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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人口比率下降   郑庭河 

 

佛教徒人口比率下降。"近来频频在佛教场合上听到以上的感慨或警告。显然，有

关现象已开始被某些佛友视为一项危机了。这对于近些年来还蛮热闹活跃的佛教圈

子来说，或许会是一记当头棒喝。 

 

其实，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此现象的发生也蛮符合社会演变的大趋势。我所谓的

大趋势，即是指近两百多年来的现代化。现代化对传统宗教的冲击，其实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因为它原本自 18世纪中叶就开始波及全世界。而受其冲击的也不单

是佛教，也包括和现代化趋势同"家乡"的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 

等。 

 

现代化所带来的演变即深且广，无论政经文教，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都难逃

其"魔掌"。比如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机械化、专工化、城市化、市场化、阶级化、 

小家庭化、个体主义化等，都足以对传统社会造成渐进，但却翻天覆地的变化。由

于数千年来，传统宗教依附互动的是传统社会，所以当传统社会因现代化而变质或 

消亡时，传统宗教就面临了意义和生存的困境。 

 

一个无法因应社会的急遽转变的宗教，往往在数代人之间就失去了其对社会的价值

意义，同时本身也会对新的社会文化及规范招架无力、自身难保。这情况最明显的

是发生在民间的泛灵信仰上。许多民间泛灵信仰者的下一代在受过正统教育，迁 

移到城市，融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后，都抛弃了祖辈的信仰。同样的，许多华人

民间信仰家庭的年轻一辈，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者，成长后就不再奉 

行民间信仰祭神拜鬼的一套。这乃因为这些鬼神，以及相关价值体系，对他们当前

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已是"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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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当然不能与民间信仰等同，因为它在教理和组织上都比较完备成熟，比如有

专职的教士寺院制度、经典、教学体系等。这种种，实际上都令其比民间信仰更能 

抵挡或消化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变的冲击。然而，和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不同的

是，许多地区的佛教都已经积弱太久，改革不易。比如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实际上

自 中世纪时期就开始走下坡了，根本不须等到现代化的冲击。 

 

至于斯里兰卡、东南亚、西藏、蒙古的佛教，虽说和伊斯兰教一样，是延至现代时

期才开始遭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但除了少数，这几个地区的佛教社群都相当不幸， 

自 19世纪到 20世纪，都被持久的战乱或敌视宗教的共产极权所蹂躏，导致佛教的

发展大受阻碍。中国的佛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处於如此的逆境，阻碍了其在 20 世

纪，本有可能如日本或台湾佛教般相当令人瞩目的复兴。  

 

总结而言，我认为佛教徒人口比率下降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佛教在面对急遽

转变的现代社会时，相对地显得缓慢及老化的结果。虽然部分原因在于受到逆境的 

限制，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如我国，应该更出自于佛教界本身在反应和调适上的弱

点，导致与社会人士，尤其年轻一代失去联系，或者对普遍群众都失去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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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直观:佛教会可不可以当“红娘”？    郑庭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