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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顾里展望将来  

受访者：钟汉源(卸任佛青会长) 整理：普向   
 

 
 
  

  

 问：廿一世纪已踏入第三个年头，相对于过去的 90 年代，本地佛教界有什么较明显的突破或

危机？ 

答：从 2000 年迄今，这两年佛教界办了好多场大型的弘法会，而从海外前来的弘法大师有星

云、净空与圣严等人。而这些大型弘法会可让教外人士感觉到佛教的 存在，并在广度众生也发

挥一定的功效，另一个突破的是继程法师与开照法师在落实僧众教育的工作上取得一定的成

绩，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的佛法非常明显的减 少，事实上国内法师的弘法内容不一定会比较

逊色，并且弘法工作必须有持续性才能达到深远的效果，我希望国内佛教组织应以认真的态度

来看待每一场弘法会，以 平常心一视同仁来对待海内外的出家人，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危机是

国内佛团领导人的老化导致断层的现象，而领导人思想上的僵化也促使佛教无法呈现朝气化的

健 康情况。  
 

问：海外佛教组织在国内发展已达十年之久，在理与实际配合上，佛青与他们是否愉快或有

矛盾所在？而佛青早期所担心的“山头主义”或“道场意识形态”是否已淡化还是被强化？ 

答：我想在理念上，无论海内外佛团都是一致的，主要是弘扬佛法与接受众生，不过在呈现的

方式上有些差异，不过海外佛教组织的确在道场上较注重庄严的外观， 而在接引众生的方法上

比较活泼、生动与具现代感，而佛青在这方面是比较纯朴。不过这是多元的社会，我们必须尊

重他人的弘法方式。至于“山头主义”与标榜自 己是屈于某某道场的确越来越强化的趋势，这

点我们较希望佛团领导人要有较开明的态度，鼓励信徒到别处参学，信徒是属于佛教而不是屈

于某个道场。由于海外佛 教组织的出现，也逼使佛青检视本身在弘法技巧上的不足，我们可学

习他们的长处，加以调整使之成为具有马来西亚佛教的文化特色。  
 

问：佛青近几年都有培训弘法人员，你对整体的成绩还满意吗？ 

答：从 1999 年开始，我们已先后办了三届弘法人员培训班，毕业后继续坚持的不少，并有三

位弘法人员也出家去了，我们会继办延办，希望未来参与的人数会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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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对善于搞个人崇拜的宗教导师有何看法？对于某些文字工作者藉借文字来美化与神化

自己的修行，你又何见解？ 

答：我想在宗教界里，个人魅力是极难避免的，因这是大部分信徒也是一般人性的需要，不过

身为宗教导师必须懂得适度的运用自己的魅力，其任务是接引众生走上 正确之路，而不是鼓励

信徒崇拜，使信徒失去本身的判断能力，佛陀对众生的终极关怀不外是勤加学习，证得究竟涅

盘，强调的是依法不依人，依法而行才能使学习 者心智趋向圆熟，最终达到心解脱。  
 

这对于某些佛教文字工作者在以文字传送佛法的同时，俨然以“导师”的姿态出现，我想他本

身须尽量做到言行一致，所撰写的东西不应太过脱离现实，过度标榜自 己的修行与超然，因他

面对的是大众与读者，须清楚自己的界限，像以前的“林清玄事件”，他不能只怪责读者盲目

崇拜他，因他本身制造机会使读者崇拜他。  
 

问：对国内现有的佛教杂志有何建议？觉得比较欠缺是那一方面的内容？ 

答：国内的佛教杂志都在扮演弘扬佛法的功能。喜见《普门》走向本地化，虽仍有道扬色彩，

是可喜的现象。至于《无尽灯》看来已像会讯，内容与排版相当保守， 而《佛教文摘》似乎也

面对十年不变的困境，至于《法露缘》已摇身变为一本美学为主的的杂志。《福报》与《慈

悲》风格很接近，属于家庭式佛教刊物，能吸引读 者已是非常成功。而《佛教文摘》本身的定

位是文摘风格，我们主要以搜集各国有深度的文章以飨读者，每期都有课题的推出。  
 

我想国内佛教杂志比较欠缺的是批判性的课题的讨论，大我只是个人专访，缺少对即时现象的

回应与反应。  
 

问：对国内的佛教文字创作成绩还满意吗？佛青办了好多年的写作班，不过成绩似乎差强人

意，为何？佛青也曾主办过“马鸣菩萨文学奖”，但国内的佛教文字土壤仍旧很贫瘠，办文

学奖是否过于华而不实？ 

答：我对国内的佛教文学创作的整体成绩不很满意，仍是较资深的写作人在支撑大局。新人很

少有断层的现象，佛青的确长期有办写作营，但成绩欠佳，或许我们的 延续工作做得不够好，

另我们也应检讨写作营的内容与师资的讲题或许缺乏吸引力，我想栽培新一代写作人是刻不容

缓的事，我希望佛学版佛教杂志能多设投稿园 地，以培育新一代的文字工作者。而关于“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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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奖”，上一届反应不很理想，我们会暂停主办，我认同你的看法，国内佛教文字土壤仍欠

肥沃，或许踏实地办写 作营来培育新人更为重要。  
 

问：有人批评佛教团体近几年在国内所发生的政教事件，反应相当缓慢与冷漠，你对此有何

意见？ 

答： 这点我绝对认同。回顾过去一两年国内所发生的事件，只有佛青有公开发文告回应，其他

的佛团都保持缄默。这一点我也深觉纳闷。或许他们不敢发表看法，或许他 们认为发表看法就

是反政府不爱国。我认为这种态度应该改变，我们提意见其实才是爱国爱民的表现。我不认同

某些人所强调学佛计划，政治的事与我们无关。其实 政治就是管众人之事，怎会与我们无关？

每个政策的推行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并不是鼓励我们应该去参与那一个政党，但关心世事是

应该的。我们除了做佛教徒 外，也在扮演一个公民应有的角色。   

 

问：有人认为主流佛团与政府或与政治人物的关系过于密切，而无法扮演进谏的角色，这点

你认同吗？与政治人物应该要保持怎样的距离才算恰当？ 

答：我认为以上的批评对我们不公平，我们是民间团体，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合理的。而

我们邀请政治人物出席活动，主要他是代表政府，而不代表某个政党， 并且政治人物若有宗教

信仰，对他与人民都有好处，除非我们所邀请的政治人物经常都在我们的活动上发表他的政治

理念，或将佛教信仰当做是政治筹码。若是如 此，我认为佛团应该减少或不再邀请对方出席我

们的活动。关于要如何与政治人物保持适当的距离，实际上是很难掌握的。无论如何，我们须

考虑所邀请的人物的出 现是否能为该活动引起更大的回响，或许这是较能掌握的原则。  
 

问：对《登彼岸》有何看法？有何建议性的意见？ 

答：对贵版内容相当满意，尤其去年下半年始，贵版开设许多有关课题的探讨，这种评论的风

气很应鼓励。我希望贵版能增设心理辅导或学佛群疑等栏目，邀出家人或不同领域的心理辅导

专业人士为现代的信徒开解心中的疑难，以为对学佛者建立一些基本的学佛态度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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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刚卸下会长的职务，以后有何新动向？对《登彼岸》读者在新一年里有何寄语？ 

答：卸下会长的职务，我会更注重在弘法上的工作，我会选择到偏远的地方弘法。因这些地方

更需要弘法人员，大城市有过多的资源，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我会 较偏重开佛青班的课

程，如此信徒较能有系统的认识佛教，我始终认为佛教要能茁壮，佛法教育是最切实的工作。  
 

新一年，我要送三样东西给《登彼岸》读者：知过、认过、改过。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迎新送旧

的意义，才能自我成长与自我提升。  
 

 

钟汉源简介  
 

●佛青卸任会长  
 

●曾任佛青会长 4 年  
 

●现为全职佛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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