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如何建立佛教的新制度   

    中国佛教传自印度，初期皆遵律制。自唐代丛林制度出炉，代替律制。 宋明迄清，佛教衰落，丛林

制度只成具文。民国太虚大师作整顿僧伽制度 论，又作僧制今论，虽起倡导作用，而未克实施。今吾

人避居海外，时地 风尚，均异国内，故欲建立新制度，宜采取世界各佛教国之长，舍其短， 综成新制

度，略为叙说以供一得之愚耳。  

一、持律宜取泰国佛制 
 
    （一）、泰国盛行小乘律制，严肃过於锡缅，僧必持戒守法，犯者涉及社会讥嫌，则由教会收回

袈裟度牒，送与政府究办；或不容於教团则使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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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还俗。其法制全国皆僧。但有不能守法、或有别种原因，准许舍戒还俗 ，能使教团清净，住持正

法，是其长处。  
    （二）、泰国僧制模仿国家宪制，由中央以至省县市镇，等级分明，渐求 上进，不可躐等。学僧要

经九年学历，且须考试合格，才为职僧，可任住 持；若德僧非经二三十年修养不为功。  
    （三）、其为僧者过午不食，沿门托钵；此方不惯，不必采行。其他如吃 荤、吃烟、不饮牛奶、人

拜而直立不动等项，有被社会讥嫌之小节，皆不 须效法。  
 

二、发心宜取中国律制   

    （一）、中国流行大乘佛教，首重发心之精神作用，与小乘佛教之学重形 式律仪，略异其趣。盖大

乘重心地宝戒，只求发心清净，动机正确，纵有 所犯，亦不违越，且有功德，不为小乘形式之戒条所

限制。若要佛法适时适机 ，普遍宏扬，则大乘发心有其特胜价值，不可不注意及之！  
    （二）、佛法以慈悲为立教宗旨，根本戒法，著重戒杀生物。华僧及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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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二千年来保持素食作风，此为世界各佛教团所不能及，皆由发心慈 悲不伤害生命而来，且与欧

美各国近世提倡保护动物不加虐待之风尚，亦 甚符合。  
    （三）、中国佛教衰败之病症，在於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印 光法师所谓「三滥不除，

佛法不兴」。此为中国佛教制度废弛，不足为法 ，且宜革兴之。  

三、导俗宜取日本新制   

    （一）、日本佛教传自中国，始於唐代、故其制度及寺院建筑皆仿中国， 今日京都所保留之寺院建



筑物奉为国宝者，皆唐代之遗物；但日本佛教自 明治维新，接受西洋文化，其制度已起重大变化，有

可采取者，有不可采 取者，略为一言之。  
    （二）、日本佛教学术化，配合时代所需，深入社会，已起广大化导之作 用。原因在乎能运用科学

方法，整理佛经，研究佛学，使佛学通俗化，普 遍化，发生效力，甚为成功。其国现有大专院校近二

十所、中学三千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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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更多。佛教僧人都出自大学，闻名於国际之佛教学者不少，因此佛 教文化极为发达，普通书店

之出版物多属佛教文学、文艺及佛教杂志，其 宣传之成功，实堪效法。  
    （三）、日本佛教之僧制，自明治维新之後，大大改变，净土真宗等僧人 ，皆可带妻食肉，只可名

为居士，称之为僧或比丘，实属不伦，岂可效法 ！但当时仍有戒行清净之高僧，为数不多，今日恐已

渺不可求矣。  
 

四、研经宜取西藏学制 
 
    研究经教为宏扬佛法之源泉，如无若干博闻之士对佛法作深入之研究与透视，欲兴旺佛法，延续

慧命，实不可能。故今日世界之佛教国，不论其为南传或北传；小乘或大乘，对於研究教理皆极重

视。如泰国今日之佛教徒固有专门研习、考试制度之建立，即缅锡比丘亦有规定研究三藏之方法。忆

十年前予参预仰光结经大会，尝有小乘比丘皆诵全部三藏教典，若非学制严谨，苦心孤诣，岂能臻

此？此皆是吾人治学之参考。 
    至谓采取西藏学制，以西藏佛教在距今五百多年前，当中国明朝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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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有宗喀巴圣僧，出生於甘肃西宁卫，悟道於西藏之葛尔丹寺。慨红 教末流以吐火吞刀之邪术败

坏教规，惑乱人心，乃起而纠正之，其法制以 黄色衣物为表记，阐扬大乘以「般若心经法要」为教导

僧众基本，以「庄 严宝王经」及观音菩萨之「六字大明王」作化导全民之方便。闻其治学方 法，将经

典分五大部，作十八年研究：（一）、大般若经五年；（二）、天台教观 二年；（三）、戒经三年；

（四）、俱舍五年；（五）、因明二年。此五科修学卒业不 合格者，列为下座，以当示辱；具法师资

能合格者，准其毕业列於上座， 以示鼓励。当其主考者考验五科之时，随奉经论内容一二句为问，若

迟答 或答错，大众鼓掌笑之，故学者平时不敢懈怠，学乃大进。吾人於此五科 经论之学习尽可酌情增

减，但其治学认真谨严，逼出学者专材之方法，实 亦可供参考。  
    今日世界之各佛国，各持其长，亦各有其短，吾人舍短从长，采为综 合之制度，以适应各佛国之通

用，则不特可以沟通佛教文化，成为合情合 理之佛教宪法，同时亦足以溶化大小显密於一炉，而使世

界佛教趋於统一 性，在众生界宣流周遍；永垂无尽！千秋大业，吾人其图之！  
 
                                   二五一三年三月廿七日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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