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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佛教的社會服務  寂慧

  

 

  

 

 佛教的發展，至要在教義、思想不斷的更新、突破及應用上。可以說是嚴肅而認真的。

但佛教的弘傳，必需落下至民間的日常中，這樣，便變得輕鬆、活潑。因此，在法義的

探究，應是至要而全力以赴的，而在弘揚佛教方面，可以輕鬆自在，作為一種調劑，這

些活動，可以是讀書會、朝聖旅遊、探訪老人院、放生、賑濟派米等。

    佛教護生會，顧名思義，是為了護生而設，可是在發展過程中，偏向老人服務，如

義診、素宴等，最後以生養死葬吸引眾多老人到來。

    維園佛誕嘉年華，從1992年開辦，每年一次，由佛光山主辦，並邀約各佛教團體參

與，內容有素食區、紀念品小賣區、舞台表演、禮請一些歌星藝人助陣，當然有浴佛活

動、撞鐘等。初辦時，場面冷清，且場地碩大，唯有邀請其他團體加入，壯大聲勢，經

過十多年的經營，逐漸取得成功，不但參加的人數不斷增長，參與盛事的團體也很多，

而主辦者經過多年的經營，組織及勢力均壯大，自身已能獨力承辦，毋須邀約其他團體

參與。於是從苛刻要求到最後索性自己經營，不讓其他團體參與。而對待義工的態度亦

沒有原來的客氣。不少頤指氣使之徒從不同門徑加進來，取得領導地位，就如世間其他

組織的雜染，不清淨。佛誕嘉年華從初創到取得成功，經歷了不少。當然下了不少功夫

，理應不斷改善，壯大，而不是固步自封。時移勢易，現今不少佛教團體皆有舉辦佛誕

嘉年華，甚至在規模及舒適度、創新上有所超越。加上世紀疫情的癱瘓，對維園佛誕嘉

年華打擊不少。將來的發展，難以估計。這些現象，在佛教界及社會上不斷發生，重複

。主事者，能不引以為鑑嗎？

    佛教寺院在自身清修之餘，兼參與社會事務，低調行事，由來已久。這可見佛教是

一慈悲的宗教，不忘普度眾生，惜財力、能力有限，只能點滴利益社會，能作多少便是

多少，可說是一優良的傳統。

    沙田般若精舍，在富商胡文虎支持下，由夫人陳金枝籌建，於五十年代落成，收養

年老無依之士，除膳食護理等職員外，更有中、西醫駐診，可說完備。六十年代，更創

辦慈光西醫贈診所，為院內院外人士贈醫施藥。一般行政工作，及部份捐款，皆由院內

女修士負責。七十年代，更建安老療養院，由專業護理人員提供服務。八十年代在大埔

建分院，專門照顧年老女出家眾。

    五十年代尚有志蓮安老院、六十年代有寶靜安老院，往後陸續有不同的安老院興建

。可見佛教悲心特重，側重老弱病苦，孤兒等。而對問題青少年、男性失業者的「高難

度」服務便闕如。

    佛教對於教育亦相當重視，皆因佛教的宣教很著重佛教道理。因此，義學、婦女教

育、職業培訓在早期已有佛教人士開辦，隨著社會發展後，小學、中學、大專的興辦，

亦迎著潮流。

    除了佛學班外，六十年代由各大德爭取到佛學為中學會考課程，亦一突破性及難能

可貴之事，惜繼承者未能掌握此機遇，為佛教在教育上發揮應有功效，其失敗處亦如佛

教學校未能在校內發揮其優勢，使佛教普及並建立基礎，實在可惜。

    早期香港佛教能在弱勢社群下創造機遇，成績斐然。然未能掌握此等機遇，扶搖直

上，實在可惜！

    佛教醫院及墳場各有一所，皆是早期大德的奔走興建，在上世紀貧窮社會，及殖民

地統治下的爭取，真不容易。可是，這些大型建設中，佛教元素何其薄弱。在對治老病

死的場合下，佛教未能發揮其效能，似有捉到鹿未能脫角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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