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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同鄉會的概念  寂慧

  

 

    人是群體動物，其屬性是聯成一個一個的團體，或是互聯，或是加入多個團體

。他們很清楚只要聯合一起，便能產生很大的力量，從中亦可得到很多利益。從群

體合作中，可以建設很多很大的建樹，是人比其他生物優越的一個要點；另一方面

，人的群體力量被用作欺負他人，侵略他人的劣根性，同樣亦會產生很大效果，例

如戰爭。因此，人很聰明地紛紛加入不同的團體，去發揮更大的力量，或是作為避

風港，受其保護。

    同鄉會本是同一根源，同鄉的人，流落異鄉，在缺乏援助下，自願團結一起，

組成互助的團體。在異鄉立足，發展。其主旨是團結及互助。而佛教同鄉會的同願

、同心、同行，比其他團體更有崇高艱巨的目標、更有宗旨、更有紀律性、更有組

織性。佛教有普度眾生的大乘精神，已有借助群體力量的傾向；另一方面，大乘利

他精神、嚴守戒律精神，往往被人利用，作為侵略、欺負的對象，因此，成立團結

互助組織，去保護會員及出家眾，確有迫切需要。

    此外，佛教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及規則運作，不太被社會理解或認同，產生不少

矛盾及誤解，甚至衝突，不但對佛教的弘傳有障礙，亦錯失佛教指導社會納於倫理

的規範。如能有一個組織作中道的協調，將是佛教之福，社會之福，乃至國家法界

之福。簡單例子如素食，本應由佛教界提倡，可是遇到的阻力出奇地大，一直無法

好好發揮，可近代知識界及環保界的大力提倡，竟蔚然成風，成為一股潮流，這反

映佛教界未能團結一致，從組織去推廣，亦反映佛教的先見，優點，竟被一些偶然因

緣，無意間發揮出來，如果能好好掌握，推動，其功效及利益、功德，不可計量。

    別以為形勢所需，及教義的大乘精神，對催生組織去實踐同鄉會精神很容易。

從歷史上去看，佛教不但缺乏完善的組織，且各自為政，不但發揮不出團結力量，

且對外來的侵略，不能團結抵禦。同鄉會的宗旨是團結互助，對治山頭主義，需要

有人吃虧、賣力，奔走，把各團體團結起來，但山頭主義根深蒂固，各團體除了瞧

不起對方外，只懂各家自掃門前雪，不願服務他人，不肯利益他人。

    何以佛教的大乘精神不能開展？其原因還待探討及改善。

    這由來已久的習慣看似不易改變，但不改變只會因循下去，難有突破。因此，

聯絡各團體，提出不同的主張，多些合作去參與各種事務，多點留意其他團體的動

態，主動去幫忙，造就一種團結的風氣，慢慢打破山頭主義，最終扭轉歷史。

    同鄉會的工作範圍很廣泛。主要包括教外及教內事務。教外事務例如傳統的法

律、會計、金融、醫療等，及流行的IT，手機，強積金，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的參

與等。教內事務如護僧、弘法、教育、協助其他團體等。繼而將同鄉會精神推展至

社會、海外去。可以說，同鄉會的工作無所不包，範圍無所不銜蓋。

    如此繁重的工作，豈是一二人可以承擔。別妄圖如佛般獨攬所有工作，別英雄

主義，應以無我精神開放給發心的人，共襄盛舉，從利他中去自利。因此，佛教的

前途還看多少人發心，多少人去承擔，多少人去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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