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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华人宗教信仰问题 - 洪祖丰居士 写于 1985 年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已面对著一些内容问题，今天，我

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并对这些问题寻求答案。 

 

宗教信仰复杂混乱  

华人宗教信仰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就是信仰复杂混乱。  

华 人所信仰的宗教，在名义上是佛教，可是在民间实践时，并不是单纯的佛

教，而是聚释，儒、道三大教导，再加上民间原始膜拜混合而成的一种综合宗

教。这种宗教 是世界上独有的宗教，它是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各种优良教导的结

果。中华民族的宗教，像其他民智未开的民族一样，是原始膜拜。这是人类性

格软弱的自然成果。由 於对大自然的恐惧，人类向自然现象膜拜，这种宗教形

态，并不为文明所淘汰，反而一直保存到今天，甚至有发扬光大的趋势。 

两 千五百年前，儒家思想开始盛行於中国，儒家思想是一门以人为本的哲学，

不是宗教。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思想提

倡伦理道德 为基础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孔子不反对当时的一些原始膜

拜，也不否定鬼神的存在，而且还说应该祭拜神鬼及祖先，如中庸十九章里所

说的『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这种思想，深深的影响了华人

的宗教信仰。 

道家本是一门无为的哲学，提倡人与道的融和来达致精神上的满足。当佛教传

入中国时，道家为了生存，从佛教方面吸收了一些东西，变为道教。然而不幸

的是道家没有儒家那 幸运，他缺少学者及教育家，结果沦为迷信。後人把很

多迷信及无宗教精神的活动，都归纳在道教内。 

佛教在东汉时代（第一世纪）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第一个有系统，有深奥哲

学及教理为基础的宗教。当时中国人除了保有原始膜拜，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

之外，并没有一个真正有系统的宗教，所以佛教被吸收力极强的中华文化吸收

了。 

这三大家的教导及原始膜拜，在中国本土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结果造出了这

世界宗教界的特产。 

这个宗教，协助塑造了世界上最优秀最长久的文化之一。使中华民族，虽然内

忧外患，仍然生存到今天。 

这样的宗教，并没有坏处，所以并不能说是个问题，既使是融和到不能分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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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本来面目，也不能算是个问题。 

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年青的一代无法理这件事，由於环境，教育及社会

变动，许多人竟不知道自己的根源，所以也不知道所信奉的是什 宗教？许多

人不知道自己该称为佛教徒，道教徒，儒教徙，祖先膜拜徒，迷信徒还是无神

教徒，结果他们感到混乱、失落。 

这种混乱、失落，在这几十年来显得更严重。一九七○年人口报告书里的佛教

徒，到一九八○年时竟分为佛教与儒教，结果出现了十七巴仙的佛教徒及十二

巴仙的儒教徒。我想这是最混乱的问题与答案了。 

这种混乱与失落，和我们将讲述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华人把传统当真理  

一般上，世界上有系统的宗教，都会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宗教体验的实践阶段。这是教主们及一些信徒们真正体验。这是

真正的宗教，是精华，是真东西。 

第二个阶段是宗教教义传播阶段。宗教创始人，於获得直接宗教体验之後，而

从事布教活动。尽管宗教体验这个境界是不可说不能说，但一旦要向人表达，

就必须透过语言文字的工具。这样一来，我们就从第一阶段而演进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宗教传统的维持阶段。由於教义的热烈传播，单凭教义，或弘法，

已不足应付宗教事业发展的需求，於是宗教法团应运而生，然後由法团而渐形

成一些传统。宗教传统本有三大用意： 

1 方便追索原始宗教体验 

2 发扬教义 

3 建立宗教组织，制度及习俗 

但宗教传统演变到後来，其本来精神及用意可能丧失，或渐渐腐朽。 

华人宗教就是到达了这第三阶段，而有些传统的确已丧失其本来用意，或已腐

朽而沦为俗气的迷信活动。结果华人宗教，沦为仪式化，世俗化，丧失其精神

性能。 

但华人由於不懂教义，不明就理，就把这种仪式化，世俗化，迷信的传统当真

理，这是多 可悲的一回事。 

有些受过教育者甚至高喊佛教是迷信的，儒家思想是落伍的。而实际上，迷信

的是传统，不是佛教。落伍的是传统，不是儒家。我们必须明辨，什 是腐朽

的传统，什么是美好的真理，要不然，情形将变得更混乱，更复杂。 

华人宗教水准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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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华人的宗教水平高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腐朽的传统当真理，甚至有能力清

除这些腐朽的传统，使真理显耀出来。然而由於社会及教育制度的作用，华人

的宗教水准是低过水平线的。  

华人缺少宗教的教育，连宗教的本义都不了解。很少人了解佛教的教义，更少

人了解儒道的教导，这种情况，不只是教育水准低的华人如此，甚至教育程度

高及所谓知识份子，也是如此，知识份子谈宗教，谈的不是宗教的教导，而是

宗教的传统，令人啼笑皆非。 

没有人会提八正道，但很多人会提扶乩。没有人谈忠孝仁义，但很多人谈红公

字。不只是知识份子，连所谓宗教领袖也是如此悲哀。（这里宗教领袖是指寺

庵神庙的领导人，一般上也是华团领导人）。 

华人不重视宗教  

宗教是社会的精神性能，是文化的一环，但华人偏偏不重视宗教，结果产生一

个不健全的社会。  

华人是一个对宗教不认真的民族，我们急功好利，自私自利，沉迷物欲，不注

重精神生活。 

华 人爱钱、赚钱、花钱，无可厚非。华人拼命赚钱，甚至成为我们华人社会的

一种力量。佛教也主张赚钱，所以赚钱是没错的，但当我们赚钱时，竟不注重

社会正义良 知，自私自利，结果造成一个内部失调，消化不良的华人社会。而

一个内部失调的华人社会，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是很难作出适度而有效的反应

的。 

华人宗教渐失去其社会功能  

宗教是社会的精神性能，是文化的精华，它能为信徒们带来归属感，产生凝结

力。 

但 许多华人青年，由於误把发烂发臭的传统当真理，於是开始耻於作为佛教

徒，许多开始转向其他宗教，甚至邪教，来寻求他们的真理。这一点说明了目

前的华人宗教 渐渐丧失他的社会功能之一——归属感和凝结力。中华文化已经

历二千年而不朽，主要是他有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旦这归属感和凝结力

开始退化，这文化就面 对重大危机了。 

华人不敢面对宗教问题  

以上种种问题，假如华人肯正视的话，是有希望解决的。但华人不肯正视宗教

问题，所以这个本来是答案的也变成了问题。有种种内在外在的原因，使到许

多人把华人宗教问题扫在地毯下。  

宗教是文化的一环，今天很多人大谈文化，却很少人谈宗教。很多人大谈教

育，经济，语言方面的问题，这是应该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我们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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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未雨绸缪，作好准备，使我们的宗教，文化在新环境中成长。 

改革与调整  

总结起来，华人社会正面对相当严重的宗教问题，华人对信仰感到失落，把传

统当真理。宗教教育水平又低，华人宗教渐失去其社会之功能，但华人仍然不

重视与正 视宗教，长此下去，我们百病丛生的社会，将病上加病。  

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是否能全盘摒弃我们目前的宗教，断其根本？不能。 第一，我们作不到。

第二，这将使我们无根飘浮，最终送掉中华文化的老命。我们唯一的选择，是

去芜存菁，改革复兴佛教。 

为什么说佛教呢？因为我们真正的宗教是佛教。有些学者主张通过佛教来使华

人社会能循著更好的指标，提高人生的境界。那 儒道的地位呢？我们把他当

著人生哲学来看待。如果我们能吸取三大家的精华，那我们华人社会，将是一

个更健全的社会。 

1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认真去学习我们的佛教，我们回到真理去，把教义在日常

生活里发扬光大。这样，我们将寻回我们失落的精神力量。 

2  我们必须提出勇气与决心，革除一切陋习，不重要的，失去意义的仪式习

俗要革除。不能革除的，已经生根的习俗，要改良，要赋於新的意义，新的生

命。例如： 祭拜祖先是革不得的，但应提倡孝道，而且把孝在日常生活中表现

出来。拜观世音，不应只求庇佑，也应了解观世音的意义，把观世音当模范，

在日常生活中去实 践。 

宗教组织也须要改革，但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不是我不敢谈，而是寺庵，宗教

团体组织的改革。是要靠大众力量，而大众所应该作的改革是自己，自己不

改，如何改革寺庵？ 

自己要肯下决心，去学习佛法，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华人佛教徒。 

结论：华人宗教信仰方面已面对一些问题，须要华人提出勇气与决心来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