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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對社會的貢獻  寂慧

  

 

    常有人問，佛教做了些什麽入世工作？對社會有什麽貢獻？更有很多人認為佛教應

躲進山林，與世無爭，不問世事才對。隱逸清高的山林佛教是正宗，而都市佛教只是一

些奈不住寂寞的行為。

    因此，香港佛教只有一間醫院，在多人偶然的因緣下奔走，經多年努力才建起來，

由於缺乏宏觀規劃，發心，一直未能發揮很大的功能，只是療養式的服務，可供詬病之

處不少。還有一所佛教墳場，只是社會式的服務，並未能以宗教的優勢去完善服務。在

教育方面，中學及小學校有多所，但在龐大的人口比例上，顯得很貧乏，幼稚園及托兒

所更是廖廖可數，大學則欠奉。雖能爭取到佛學會考課程。可是，課程的編排卻差勁，

不是太淺白，便是太深奧，莘莘學子不能受益受惠。佛學研究機構也幾乎沒有。老人院

服務較多，因為老人難於投訴，較易處理，至於青少年服務，精神困擾服務，因為難度

高，幾乎等於零。臨終服務本是佛教的優勢項目，可不曾有組織具體規劃，如理如法地

運作，偶有一些個別人士偶而作出服務，可見宗教發揮極有限，亦缺乏組織性。

    香港佛教界在大陸資助興辦很多希望學校，但僅止於資助而已。至於教育理念、目

標、課程內容、教育形式等，一切不會過問、不會參與、亦不懂參與，只吹噓在數字上

，建設了多少學校，付出了多少元，學校名字爭取了個人或出資團體命名。可是，教育

事業豈只是資金便能完善呢！

    從來佛教刋物及報導只在歌功頌德，乏批評，只談建樹。尤其寫香港佛教史的作者

亦如是，寫得一片「歌舞昇平」、佛教興盛的景象，大讚各位弘法人員及團體，可是佛

教的積弱仍然繼續，且不斷加深，眾生亦在煩惱痛苦中，佛教不但沒有發揮救世精神，

且顯得冷漠及自成一角。只知誇耀，容易使人自滿，不思圖強。原來佛教興盛不單是弘

法困難，弘法者的學養，修持功夫亦很重要，加上各團體不團結等等個別因素，亦是導

致佛教積弱的主要原因。

    佛教的興盛與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因此佛教對社會的貢

獻應是每一位教友致力之處，亦是修行所在。

    道場  優多羅

  

 

   道場乃成佛之場所，三寶所繫之地。每一道場皆三寶具足，然有所側重。佛是萬眾

景仰之尊、法乃佛之證悟所流，解脫之核心、僧乃住持佛法之眾，廣義是四眾弟子。

    寺院重在佛寶、僧寶，安僧納眾；講堂重在法寶，如佛說法；佛書店重在法寶，借

十方三世三寶之力，轉化書籍，流駐世間。

    大心如維摩居士，不請而入世間，無處不是道場。小心如一般凡夫，藉各道場來弘

法及自利。藉講堂及佛書店吸取養份。最後無處不能弘法或自利，無處不能學習，無往

而不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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