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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佛教文字创作    郑庭河 

 

眨 眼间一年又过去了，这一整年来的我国佛教界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呢？说实

在的，这不是一个容易探讨的课题，毕竟、佛教界的涵盖面太广，政经文教，

都可以长篇 大论的谈。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研究佛教发展的学术体制也几乎

不存在，没有系统化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所以要谈也恐怕只能泛泛的谈，不能

当‘真’。  

 

我颇感兴趣的一个现象是佛教界的文字创作。过去几年来，我国佛教界在量上

其实有增加了些文字创作，见诸各报章杂志，包括一些佛教刊物，比如期刊。

然而，过 去的一年中，有关现象仅可算是平稳发展。市面上出版的佛教刊物依

然是那几种，有固定的支持率，变化也不大。至于佛教性质的专书，好像是少

了些。  

 

从质方面来看，我本身觉得表现更为平稳，甚至可以说是平淡。尤其报章佛学

版里的文字，变化更加微小，面目模糊。除了典型的谈经义和修行的文字，可

说是有固定的风格和基调之外，连感想心得之类的小品，也往往写得有点千篇

一律、似曾相识。  

 

同样的情况或许亦出现在佛教杂志上，只不过由于杂志的多元取向及较充足的

资源，我们尚可看到较丰富的内容，包括记者的采访。访谈，活动报道、游

记、故事、 小说、漫画、佛曲、演讲记录、座谈会内容多样化的产品。然而问

题是，有一些主要的佛教杂志却出现风格雷同、内容重叠的现象，即两份杂志

只是封面标名不同， 其他部份却大同小异，叫人不禁要连想到：为什么不干脆

整合资源，只出一份呢？  

 

继续保持多姿多彩面貌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许多杂志是具有明显的独特风格和取向的，那就好继续

发挥下去，让佛教文字界的面貌继续保持多姿多彩。谈到此，难免要触及青少

年佛教刊 物的从缺。虽说几年前确是有走青少年路线的佛教杂志，但显然维持

不易，终于变质。过去一年来，这个缺陷并没被弥补，或许说明了我国佛教文

字出版界的条件或 读者群还无法承担年龄层次上的多元化，虽说受青少年喜爱

的生活营等活动及流行佛曲都可以一办再办，一版再版。  

 

谈回文字的平稳及平淡问题。这现象的出现应可归于写作风气的淡薄，因为如

果创作者众多的话，很自然地就会有比较多样化的文字风格及特色涌现的。比

如说我们 的时事评论界，正由于创作者还挺多，所以才可看到各式各样的文

字。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佛曲创作上，正由于近年来许多年轻的学佛者都懂音

乐。爱好音乐，所以 才会渐渐从量上开始衍生出更多不同风格的佛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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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字创作者稀少  

 

为何创作佛教文字者会如此稀少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现象，也许亦与

社会的某些大局势、大趋向有关。会不会是因为新一代人的写作能力，尤其是

中文写作 能力经走下坡了呢？那可是个严重的问题。或者，仅只是佛教徒比较

不善于动笔呢？这也可挺严重的。抑或是，能够写作的佛教徒不是没有，而是

佛教界对他们缺乏 栽培、支持和鼓励？  

 

事实上，去年确曾有某佛教组织办过佛教征文比赛，但反应似乎不怎么理想，

看来，鼓励也并非没有，但佛教徒写作的热忱还是很低迷。除此之外，一些中

文报章都 特别提供版位予佛教徒，若非其他复杂因素影响，应该都很欢迎作者

来稿。不过，必须一提的是：报章编辑的角色仍然很重要，若编辑本身亦缺乏

热忱和主动，只是 交差混过的话，来稿肯定会比较少。是以，编辑的诚意和表

现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论如何，去年的佛教界由于发生了一些较‘瞩目’的事件，如‘假和尚骗

钱’，以及连带的‘僧伽证’课题，再加上国内外一些佛教界盛事，激发了一

些作者的‘ 生产欲’，加上编辑的善加导引，我们的确在报章上看到一阵蛮活

络的佛教课题文字创作，这似乎又证明了能写的人并非完全缺席，只是他们可

能比较偏向‘课题’ 的讨论，而非讲述经典修行，或谈论生活感想。显然，这

一批人的创作资源，尚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不过，若有心提倡课题的写作的

话，佛教界确有必要自我调整， 采取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理性、多元的态

度。  

 

至于讲述经典，谈论修行或生活感想之类的文字，我们的佛教界显然已具备了

一定的基础，可以进一步拓展成熟。近来亦有人尝试写游记和电影评论，亦是

非常值得 鼓励的。相信会看电影及四处旅行的佛教徒并不少，若加以大力推动

引导的话，能写的人总会有一些。不妨可采用灵活的创作和编版方式，比如图

文并茂等，增加创 作者的表现欲，也能够吸引读者。至于喜欢绘画的朋友，也

可鼓励其为画作添加文字，一道登出。  

 

最后，想触及的是佛教文学。曾经一度很受重视的佛教文学创作近年来似乎已

被人遗忘。除了一些国外引进来的作品之外，本地是否还有人致力于佛教文学

的写作 吗？某些师父的诗作已很少出现，而小说，散文等也难得一见了。也许

在写作风气不怎么成气候的情况之下，文学性的创作更难以奢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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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佛教会可不可以当“红娘”？    郑庭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