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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问题 

■ 洪祖丰  著  
 

 

 

宗教是有其局限性的。再好的教义，并不一定能成功有效的传给信徒。即使成功

传达了，也不一定能起感化作用。因此我们不必高估宗教的力量，但这不意味我

们不必重视宗教。  

我国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令人担忧。青少年结党、游荡、打斗、吸毒、弃

婴、「无声」等新闻充斥报章，令人触目惊心。目前的情况已恶化到政府须设立

一个以副首相安华为首的社会问题委员会来对治的地步了。 

过去几年来，我国在物质发展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经济成长率平均超过八巴

仙。国民收入普遍增加，人人丰衣足食，然而精神领域却显得每况愈下，社会问

题层出不穷。 

为何出现这种畸形现象呢？青少年为何会涉及不良活动呢？宗教团体又能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以便能对症下药，根治问题的课题。 

先从人类的心理来看。人有念头，念头有善有恶。念头会在一些外在的因缘条件

刺激下生起。好的因缘会使好的念头生起，反之亦然。 

青少年入世不深，往往轻易被外界的因缘牵引，不能自主。在我国这个正转型的

社会里，引起恶念的因缘太多了。青少年轻易接触到这些因缘，又不懂得如何应

付，於是恶念生起，然後在恶念驱使下胡作非为。 

物质发达的社会，也是讲究感官享受的社会。感官享受的源头是甜，尽头是苦。

青少年在享尽人间欲乐时，也心灵空虚，不知何去何从。於是邪念生起，作出违

背社会规范的事。 

今 日的社会虽然物质发达，但相对的贫富（relative poverty）鸿沟日愈阔大，

社会不义（social injusitice）横行。那些自感社会对他不公平的青少年会产生

不平衡的心理，横生恶念，作恶多端，来发泄他们对世间的不满。有些青少年因

买不起名牌 货而疏远家庭、破坏公物，就是这种不平衡心理在作祟。 

总而言之，青少年犯罪的源头，主要在於青少年不能把持自己的念头，以及当今

社会引发恶念的因缘条件太多了。 

佛教教育可以训练青年人观照本身的念头，不让思念生起，也压抑及解消已生起

的恶念。这就是所谓正精进。由此可见，佛教在杜绝青少年问题上可扮演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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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佛教团体显然是任重道远了。 

过去数年来，我国佛教团体已非常重视上述课题，并展开了一连串活动去引导青

少年走上正途。这包括主办无数的佛学课程、训练营、反毒运动等等。佛教团体

在抗拒社会不良风气所作出的奉献，是不可否定的。 

有 人质疑，为何我国宗教气氛浓厚，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是否意味著宗教教育

的失败？我的浅见是：宗教是有其局限性的。再好的教义，并不一定能成功有效

的传给 信徒。即使成功传达了，也并不一定能起感化作用。因此我们不必高估宗

教的力量。但这不意味我们不必重视宗教。相反的，正因为宗教教育有其极限，

宗教团体更 有必要加紧努力，把那有限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须知，若非有宗

教的力量在抗拒社会不良风气，情况可能更恶化。 

严格来说，今日社会问题泛滥，与其说是宗教的失败，不如说是社会的负面因素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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