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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当今华社佛教运动的反思 - 释继程   
  
 

世间相本为相对，利与币之相对，亦可调换位置。  

许多看似有利的因素与条件，也可能成为流币的原因。而消极的币病出现，也

可能会因此引起醒觉，反省，而改革，促发了另一个发展的因素及条件。 

近 十多年来，我国华社佛教运动呈现出相当蓬勃的景象，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与

区域性的佛教团体都相当活跃。此中因素颇多，包括了国际性佛教与宗教的活

跃造成的趋 势，本国文化塑造的意识渐强所玫，也包括了本国佛教徒的醒觉与

推广。这种现象至今似乎已趋向较为平静的情况，而这也是我们在热潮过後，

冷却下来时必作出反 思的时刻。 

虽 然佛青运动在马佛青总会带动下相当活跃，许多区域的佛团也纷纷成立，使

佛青总会之会员团体近三百个，但在热潮中，我们是否看出什 。曾经在佛青

或佛教团体 服务过或弘法的佛友将会发觉，在众多团体中，堪称组织较完善者

并不多。而弘法或教育活动，除了周日（五）佛学班外，成人佛学班及佛学讲

座，也少有定期举办 了，有的团体必须依赖外来的弘法者才能主办佛学座或弘

法会，当然就更不易组织有系统课程的佛学班了。相对的，法会念诵仪式却总

是团体主要的活动。一些属於 佛青之团体，因对传统念诵仪式较缺乏兴趣，或

不够人手主持，而弘法活动又少，造成团体更接近一般社会的青年组织，活动

偏重於康乐方面而忽略了弘法。 

有 的在家团体，则法会成为主要节目，除了定期之课诵外，每年还有好几次规

模颇大的法会，乃至由团体内的负责人，也即是居士们来主持这些法会。有的

团体则固步 自封，与其他佛教组织，包括全国性的组织，亦不相往来，只限於

本身内部的活动。有的则是想与其他团体多交流，或派会员参加全国性或州际

性的佛青活动，却发 现到力有不足之处，往往派不出人选。不少团体在获得注

册後就静了下来，及至有些团体在筹建会所後，会员的热心趋向冷却，而空拥

有会所却少有活动。有的团体 则因年资久、组织较大、财力人力皆足而自视颇

高，拒与其他较小团体平等相视，而有领导之意。 

这 些现象在佛教组织中出现，是消极的。除此以外，不可否认的，本国佛教运

动中，在家佛教组织比出家僧团与寺院亦更为有力与活 。但出家与在家佛徒

之间的予盾 并不大，只是可能会因某些方面的刻意渲染而有把距离拉大的危

机。在家团体缺少弘法人员，期望出家僧团能多培养能言善道的青年僧，以发

展弘法工作。但僧团本 身却呈现为青黄接乃至有断代的情况。长老们皆年过六

十者为多，僧青年则三十至四十者不多，三十以下者也将渐渐增加，却仍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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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训练及教育工作。间中一代则 寥寥无几，使僧青年需靠自力用功者多，得力

於长老者少。马佛总若成立僧青年组，著重训练僧青年，并培养为来日接班

人，领导佛总，那将会为我国佛教之发展， 奠下更强有力的基础。僧材凋零，

素质不高，对我国佛教发展是危机，且其程度颇大。所幸现出家之青年渐多，

学识程度也渐高，对佛法研究之热诚与程度也较以往 来得理想。能出外法者，

或住持一寺以推动者也增多。但另一隐忧则一些僧青年不喜住大庙或与众共

住，不是云游，则喜自设小精舍於住宅区或公寓中；美其名为精 舍，而如住家

般者，似不在少数。这种离群而居者，除非意志力坚定、修持功夫较深、慧解

力强、能自修或深入经藏，在个人修持及研究方面深入，否则易堕入懈 怠，或

为精舍之经济来源忧心而沦为应赴僧，浪费人材。另者，因社会经济成长，信

徒施心较重，故供养丰，追赶时代而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乃至住豪华房，吃上

等 菜，驾大房车之情况，亦有所见，便成为某些社会人士所诟病，形象受影

响。 

当 然更严重的，是少数急欲建立个人形象之僧青年，以偏激的手段与言论，强

烈批评某一方，或弘法时，自称为受到排挤之弱者以博取同情，意图扩大自己

势力范围。 也有故意挑起南北两传差异点而自赞贬他的弘法僧，增添信徒心中

之困扰与矛盾。而某破戒者在潜伏一阵子後，又以报复性的手段反击。这都是

在蓬勃表面之下的负 面状况，显然还不会对整体的发展有太大的阻碍与破坏，

但若不小心提防，其伤害力或破坏力的增强，而至无法抑止之程度，亦未可

知。 

内 部情况如此，外在的情况亦存著问题。几个附佛法之外道，或「伪佛教」团

体之势力，似有渐强之趋势。而「三教同宗，五教同源」的民间宗教亦有混淆

视线的现 象。虽然在文化史上，或宗教发展中，这些皆为不可避免之情况，只

是佛教本身若内部不很健全，不够巩固，对外弘法工作亦做得不够，那么，重

重的忧患是存在 的。 

在 如此内忧外患的处境中，人为的因素是重要的。尤其佛教领袖，更因肩负领

导佛教团体步向发展之责任，若本身素质不高，领导能力不足却霸住高位不

放；或虽美其 名为退休，却仍然牢牢执著过往的事业之控制权。那么，年轻或

已接班而有魄力与能力的佛教领袖无从发挥，渐渐意冷而退出，此时再叹无人

接班，亦如猫哭老鼠而 已。有的更以「殖民心态」从国外引进了「一师一

道」、「山头主义」的佛教集团来本地设立分会，更严重的打击或分裂本地佛

教、阻碍佛教的发展，那才令人痛心 疾首啊！ 

在 推动佛教事业者，为提高信仰素质与研究水准，接引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

是重要的步骤，佛教团体亦不忽略这一项工作。但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加入佛

教行列，造 成有力的影响，因为他们有过於重视自学，而对利他工作之兴趣较

淡。这可能是个性使然，也可能是事业繁重，或者佛教较注重理智的个性也产

生一定的影响。比起 信仰其他宗教的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信仰佛教的类此人

士在推动佛教方面，是逊色的。 

至於一般的信众，则修福者多於修慧者。而修福者又多停留在某一阶段，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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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修慧者亦多偏於自学而少服务。具悲心又有慧见者，实在太少了。许多

寺院的商业化程度，或功利思想越来越浓，导致寺庙除了以旅游为商业经营方

式维持，或以提倡功利之崇拜仪式来加强经济来源。 

若 从如此反思而言，当今华人信仰的佛教的确存在著许多的问题。但对一个文

化的发展，或宗教的现象，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人为的主观因素或社

会的客观因 素，流币的出现，往往是必然的；有时候甚至是越盛行越易如此。

问题可以说不在於此流币或消极现象的有无，而在於是否严重。从另一角度来

看，此状况之出现， 未尝不可成为一个警 ，或引发更多更深的反思。因此更

进一步来说，问题不完全在其是否严重，而在於牵涉此中的四众信徒，有没有

警觉於此，或只懂得粉饰太 平，或一味的批评，而不思改进。 

世 间相本为相对，利与币之相对，亦可调换位置。许多看似有利的因素与条

件，也可能成为流币的原因。而消极的币病出现，也可能会因此引起醒觉，反

省，而改革， 促发了另一个发展的因素及条件。问题在於佛教徒的自觉与判断

能力之强弱；自私或利他的念头，孰强孰弱，而佛教在社会中形象之高或低，

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 

时 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佛教蓬勃及发展的一面，乃至亦可据此写出相当份量

的文章，或依此基础而对未来作出更高的展望。而本文则避开了这些积极的现

象，尝试对 某些潜在或已显现的消极因素与情况，作一些反思。文中亦未提出

有力的建设性意见，但本文并无意对任情况批评或挞伐，也未尝指明有关单位

或个人，而以某些普 遍现象为据，这只是基於爱教护教之心，期望能从负面的

情况看出一些启示，或对於佛教的发展，亦有其正面之作用。愿读者亦以爱教

护教之心来阅读本文，并从中 反思，或引发「不忍圣教衰」之悲心，共同建设

大马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