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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在早年各華人圈中表現最強勁。台灣及世界各地的佛教人士常來「取經」

，印順法師亦打算駐錫香港辦佛學院，已籌備就緒，惜因緣改變，未能加惠香港。時移

勢易，各佛教華人圈長足進步，紛紛呈現生機，唯香港佛教仍踏步不前；雖有不少蓬勃

跡象，但只屬「喧鬧」性質，法義沒有彰顯，亦不能引領大眾，尤有甚者，邪正不分，

對社會問題亦未能回應，自絕於社會之外。

    究其原因，是法義不彰，法義不彰，是沒有佛學院的組織去回應需求，去培養人才

，以致迷失於堅定立場及民眾之外。翻看台灣佛教，佛學院林立，發心之士有渠道提昇

自我，早已超越香港，而星馬亦有佛學院之設，雖經數十年經營，仍寂寂無聞，但近年

似有發振跡象。美加澳華人圈沒有佛學院之設，雖有欲動跡象，亦難成氣候。可見佛學

院之設如何重要。在社會上，如欲學習音樂，有音樂學院；欲學習法律，有法律學院；

欲學習商業，有商科學院。若欲學習佛學，那能沒有佛學院？佛學院擔負法義、修持及

回應社會的需求，亦是培養人才，續佛慧命的重責。因此，每一個地區，皆應有一所佛

學院，乃至多所佛學院之設，才能振興佛教。

    香港佛教亦有不少有心之士曾舉辦佛學院，惜皆開始不久便失敗告終，甚至胎死腹

中。只有倓虛法師早年辦華南學佛院兩屆，成績蜚然，影響深遠，惜無以為繼，香港佛

教亦落落於孤寡中。究其原因，有師資不足；有宗旨不明確；有些沒有週詳計劃；有些

沒有堅定不移的毅力等。那是否代表這些前輩失敗呢？也不能這樣說。查每一地區的佛

學院都經歷過無數失敗。而所有的失敗皆能喚醒教界重視此核心問題，而此純樸、無利

可圖的初心，亦能產生淨化功能，而失敗的經驗，考驗，能催生未來的成功。

    可見沒有佛學院，佛教便沒有明天。

    或說香港很多大學已有佛學科目，培育不少佛學人才，是否已足夠呢？佛學院應有

三方面的培養：一是學術、二是修持、三是回應社會。學術，顧名思義，學術是法義、

教理的研究，將佛陀的教法發揚光大及深義的發掘。修持是將教義的實踐，運用於自身

上，乃至社會上。回應社會是將學術及修持發揚於社會大眾中，為社會盡力。另一方面

，佛教不應邊緣化，不應隱蔽於社會外，而應與眾生共苦樂，乃至統理眾生。這些皆是

各大學很多不足之處，尤有甚者，竟有大學與不正信的附佛組織合作，這也許是「世間

」名利之累，與「出世間」的佛學院，差別很大。

    佛學院除了內學的研究及修持外，更要與社會接觸，貢獻佛教的智慧，作適當的建

言，指導世間各領域，包括治國理念等。與眾生共苦樂，是大乘之道，亦是成功的要素

。

香港極需要佛學院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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