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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运动现况 ■ 洪祖丰  著 
 

 

 
一个民族能否维持其民族性，主要是取决於宗教与语言。 
 

低层次的宗教信仰 
 
中国在佛教未传人，甚至在儒家与道家之前，已有低层次的原始膜拜。後来这种

原始膜拜更集合了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和佛教的成份. 
 
然而到了今天，这种原始膜拜中的儒道释三家的成份已越来越少了。 
 
从近代历史来看，中国佛教在清末民初时已经非常没落。当先贤从中国到南洋

时，一般上还是自认佛教徒。但是实际上却只属原始膜拜混合道教。 
 
在殖民地时代，华人在这里是处於一个闭塞性社会中，自我存在，与其他种族不

相往来。独立後，情形还是一样，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後，政府才

大力提倡重组社会。至今，重组社会还未完成，可是，年轻一代在小时已在学校

中互相接触，所以才会发生皈依回教事件。 
 
华人宗教信仰停留在低层次的成份中，一路来未出现问题，可是当这种低层次的

宗教遇到高层次的宗教时，就会有问题产生，也就是一个缺口。 
 
从学校里的接触一直到社会里的接触，宗教互相交流，文化也互相交流，情况就

越来越复杂。 
 
我们以前的宗教信仰可以应付当初的情况，可是二三百年後的今天，我们的宗教

似乎已不能适应这个社会了。所以也就有皈依回教的问题出现，引起华社很大的

反应。 
 
关於华人会不会接受回教这个问题，依我看，在最近几年，相信华人都不会接受

回教，因为华人文化成份与回教教育内涵，有显然不同的地方，两者之间无法配

合。 
 
不过，假如有一天，新一代年轻人受国民教育，思想开始改变，开始吸收阿拉伯

与马来文化，放弃本身文化的话，情况就可能改变。这就要看华人社会维持华人

文化到怎样的程度。 
 
多数年轻人缺乏宗教教育，这可能跟历史有关系，父母亲对宗教没什么认识，现

 



2 
 

在教育制度中也没有宗教教育，就算是华人自己办的独中里，也没有所谓宗教教

育，或中国文化思想这一类的科目。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只有自我推动，才能设法突破困境，但是由於华社太急功近

利，造成现在想要争取也困难重重。因此，华人的眼光必须放远，好过到时才来

争取。与其目前担心皈依回教事件，不如及早关心宗教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南洋商报》在皈依回教事件的社论中，有深入的见解，尤其是讲

到华社宗教问题的弱点，假如不纠正这些弱点，我们将来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 
 
接下来《南洋商报》还要开辟＜菩提叶＞宗教性副刊，这可说是对华人文化的一

份贡献。 
 

我国佛教概况 
 
现在让我来谈谈佛教在我国的概况： 
 
马来西亚佛教团体中，最早成立的应是马六甲青云亭，槟城的妙香林，极乐寺

等。 
 
在这段时期内，我们所重视的只是膜拜仪式而已，没有宗教教育的宣扬。一直到

最近三十年，佛教运动才真正展开。 
 
最早的一个青年团体是三十年前，由一名外国法师在槟城创立，即「槟城佛学院

青年团」。之後，各地寺庙才有青年团的活动。 
 
後来，这些青年团创立了一个联合会，由於组织不够完善，最後就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零年，才创立了「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由十七个佛教育年团体

组成，包括马来亚大学、工艺大学、工艺师训学院的佛学会等。 
 
佛青总会目前已由当初的十七个团体增加到一百四十个团体，包括东西马。主要

活动是弘法，邀请佛教学者和高僧（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台

湾、香港、日本、泰国及斯里兰卡）到全马各地弘法。 
 
在教育方面，设有佛学班和佛学考试局，也为儿童佛学班导师提供训练；翻译经

典，出版了将近百万本的佛教小册子和英文及华文本的(佛教文摘)。  

文化活动方面，文化委员会最近展开一连串的文化研讨会，主要是连贯佛教与中

华文化的关系。其他活动包括福利与领袖训练等。 
 
除了佛青总会外，我国的佛教组织还有一个「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於一九

五九年。 

佛总是各大寺院的联合团体，现任主席是金明法师。佛总最近的活动极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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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欣欣向荣的气息。佛总设於槟城的「大马佛学院」，是培育佛教接班人的高

等学府。现任院长是竺摩法师。 
 
位於十五碑佛寺的佛教弘法会，是个英文源流的佛团。他在国际佛教活动中极为

活跃，会长郑天助居士，是国际佛教界领导人之一。这个团体的活动主要是出版

刊物，所出版的英文小册子流传世界各地。 
 
此外，各大专及师训学院，也有佛教会的组织，每一年的假期都举办大专佛学生

活营。 
 

佛教姐织有待加强 
 
但是，我认为佛教组织还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因为目前的组织过於散漫，各自为

政，并且只求维持现状，不求发展，同时，缺乏制度化。 
 
目前各大佛教组织正商议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大马佛教理事会」。另一方面，佛

教组织应不断培养人才，目前的情况是，民间信仰佛教的水准还根低，需要许多

受过高等教育者信奉佛教，并出来作推动佛教的工作。 
 
要培养人才，就须注重宗教教育，在宪法中第十二条（第三节）规定，各宗教团

体有权力设立自己的教育机构，但是我们并没有好好利用，目前只有一间马来西

亚佛 学院。如能普遍化推动，甚至可帮助中华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不建寺庙，

但应建宗教教育机构，或将寺庙改成教育机构。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寺庙就是

教育机 构，现在的寺庙却成为膜拜的场所。 
 
依现今社会结构的情形来看，宗教将在未来的社会中更普遍交流，将产生各民族

互相皈依宗教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好坏，目前还无法肯定，但已引起华社的不

安。 
 
一个民族能否维持其民族性，主要是决定於宗教和他的语言。假如这两方面能并

行是最好不过，如此民族性才容易加以维持，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课题并做好我们

的功课。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讲於<南洋商报>主办的(华人宗教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