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弘扬人生需要的教育 

 

    本会在首都创立，今已两年，各位爱护佛教、为助扬佛法工作而努力，表现青年人向善的气质，使

人深为 忻和钦佩！ 

    佛教的信徒，原有四众?出家二众的僧尼，是住持佛教的主脑；在家的男女二众，则维持佛教，协

助僧尼，推动佛化事业。出家众应求质精，不在量之多寡；而在家的信众，质精固在希求，量多尤所需

要！盖欲佛法普及，把它推动到各阶层去，必须有多量的在家信徒，同心协力，才能达致普及佛教的任

务。近二十年来，全马佛青的数量，已逐渐增加，例如今天参加会议的佛青团体，全国各州已有三四十

个单位，便从事实上可以见到。现在各位代表，又从联络道谊而结成一个综合性的新组织，在协助推 

扬佛法利世济人的工作，这是非常可贺可喜的现象。 

    佛青有了一个新的组织，对於维护佛法和福利社会，既然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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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我们必须要健全这个组织，希望为佛教产生更大的力量；同时佛青 还要注意研习教义，对教义

应有相当的认识与理会，能做到六和中的「见 和同解」，使大家思想统一，精诚团结而融洽一起在真

理中过生活。 

    佛教在原始佛世时代，原是一体完整的，没有什 大小乘的分别；到 了初期的部派时代，从研究

佛法思想和意见上的差别，小乘佛教出现了二 十部的派系；泊中期大乘佛教兴起，又多了大乘小乘的

对峙，似乎壁垒森 严；而到了後期佛教为了应付婆罗门教的咒术，产生了密宗，显密的旗帜 ，又分明

地竖立起来。其实佛陀诞生、成道、说法度生，目的只有一个， 无非在宣扬佛理使众生由学佛而成

佛，转迷为悟，离苦得乐，所以虽然说 了种种不同的法门，义理或许千歧万化，而究竟结归的宗趣，

阐扬佛学， 使人由学佛而成佛的目标，却是趋於一致的。这样，我们只抱定一个弘法 利生的目标，其

他的差别知见，尽可泯除，或加以融会贯通。何况现代科 学发达、物质昌明、交通便利，各国的佛经

互相 译传递，各民族间的佛 教文化思想，早已沟通，欲把一切差别的教义熔於一炉，将来大小乘的

名 词应已不复存在。今天的会议席上，有各民族的法师和信徒，融合在一起 为推扬佛法而工作，足以

证明我们的观点，完全合乎佛教的宗趣而趋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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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  

    纵观现在的世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人心曰趋诡诈，斗争曰趋残 酷，人类所处的社会境遇，

亦日趋恶劣，大家所希望於佛教的，期待著佛 教的救济，是在佛教慈悲的宗旨、平等的精神、和平的

教义、感化的教育 ，菩萨的心肠，用以消灭残酷的战争，重建和平的人生；因此，我们要把 握这个宗



趣，发扬佛教与社会有利的教义，慈悲的精神，使人生在实际上 润沐佛教的法益，解除环境与精神的

苦闷，以达到心境上的安宁，这是佛 陀创教利人的宗旨，我想不但是佛青已理解这点，世界所有的佛

教信徒， 都应在这点三致其意。 

    末了，恭祝佛青们不但在年龄上长青：应亦思想长青、意志长青、事 业长青，而踏入「佛国长

春」之途，与佛陀一样的光寿无量，长青不老  

                     ！ 在全马佛青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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