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港九佛教徒应有的努力 

 

    香港号称为「民主橱窗」。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它是中国英帝国的殖民地。虽居民占百分九十以

上都是中国人，然政治、法律、教育等，都自成一个格局。从大体上看，多少接近了民主与法治的边

缘。使久处於战争蹂躏的人民，息居於此，尚可嗅到一点自由空气。香港之被人视为「天堂」，这该

是最主要的原因吧！从统治者的方面看，港九可说是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地区。这我们从耶稣的各种节

日，港九市面所表现的热闹繁荣的景象，可以略见一般。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仍以信仰佛教者

（？）为最多。「习惯成自然」。虽然没有人特别提倡，到了一定的日子，人民会自动的欢庆自己所

要欢庆的日子，港九一带的斋堂静室，尤其是郊区，随处可指，佛教的深入民间，由此可见。 

    如所周知，有宗教信仰的人，对於道德方面特别重视，这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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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比较安定的地区，身心当更为恬静。在没有秩序，没有法治的社会中 ，宗教徒最容易受到欺侮，

徵之以往大陆僧尼寺庙的哀呼频传，艰危惊险 的情况，佛教徒是更希望国家早日走上民主自由的轨

道。鲁迅写阿 Q 正传 ，描写到阿 Q 偷尼姑庵里的萝卜，革庙里供的牌位??皇帝万岁万万岁? 的命的

那副蛮横无理的尊容。「软的捏、硬的怕」，深刻地刻划出中国社 会中的一般劣根性。而俗谚也说?

「好人被人欺，好马被人骑」。好的人 往往受到社会上的倾挤以至无法立足，这是中国政治社会所以

日趋纷乱而 分崩离折的主要因素之一。居住在港九地方的佛徒，在日常生活方面，与 一般市民同样

的尽著应尽的义务，享著应享的权利，充分的受到法律上的 保护，生活环境既称安定，心安理得。照

理，是很可以做出些佛教徒应该 做而又能做的事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香港的社会是不健康

的，许 多旧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还普通地存在著，佛教徒浸润在这种环境里， 不知不觉的形成了

许多与佛教教义及制度相反的习惯。泛泛的加以观察， 一切的表现，好像是与大陆的佛教没有什 差

别，实质上初到香港的人， 都会觉得有许多地方是与大陆上的佛教不同的。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说， 

一座寺院，在私有的制度下，主权的问题，是被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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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私有，受到法律上的严格保护，於是占有寺院主权的人，即认为这 寺院是我的，有权力可以随

便处理，可以拒绝任何人的进住。这和大陆寺 院，一般的认为这是十方的、三宝的，则大异其趣，虽

大陆寺院也有所谓 子孙庙，然子孙庙常住，挂单接众（至少也有三天水火单或一宿二餐的） 的也到

处都是。私有财产制特别被重视，则对於僧伽（和合众）的共同享 有制，就必定被忽视。深刻一点

说，这与佛法中三法印或一实相印的意义 ，就大大地违背了！由此扩而充之，我的师父、我的弟子、

我的护法、我 的名闻利养，……未得时，患不得；既得时，患失之。用尽心思，绞尽脑 汁，真是?

「袈裟未著嫌多事，披了袈裟事更多」！佛弟子把佛法的根本 意义给忘失掉了，一切为了自我，试问

这还怎 能够住持佛法呢？ 

    香港的寺庙斋堂，说起来是很多的。但是求一座具有大陆佛教丛林寺 院的规制也不可得。学佛的

人，在家的和出家的，统计起来，也不能算少 ，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很少能积极的做出些有关佛教

的事业来。近三、 二年来，出家的佛徒来到香港的，据一般估计，不过百余人而已，以往大 陆上一

个像样的丛林，所住的僧众都不只此数，然这在港九已经有粥少僧 多，大感人满之患了！一方面这固

然是香港的生活程度高。地窄人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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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均感困难。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缺乏大心之士和无我为公的精神，所以 才有此窘迫之象，以一个区

区小庙的东普陀，亦可以解决港九少数云水僧 的生活，多少安定了港九缁流的心。其它如大欤山、芙



蓉山、西林、青山 寺、弘法精合、鹿野苑、尸罗精舍等，虽不免作有限度的收容，然尚能自 动发心

各视其力，也总算是难得了！即此，尚能使经声佛号，妙理圆音， 弥漫於港九之间，形成港九布教空

前未有之盛。所引为慰者，港九佛教徒 虽没有一个团结健全组织，不能作到有计划有系统有效率的具

体行动，在 各种艰困的情形下，於简淡的生活中，随其所好所能所学的不同，消极的 勉力以行，数

年来虽不见有任何显著的成绩，然诸事平平，大体上还勉强 看得过去。其中虽也曾有过几个坏痞子，

惊扰了整个空门的岑寂。究竟是 站定佛教立场安分守己的人多，据笔者所知，在修持方面，除了各庵

堂寺 苑及私人的规定功课外，随时随地都有集体的结七念佛、参话头等法事的 举行；个人方面，有

的结茅苦行，有的掩关潜修，都能悉心为道。教学方 面，按时上课，长期钻研教乘固有，短时讲经，

此终彼起，及三五同道参 研一经一论者，亦所在皆是。至於一般慈善事业，如办义学，施诊舍药， 

救济社会灾民等，亦有大心菩萨，出钱出力，勉任艰钜。此外一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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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世人向善学佛。如办法会、结坛礼忏、念佛、持咒、荐亡延生等，更 是行无虚日，无时或停的

了。在宣扬教义的方面，上述各类人等，虽也可 以摄入此中，然著书立说，出版专书及杂志，这是更

难得的佛教工作。此 外如组习印刷事业，学习生产技能等，亦有多人注意及之。综观港九佛教 的各

方面，都还能略有表现，这不能不说是港九佛教徒，在家的出家的， 本地的外来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使我们於随喜赞善之余，亦颇以引为欣慰 。倘更能积极行动来集中力量，其成就当不只此。 

    以港九佛教徒之多，力量之厚，所表现的，只是一些泛泛的成绩，这 又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

因为已有的这些表现，都是在散漫的，听凭各 人自己的兴之所致而作出来的。就是在这种勉强的表现

中，也多含有许多 不可告人的事。何况有十分的力量，只肯 出很少的几分来，甚至完全不 愿 出

来。这是佛教界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俗语说：「和尚不作怪，施主 不来拜」，各种佛门中事??如修

行、讲经、办法会等??每一椿佛教的 事，都几乎有人假此作为招牌，以求达到个己欲望的满足，不肯

多为佛法 、为大众、为社会谋利益。至於一些好慕荣利之徒，为了一己的利益，不 惜互相诋毁、争

缘法、拉关系，夜郎自大，好为人师……几不知佛法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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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都是佛教界最普遍存在的坏现象。私而忘公，以怨报怨，佛教徒的 力量，有许多都为了这自私

自利和彼此间不必要的意气用事给抵消了。我 们愿在此唤起同道们的注意，佛法是注重实证的，只有

我们的三业能够作 到澈底的清净，尽心尽力，把每一分力量，都用在佛法上，才不愧为一个 佛弟

子，也才不枉学佛一番。亦只有佛教徒大家一致的向「道」上会，多 讲点「道义」，一切以正法为中

心，检点自己，改过、忏悔、虚心学习， 才能够作到烦恼过失日有所损，功德胜利日有增益。每一个

好心学佛的人 ，都能自省自正自趣於善，道德感，责任心被普遍地重视起来，佛教徒的 团结才算有

了基础，大家有一分力量发一分光，一切都用到佛法上来，那  ，佛法的发扬光大也才不是一句废

话。 

    综上所述，港九佛教的现况，是在少数人消极的努力中维持下来的， 为了对於已有的成绩延续不

坠，对於新兴事业的力求建树，我们对於已往 积存於港九佛徒身心上的若干缺点与错误（包括思想、

意愿及行为等各方 面的），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回光返照，来澈底改正一番。佛法演化到现 在，虽

已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但我们如果互相警惕，互相检讨，共同策 励我们的心志，从港九这块比较安

定的环境中，振作起来，作为未来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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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起点，这是一件极富有意义的一回事。有心於佛教的人，果能闻斯 言而兴起，佛教未来的前

途，自是光明无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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