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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團體辦活動，常考慮有什麽活動會吸引、大眾化、有效益、符合自己宗教

要求。卻不用太辛苦、太困難、也不用太大成本。

    「念佛晚會」，上世紀很多佛教團體皆有此活動，大概一星期一次。當然，亦有一

些團體將此活動作為主力。

    荃灣東林念佛堂，顧名思義，當知以念佛為主。其草創初期，便有常住比丘二十多

人，除每半月誦戒外，亦仿傚佛陀時期的結夏安居。其餘時間則為念佛，終年念佛，頗

能保持道風。

    香港佛學會，是一頗具規模的僧俗共融組織，除定期講經，弘法，開辦研討會外，

還提倡念佛與音樂合一，創五會念佛，即五句不同腔調的佛號，頗能吸引道俗參加弘揚

，亦廣為人知。後由觀本法師領導，寶覺女子學校學生唱誦，更製作錄音。惜日本侵港

，香港淪陷，這些活動便絕跡，其他佛教團體亦無法弘揚佛法。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

沒有佛法，充滿黑暗。

    座於跑馬地的香海正覺蓮社，曾舉辦一百零八週念佛―週六念佛會，人數一直維持

至二十到五十人。其程序是念佛、靜坐、法師開示、再念佛。亦有其他團體仿傚。

    綜觀各團體舉辦活動，偏於傳統、保守，故未能有所突破。近代佛教團體有見及此

，亦當努力改變，跟著社會潮流去適應，美其名是現代化，人間化，實則迷失本位。只

求跟隨潮流，模仿他人，卻不知有些潮流是跟隨佛教呢。

    可見皆是有心人，惜未能突破。究其因由，俱是對本身法義未能深入了解，亦無從

運用，叫人唏噓！

        修學佛法，必需專心，持久，有規律地進行。不論是上課、修止觀、進修、做學問

    ，長久的從事，必定有壓力，及令自己緊張，或是閉塞，不能靈活進展。因此，必需休息

    ，或是做一些紓緩活動，如散步，找人聊天等，但修道者那有俗情，當可作些福業紓緩，

    如探訪老人院、朝聖、佛誕慶祝、共修、誦經等弘法活動，但這些皆是「副業」，仍需將

    主力集中在各自的修學中，才不致迷失本位。忘失修學。

        可是，修學的終極目的為了什麽？為了利益眾生，為了使每一位眾生走上佛道。而各自

    的修學，是為了強化自我，為了將自我提昇，才能更有效地輔助眾生，不會迷浸在自我的修

    學中，忘失眾生。在此狀況下，福業，度眾生是「正業」，而自我的修學，則是「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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