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我对联系世界佛教的感想 

 

    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联系问题，不是自今日才开始有人讨论，远在虚大师环游欧美各国宣化，已在

为这一问题努力，而且目的还不在联系教友，还要使中国佛教对世界佛教生起领导摄化的作用。中国佛

教，大乘境界，博大精微，在实质上是具此领导伟力，是足够资格的。因北传系的大乘佛教典籍，尼泊

尔、西藏等地皆不及中国的完备，而日本虽有大乘精神社会化的逢勃现象，可惜已太过俗化，失去大乘

佛律严谨的一面。所以真正的大乘佛教中心，仍在中国，不是在西藏、尼泊尔，也不是在日本。不过中

国的佛教，自从教制废弛以来，本身的缺点也太多了。虽有实质雄厚的教义，今日开展弘扬的工作，实

在少之又少，微乎又微，徒有其表，而无其实。那 ，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讨论与世界佛教联系，或希

望生起领导作用，那真是成了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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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传系的佛教国家，如泰国、缅甸、锡兰等，其在教义的实质上，虽 或不如大乘精义的广阔深

远，而因为有统御的规律，有健全的教团组织， 他们所从事的佛教工作，不论在自身或社会，都是很

实在的，接近原始佛 教的实践精神，比起中国的名存实亡的空虚的大乘行者，自有不可同日而 语了。

原因是他们真有实践精神，秉承佛律，配合国法，有健全的教团组 织来统御僧众，所以僧众过的生活

都是纪律化的，因此弘化事业亦易开展 ，亦易成功。反观我国僧众，好像一盘散沙，貌合神离，谁也

独尊，谁也 自大，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卖谁的账：不理公众事，只顾开小车。在这 种情形之下，虽

有少数大心之士，愿欲联系世界佛教，展开弘化工作，以 为人类谋利益，无奈内部空虚，没有组织，

发生的力量毕竟是不会大的。 因此，要把中国佛教和世界布教联系起来，我以为先决的条件：一、要

健全 教团的组织，有一个健全的教会能统御全国的教徒，使教徒生活不再散漫 ，毫无组织。必须统制

教徒遵法守法，过其合法的规律生活。二、要急速开 办训练师资的学院，培植外文的人材，把已有中

等佛学程度的教徒，再加 深造，使之成为专材，然後把学员组织成团，派赴各佛教国，作实际的学 

习、宣化、考察、联系。如果这两种工作能得及时推动，则十年八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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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既有人材向外负起联系的任务，即遇有外来的教徒来交换留学，我 们自己的学院亦可供他们深

造。如此，才会从联系中生起实际的交互作用 ，否则，十年八年之後的中国佛教，还是与今日佛教一

样的散漫空虚，多 谈联系也是无补於实际的。 

    此外，在国家多难之日，以中国佛徒为本位，而联系各国佛徒的情谊 ，亦是极需要的，与国家的

发展兴盛亦极有帮助的。治标的方法，应是多 组国际佛教访问团，派赴各国访问教情，以期联系各国

教徒，使之发生力 量。那 ，国家亦不能如过去一样漠视佛教，不加爱护，须要付出一笔代 价，帮助

中国佛教徒推动国际佛教的工作  

                      。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写于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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