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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雖經歷太虛大師及他的弟子及新僧的洗禮，為香港佛教帶來衝擊與轉

型，惜日本侵華，香港淪陷，一切努力幾化為烏有，傳統保守的大多數勢力再度復

活，戰後亦缺弘法健將，使香港佛教仍循老路發展。由始至終，保守，腐化的勢力

並沒有消退，只是暗地進行，待革新派低落或停頓時，出而復辟。拿其他宗教的表

現比較，可輕易見到佛教的腐敗。革新派的光亮，只是「一時一地」的火花，襯托

在背後長久的黑暗中。

    另一保守旳現象是香港佛教皆由大陸外省法師主導。因此，大多數道場的法事

皆以外省儀式進行，就是說法亦不時夾雜外藉的鄉音。本土儀式及規格罕見，在在

反映獨立自主能力的不足，這啟示了對香港佛教的創新與發展的不足。如何擺脫香

港佛教的保守性及缺乏獨創性，希望可以在歷史中得到啟示。

    佛教需要改革，那是眾所周知，就是保守派、教外人亦有同感。只是改革需要

萬眾一心，否則內部分裂，對抗，必定阻撓改革，甚至使改革失敗。任何改革，必

然影響保守派及固有勢力。因此，如何安置他們是一重要課題。要知道，關乎他們

的前途，甚至存亡，定使他們不安，作出對抗，而他們往往勢力強大，不容輕視。

最好能令他們參與改革，但要計算他們的能力，意願，作出適當的安排。亦可安置

他們於一隅，安享其自身成果，但別忘在他們委縮時，多加照顧，多加合作。

    太虛大師承認自己的改革失敗，很大原因受到保守派的攻擊，若他能多照顧保

守派，或許不致於改革失敗。保守派亦有有心之士，只要喚醒他們，曉以大義，甚

至指導，協助他們作出其能力所及的方向，對整體改革幫助很大。

    佛教需要改革，改革有激烈的，有溫和的，有長久的，有短暫的，各適其式，

各自發揮功效，再作整理統合，產生群體力量，讓各方面提出意見，鼓勵意欲的生

起。

    佛教的改革，是一種潮流，非一人之事，如何引領潮流，如何萬眾一心，是成

敗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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