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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兰盆胜会 兴革刍议     洪祖丰 

 

华人大体上仍然重视传统节目的庆祝。根据华人思想兴革的问卷调查（1998年华总

主办），华人所重视的主要节目依次是：华人新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

至及盂兰盆中元节。 

 

虽然盂兰盆节排在六大节日尾端，但其社会联谊性可说是这六大节日之首，因为盂

兰盆节有所谓街普，这是其他节日所没有的。街普发挥了联络街头巷尾普罗大众的 

功能，从而扮演了凝聚族群力量的角色。在这个人际关系逐渐疏离、族群观念趋向

淡化的时代，这种社会功能更显得珍贵。 

 

盂兰盆节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其意义也应获得肯定。宗教的主要成份是教主、教

理、仪式及组织。仪式的主要功能，在于追索原始宗教体验，发挥教理及协助建立

组织及制度。然而，仪式本身可能退化、污化而令人迷惑混淆。 

 

盂兰盆节本是佛教里的供僧节目，原意在于孝亲，但在中国，它与原本民俗里七月

十五的祭鬼，及道教的中元地官赦罪救赎亡灵之日凑在一起，因此佛道民俗不分， 

阴气森森。这种退化的仪式，有时不仅不能引人追索教理，反而成为人们精神生活

的障碍。佛经里指仪式成为修行障碍，就是指这种可能失去原意的仪式。 

 

因此，盂兰盆节的兴革是必要的。只有改革，才能迎向新时代，吸引新生的一代，

开拓新的意境。一成不变的抱残守旧，或变本加厉的退化，最终将被群众唾弃，在

时间的长河里沉没。 

 

1998年华总提出华人思想革新时，金明法师曾抱病来函阐明他对盂兰盆节兴革的看

法。我在宗教礼俗组里提议全盘接纳他的观点。如今我把他的观点及兴革建议摘录

及整理如下： 

 

一、不烧冥器。烧冥纸冥器本是汉朝的民间习俗。古代的民族有用生人生物陪葬的

习俗，汉朝的中国人懂得用冥纸冥器取代，算是民智开化。如今的现代人仍用冥纸 

冥器，何必呢？这也不是佛教仪式，因此考虑弃之可也。以前佛教界办的水陆法会

时也大烧冥器，迁就民俗，如今大可不必了。 

 

二、减少烧香。香本是净化环境，制造优雅气氛的一种方法。烧大龙香或大把香，

只能污染环境，违反烧香的本意。 

 

三、简化课诵。课诵内容冗长，仪轨千变万化，还得礼聘来自中国、台湾或西藏的

大师才能胜任。这种课诵，一般信徒也不知原意，只是照本宣读。有者索性只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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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出家人承包(contract)，自己旁观，以这种作法争取功德。金明法师建议以上供

及念佛为主，并只请附近的出家人主持，值得推崇。 

 

四、缩短时间。一般法会，须用 3天、5天甚至 7天，费时费力费钱。而在 3天 5

天的法会中，一些信徒只在头一天的头一个小时及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出现。

这样的功德还比不上半天的积极参与用功。我的看法是：半天够了。 

 

五、简单供品。供品只须象征性的花、香、灯、涂（水）、果、食等 6种，不必堆

积如山。 

 

六、废除灵位。祈求长寿的长生位及纪念先人的往生灵位应一一废除。 

 

七、注重教育。法会应邀请出家人弘法演讲，借机教育群众。也可在盂兰盆节期间

主办各种群众教育活动，突显此节目的真义。 

 

八、节约布施。此仪式的各种费用，如布置、排场、供品、饮食、交通费等应尽量

节约，盈余布施供慈善、教育、弘法等福利事业上，发挥佛教布施惜福的精神。 

 

以上 8点，可归纳为"多内涵、少形式；多教育、少功利；多福利、少浪费"。这些

建议，不但适用于盂兰盆节，也适用于一般的法会。  

 

 
节录自《情怀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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