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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的傳統  寂慧

 

    二十世紀初，大陸大量難民逃來香港，雖然他們抱著短期內返回故里的心態，但仍需作

短期居留的打算，找一處安身之所，並找一份職業，亦即作短期安居樂業的心態。從立足，

紮根、發展，經數十年的奮鬥，慢慢捱出成果，最後各人豐衣足食，經濟數度起飛，成為世

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

    同時間，大量北僧南移香港，亦抱著暫住心態，在香港立足，紮根，發展，最後亦隨著

地區經濟的發展，創出驕人的成績。不論世間出世間，各人無可避免地要為生活奮鬥，終日

營營役役。這是為了生活，為了生存而耗盡了一生的精力。其中有幸建造了自己的寺廟，可

以安居，慢慢凝聚了僧俗法眷，可以將寺產、事業傳承下去，這種世間做法，被稱為子孫廟

。而有一些心胸廣闊，遵從佛制之士，將寺廟開放給有心修道之士，及一般信眾及社會大眾

進行教化活動，稱作十方叢林。除了教化等活動外，不少僧俗人士，孜孜於各種工作中，除

了經濟目的外，亦希望發揮聖教的功能，或是拔除世間的苦疾；亦有不願讓人產生無所事事

，寄生蟲的誤會，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這種勤儉的傳統，在二十年代經濟

艱難的社會環境下，是自然的現象，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生活富裕，好逸惡勞的現象逐漸

形成，勤奮的優良傳統慢慢消失。這不只是社會如是，佛教亦如是。

    傳終接代是中國另一根深蒂固的傳統。縱使沒有己出的兒女，亦會過繼，乃至領養等延

續行為，目的除了自我的延續外，更有為養兒防老，病苦的照顧及死後的打點。縱使這些有

違佛陀的教義，但佛教內仍盛行這些保守思想，故有子孫廟的現象，亦有領養孤兒，領養貧

窮人士兒女的舉措。佛教中人除了將資產，事業傳承給領養的孤兒外，更要求他們出家，步

自己的後塵，這些期待，被傳統思想影響很大，亦有其現實的迫切性。因此，往往用高壓手

段脅迫他們跟隨安排好的未來之路。對於結識異性，或是從事別的職業，皆極力反對。且有

激烈地怒罵「不出家去，不如當娼去」的言論。孤兒除了先天性的家庭缺憾外，在人格上，

個人發展上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當然難以認同長輩的期望，作出反叛，挺而走險的行為，

而能在教內立足或是出類拔萃的，則絕無僅有。在不健康的環境下長大，教育不足的因果中

實難有突破性發展。

    另一佛教傳統是「不說他人過」，這亦反映在寫佛教史的作者中，差不多每一本佛教史

都在「歌功頌德」，讚揚各高僧大德，佛教內的現象，活動，皆讚嘆不已，沒有一句批評說

話。但世界是不完美的，怎會沒有不值得批評之處呢？如果佛教是那樣「戰績彪炳」，佛教

為何在社會如此不被重視，不能普及，甚至被歧視？這種行為，不但未能為佛教作出鞭策，

更令因循苟且，自滿自大，腐敗下去。

    佛教的傳統，尚有男尊女卑；老年勝幼年；不合羣；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現象，從中可看

出這些性格與社會現象極相似。畢竟同一天空下，孕育出來的相似性是必然的。可見佛教若

要擺脫世間法實不容易，必須從佛教教義中擷取重要的元素，作出適當的化世導俗功能。傳

統的力量很大，根深蒂固，若是不好的傳統，禍害不少；若是好的傳統，可有助化世功能。

佛教如何結合傳統，作出適當的貢獻，乃至將社會導向佛道，有賴眾多有心之士，作出完善

的規劃。

    不論要改變大環境，或是個人的一番事業，有賴眾多條件達成。佛行事業，首要是修持

，學養，菩提心，再而是辦事能力，眾生緣，及對教內教外的關心，認識。佛教的發展，需

要心靈的修養，廣博的智識，不退的菩提心，確是不容易。可是，如此殊勝的世間寶，怎不

令人前仆後繼，無怨無悔去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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