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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香港佛教獨特之處(下)  寂慧

  

 

    香港佛教特色之處，其二是佛哲書舍，

約在一九八九年創辦，以商業模式運作，除

了流通佛教書本外，更兼營各類佛教用品，

出版佛教書籍，流通各佛教團體的結緣書，

提供地方張貼各道場的佛教活動，或代派發

門票，代售門票，是早期佛教活動宣傳的重

要渠道。它開放式的做法，鼓勵了各道場辦

活動的信心，雖然主力仍在主辦單位，但其

協助還是很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佛哲書舍

也舉辦了不少活動，如佛學講座、放生、佛

寺旅遊、老人院探訪等，帶動了學佛的風氣

，使佛教欣欣向榮。由於它開放的方式，與

佛教各團體皆有互動，對於香港佛教的狀況

，香港學佛的風氣，學佛的環境，學佛的深

度，皆有充份了解，使其業務能夠發展下去

。學佛熱潮能夠持續，其生意亦轉好，熱潮

不足，生意亦會慘淡。可以說，它的存在，

與佛教環境息息相關，當然，亦與社會環境

息息相關，這是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個團

體的必然現象。因此，佛哲書舍生意好，代

表學佛熱潮夠，生意不好，代表佛教「衰落

」，它成功地把佛教與生意結合。生意好，

推動佛教力度夠；佛教熾熱，帶旺生意。

    佛哲書舍創辦的初心，在得聞佛法。佛

法那麽好，卻誤解那麼多，要接觸，要認識

，要尋求，卻苦無渠道，要找一本書看，竟

找不到，市面上的書局，亦嚴重缺乏佛教經

書，只有一些點綴，且是不正信，歪曲佛教

的書籍，大部份佛寺也沒有經書，或是佛學

講座，使人無由認識佛教。在此環境下，孕

育了佛哲書舍的成立。原來在佛哲書舍成立

前，早有佛教人士先履此道：一九二一年，

浣清法師在九龍城長安街營辦西鄉園，地下

是素菜館，二樓是佛堂及閱經室，三樓是佛

經流通處。其後有禮頓山道的天竺商店佛經

流通處；興東街的廣鉅源佛經流通處；跑馬

地成和道的正信佛經流通處；繼有嚴寛怙創

辦的佛經流通處，於一九五O年開辦，不少

台灣、東南亞及美加華人到來取經，影響不

可謂不大；繼有佛學書局，於一九八三年在

銅鑼灣開辦；繼有佛教法住學會，於一九八

三年開辦。礙於早期佛教出版事業並不蓬勃

，這些前輩事業皆未能充份發揮，無以為繼

，每況愈下。

    佛教的弘法方式有多途。有側重經教，

有側重法會，有側重公益等，而佛哲書舍以

經教為主，以義理的傳播為要務。弘揚經教

義理，最直接就是佛學講座，但講者的學養

、時間地點的配合、聽者的個人因緣、障礙

，在在影響弘法效果及參與機會。可是，一

本書的輕易購得，對理解佛學是一種簡易的

途徑，而且每一本書皆經過精心設計、安排

、有系統地傳遞知識，比沒有經過「細思」

的即時講座更有效。此外，書籍是超時空的

知識傳遞：在空間上，可接收到遠在天涯海

角的各種知識；在時間上，可接收到遠古的

各種知識。可以說，各種法會，各種講座皆

在店內進行中，通過書本，猶如智者大師所

說，靈山會上，佛陀的法華說法，仍未散席。

    佛哲書舍如此的專門書店，畢竟生意有

限，很多時乾坐那裏等好運到來，如何在等

待中去另行發展，才不會浪費光陰與資源?

於是在不甘於寂寞下，辦了不少活動。例如

佛學講座，除了本土法師外，更延請海外法

師來港。很多海外法師首度來港皆藉著此「

不甘寂寞」的因緣，如聖嚴法師、慧律法師

、海濤法師、繼程法師、慧禮法師、達摩難

陀法師、夢參老和尚等。

    2003年，香港沙士肆虐，人們躲在家裏

，不敢外出，恐怕被病毒傳染。全城陷於死

寂，停頓。抱著與社會共患難的心情，佛哲

書舍冒死舉辦一連串大型佛學講座，禮請本

土法師主持。自此更積極開展其他活動，與

社會，教界更緊密融合。例如天水圍發生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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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我的夢  那羅

  

 

串自殺事件，被諷為「悲情城市」，於是每

月定期到來，禮請法師開示，派米濟貧。且

以此模式，推行「區區有佛法」至各區。並

探訪老人院，由法師帶領，以佛法僧加持各

老人院，為院內院友及姑娘皈依。每年一度

的香港國際書展，更是積極參與的活動，且

鼓勵及協助各佛教團體參加，漸漸形成一個

大團體，最後促成佛教坊的成立，展現和諧

合作精神。

    其他如放生、印經、供僧、參訪佛寺、

協助其他團體等傳統活動，亦有涉及，功效

可能不太大，但其範例催化作用，所作出的

間接影響，卻難以估量。

    佛哲書舍的發展，從無到小，從小到大

的縱向發展，再繼而在不同區域開設分店，

其宗旨在方便各區人士得聞佛法，亦希望佛

教能有多個點，形成一個網絡，協同佛教活

動。之後，再向海外進軍，分別在台灣、澳

門及加拿大溫哥華開設分店，其宗旨仍在佛

教那麼好，應讓每一個人得聞佛法，讓世上

每一處，每一個人得聞佛法；若未得解脫，

亦能種下解脫的種子。這些發展，表面看似

風光，但「隔山買牛」，其困難、虧蝕可想

而知；但若在弘法立場，這些「區區」心力

及數目，所產生的效果，確是值得的。

    社會乃至世界正產生急劇變化，可是佛

哲書舍仍未擺脫傳統保守的經營模式，面對

的未來挑戰實令人擔憂。展望將來，除了要

克服無數障礙困境外，還要推向兩大目標：

一是開辦佛學院，培養佛教專業人才；二是

創設「佛教同鄉會」，將佛教團體聯合起來

，與社會進行互動互利，發揮群體力量，體

驗大乘精神。

    面對巨變中的香港社會，香港佛教充滿

挑戰，充滿希望，亦充滿危機，置身其中，

有喜有悲，亦有無限可能，還看各人的發心

，努力。

你的夢是我的夢

我的夢是你的夢

我已做了很多夢

為何你仍不敢作夢？

空中花園

就在夢中建造

海市蜃樓

是夢中之夢

他們已圓了夢

為何你仍不敢作夢？

沒有夢的人生是什麽人生

沒有夢的理想是什麽理想

雖說人生如夢

還是要夢下去

你的夢是什麽夢？

我的夢是夢中佛事

水月道場

請來共建我的夢

而

我的夢是你的夢

你的夢是我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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