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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网际网络   梁国基 

 

电脑科技的发明把人类文明带入新的资讯时代，而网际网络的兴起则把资讯传

播的功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究竟网际网络是什么？把电脑和电脑互联起来就

成为网 络。把网络和网络互联起来就是网际网络。把世界各地不同种类的网络

互联起来就是全球性的网际网络，也是一般人口中的 INTERNET。 

 

网际网络的开发起源自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的军事用途研究。它迅速发展为学

术研究的工具，接着演变成工商业的宠儿。网际网络提供多种的功能，例如电

子邮件、 网上交谈、网上会议等等。其中，电子邮件传递快速方便，不管距离

多远，亦可在数秒钟内送达，而且能将同一封信同时寄发给很多人，不用花钱

买邮票，实在是又 经济、又方便。 

 

然而在网际网络所提供的服务中，最受注重的莫过於全球资讯网(WWW-

WorldWideWeb)。电脑使用者通过浏览器(Browser)可以很方便的 阅读收藏在如

何一台伺服机(Server)上所提供的各式不同的资讯，而且可以很方便的通过

Hyperlink 连接到全球资讯网上其他电脑网址中的相关资 料。 

 

由于全球资讯网络的盛行、许多私人企业与政府机构纷纷设立本身的网页，佛

教组织也不落人后。在今日汉语系北传佛教的中心点－－台湾，各主要佛教团

体都拥有自己的网页。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 

 

(一)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http://www.tzuchi.org.tw/)。佛教慈济基金会是证严上人

设立，以从事社会福利慈善工作为主，最近亦向国外台湾商人聚居的地区发

展，慈济志业遍及五大洲。网际网络能协助宣传工作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 

 

(二)法鼓传薪(http://psct.ieo.nctu.edu.tw/index.htm)。法鼓山是圣严法师的道场。

圣严法师著作等身，注重修持，很受信徒敬重。网际网络能让更多人获得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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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行路上加以指导。 

(三)佛光山全球资讯网(http://www.fks.org.tw/)。佛光山是由星云大师手创的弘法

基地，近年来朝向国际化迈进。星云大师率领出家 弟子千馀名，在全球五大洲

设立不少分院与别院。星云大师在世界各国都有众多信徒，网际网络能协助佛

光山联系信徒并加强他们的归向心。 

 

网际网络科技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目前网页的设计已不再局限于文字，声影

俱全的多煤体已充分的被灵活运用在网页上。例如在台湾佛光山原有的网址 

(http/www.milecom.net.tw/fokuang/)，除了可以阅读到当期普门杂志的精采内容

外，还可以即时收看五月间佛光山开山三十 周年举行封山大典的录影。从佛光

山的网页上，亦可以听到佛光大殿早晚课晨钟暮鼓与经惭诵念。人虽没有身在

佛光山，却也能深深感受到大殿的宏伟、清净、庄严 气氛(佛光山网页已迁新址

并更新内容。) 

 

在中国大陆，最有看头的网页应是法音月刊 

(http://power.beijing.cn.net/bikeserver/dharma/index.htm)。法音月刊创刊于 1981

年，是 中国佛教会主办的具代表性佛教刊物。法音月刊的网页内容丰富、多姿

多彩。除了有各期法音月刊的主要内容，还有佛教圣典、佛学研究、佛教艺

术、佛教在中国、 网上佛学资源等栏目。在中国大陆，最有看头的网页应是法

音月刊 

(http://power.beijing.cn.net/bikeserver/dharma/index.htm)。法音月刊创刊于 1981

年，是 中国佛教会主办的具代表性佛教刊物。法音月刊的网页内容丰富、多姿

多彩。除了有各期法音月刊的主要内容，还有佛教圣典、佛学研究、佛教艺

术、佛教在中国、 网上佛学资源等栏目。 

 

在马来西亚，上网的佛教机构还不多。今年全国庆祝卫塞节的主题是《通过网

际网络，弘扬佛法》，马佛总也因此在卫塞节前夕宣布上网 

(http://www.jaring.my/mba)。其实早在这之前，已有好几个佛教组织率先迈入资

讯时代，设立了自己的网页。它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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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http://www.founder.net.my/~ybam/) 

(二)马来西亚慈济功德会 

(三)八打灵观音亭(http://www.founder.net.my/KwanInnT/) 

(四)槟城檀香寺(http://www.global.com.my/tht) 

(五)槟城马兴达拉麻佛寺周日学校(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9449/) 

(六)浮罗佛教修成林(http://www.buddhist.org.my/buddhist/) 

(七)山打根佛教迦音林(http://www.jaring.my/sbfs/) 

 

另一方面，大马有几位对于网际网络有研究的佛友本着爱教的精神，以个人身

份设计佛教网页，所取得的效果与成就，似乎比只为赶上潮流而仓促上网的一

些佛教组织更大,例如： 

(一)灵山小站:www.spidernet.com.my/vps/ 

(二)佛陀的教导:www.geocities.com/Athens/Acropolis/2992/ 

(三)Cyber-BuddhistInitiative:www.quantum.com.my/cybi/ 

(四)大马佛教:www.geocities.com/~buddhistnews/ 

 

其中，大马佛教(BUDDHISMINMALAYSIA)以中英文同时上网，秉承着"尊重与

包容"的信念，刊登我国各门各派的佛教活动与讯息。内容丰富， 包括有：佛教

动态报道、专题特写、大马佛教领袖简介、全国性佛教组织简介、长期性佛教

活动简介、大马佛教网页介绍等等。 

 

佛教上网有何好处呢？有人说"佛教"这两个字是指佛陀的教育，所以，佛教是非

常注重教育的宗教，而佛陀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网际网络是最先进的资讯

科 技，因此也自然而然的成为最新式与有效的教育媒介，佛教界自应充分学习

使用。一些人误解网际网络是英文的天下。其实目前中文电脑软件非常发达，

加上中文视 窗很易使用，语文不再是上网的障碍。 

 

在马来西亚，网际网络为弘扬佛教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潜能： 

(一)不需申请准证。目前佛教团体如要出版定期刊物，包括内部流通的会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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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必须先要获得内政部的批准。申请准证费时，又要每年更新，常常会影响出

版日期。我国政府依照国际惯例，没有管制网际网络，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

的能力与喜好，设计与出版网页。 

(二)更快速的传递讯息。由于电脑科技进步快速，更好更新的软件不停开发。很

多以前本来很复杂的步骤，现在都能以简单的程序执行，所以网页的设计与出

版工作越来越容易。任何讯息都能立即上网，克服很多佛教团体出版会讯与寄

发通告所面对的人手短缺的难题。 

(三)不受时空的限制。通过网际网络所传递的资讯，随时随地可被任何人士收

取，遍达全球各地，影响力更大。 

 

虽然目前大部分马来西亚人对网际网络还觉得很陌生，但是年轻一代却已经对

它如痴如醉。目前，我国大部分大专学院都为学生提供使用电子邮件及全球资

讯网的方 便，所以大专生都有上网的经验与习惯。加上政府当局大力鼓吹与提

倡，相信不远的将来，网际网络在我国将成为传送资讯的最重要媒介。我国其

他宗教已积极的准 备迎接新资讯时代的来临。佛教界如果不要落于人後，今後

必须往这方面加倍努力，方能迎头赶上。 

 

在使用电脑和网际网络这方面，佛青总会经已成功的扮演了先知先觉的领导角

色，率先设立网页。佛青总会的网页，中英双语应用，无论在设计或内容方

面，都表现 卓越。佛青总会应更进一步，尽快教导与协助其他佛教团体从电脑

与网际网络科技的进步中获益。其实佛青总会可以寻求佛教发展基金会的支

持，购置本身的电脑设 备，为全国各地的佛教团体提供上网的方便。欧美不

提，据说香港的基督教领导机构已为属下组织提供这样的协助。总而言之，网

际网络是弘扬佛法的良好新工具， 大家要充分使用它。 

 
 

(本文初发表于 1998 年 11 月 1 日，原发表于佛教文摘季刊第 89 期) 

转载自：http://www.geocities.com/~buddhistnews/ch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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