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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不同族群紛紛聯合起來，組織不

同的會，除了爭取權益外，亦可發聲及壯大族

群，免被邊緣化或是遭遺棄，例如工人聯合會

，專業聯會等。這些族群，不單是一個組織，

甚至有多個組織，組織間有各自為政，或是互

相呼應，亦有敵對的；但當有利益受損害時，

不約而同地聯合起來，矛頭共指向外。其實這

些族群組織，由來已久，例如同鄉會、宗親會

、聯誼會、互助會等。

    可是，香港有一個極龐大的族群，竟沒有

一個組織去聯合起來，變成「單打獨鬥」，這

當然困難重重，事倍功半，窒礙進步。這個族

群就是佛教徒，非正式統計，香港佛教徒約有

一百萬，如此大的族群，竟然沒有好幾個組織

，實在令人費解。這裏說的組織，主要是聯誼

，互助等世務，非關乎宗教內的事務。不過，

就是教內的事務，亦缺乏聯合組織去互助互勉

。沒想到以大乘自居，普度眾生為己任的漢傳

佛教，竟如此「冷漠」，這不單是香港如此，

大陸、台灣及各地華人社會均如此，難怪太虛

大師說中國佛教「說大乘法，行小乘行」。

    族群組織除了互助互勉外，尚要向社會發

聲，讓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的社會功能，

他們提供的服務，這不只是存在的問題，還要

發揮影響力，讓多些人參與，不但壯大族群，

亦可使組織延續不斷。另一方面，除了本身的

教務，互助事務外，還應參與社會其他事務，

利益廣大社會群眾。在佛教來說，那是主動的

去度生。

  

    佛教的族群  寂慧

   

 

    佛教要「入世」，要走進社會，要普度

眾生，應先從教友組織起來，教友的團結，

互助，成熟後，自然有基礎，能力去向外發

展，踏入社會。教友的互助，可從醫療、法

律、會計、教育、財務等等各方面提供協助

，咨詢，讓教友在社會事務上得到協助。繼

而將服務擴大，參選區議員，甚至進入立法

會，成為立法會議員。俾能更有效、積極地

入世。佛教界一向有爭論，有主張參政入世

，造福萬民；有主張清淨自活，不應參政；

亦有主張議政不參政，只提供意見，不會進

入權力區，去除他人的疑慮，敵對。三種主

張皆有其充份理由，可因應環境，自身條件

等去抉擇。從古今中外歷史看，佛教參政，

或是議政的例子不鮮，有成功，亦有失敗的

事例。以出家人的身份入世參政的爭抝更大

，可是，國師之設，中外皆有，西藏更政教

合一，孰優孰劣，不能一概而論，要看當時

的環境及自身的條件。

    古時教友參政，有較嚴格的要求，先要

受菩薩戒，以防在俗世大染缸中忘失自我，

忘失菩提心。或是每天有定量功課薰習，保

持正念正知。清末林則徐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除此以外，參政人的條件應對佛學有深

刻認識，才能以佛教的智慧去利益大眾，亦

可在歧路知所抉擇；此外，對世學亦須全面

及深入瞭解，才能有效地參與政務；最後當

然是保持菩提心，時刻不能忘失，才能安然

度過凶險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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