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佛教与华人社会 - 梁国兴居士  写于 1985年  
  

 

一、前言 

华人约占大马总人口的百份之卅八，是我国第二大民族。但是马来西亚建国廿七年

以来，华人社会的处境如何，蒸蒸日上还是每况愈下呢？大家心知肚明。建国初 

期，华人误信政治经济分家的谬论，自愿放弃政治权力，以为手操经济大权，自可

高枕无忧。五一三事件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便华人在我国经济领域的优势尽 

失。接之而来的国民教育政策及回教化运动亦带给华人文化上的震荡。 

大马华人社会如何面对与应付这些接二连三到来的压力与改变呢？ 

今天晚上我要与诸位讨论华人社会的文化问题，以及佛教在这方面所能扮演的角

色，所能作出的贡献。 

二、华人与文化 

多年以来，大马华人过份注重个人的生活和利益，忽略了文化傅承的重任。当一九

七○年全国文化大会举行时，华人社会并未给於应有的注意与参与。这项文化大会 

的结论，经已为政府接纳实行，客观形势的改变令人越来越担心大马华人文化，是

否能够继续在国家文化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初，全国华人领导机构假槟州华人大会堂召开大马华人文化大会。目前

我们尚无法知道这项华人大会能否带来任何实际的效果，但最低限度华人社会已经

开始注意文化问题了。 

近日来好些人开口文化闭口文化，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文化所代表的是甚 

呢？我们要维护华人文化，是要维护什么呢？华人文化是否只限於舞狮、书法、放

烟花呢？ 

其实华人文化的两大根基是儒家学说与佛教思想。儒家思想自孔子发扬以来，经历

代统治者的提倡，已经根深蒂固。而佛教思想则是西洋文化到来之前华人所接受的

唯一外来文化精华。 

要谈华人文化，就要提到儒家和佛教，但是我们之中又对这两样东西了解多少呢？ 

教 育是民族文化重要的一环。华人社会向来注意教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今日在全

国各地林立的华文小学及中学，就是华裔同胞血汗的成果。一个人的思想深受其教

育 背景所影响。同样是华人，同一个问题，但是受华文教育人士的看法就会与受英

文教育人士的看法有所差异。通过华文教育，今日华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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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皮毛。要维护文化就是支持教育，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种说法。 

但是大马华人似乎一般上都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宗教。宗教

能深深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目前我国华人对宗教一般上有三种态度： 

1. 正信一一只有少数华人有纯正的宗教信仰，他们在宗教的引导下过著幸福的

生活。 

2. 迷信一一而大多数的华人，只有非常肤浅的宗教观念，他们烧香拜神，只为

求财求利。 

3. 不信一一越来越多的华人自认是无宗教者，甚至有人认为信仰宗教是一件落

伍的事。 

由此可见大部份华人对宗教没有正确的观念，因此造成我国华人社会的脆弱之处： 

 

(1) 团结的绊脚石，对其他民族而言宗教是团结的力量，但是由於不正确的观念，

宗教反 而被认为是华人团结的绊脚石。 

(2) 过份追求物质，由於一般华人没有正确宗教信仰，因此精神生活贫乏，只注重

物质的 追求。 

(3) 迷失生活的方向，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生活上无所适从，在行为上缺乏

约束， 为所欲为，毫无忌惮，因此为自己，民族及国家带来祸害。一般华人政治领

袖缺少宗教的引导，最近华人社会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是因为领袖们为名，为

利，为权 力而失去了斗争的方向。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都做了。 

三、佛教教义所能发挥的效用 

佛教是华人文化中珍贵的一部份。佛教从教义上的优点在我国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中肯定将能发挥有益的效用。  

(1) 佛教的涵容性大：宽大的涵容性，每流传到外地都能广泛地吸收及接受当地传

统之文化，以适应当时人民之宗教需求。这种宗教的宽大涵容性，在佛教成为世界

的宗 教时，更是发挥无余。我们从各地佛教史的演变中，可以得到证明。佛教将能

灵活的配合我国其他主要宗教，塑造一个为全民所接受的国家文化。 

(2) 佛教的容忍性大。佛陀告诫弟子们要以容忍之态度，仁慈之心肠去应付忿怒怨

恨，佛说：『以怨止怨，怨不能止，唯有以容忍、慈悲的态度，才能止息诤怨』。

因此 佛教对於其他宗教的态度是友善共存，对於其他的文化是并行不悖。这种精神

对於一个宗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宗教负有促进世界和平之伟大任务。若本身

含有 强烈的排他性，必然无法为人类寻求到真正的和平。在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

化之社会中，这种涵容和容忍之精神是需要大力提倡的。通过这两种精神，我国的

多元 文化才得以平衡发展，各民族才能和平共处，共同为国家发展谋求努力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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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3) 佛教的利他精神：佛教的菩萨道精神是以利他为要务。菩萨道的六度法门中，

也以『布施』为首，布施含有救度、施舍、安慰、指导等利他的意义。四摄法即为

布 施、爱语、利行、同事，在在皆表现出利他的精神。 

这种利他的精神，在一个社会来说，含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因为社会是由人群组合

而成的。若每个人皆以个己的利益为先，忽略了其他与我共处的人之利益，甚至不

惜以其他人为个人利益的牺牲品，如此则必将成为一个你欺我诈，充满暴戾的社

会。 

华人社会现实观念过重，过份重视个己利益，而致使华人社会无法团结。所以当我

们面临存亡关头，往往无法团结而作出有效的反应，结果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受到损

害。 

佛教的利他精神：若得到发扬，而普遍於华人社会，使大家都能培养利他的精神，

则不仅华人能团结一致，使华人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并与其他民族发生更密切

之关系和了解，和乐共存。 

(4) 节约的生活态度：在物质生活方面，佛教是采取节约的态度，不赞同无谓之浪

费。佛教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因此过份刻苦身心的生活并不是佛教赞许的，同样

的，过 份奢侈，享乐主义的生活也不为佛教所赞同。佛法是要人们懂得适当地应用

他能力范围内的经济，而作适当的分配。佛陀曾告诉弟子们把所赚的钱分为数份来

应用， 其中包括了日常生活所需，奉养父母，施舍予他人，宗教用途，储蓄以备急

用，投资以增利息等等。这告诉人们，要能以合理的方法来处理钱财，生活才能得

到安 全。这种节约，而不浪费，不奢侈的生活态度，在平常的日子里，已经是很有

意义的，何况在全球性经济不景气之今日，更能发挥其效用。华人优良传统生活，

也是 以克俭为美德，这与佛教的态度是相同的。 

(5)  切合人生的教义：佛教是一个宗教，在其流传之过程，被神秘化和天神化的

可能性是很高的。佛教的根本教义和精神，其实是人生化的，切合人生的需要，佛

陀常 说：「我亦在人数」，即是在说明佛也是由人修成的。以人自居的佛陀所说的

教法。当然是以人为主要对象，出人生为本。所以佛法中虽然有说到三世因果，但

佛陀 却重视这一世的改进；佛法中虽然也提及十方国土的佛国，但却著重这一国土

的净化：佛法也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但却强调「人身难得」，说明要成就佛

道，必 须通过人的修行，才能获得完美人格而达到最高的成佛境界。这种对「此时

此地此人」的肯定，是佛法中伟大的精义，他肯定了人的价值，而契合了人的根性

与需 求，使人人能在自尊自重的心态下，发挥人的「智仁勇」三种特徵，创造出美

丽的人生、和乐的社会。 

(6) 民主的制度：佛教的民主制度，表现於僧团的生活。佛教的僧团，称为和合

众，即是和合共处之团体，要一个团体得以和合，必有其原则作为和合的基本条

件，佛教 中称这个原则为六和敬，即：「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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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无诤」。 

遵 守同一的规律，相依共存，是一个国家，社会及团体所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

佛教的戒和同行，即含有此意义。但佛陀更重视思想和经济，故在戒和同行，提出

见 和同解与利和同均，与之相配合，见和即思想，理想的共同，利和则是利益或经

济待遇的均衡。现代社会动乱之根源，皆是由於精神生活的理想不能同一，物质生

活 的利益未能平均分配。因此一个社会若能确定在见和，戒和与利和共同原则上，

才会有平等，和谐、清净，与团结。 

有了上面的三和，表现於外的便是糁神上的志同道合（意和同悦），行动上的纪律

与合作（身和同住）’语言上的诚实正确，充满和谐 语和无诤 ，这样才是一个

理想的社会。 

(7) 崇高的道德原则：佛教是非常注重道德善行的宗教。经典中有说：「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法对世间的道德是重视的，对於善恶的

分界， 佛教的看法是这样的： (一) 自利而不损他； (二) 自利利他； (三) 

舍己为人都是善的。若是自利而损他，或损他而不自利而属於恶的。这是看在个 人

处理事情时的动机及目标的，以及其将产生之後果而言。 

这 个原则用在任何事情，任何时代，任何环境，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并显示出道德

善行的正确性。从这一原则为出发点，佛法中有十种善行： (一) 不杀生，  

(二) 不偷盗， (三) 不邪淫，这是属於身业的； (四) 不妄语， (五) 不

绮语， (六) 不两舌， (七) 不恶口，这是属语业；属於意业的 则是 (八) 

不悭贪、 (九) 不瞠恚及 (十) 不愚痴。相反的便成为恶业了。 

除 了禁止不造恶业，佛教也采取积极的态度行善：不杀生而慈心於仁，不偷 盗而

义利节用，不邪淫贞良守礼，不妄语而诚实无欺，不绮语而言说有礼，不两舌而无

争是非，不恶口而言出慈和，不悭贪而慈心舍施，不瞠恚而慈忍积福，不愚痴 而多

闻增益。总之佛教推行崇高的道德教育於民间，使人们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而实

现和乐的社会。 

(8) 高尚的宗教信仰：宗教的信仰是人类心灵的一种需求。然而由於人类对於宇宙

的无知，故其宗教也往往会落入迷信神权的窠臼。这种的信仰，对於民智未开的种

族， 当然能够获得满足。但时至今日，若还有民族或社会依然保存有这种信仰，即

表示这个民族或社会的智慧还是未得到充分的开发，而其文化水准亦必不能得到高

度之 发展。 

现代的人们，不再是盲目地崇拜一些不可知的对象，因此，有系统，有教理为基

础，有道德观念的高尚宗教应该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佛教是一个高尚的宗教，因为

佛教符合上述的三个基本原则。 

四、 佛教在华人社会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1)  提供华人所需的宗教力量以维护其文化特徵。中国在宋朝之後，理学家抬

头，采取排斥宗教的态度，忽略宗教能振奋人心的力量，结果使中国知识份子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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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教为 迷信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流传至今，实非我华族之福，只造成华族文化

之缺口，会被人乘虚而入。鸦片战争是很好的历史教训，当西洋文化及思想入侵中

国时，中 华文化不堪一击，节节败退。 

今 日大马其他民族，都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他们思想向心力的中心。在大马环

境中，佛教能给华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以便勇於改变现实，克服困难，面对未 

来。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大部份的华人都自认是佛教徒，虽然他们之中很多是

神佛不分，对佛教真正的面目并不认识。由於这样要教育他们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并 

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佛教在团结华人方面将能发挥不少的力量。 

(2) 在改革民俗之陋习，佛教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民俗之习尚，一向皆与宗教有

关，华人社会中的许多习尚也是与佛教有关的。但由於流传时日已久，变了质或成

为形式 化及繁琐化，失去了原有意义。对於仪式及习俗，佛教的根本精神是要简

扑，实用，肃穆。目前民间一些所谓佛教仪式，有待改进。我们采用简扑，实用，

肃穆的仪 式来进行各项习俗和庆典，使华人社会不会浪费许多金钱和时间，在那失

去意义的仪式上和礼俗上，这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振奋及改进，有著很重要的意义和

启发。 

(3) 在大马华人之社团中，佛教团体称得上非常活跃，同时因为提倡宗教信仰，对

华人社会具有深远之影响力，今後的佛教团体，将继续本著此精神，扮演重要角

色，为建国及塑造文化尽一份力，尽佛教徒的责任。 

(4) 提高华人民间信仰之素质。尽管华人有佛教的信仰，但仍有一些对於神鬼之崇

拜，很为热心。而这些信仰，有一些是民智未开时所流传下来的，但华人社会竟然

对此 仍是津津乐道，可见华人社会精神之空虚，对於宗教之需求。由於缺乏正确的

引导，才出现这种现象。因此，我们有需要提供一个有系统，有教理作为基础的宗

教， 给予一般民众，让他们有一个高尚的信仰。佛教之提倡，是可以达此目的的。

若华族之宗教信仰的素质能提高，则华族之精神和心灵，必获得新的资养，而能发

挥出 华族本有的坚强性格及文化创造力。 

(5) 对华文之维护。华文系的佛教，是维护华文的主要一环。我们必须了解，华文

系的佛教藏典是全世界最丰富的文化宝藏，要研究印度佛教或此一系统之佛教，非

懂或 甚至需要精通华文不可。即使外国学者专家，为了研究佛教，也必须研读华

文，作为研究工具。为了能深入研究佛教内涵，华文的研习，是无可旁贷的，假如

我们能 提倡佛教，尤其是华文系之佛教，并提高佛学之研究水准，华文水准也必然

会相应的提高，这是相辅相成的方法，我们是不可忽略其重要性的。 

五、 华人社会对佛教应有的态度  

1  认识与奉行佛教。不管你是否是佛教徒，作为一个华人，你必须主动去了解及

认识佛教，因为佛教与华人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马来西佛教青年基金会目前正

推行 一项庞大的赠书赠划，预算在五年之间在我国流通十万本圣严法师所著「正信

的佛教」一书，希望每一个想认识佛教真面目的华人，都领取一册阅读。我希望更

多的 华人能奉行佛教，至於其他宗教之华人信徒如果能遵守其宗教之教导也会做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身上是否有佛教徒的特徵倒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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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心与支持佛教。佛教既然是华人文化中这 重要的一个环节，那 所有关心

我国华人文化前途的人士，经已成立一个佛教青年基金会的组织，为大马佛教未来

的生 存与发展而有系的努力工作。华人社会有能力也应该支持佛教这种自力更生，

发奋图强的行动。 

六、 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後，对於华族文化之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更以客体之影响而转为文化

之主流，与华族文化熔成一体。但由於流传时日己久，其中已经变质的，僵化的， 

或出现流弊的，必然是会有的。这也是所有文化流传过程所无法避免之现象。因此

我们不必以全盘接受的态度去传承，但也不能全盘摒弃而断其根本。所以我们需要 

以「温故知新」的态度，认真地去对整个文化之发展及演变作通盘的了解，这有助

於我们在作「去芜菁存青」的工作时，能有适当的抉择和淘汰，不至於陷入全盘接 

受而有尾大不掉的窘境，也不会落入否定根本，断弃根本的飘浮。  

对於佛教文化今後在华社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抱定这个宗旨去推行的。从佛教

目前在我国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我们立下的目标，我们是可以肯定，佛教在我

国国家文化和马华文化之塑造中，所扮演之角色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同时其价值

也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