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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力量仅是宗教的助缘 

■ 洪祖丰  著  
 

 

 

宗教本身就是一股力量，决定宗教兴衰的，也就是宗教本身这股力量，而不是其

他外来力量。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政治势力的「无孔不人」、「无往不利」，使人产生一种印

象，以为政治是万能的。一些宗教也因此而认为，宗教要取得进展，应取得政治

势力的支持与扶助。这个观念，依我看来，并不太正确。 

不 错，在历史上，宗教因获得政治支持与扶助而取得重大进展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佛教在阿育王的护持下，传播到斯里兰卡、缅甸、马来半岛、阿富汗等

地；基督 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支持下而奠定其在欧洲及西亚的基础。但是，我们

不可因此而忽略了另一个史实，那就是许许多多的宗教是在缺乏政治势力支持

下，甚至是在受 到政治势力欺凌迫害下，取得了同样或甚至更辉煌的进展。 

例如，当基督教与回教开始传播时，曾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但这两大宗教却在

这时刻奠定了其未来发展的基石。历史学家普遍上同意，政治势力对这两大宗教

的迫害，是促成这两大宗教後来开花结果，流传各地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佛教在印度兴起与发展的初期，也缺乏政治支持，但这也是佛教史上最

光辉灿烂的一刻。固然，佛陀在宣扬正法的时期，曾受到一两位帝王的供养与护

持，但整体来说，佛教在当时的发展，是靠本身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依赖政治势

力的扶助。 

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成长，也是在缺少政治扶持下取得的。在中国历史上，

支持佛教的皇帝并不多。多数的时刻，佛教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求取进展。偶

尔，还发生如三武一宗的迫害。 

再看今天的情况，今天台湾佛教是世界佛教运动中表现最积极，成就最辉煌的一

个，但台湾的政治势力并不曾给当地佛教特别的照顾。 

在新加坡，基督教进展迅速，信徒与日俱增。但众所周知，新加坡政府并没有给

当地的基督教任何优待。 

另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西藏的喇嘛教。当喇嘛教在西藏与政治混为一体时，它只能

把本身局限在世界的屋顶上。当它的政治势力被中共摧毁时，这宗教竟流传到世

界各地 去。不仅如此，它还负起了延续西藏民族生命的重任！在失去政治势力

後，这宗教竟展现了史无前例的活力！我提出这些事实，是要证明一点，那就是

宗教的进展与 壮大，不一定须依赖政治势力的扶助。不论有无政治势力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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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甚至面对政治迫害，宗教一样可以求取进展与壮大，其内中的理由是浅白的：

宗教本身就是一股 力量，决定宗教兴衰的，也就是宗教本身这股力量，而不是其

他外来的力量。政治的扶助，充其量只能当作是一种助缘，不应当作宗教进展的

主要条件。实际上，当 我们要求政治势力的扶助时，我们是高估了政治的力量，

低估了宗教本身的力量。 

因此，一个对本身宗教有信心的人，是不会乞求政治势力的扶助的。作为一个佛

教徒，我们不必强求政治势力的扶助，我们所应作的是：严肃的思考「如何发挥

佛教本身的力量」. 

 
一九八九年九月<佛教文摘>笫五十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