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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确定佛教在多元社会应扮演的角色 - 张木钦  
  

 

一、宗教与民族 

在 讨论宗教的角色之前，不妨先探讨宗教与一个民族的关系。孙中山先生说 : 

「阿拉伯与犹太两个国家已经灭亡很久，但是阿拉伯与犹太人到现在还是存在。他

们的国家虽然灭亡，而民族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这是两 

个浅显的例子。今天，阿拉伯人已摆脱殖民地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而

犹太人则在亡国两千年之後，完成复国大业。在保存民族，完成斗争的过程，宗教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犹太人，亡国期间流落在世界各地，成为受人欺凌、屠

杀的少数民族，全凭一部圣经代代相传，延续了民族的生命。  

我们可以找出更多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当前世界上有两个受人瞩目的复国运动，一

是巴勒斯坦，一是亚美尼亚。 

巴勒斯坦人以回教为号召，不但维系族人的战斗精神，也获得回教世界的支持，在

政治、外交上取得胜利，迄今已有 137 国家承认巴解，复国的宏愿，相信会实现。 

亚 美尼亚古国被苏联和土耳其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 l915年时，土耳其实行种

族灭绝政策。把亚美尼亚人大批屠杀和驱逐。流亡的亚美尼亚人，坚守耆原有的宗 

教文化生活，同时努力复国大业，他们经常暗杀土耳其外交官，引起世人关注，也

在瑞士设立了一个流亡国会。维系著这个不幸民族于不坠的精神力量，是正统基督 

教。 

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阿富汗人 (回教) ，北爱尔茵人 (罗马天主教) ，旁遮普人 

(克教) ，及泰南，菲南回教徒，凭著宗教所给予的信心和勇气，为争取民族宗教

权益或捍卫民族尊严不畏强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 

当然，我们反对并且谴责利用宗教情绪为了狭隘的利益制造流血暴乱。我们只想从

这些例子中，看到一个处於劣势，处於弱势的民族，可以从宗教获得信心和勇气而

振作起来。 

二、马来民族与回教 

马 来民族有一段不幸的历史。马六甲王朝覆灭之後，西方殖民地主义者在这里统

治了数百年。他们落後、贫穷，受到外来民族强有力的竞争和东西方主要文化的冲

激， 但是，马来民族并没有失去特徵，而且最後建立了以马来人为主的国家，走

向民族复兴。马来民族对宗教和风俗极为重视。殖民地时代，许多乡村的家长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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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府 开办的学校，宁可送子女到简陋的宗教学校就读，他们也说，宁可死了儿

子，不可坏了风俗 。 

在外族眼中，他们不求进步，顽固和守旧，但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苦难，今天吐气扬

眉的，正是他们。 

独 立之後，政府非常注重回教的发展。有一位研究本地问题的学者分析 : 「半岛

各州的马来人，由於历史，血缘，实际利益不相关，有分歧现象，而回教是各州马

来人的共同信仰，也是他们最珍贵而具有世界性地位的文化传统，因此，中 央政

府必须运用回教作为团结各州马来人的工具和号召。」我们注意 「世界性地位」 

几个字，只有这种强大文化，才能抗拒兴都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侵蚀，保

持马来民族的特徵。 

三、华族与佛教 

本 地华人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在团结民族方面，没有任何宗教包括佛教，扮演

支配性的角色。不过，我们还是有实例证明，佛教对本地华人有过重要的贡献。我

是指 土生华人社会，即是  社会。  与本地人同化，几乎失去华人的特徵。

不过，同化没有完成，  逐渐恢复华人面貌，这是所谓 「回归母体」 的现象。

现在保卫三保山运动的主要人物，来自  世家，他们与广大华人社会站在一起，

为保卫宗教和祖先文物而斗争。 

与马来民族同化的最後障碍是宗教不同；他们与华人社会传统的最後一道联系是佛

教的信仰。 

根据人类学者柯莱默博士的研究，  所信仰的佛教，比起一般的华人信仰，更倾

向於正信的佛教，回教排斥他们的同化，而佛教则吸引了他们回归。佛教对华人社

会的重要，只有到这个地步才看得出来。 

顺便也提一提西藏难民。一九五九年西藏叛变失败之後，达赖喇嘛率领十万人逃入

印度成为难民，少数也移居外国。这些难民严守著宗教生活，到现在还是保留西藏

人的本来面目，他们的宗教也是佛教的一支。 

四、佛教与多元社会 

多元社会最需要的是亲善容忍的和平精神，佛教最富有这种精神，即使是卫教斗

争，如越南吴廷琰时代的佛教徒，为抗议宗教迫害而进行斗争，其最激烈的形式，

是在街头举火自焚。佛教徒不杀死敌人，而是烧死自己，这种斗争方式，恐怕全世

界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让 我们继续谈西藏的例子。西藏人古时称为「吐蕃」，人民骁勇善战，曾经建立

一个强大的王国，对中国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中国皇帝唐太宗实行和番政策，把

宗女 文成公主嫁给吐蕃国王弃宗弄赞。後来又有一位金城公主嫁给吐蕃国王弃棣

缩赞。文成公主的嫁妆之中，最珍贵的该是佛教经典，吐蕃人从此才有缘接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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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堂皇的布拉达官，便是为了迎接公主而修建，现在成了西藏佛教的表徵。 

这个吐蕃王国後来屡次在战场上吃败仗，国势逐渐衰落。王朝兴衰，原因很多，但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网」一书中这 观察：「中国两位公主带过去的佛教，经百

余年的传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吐蕃人民由凶悍渐变为温和，所向无敌的

战斗精神也逐日减退。」 

表面看来，佛教使一个民族衰落，但以佛徒观点看，这就是佛法化人的伟大处。一

个民族在战争中兴起，也会在战争中灭亡。我们何妨说，是佛教救了吐蕃民族？ 

现在西藏难民聚居之处，没有游击队，没有杀人武器，与东道国的人民友好相处，

比起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真有天渊之别。 

在多元社会中，佛教的和平精神是最珍贵的国家资产。 

五、华社的担忧 
华人对回教化问题很是担忧，主张政教合一的回教党势力渐强，巫统感受到压力，

逐渐加强回教色彩，更令人关心。 

从历史看，这个国家并非一开始就是回教国，马来民族建立的政府，也不是始于马

六甲王朝，而可以追溯到七世纪的室利佛逝王朝。 

室利佛逝王朝是兴都文化的中心，人民除了信奉兴都教之外，也虔信佛教。换句话

说，当唐三藏向西取经，回教刚在中东兴起的时候，佛教已随著印度文化来到这个

半岛。 

公元十三世纪另一个马来王国满阁伯邑则是一个佛教国家。 

这些非回教文化，到现在还可以在马来风俗中，看到痕迹。马来风俗 ADAT 与回教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回教无疑地具有强大的同化力，特别是政教合一的时候。现在皈依回教的华人逐年

增加，有的还成为回教党的领袖。他们心甘情愿皈依，让我们祝福他们，但不愿皈

依的，不应该令他们恐惧。 

六、伊朗和西班牙  

翻开回教大帝国的历史，我们知道受帝国征服的民族，多被同化，成了信回教、讲

阿拉伯语的民族，只有极少数例外。伊朗和西班牙便是。  

伊朗是古波斯帝国，已创造了高度文明。由于波斯人热爱本身的语言文化，所以虽

然经过回教帝国的统治，也只改变了宗教信仰 (摩尼教、祆教) ，而保存了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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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化。今天，伊朗并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份。 

西班牙在公元八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人民反阿拉伯斗争一直在进行，这斗争被

称为「收复失地运动」，从公元八世纪到十五世纪，斗争了七百年。 

西班牙本是基督教国家，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人民很多改信回教，但在阿拉伯政权

崩溃之後，西班牙又恢复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研究者认为这是极罕见的，通常一个

民族接受了回教之後，就不可能放弃它。 

我们可以从伊朗和西班牙的历史，以及前面所举的例子，肯定地认为，只要有深厚

的民族文化而且坚守不放，像波斯人那样，或者有伟大宗教信仰，像西班牙人一

样，将有助於长久保持民族的特徵。 

中华文化比波斯文化有更悠久的历史，抵抗力很强。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曾遭到顽

抗，所以有韩愈谏迎佛骨和三武一宗灭佛的故事，基督教和回教在中国传播也很艰

进展，此如回教，必须与儒家思想结合，才能招到信徒。 

兴都教也是伟大宗教之一，印度的回教，与兴都教已取得某种妥协，两教之间并非

界线分明。我们熟知的 「赛  j，其实是两个人，据说是前後世。已去世的赛  

是回教徒，现在这个是兴都教徒，印度人只崇拜他们的神通，不过问地们的宗教背

景。 

七、佛教双重任务 

马来西亚有四种世界性的宗教并存，即佛教，基督教 回教及兴都教。将来的国家

文化，相信会多姿多采。根据人口调查报告，佛教徒已显著减少，佛教团体正在努

力扭转这种局面。 

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政府从未强迫国民信奉官方宗教。不过既然几种民族聚居在这

里，必然会有互相交流 互相影响的现象，到头来较弱的文化可能被吸收或被淘

汰。 

中华文化虽然强大，但我们继承了多少，是一个问题。华小毕业生有九十巴仙进入

国民中学，即是说大部份华人只受过六年的中华文化薰陶，根基可能浅薄。 

宗教方面，华人只有半数信仰世界性的宗教，即佛教和基督教。其他小教派和拜神

的人，不能算是一种宗教力量，在文化统合过程中，不堪一击。 

佛教界的善知识，已清楚阐释了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我们的佛教已经 

「中国化」，华严宗是世界公认的 「中国佛教」 ，是中国化佛教的典型。接受华

文教育的人，无形中已接受了佛家思想 ; 发扬佛教的同时，也会带动华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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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重任务，结合在一起。 

国民统合需要长时间进行，我们在华人社会提倡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至少有两点利

益，一是保留华族的特徵，这是基本人权；一是为国家文化作出贡献，这是国民义

务。 

一个民族扎根於目已的文化，才是一个性格稳定、充满信心的民族，有利建国事

业；国民之中如果有太多不稳定、无信心的边际人，是国家的负累。因此，宏扬佛

法，推动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八、落实人生佛教宗旨 

太虚大师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指出佛教应走的方向。他提倡人生佛教，主张教徒先修

成完美的人格，保持人乘的业报，由此向上增进。 

这是入世的佛教，特别适合多元民族的工商业社曾，因为这种社会竞争激烈，需要

强调积极进取均精神。 

举个反面例子：西藏男人四个之中就有一个出家，严重影响经济生产，这是因为藏

派佛教依天乘行果修行，注重即身成佛。本地华人如果也发生这种情况，後果很难

想像。 

佛 教主张 「二谛总持」，对出家人而言，二谛总持是可嘉的，对在家信众而言，

就会产生矛盾。我们何妨在推广佛教时，强调积极进取的世间法，把宣说苦空厌离

的出世间 法，保留给高年级的佛学班学生，以及有意进一步修行的有缘人，不必

广泛流通。 

佛陀在野鹿苑初说四谛法，旨在度五比丘，他是对机说教，现在的宏法大会，不是

要度人出家，而是要信众培养完善的人格，出世间法易于引起初学者误会，以为佛

教消极厌世，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 

末法时期，素衣人传法，是不可避免的规律。现在的佛教，由在家信众来宏扬世间

法，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宗教有团结一个民族的功能，华族也正需要团结，但是佛教是否可以把华族团结起

来，是见仁见智的事。佛教团体不妨有这个宏愿，通过佛教来团结华人。说不定华

人夙根深厚，早有善因，终有一天可以团结在佛陀座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