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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中学与佛教 

 

    菩提中学是从佛教立场设立的社会学校。顾名思义，亦知道它与佛教的关系是很深切的。 

    佛教在二千五百年前产生於印度，是由悉达多太子出家修道成功为释迦牟尼佛，拨开了多劫无明

的迷雾，透彻了人生宇宙底真谛，内本自己修证经验中得来的特见，外冶古代印度各家宗教哲学的文

明而创立的。它的立教宗旨，在自己方面说，是要勘破人生真相，洞达宇宙一切现象都是虚幻不实，

无所争恋，而淡泊知足，摆脱一切名缰利锁，清净身心，健全自己完美的人格；在为人方面，是要从

宇宙万象的缘起性空而彻见无我之理，由无我而无争，熔个体性空的小我，化为缘成社会的大我，公

尔忘私，牺牲互助，繁荣和平，庄严共存，而致人生於优越超脱的境界。但这所谓优越超脱的境界，

不是玄虚空洞的遗世独立，而是从不离现实成就众生中获得。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就是在这种平实而

又超脱的状态中过生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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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悲天悯人的赤诚，抱著大雄无畏的精神，在当时印度社会各阶层中覃思 竭虑，奔走呼号达五十年之

久，散播了无数的菩提种子，期待在未来世界 开出无量的菩提花朵，结成不可思议的菩提智果。  

    在今日，人类文明已跨进了原子时代，从所谓「先烈之血」而开出现 代科学「文明之花」的光明一

面，同时也有「嗜欲深者天机没」的上下交征利 的黑暗一面，由於这一黑暗面的伸展，人类的命运已

渐沦於痛苦底深 渊，偏重物质追求的科学文明，只顾向外驰逐，留恋忘返，似已救不了这 种人类的危

机；如果我们运用理智作痛切的思维，便知从内省自觉的佛教 中，尚可找寻到真能解救人生痛苦的途

径。因此，我们要宣扬佛教文化， 灌溉佛在二千五百年前所散播的菩提种子，期望它在这光怪陆离的

五浊世 界，开出灿烂夺目的菩提之花，而结成光明美丽的菩提之果。菩提中学， 应是从这种心情中孕

育培养出来的。  

    无论甚 事情，从产生到长成，必定要经过一番努力的历程；那 菩 提中学又岂能例外。远自一九

三五年芳莲师创立菩提学院，就有办学育材 的心愿，将住众分成修持研究两部，已具有佛化学校的雏

型。一九四一年得慈 航法师，陈宽宗，王弘法居士等相助，为推动社会教育，辅助社会失学儿 童，乃

创办义学。中间几经辛勤，至一九四五年才组成校董会，把义学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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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为菩提小学。然诸居士固深谋远虑，不以此为满足，时时不忘创办中 学以为育材弘法之道场。适

法舫法师於一九五?年应聘赴锡兰大学教授中 国佛学，重经槟屿弘化，诸人请其来日住院讲学。他

说：「须办中学，他 日始能重来，否则来亦无所用处；且佛教需要多办中学，对於宣扬教理才 起作

用，办小学只不过使学生种点善根而已。」经此一番鼓励，诸人对於 创办中学，更具信心。一九五三

年院中护法胡文虎居士赴仰光扫墓经槟， 又鼓励他们增办中学，使学生继续深造，慨然独资捐建中学

课室六间。董 事部因而踊跃筹措不足之经费，并向教育局申请注册手续，次年便得政府 批准，兴办中

学之理想，遂告实现。可惜其时中小学合处，校舍不敷应用， 诸人大动脑筋，却未得良法。可巧一九

五六年为佛诞二五??纪念，全马各 州寺院代表数十人联袂来槟，和笔者商组马来亚佛教会。院中居士

王弘法 ，陈心平，吴宽定，陈慈华等乘此机缘发起开会欢迎，笔者与陈少英居 士等致词，皆强调佛教

设办中学之重要性。诸山缁素为感动，後遂筹得 善款数万元，为纪念佛诞，购一地皮献给菩提学院作

为建筑中学之用。嗣 经董事部苦心擘划，协力募捐，经之营之，始有今日这间庄严堂皇的新型 建筑在

湾岛出现，平添无限的风光了。  

    从这校史的简述与观察，我们知道菩提中学自计划建设到新厦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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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曾离开佛教的关系，自然是一间从佛教立场上设办的社会学校；那 末它的任务，也自然要从佛

教文化教育的熏陶中，为国家社会培育学德兼 备的优秀人材，将来能尽忠国是，乃至尽忠世界和人

类，才吻合释迦佛陀 立教的宗旨，使人生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  

    佛教是自觉的宗教，菩提亦即是智慧的教育。佛教素重智慧教育，人 生亦需要智慧教育，唯有从这

自觉智慧的教育来实践，人生才能达到至善 、至美、至真。可是在今日的星马，佛教中学还仅有菩提

一间，因此有成 千上万的佛教徒，对它的建筑落成在欢忻鼓舞，对它为佛教的教育文化宣 扬寄予无穷

的热望。热望它的前途锦绣，光明无量！也热望那些从事散播 菩提种子的保姆，以仁慈体贴的心情来

扶植幼苗，灌溉栽培，不辞辛劳， 将来结成盈千累万的菩提花果，为马星的繁荣作灿烂斑驳的点缀，

也为世 界和平众生安乐作庄严美丽的点缀！   

                             此文曾载槟城菩提中学开幕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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