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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經書的流通，在佛法的傳承及弘播上，有不可磨滅的重要。若一處地方沒有經

書，恐怕佛法將會湮沒。經書在佛法的發揮上，超越時空的限制。因此，經書在歷史的

發展，是重要的一頁。當然，經書亦有其本身的限制，例如未能對機，未能發揮在當代

的意義，未能被適切理解等；但沒有經書的印證，很多道理只是臆測，容易錯誤。

    經書的流通，有免費送贈及售賣兩途。免費送贈不涉利益，是高尚的情操，但礙於

成本限制，只能作偶發性的出版，不能普及深入，有所障礙，且印贈的經書，不被珍惜

。售賣經書，有即時的回報，鼓勵出版者、作者繼續出版，並可作完整出版計劃，但「

經書不可販賣」之說，帶來經書流通之障礙。尊重經書，不涉利益的送贈固然高尚，但

效益有所限制。售賣經書效益高，沒有不對的地方，只是沒有那麼「高尚」而已！只要

能利益眾生，沒有不對的地方，便應鼓勵。因此，兩種方式皆應接納，相輔相成，不應

排斥，攻擊。

    一九二二年，浣青法師在俗時於九龍城開設西鄉園，樓下是素食館，二樓是念佛堂

及閱經室，三樓是佛經流通處，有售賣及結緣品，後遷往沙田西林寺，與夫人一起出家

為僧。在當時來說，不可謂不前衛。這是香港最早期的經書流通前輩。

    上世紀五十年代，貿易商人嚴寬祜，利用其辦公地點，創辦佛經流通處，專門印製

及流通經書，頗受東南亞及台灣的同道注意，紛紛來函訂購，嚴居士亦利用其生意上之

方便，解決滙款的困難，使流通處之業務蒸蒸日上，遍及世界各地，中國大陸在文化大

革命期間，大量佛教經書及文物被摧毀，嚴居士利用其生意之便，搜集被棄置之經書，

重新印製，或轉往其他地方，很多珍貴的法寶得以保存，功績不可謂不大。其後中國大

陸開放，不少大陸寺院及人士來選購書籍，使法傳回大陸。晚年他將業務轉贈法師經營

下去。

    一九八三年，香港佛學書局成立，附設於法喜蓮社內，座落於銅鑼灣鬧巿，主要從

台灣進口經書，偶有出版佛學著作。惜經營十數年後因種種原因結束營運，回復其原來

佛堂的運作。

    另一組織佛哲書舍在1995年創辦，主要從台灣進口經書，後更發展英文佛學著作，

乃至藏文、梵文等，從世界各地搜羅重要的佛學著作，可說包羅萬有。除在香港多區開

設分店外，更在海外台灣、澳門及加拿大開設分店，欲將佛法弘傳至世界各地。

    橫向發展方面，佛哲書舍更舉辦不同的大小型佛學講座，有海外的，亦有本土的法

師；有漢傳、藏傳、南傳等不同體系。有不少法師藉此首度來港，繼而發展、生根。本

土法師亦藉此踏出來，走進社會大眾。書舍除教內無分門派，不同的活動外，社會公益

事務亦積極參與，但仍本著佛教立場，不致迷失於教外。

    總結來說，以佛教為本位，從各不同角度發展弘法利生事務，推展開去。主幹是以

法的流播，續佛慧命。以商業手法，傳持下去。卻不忘各種弘法利生事務，不拘於各種

方式、手法。

    無疑，佛法的弘傳，必需以佛法為主位，輔以其他弘法利生事務，即慈航大師說的

佛教應以教育、文化、慈善去進行。因此，法的流播是重要的，法的廣義流通處即佛法

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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