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建立佛堂与宣扬佛教文化 

 

            佛宝林开光演词 

 

    诸位法师！诸位嘉宾！今天（一九七七年五月廿二日），我们为丹戎马林这间佛宝林建筑落成，举

行开光仪式，有劳各位不辞远道而来参加这个开光法会，无限感激。本人谨代表本林同人，先向各位致最

高的敬意与谢意。 

    回忆本人在一九五四年四月八日，由香港飞经曼谷，为龙华佛教社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入塔奉安，并

讲弥勒上生经，又在中华佛学研究社讲般若心经，在泰停留一月，於五月四日转飞来槟，至今不觉已度过

廿四个年头。初来的几年，除在菩提中学教授佛学课外，常在假期中往来星马各地弘法，经常经过丹戎马

林，并在这里演说佛理，知道这里有不少爱好礼佛诵经的信徒，只是少了一间佛堂可让大家集中听闻经

典，研究佛法；同时亦有少数信徒，要求在这里建立佛堂，为初机学佛者提供烧香礼诵之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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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经过几番商量，就在一九六一年，买下这块约有两依葛大的地 皮，预备建筑佛堂之用。可是

中途因我要办理几件大事，就把这间佛堂的 建筑延搁了十七年。  

    这里所谓几件大事：第一、当时全马诸山要我出来组织马来西亚佛教 总会，起草会章，进行筹备工

作；第二、由筹备到总会成立，不久又与诸 同事开始忙著筹建佛总的新会所；第三、完成新会所，又著

手与诸公筹备 马来西亚佛学院的成立及教育经费、开学事宜；第四、协助星洲的信徒， 在漳宜购建佛缘

林；第五、为忙三慧讲堂第二期建筑大雄宝殿、地藏王殿 、太虚大师舍利塔；第六、为一些佛教青年的

需要，在吉打巴东色海购建 一间佛法林。忙完这六项工作，到一九七三年始决定捐资兴建佛宝林，得 本

林护法信徒的相助，今已庆幸落成，值得这里的教友欣慰的。  

    我们建立这间佛宝林，约有几点意义：  

    （一）、丹戎马林位於霹雳与雪兰莪州交界之处，虽是一个小市镇，但亦 为两州之间往来交通的必经



之道；而在左右前後还有美罗、仕林河、龙邦 等几个小埠连系著；所以也需要有一间佛堂，方便这些学

佛者。何况其他 宗教的教堂，偏立於穷乡僻巷，凡有人烟所到的地方，都有他们传道的所 在，那 为了

传播佛法的纶音，在这里平添一个小佛堂，亦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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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马来西亚独立以来，人口已增至七百多万。大家都说佛教徒有两 百万众；其实呢，真正可称

作佛教徒，能够理解佛教的不到一半，多数还 是滞留在三教同源、九流合一、神佛不分的阶段，他们的

信仰虽然极其复 杂不纯，但是同样地被人视为佛教徒。因此，我们要人理解佛法的正理， 扫去一般宗教

的迷信外衣，那就非从事办教育，培植人材，宣扬佛理不可 了。佛经云：「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

比如暗中宝，无灯不能见」。 儒书亦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所以要人知佛教的真相，神佛的区 

分，佛教对於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则非从宣传下手不为功。人家有的是教 堂，每周日宣传教义，引人入

胜；回顾我们的佛教集团里，虽也有不少的 大大小小的寺院庵堂，而真正做为宣传教义、度人入佛的所

在，委实不多。 因此，多一间佛堂用来推广佛化，是极其需要的，它对解除人类的苦难和 扭转社会不安

的局面，是大有帮助及裨益的。  

    （三）、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的人士互相结 合而成的国家，各族之间都

能和谐共处。尤其是独立以後的政府，特别重 视各民族间亲善合作的联系，还要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宗

教中，融其义理 ，撷取精英，另创一种具有马来西亚意识的新文化。在这方面，我想发扬 佛教的教义，

健全佛教文化的一环，与这新文化的推进必定有大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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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佛教文化首重无我：了知身体是假合的，无有实我可得。无我则无 争，无争则人心向善，社会安宁，

生活安定，精神愉快。  

    B 佛教文化重视缘起：阐明人生宇宙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必先有它 的主因，然後有许多助缘协助它，

始能成功，绝对没有一样东西，不靠他 种助缘帮助而能够单独生存的。所以能了知这个万法缘起的道

理，则人 生必需要互助，社会才能进化；同时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必然是仗因托 缘而生起，必需互助

相济而生存的，亦是必然的定律。  

    C 佛教文化注重冤亲等视：佛教对一切众生平等看待，一视同仁，是 有它根据的原理。当释迦牟尼佛最

初觉悟成佛时，已发现人性的共同律。 他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能

证得」。 这是说明了众生在业果上虽有贫富的悬殊，胜劣的差别，而在理性上是本 来平等的。故佛教是



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类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动物，不分 冤亲，无所适莫。这应是高唱民族亲善中最佳的理

论根据。  

    D 佛教文化主张慈悲普爱：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同情一切众生的苦 难，不分贫富等阶，普遍地予以爱

护。梵网戒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莫不从之受生」。这是从六道轮回的观

点推想过 去多生以来一切众生皆曾互相做过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所以应视如家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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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互相爱护，互相提携。如此，在佛理的宽大为怀，不但爱护我们的敌 人，是连敌人之名亦不存在

了。所谓普爱，意即在此。  

    E 佛教文化提示忍辱负重：能忍辱则无瞠恨。瞠恨、是破坏一切善法 的大敌，所有个人、家庭、社会、

国族的斗争，皆起於瞠怒；对治之法， 在於容忍，能容忍，才能负起一切重任。儒书说：「小不忍则乱

大谋」。 佛经说：「欲行菩萨道，忍辱护真心」。菩萨所修行的布施、持戒、精进 、禅定、般若的法

门，皆因坚持容忍而得成佛。遗教经说：「能忍辱者， 是名有力大人」。菩萨起世经说：「忍不可忍，

乃名为佛」。弥勒菩萨示 现布袋和尚偈云：「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唾

涕在面上，任它自乾了；我既不费力，他亦无烦恼」。能提示学习这 种容忍的精神，则一切私人的隔阂

固可消 ，一切民族间的仇恨，自然亦 会冰释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邦国，所需要的是国家繁荣，社会安定，如果有一种 新的文化产生是适应我们的需

要，我们应悉力以赴，同促其成。而如上所 提出的佛教文化的五个要素:无我无争、缘起互助、冤亲等

视、慈悲普 爱、忍辱负重，在创造马来西亚意识的新文化中如有需要，庶可予以采择。 本林创立伊始，

设备不全，人手亦缺乏，一切都还谈不上，望能逐步 改善，聊尽国民应尽的义务与职责。甚盼地方绅

士，在座嘉宾，多予护佑 与支持，谨此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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