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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推行培养佛青领袖计划 ■ 洪祖丰  著 
 

 

 
领袖培养是浪费率极高之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数量上尽量培养领袖，以便能

在最後阶段有优良领袖出现。 
 

引信 
 
「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今天，当佛教需要青年来协助它重整昔日雄

风，而青年需要佛教来给於他精神上的慰藉时，上述句子就显得更加确实了。这

种互相需要、互相配合经加速了佛教的发展。例如在马来西亚，自从一九五零年

积极地开始佛教青年活动以来(1)，今天已经成功的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带进佛教，

而且建立了一支坚强，充满干劲的佛青领导与工作队伍，为整个佛教发展作出更

大努力，掀开了马来西亚佛教运动史新的一页。 
 
这种辉煌的成就充份反映了佛青参与的重要性。然而，佛青参与必须有良好的机

缘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像播下的种子，必须有阳光、空气和水的滋养

才能长大、开花结果一样。其中一项最主要的机缘或因素就是培养佛青领导人

才。  

马来西亚佛青总会在一九七零年成立时，就觉得有必要特别关注这项问题，而把

领袖训练列为总会宗旨之一(2)。从此以後，佛青总会就积极的去推行一项系统化的

佛青领导培养计划。 
 
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绍这项培养计划的概念及其推行的办法。 
 

什么是佛青领导 
 
在此必须澄清的是，本文中所提的佛青，是指在家佛教青年，而所谓佛青领导，

是指在家佛青为在家佛教徒所提供的领导。 
 
虽然佛青领导是一种在家领导，然而它并不应被误解为一种世俗领导。因为佛青

虽然时常参与世俗事务，但它的最终使命或目的却是精神上的 （spiritual）。这项

使命就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大众的福祉，基於慈愍世界，为了人天的好处、利

益、福祉，而弘扬佛法。」(3) 作为一种精神领导，佛青领袖必须能以出世的精

神，来处理人世的事业。他们须拥有下列的素质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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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素质（《增支部经》八：一六） 

（1） 他普听闻佛法 
（2） 并引导他人听闻佛法 
（3） 他有所学 
（4） 并常记所学 
（5） 他有所领悟 
（6） 并引导他人领悟 
（7） 他明辨是非 
（8） 并远离是非 

 
态度（《增支部经》三：九八四） 
佛说：阿难陀，传授他人佛法非易事，阿难陀，欲传授他人佛法必先自己培养五

项条件。那五项？传授佛法时要想著： 

 
(l) 我要以循序渐进之法传授 
(2) 我要以理服人 
(3) 我要本慈悲之心导人 
(4) 我不要以世俗之利益为出发点 
(5) 我不要伤害自己或他人 

佛 青领导的原动力或激发泉源是佛法。真正的领导是源於某种理想——一种我们

认为值得努力争取受用的事或物。对於佛青来说，这项理想就是佛法，只有佛法

才能真 正的去激发，去感化佛青出来领导，而且贯彻这项领导。没有佛法，佛青

领导的基础将崩毁，而佛青领导将消失无踪。佛青领袖必须积极参与学习。实

践、证悟佛 法。 
 
佛青领导并非是一种最高的领导。它实际上是一种支持性的领导，时时刻刻寻求

佛、法、僧的鼓励，提示与引导。 
 
佛，是佛教徒的最高领导者。假如我们把领导定义为影响，那麽佛陀是世界上最

伟大的领导者，因为当大多数的所谓领导者并不是借用影响力，而是滥用权力，

强迫 他人来达至他们的目标，佛陀却只使用影响力。他那大慈大悲的领导，是世

人所推崇的。他於卅五岁成佛後，走遍印度的大城市小乡村，凡四十五年，日日

夜夜向贵 族、贫民、年轻人、老年人、男人、妇女、宣扬佛法。没有暴力，没有

恐吓，他慈悲的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和平和安宁。今天，佛教已成为世界上四份之

一人口的生活 指南。佛青领导必须时常向著佛陀寻求灵感激发，佛青领导更要努

力向佛陀无可超越的领导方式学习。 
 
今天，僧团延续著佛教的慧命。传统上，僧团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僧团本有训

练领袖的传统。法师尼师都有经过传统的寺院训练，有些也有接受现代教育，但

今天 出家人对在家信众的比例已经少到不够为信众提供有效的领导。而且，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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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和以前的领导不同。今天的领导，需要拥有组织、管理、教育等方面的

知识与技 巧。而僧团却缺少这方面的训练，佛青领导所应扮演的角色，将是如何

协助及支持僧团的领导。更具体的来说，佛青领导将动员年轻人的资源来协助僧

团的工作。 
 
佛青领导的任务将是通过融会各宗派共同的佛教价值观、仪规、理想与物质、精

神及社会生活，来建立一个坚强的佛青社会。佛青领袖本身必须以身作则。 
 
佛青领袖一般上可担任组织与管理人员、弘法员、写作者等，来扮演他们的领导

角色。本文只注重於担任组织与管理人员的佛青领袖。 
 

为什么需要领袖培养计划 
 
早期的领袖，甚至一些目前的领袖，并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训练，他们本身在当

领袖的过程中，自我训练，自我改良。那麽，为甚麽现在我们需要领袖培养计划

呢？ 
 
早期的领袖多数是自我训练出来的，那是事实。自我训练在当时是行得通的，因

为当时的社会比较简单。今天，自我训练仍行得通，但比较困难，而且缺乏效

果，因 为今天的社会太复杂了。拥有一项领袖培养计划比较实际与有效。事实

上，假如早期的领袖有机会通过培养计划的话，今天佛教形势肯定会比目前的好

多了。 
 
一些真诚的领袖往往受到领导层继承的问题所困扰。假如我们继续采取早期那种

不理不睬、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最终将陷於混乱。有了领袖培养计划，我们将

有更 好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一项领袖培养计划并不保证我们将会拥有众多来

源不断的领袖人才，但它会增加这种成功的机会。领袖培养计划是一种策划，因

此也拥有 策划本身所具有的益处，如容易及更迅速的作出决定，方便分析问题及

容许纠正改良。 
 
每个社会都需要领导，那些组织健全的拥有他们本身的领导系统。英国社会有一

个统治精英阶级及学校、大学来提供领导的素质训练。这项系统并不完美，它的

浪费 率很高，没有罗德斯奖学金得奖者（ Rhodes Scholar）曾经成为表现卓越的国

家领袖，但至少他们创立了某些形式的系统来促使表现比较卓越的人不断的出来

领导。作为佛青，我们根本没有一种系统或 传统作为依循，但至少我们应该做到

的是，策划某种形式的计划来善用我们社会所提供的系统，以便我们能够罗致一

些优秀的人才，作为我们的领袖。 
 

一些主要的考虑 
 
要设立一项行得通的领袖培养计划，必须考虑到众多的因素，内在与外在的。外

在的因素，例如社会的教育制度、经济的来源、基本设备的供给等是因国而异

的，因此本文不加以讨论。内在的因素也因国而异，而且繁多。这里我们将讨论

的是那些影响培养计划课程内容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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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时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出任领袖，但并不了解领导的概念与目

的。这些人出任领导的动机是令人怀疑的。在佛教圈子里，有些人出任领袖，只

因为他 是由一些前任领袖带进来，就好像统治阶级的裙带关系作风一样；有些人

出任领袖，只是要满足他们本身的领袖欲，而在环境因素的驱使下，成为佛教领

袖。这一类 领袖往往沉迷於搞活动而忘记他们为何成为领袖。他们通过本身的魄

力或误导群众的方式，使到团体朝向一个违反教团本来目标的方向，来维持他们

的领导地位。 
 
另一个问题是理想的腐蚀。在理论上，人由於热爱某种理想出而领导，其最终应

该变得更成熟老练来发扬光大这个理想，但实际上，这种领导却往往受到权力、

名望、称赞、物质利益等致命的诱惑及影响，最终只留下没有生命价值的领导。 

佛青领袖在开始时可能充满热诚，充满理想，但在执行领导任务的过程中，也可

能屈服於上述影响，过後，他们就只能继续机械化地充当领袖，而不问自己到底

在做什么。 
 
另一类之理想腐蚀是在实行该理想时面对一些难以解决之困难及阻碍後就放弃理

想。佛教界之经常更改领导层明显的表露了这种现象。造成佛青领袖放弃领导之

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本身对佛法没有十足的信心，若不然就是在佛法上之修持不

够。 

这个问题和个人人格有密切的关系。人格是一种事实，但难於捉摸的素质。人格

是一个关键性的领导素质，他考验领导者是否对自己所作所为有充份信心，而且

不怕任何艰难的去完成任务，达到目标。这也是一些领袖所缺乏的。 
 
我们要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呢？首先，我们必须接受一项事实，领袖培养是浪费率

极高之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数量上尽量培养领袖，以便到了最後阶段能有些

优良 的佛青领袖的出现和存在，即使在数量上不是很多。因此，我们应多方面提

供机会使到更多的佛青能参与领导工作。 
 
第二，此计划应注重於加强佛青在佛法上的修持，这可通过长远的佛教教青的训

练来达到。这项训练课程一定要包含人格训练，包括宗教信仰体证及精神与毅力

训 练。概念性技能之发展也是这课程之重要的一环。这能通过佛法研修、社会研

究、本地及外地佛教发展状况研究和其他有关之研究来达致，如此我们希望能够

培养出 一些概念上对他们的任务有正确的认识及不乖离佛法之佛青领导。 
 
第三，我们必须在他们心目中深深的种下民主主义及人权醒觉之苗根，使到他们

能使用权力或责任推翻及取代不适合之领导。 
 
另一个使佛教发展及进步没有达到所应有的成就的原因是缺乏策划，尤其是弘扬

佛法这一方面。正如我所提到的，负责弘扬佛法的法师及尼师缺少了新科技训

练。在 这一方面佛青领导有必要尽力发展及训练本身以补僧团之不足。所以领袖

培养课程必须包括管理学、组织学及人类行为科学来发展技术性、人际关系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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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的技 能。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佛法和西方科学之共同及不同点。我们必

会发觉到以上提到之科目，尤其是人类行为科学，都可以在佛教里找到，而且比

西方的学说来 得完整与详细。事实上，关於人际关系的发展及研究，佛法中的四

无量心、六和敬、坐禅等比西方学说更完美。不幸的是，西方学说注重於实行及

如何在现代生活中 使用，而佛教却没有。 
 

进行的策略 
 
佛青领袖培养计划须以佛教教育为起点。当我们在这里提到佛教教育，它应是广

泛的，不受时间及空间的限制，包括了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训练.可惜的是，这样的

佛教教育，在马来西亚并不存在。所以在这份级告中，佛教教育只是狭义的佛教

教导及训练。 
 
即使用狭窄的定义，佛教教育也不应被误解为是把一些知识灌输给学生以及学生

在考试时再把这些知识重覆出来罢了。佛教教育应该是一项自我醒觉与思想发展

之过 程，使到学生能更了解自我，改善自我，帮助他解决个人及社会问题，而且

对事物有更正确及明朗的认识及见解。它不只是一个知识性的，而应该在实际上

与行为上 改良人格。 
 
有一点我们必须至诚示人的，马来西亚的佛教教育，正如同世界上好多地方，还

是处於不足之境。因此，马佛青总会每年举办一项佛教教育研讨会来创造一个适

合本 地环境因素之佛教教育学理及其推行策略。该研讨会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佛

教学者主持。於此同时，佛教教育的训练亦在进行中。 
 
在开始的阶段，佛教教育必须大众化，使到更多青年能参与。在马来西亚，佛教

教育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份，而且家长们也不注重子女的佛教教育，这使到佛教

教育 更难开始进行。不过，由於根多父母送子女到幼稚园接受启蒙教育，有好些

佛教团体和寺院已注意到了这点，他们在自己的地方或是租借的地方举办幼稚

园，这些幼 稚园的性质和外面商业化幼稚园大同小异，只是这些佛教幼稚园通常

是免费的。在课程中都不包含佛教知识。 
 
无论如何，这是让儿童接触佛教之第一步，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有机缘儿到寺

院、菩提树、佛像、法师、宗教仪式、听到诵经、佛曲等。这些参加过类似幼稚

园之儿童常会基於好奇及兴趣，回来参加周日佛教幼稚园。当他们进人了政府中

小学时，还会回来参与周日佛学班。 
 
有好多佛教团体举办周日佛教幼稚园，这里也没有正式的学习。在周日佛教幼稚

园里，儿童学习游戏、唱佛曲、诵经、书画（通常是佛教文物及标志）、表演

（佛化故事）、听些佛陀生平故事和类似的活动。 
 
在全国各地方都有为在籍学生（七岁至十九岁）举办周日佛学班。最大的是位於

吉隆坡十五碑佛学院之周日学校，目前的学生人数大的有五百名。周日学校的课

程包 括：诵经、佛曲、坐禅、分组讨论、佛法之研习等，分为数个阶段进行。其

他活动如假期营、文娱活动、常识比赛等都是课除活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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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热衷之佛教徒学生则在学校、学院及大学成立佛学会研究佛法。 
 
那些在年幼时错过了接触及学习佛法的机会之成人，有一些团体也成立了成人佛

学班来照顾他们，除此之外，他们也经常有机会在各地聆听一些佛法讲演或佛学

讲 座；同时佛教阅读资料及杂志也可轻易找到。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佛教活

动，佛教团体也时常举办假期营、联谊会及其他康乐活动。 
 
为了照顾那些不能出席经常性之成人佛班者，马佛青总会共举办了大约三十个佛

青训练营。这些训练营的性质各异，且参加资格也不同，以便符合不同的需求。

马佛青总会在太平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训练中心来贯彻这项工作。 
 
经过上述所提到的各种方式，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士接受了佛教教育。有的半途退

出；有的继续留在佛教界；有的甚至因佛学根基稳固，当机缘和合时能出来负起

领导的工作。但那些有潜能之领袖必须给於更深人的训练。在进行训练时有两方

面必须考虑到： 

(一) 宗教方面的训练---他们有必要参加高级佛学研修班、弘法人员训练班，甚至

短期出家以使到他们对佛教更有信心，更有弘扬佛法之意念。 
(二) 领导技能之培养---他们要把佛学和现代科学配合起来活学活用。 

由於这项目的，马佛青总会每年都在全国各地举办多项佛学领袖训练营。通过这

些训练营希望佛青领袖们能培养他们概念上、技术上、人际关系及创造性的领导

技 能。同时我们也每年都举办「佛青领袖研讨会」。各地佛教领袖集中在这里研

讨他们所面对的难题、理想、计划与交换意见、经验。 
 
领导不能在真空实行，它必须要实际使用。真正的训练不是在训练营内达致，而

是训练营过後，经常活用所学到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那就是有必要给予那些

经过训练之佛青担当领导职位的机会。 
 
佛教团体的领导结构必须能让更多有潜能之青年领袖担当职位。长远的来说，这

能使领导结构起新陈代谢作用。新领袖将会有更丰富的经验，而整个领导结构不

单单依赖几个「无法取代」之人士。 
 
目前领袖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新领袖。一个真诚、能干的领袖会很高兴看到别人

在佛法有所深入和负担领导的责任。我们期望佛青领导层最终能造成一项传统，

那就是旧领袖栽培新领袖。 

评审 
 
为了使得以上培养计划有效率，必须时时加以评审。通过评审，我们能纠正错

误，补充不足之处以及采取补救行动。无论如何，目前我必须承认，马佛青总会

还没有 进行任何全面性的评审。但是，在最近举办的佛育领袖研讨会中，进行了

一项调查，证明了九十八巴仙的出席者（全国和州级领袖），都曾经参加过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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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总会所办 之训练及教导。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九日至八月二日 
台湾佛光山<世界佛青对世界和平与国家发展的使命>研讨会论文 

(1) 一九五零年,苏曼迦罗法师在槟城成立了一个佛青团体,普遍上被认为是马来西亚佛青运动的

开始. 
(2) 见马来西亚佛青总会章程. 
(3) Vinaya(1:11 of SN1,105), 佛陀首次交给阿罗汉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