務舉辦超幽七天，僧俗二眾有二千餘人參加。稍後東華三院建醮七晝夜，禮

請虛雲老和尚及鼎湖山僧來港主持，陣容不可謂不大，亦見佛教界的慈悲及協力同心。

    1960年，馬會墮馬意外頻生，佛聯會發起三日四夜之馬場超度法會，有數百位四眾

弟子參加，繞馬場一週，灑淨誦經，並公開讓人附薦超度。

    1963年，差餉署鬧鬼，佛聯會在內舉行超薦法會，由倓虛法師帶領數十僧眾，設燄

口及超薦壇，並放蒙山，從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時結束。

    同年天氣乾旱，烈日當空，四天供水一次，做成社會不安，人心惶惶，佛聯會仿古

舉辦馬場祈雨三天，三百多僧尼及三千多居士，穿著海青，整齊繞馬場誦經念佛，在眾

志一心下，翌日各報章報導，港九多處有雨降下。可見佛力不可思議，佛教界慈悲為懷

，心繫眾生。

    1974年，運輸署總部於美梨道鬧鬼，佛聯會為放瑜伽焰口，一百多僧俗參加。

    除了這些社會重大事故外，歷來社會災難佛教界皆有出一分力，例如抗戰時期茂峰

法師於東普陀寺接濟不少僧俗；香港回歸時，佛聯會在馬場舉辦法事，SARS肆虐，各道

場誦經迴向，嘉利大廈大火，死傷不少，社會一片愁雲慘霧，志蓮淨苑主動在其外街道

上舉辦了一場大法事，超度亡靈。

    中國寺院一直以來皆有參與社會共患難的角色，除了日常的宗教，心靈輔導工作外

，亦積極參與文化，教育，濟眾，聯誼等活動，在災難，戰爭時，更是社會的綠洲，避

風港，也是一處重要平台去發展社會功能。

    以上的鬧鬼，祈雨等活動，據報確有成效，為社會平息不少風波，但很快皆被遺忘

，少人提及。這些大型活動尚有紀錄可尋，還有很多小型活動及個別活動，如每天的早

晚課、出食等皆在默默為當地的眾生作出貢獻。這些低調，不為人注意的活動所產生的

力量有多大，難以稽考，但僧眾力及佛力的加持，敢信是不可思議。而這些默默祈願的

佛子，猶如一大群凡夫菩薩，自感無大力如大菩薩般作出呼風喚雨的救贖，唯有躲在佛

堂下作出點滴的行願，散聚各角落，紛紛作出不肯放棄，不同的菩薩行。有默默躲在個

別的佛堂內祈請；有聚眾共行佛事迴向；有主動走進社會，作公益、講經、弘法、教育

等事項。

    香港佛教素來流於低調、「消極」，但受外部環境影響，已蘊釀活躍，跳脫的轉變

，只待機遇到來，爆發一次入世弘法利生的盛舉，如能進入政治圈，開展仁王護國思想

，更能有效實踐菩薩行，一洗「說大乘法，行小乘行」的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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