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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流播有三大系即 一.原始的上座部南傳佛教，主要由南面弘傳至東南亞一帶，包

括泰國、緬甸、柬甫寨、斯里蘭卡、老撾等國。二.初、中期大乘的漢傳佛教，主要由北面

弘傳至中國、日本、韓國等地。 三.後期大乘的藏傳佛教，主要由西北面傳入，弘傳至西藏、

青海、蒙古一帶。

    這三大系的弘傳，各有特色，優劣，發展多姿多采，俱源於釋迦佛的教法，嚴格來說，

沒有優劣之分，只有契機契理之別。其發展皆在與各民族的民風調和，釋迦佛真的很慈悲偉

大，他的教法在各民族中都能充分發揮，淋漓盡致。不同民族都有因教而得大成就者，且不

斷發展成長，使能更切合當地民眾。只可惜很多信眾貪新鮮，好奇，適合自己民風的宗派不

去接受，卻趨向於與自身不調和的教派。請特別注意，各教派的成立與發展，與本身的民風

與民情有密切的關係，適合當地大部分人的根器，輕率地選擇別派非明智之舉。

   一.南傳佛教忠於佛陀的生活模色，重原始風範，如赤腳，托缽，應供，樹下坐等。偏重

於出離心，解脫道，嚴持戒律，很注重禪修，包抱各類如四禪，四念住，動中禪，安般念等，

踏實而有効的修行方法。其刻苦，頭陀行的生活方式，與印度的瑜伽行者接近，都是遠離塵

囂，物慾的自了修煉。當然這系的發展跟印度的民風民情極接近。

    南傳佛教經論不多，可看出其注重實修，不太重視思辯，哲理，文化，學統等。教育制

度，學院發展也不足夠。簡言之，側重於自了，很多制度都流於形式化，不太適應變化快速的

現代社會，但也許正是其優點，保存著佛世簡樸及實修的忠實。當然，佛陀的大乘本懷及真

精神畧嫌淡薄。

   二.漢傳佛教有豐富的經論，發展多樣化且趨於圓融，探求哲理性的高度發展。包容性很

大，與中國固有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等激盪融和。對琴棋書畫，文人雅士各方面的學術性

影響很大，可以說佛教已融入生活中，而佛教給人的印象是無爭，優雅，和而不流，隱逸，

不吃人間煙火。這雖與佛法有點偏離，但無疑也是民眾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也是中國儒士與

隱士的民情。

    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思想性特別強，他的圓融性，包容性達於顛峰，甚而迷失了自己，這

對於學術發展極為有利。而判教思想在中國是一很大的貢獻，使後人在研讀浩如煙海的經論

中能有所安立，掌握。其次，中國的清規，叢林制度，更是一大突破，他融和中國的民風、

民情，調和時、空、政治，郤能掌握佛教的教義，精神，可說是了不起及大胆的創造。而吃

素、念佛的普世大乘精神尤值得稱道。慈善事業方面，佛教一直默默而謙卑地作出貢獻。任

何朝代的災禍、苦難，佛教俱在旁協助。教育、義學、文化，除政府外，佛教是最重要的角色。

但由於佛教謙厚，不執著的性格，這些方面的貢獻，往往不為人察覺，而被評為不理世事，

不事生產。不計名利，不分你我的義工精神，在漢傳佛教有著優良的傳統，源遠流長，世代

相傳，很能體現佛教的大乘精神。

    漢傳佛教的缺點是教育制度不夠強，未能有效地培養人才。學院不足，未能將法義發揮。

踏實的修行方法不夠多，不夠深入，道次第弱。法義發展皆在思想及哲理性層面，未能結合到

修行、應用、普世中去。

    漢傳佛教積弱，原因錯綜複雜，導至信眾信心不足，往外他求。沒察覺到教內教外其他

系統也正風雨飄搖，積弱不一定比漢傳佛教低。對求法的信眾及教內外各系的困境，我都表示

由衷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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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獨特的藏傳佛教，涵蓋了三藏十二部的教法，嚴謹的修道次第，虔誠的大禮拜。小

國寡民的西藏，人材輩出，影嚮深遠而廣泛，其優點在那裏？

    當推他的明確修道次第、虔誠的信仰、踏實而謙卑的修行，對佛學切要的掌握及嚴謹的    

教育制度。當然，這些背後都有精嚴的經論支撐。他的特色：因明理論、中觀正見及本尊瑜

伽，更是其他二系所不彰的。

    藏傳佛教偏重於信仰，全情投入，尤其對上師的教言，雖有懷疑也會照行，其虔誠度非

重智的漢傳佛教可比，此亦可證藏傳佛教不太契漢人。藏傳佛教訓練嚴格，教育制度嚴謹，

單五大論的學習已超十年，非一般人能負荷，亦證不適於漢人。

    對佛法的掌握，藏傳佛教也能做到精要簡潔的總持，例如注重菩提心；自他交換；聖道

三要；修心七義；修心八頌等，是佛法中的精粹。

    重神通、効應快、政教合一，某些派系更可娶妻吃肉也是其他二系所沒有的，可視為其

優點，更可視為其缺點，亦是外道騙子喜歡利用藏傳佛教作榥子的原因。

    正因藏人虔誠，培植了藏傳佛教「迷信」的色彩，如轉世，神諭等，當然這些「迷信」

也有他的效用性，如權威的建立，民族的凝聚，教化的方便。也是其他二系所沒有的，也不太

適合藏族以外的民情。

    除了以上多點證成藏傳佛教不太契機漢人外，更有一點是歷史中，修學密宗的人雖多，

得成就者郤少；尤有甚者，出事的人更多。當然，這些都不是藏傳佛教的過失。

    以上是三大系的特色及優劣，而佛教本身相對於教外，他的特色及優劣在那裏呢？

    首先要談的是佛教的法特別猛利，由於契應真理及方便，法義能收立竿見影的效果，很

多人會因一本佛書，甚或一句經偈改變了一生，從此踏上解脫之道。這尤須各教友注意，法為

三寶的核心，一切活動、媒介、善行皆須圍繞法義去助成，否則成了本末倒置，更要對法有

信心，因為他能改變一個人，是最佳的助人法，邁向解脫道。

    其次要談的是佛教乃真慈悲的宗教，這可從歷史中看到，佛教沒有所謂宗教戰爭，殺戮，

他的慈悲且遍及蠢動含靈，給予無限的關懷，幫助，那種普世精神是無遠弗屆的。此外就是

他的出世思想，因為從正見中看破世間的顛倒性，故能放下煩惱、執著。注意出世並不是否

定世間，離郤人間，而是遠離世間的顛倒，踏上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的成佛大道。

    當然，這會做成對世事不「積極」，不重鬥爭，冷淡的「懦弱」性格，且與世間格格不

入，甚而對立。是好是壞還需大眾去衡量，是否還有折衷的路？此外，佛教的組織也弱，對

內部不如法的個別分子，未能做到有效的壓制，刑罸也輕，自做成內部權威性不夠。到最後當

惡化到只有由外人收拾殘局時，決非教內及教外之福。

    在家居士在佛教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可惜在家的組織，在家人的功效都被忽略，

沒有作系統性的建立，發揮。各團體教派的合作，互動極弱。這不但有違佛教教旨，且造成

封閉，僵化的局面。最致命的是佛教教育做得不好，不足夠，這都有待加強，如更能兼顧延

續及廣泛性的慈善事業，配上國際性視野，定能使佛教更豐盛，饒益大眾。

    以上是佛教三大系及本身優劣的一點探討。但這裏一再強調並非各系及本身的過失，且當

中更有很很多例外。這只是一些粗略及概括性的分析。如何修學？如何發心？還須週詳的自

我了解及環境評估，善知識的引導。當然，最重要的是放下我執，發起清淨無染的追求。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