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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人物誌  寂慧

  

 

仔細衡量，若不答應，會令她心生憤怒，做出

一些害人害己之事，如果隨其意欲，與她一起

，可以令她安樂，不再沉淪於淫慾中，於是方

便讓她處於生活安定，令種善根，引領她為善

，並捨棄不善的行為。慈愍故，與之行非梵行

。

    菩薩不論出家在家，皆趣向戒淫，就是在

家的正淫，亦應戒掉。可是，菩薩為了令其得

自在，捨不善業，習是穢染之法。不過，也不

是隨意開許的，仍須嚴格遵守以下條件：1﹒

男未婚、女未嫁，避免有所傷害而行正淫。

2﹒目標在令其捨不善業，令種善根。3﹒為慈

愍故，非為欲樂，自無染心。如此於戒無所犯

，且多生功德。可是，出家菩薩是絕對禁止的

。何以故？為維護僧制故。

    從表面上看，不論出家在家菩薩皆無犯，

暗乎法度。不會因為自己的方便法而破壞制度

，損害他人。充其量，只是傷害自己而已。由

於世間複雜，人心難測，這些方便法有一定的

風險，行者需有一定的智慧去審度形勢，足夠

的力量去改變剛強眾生，否則會誤墮穢染

之法。

    菩薩行的動機很重要，雖然行為表面不太

好，但為利有情故，仍是開許的，甚至有功德

。可是，複雜的世間難以看透，可能損害其他

人，或結果大大不如理想，所作所為可能完全

錯誤，貽害很大。這不免令行者卻步。但菩薩

行者必需有所承擔，甘冒風險，大力扭轉逆勢

。這必需要強化自身，常勤修學，增長智慧，

依教奉行。亦要強化自己的力量，包括勇氣、

物資、錢財、眷屬、人脈、地位、世間知識等

，才能震攝惡勢力，及使猶疑於善惡間的眾生

趨向佛道。

    因此，瑜伽菩薩戒是真正的菩薩戒，真正

的菩薩道，入世而出世的成佛寶典。應自數數

專諦思惟：此是菩薩正所應作，此非菩薩正所

應作。既思惟已，然後為成正所作業，當

勤修學。

    菩薩當與眾生浮沉於生死海中。

    香港佛教，是如何一個大題目，範圍

如何廣大，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的佛教

如何關係密切。如此大範圍的課題，豈是

個人或單獨團體能擔起。當然有無數英雄

前仆後繼參與其中，這些英雄，有有名的

，無名的，學問好的，發大心的，任勞任

怨的，私心重的，不怕犧牲的，有聖的，

凡的，紛紛用心為當地佛教打拚。彷如天

上的菩薩星，約好下降人間，發願普度眾

生，為世上其中一小角落的佛教，奉獻畢

生精力。同樣在世上每一角落，皆有不同

的繁星下臨，因緣好的，可為當地佛教爆

發光彩，因緣不具足的，便寂寂無聞，或

消失在暗夜中。此起彼伏，在歷史的長河

中，不斷輪迴，掙扎。

    其中，有幸能靠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業

，為人稱道，注意；或是能作專門技能，

如講經，唱誦等，吸引很多信眾；亦有努

力弘揚，卻沒有人支持，參與，落得寂寂

無聞；亦有胸懷大志，苦無資財及同道的

協助；亦有名成利就後改變初衷，陷落於

名利私慾中，無法翻身。這些有名無名的

英雄，同樣為當地佛教付出不少努力，甚

至犧牲健康、生命。同一目標，卻不同的

際遇，千差萬別。有同德同心，為了佛教

而走在一起，亦有爾虞我詐，看同路不起

，或視為仇敵。

    有資深學佛者，大隱隱於市，不為人

知；有參與多個道場，團體，奮力發光發

熱，大多「即興」賣力，沒有具體目標，

長遠規劃。各人默默靜待，靜待大德出世

，領導群倫，他們可歸隊，安心立命。只

待有人振臂一呼，將佛教命運扭轉，從此

踏上佛道。在這守待日子中，仍有不少英

雄揭盡所能，留給後人記上一筆，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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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杯渡禪師――香港佛教的創始者，南北

朝時期道經香港，暫駐錫青山，隨緣說法度生

，由一群無名英雄擁護，創立杯渡寺，靈

渡寺。

    偶然的因緣，佛教在香港播下種子，靜待

發芽。從是以後，未見有任何佛教活動、消息

。直至二十世紀初，佛教真正的萌芽，開始興

盛，可是，從杯渡禪師直至二十世紀，難道真

的沒有一點佛教活動嗎？如此漫長的時間，不

聞佛法，民眾醉生夢死，實是可憐。可是，不

太可能沒有有心人出來弘揚佛法，也許只是沒

有文獻記載，也許沒有什麽重大事故，被歷史

遺忘了。佛法難聞，此可證知。當中必有大心

之士努力延續佛法慧命，得以不滅，靜待因緣

成熟，讓佛法爆發。而這些大心之士，正是歷

史中的真正無名英雄。

    2﹒凌雲寺――建於明朝，大多時供私人

作靜修之地。至二十世紀初，由妙參法師住持

，開創女眾叢林，並於大帽山建圓通寺，作男

僧眾道場。一九一九年，於凌雲寺作全港首次

傳戒活動。1933年開辦凌雲佛學研究社。惜自

此以後，後繼無力。

    3﹒寶蓮禪寺――矗立在大嶼山昂坪的大

平原上。從靜室發展成大茅蓬，最後成一大道

場，十方叢林，其間的天壇大佛，舉世著名，

是香港佛教的重要地標。一九二七年，寶蓮禪

寺、凌雲寺、青山寺協議輪流舉辦傳戒，每三

年一次，經歷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仍堅持不

輟，至七十年代，凌雲寺和青山寺先後停

辦，只有寶蓮寺能堅持下去。

    一九一一年，大悅、頓修、悅明三位

禪師，從惠州羅浮山來港，至昂坪，蓋大

茅蓬。十方雲水僧到此，一粒同餐，種山

蘇，置法器，草創禪門模範。後迎請紀修

和尚住持大茅蓬，擴建為十方叢林，定名

寶蓮禪寺，依鎮江金山寺律儀，開單接眾

，是香港第一所男眾十方叢林。紀修和尚

為第一任住持，得觀音山妙參長老及青山

寺顯奇和尚之助，開始傳戒。

    第二任住持筏可大和尚，任期長達四

十二年，期內興建大雄寶殿，決定籌建天

壇大佛。兼任青山寺住持。任香港佛教聯

合會創會理事長及第一屆董事會主席，並

連任四屆會長，期間籌建佛教墳場及佛教

醫院。亦是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

會長，曾到美國弘法，對世界佛教及海外

弘法關注。到處講經弘法，曾開講大乘起

信論、法華經、楞嚴經等，在家出家從眾

逾萬。

    第三任住持增秀大和尚，第四任住持

慧命大和尚，第五任住持聖一大和尚，第

六任住持初慧大和尚，第七代住持智慧大

和尚。歷屆住持皆是有心之士，揭盡所能

，為佛教，為寶蓮禪寺奮鬥，使能比其他

道場更優勝，亦證人才的重要。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