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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互联网

(一)     

－－写在马佛总网站推介前    

 
邱保一■本期特约 

   

在这个开口闭口电脑、互联网、短讯（SMS）的时代，佛教组织如

何运用科技的便利来进一步推动佛教的发展呢？ 

 

欣闻马佛总筹备网站，目标放向全马佛教团体，通过将团体资料

上网，架构起完整的资料库，从中竖立一个鲜明的形象，想了解

大马佛教，佛总网站就是入口，再通过这网站通达大马其他佛教

团体网站。 

 

欲成为大马佛教入口网站，所需具备的特色是什么？从广义而

言，是大，无所不包，架构类似 yahoo网站，里面的资料可以满

足各层面网友的要求。但回到现实 情况，这样的网站绝非 3、5

个全职员工所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不单只牵涉到庞大的

物力财力，更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大量的资料或内容的价值是什

么？ 

 

以网站的使用率而言，运用网站寻找资料只属少数人的需要，若

只为了满足少数人而投入庞大的财力人力，是否是个值得的投

资？ 

 

在架构网站的过程中，一般人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拥有太大的

野心，希望什么内容都有，我们称这样的网站为“大而不当”，

如此格式的网站最终都难以支持到底，并非只是因为缺乏人力财

力，更现实的问题是缺乏网友的浏览。 

 

网站的经营模式本身就是个生存陷井，无论您拥有多少浏览率，

你都无法从中赚取一分钱；比起其他媒体，一个销售量就是个金

钱的回酬，互联网需要更详细的策划，来发挥它对于大众的价

值。 

 

在朝目标前进中，我们可以充满理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最终必

须取得平衡，所辛苦付出的才称为值得。架构网站的“心意”是

个理想，从这个心意中能产生多少浏览率，才是网站能否取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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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认同的准绳。 

 

互联网的特色乃在于它能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达到随时上网

的方便性。佛总网站该如何利用这个便利来方便全马的佛教徒，

让网站成为个适用也好用的工具呢？ 

 

在下一期专栏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个课题，欢迎有兴趣的网

友参与讨论。  

  

 
 

   

  功用 何在？     

 
郑重■读者回应 

 

回应文章：《写在马佛总网站推介前》 - 邱保一  

佛总网页《佛教专栏》的特约作者邱保一在她的大作《写在马佛总网站推介

前》，抛出了一个疑问，让大家去思考。她说："（佛总）这样的网站绝非 3、5

个全职员工所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不单只牵涉庞大的物力财力，更带出

了另一个问题，大量的资料或内容的价值是什 ？" 

作者采用类似曲笔的方式，抛出这个问题，并非质疑辟设网站的作用和意义，而

是特意把一些人心中的疑惑提出来，让大家思考，重新评估和认识设立网站的意

义和作用。 

马来西亚北传佛教，和南来的华裔先辈一样，走过梯山航海、荜路蓝缕的拓荒岁

月，从许多先行的师父孤身宣教、普渡众生，到有华人处建立寺庙，到成立佛

总，不难想像，是一条漫长而岖崎的道路。在这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留下

许多动人的事迹，许多重要的文献和记载。为 了避免让这些事迹、文献和记载因

岁月的冲刷而佚失，加以保存、汇编、整理，这是後人的工作，职无旁贷，而佛

总网站的辟设，恰洽是契合了科技最新的发展，利 用了先进的网页网路的便利，

进行保存、整理和汇集近百年来我国佛教发展史实的工作，并扮演协助推动佛教

今後发展的角色。如果人们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佛总网站的辟设，就不会再置

疑它的意义和作用。 

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从没有组织到有健全的组织，编写大马佛教发展史的工

作，现今应提到议事日程上。对今後有志於编写大马佛教史的学人来说，大马佛

总的网站将提供许多便利，可以节省不少人力和时间搜寻和收集资料。 

当然，目前佛总网站在收集大马佛教资料方面，工作还做得不够，资料还相对贫

乏，但是，假以时日，在职员的努力、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大马佛总网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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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将与时俱进，越来越充实。 

读者 - 郑重  

 

  价值 何在？     

郑重■读者回应 

 

回应文章：《写在马佛总网站推介前》 - 邱保一  

佛总网页《佛教专栏》特约作者邱保一在她的大作《写在马佛总网页推介前》，

除了对设立佛总网页的作用提出疑问之外，还提出另一个有关联的疑惑。她质

问： 

"以网页的使用率而言，运用网页寻找资料只属少数人的需要，若只为了满足少数

人而投入庞大的财力人力，是否是个值得的投资？" 

这使我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件盛事。 

清朝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在多番征讨，天下一统、河清海晏的政治局面下，

动用了国库雄厚的财力，征用国内近四百名的鸿儒学者（其中 160为编篡人员，

另 外校对 249人），开设四库全书馆，著手编篡四库全书，前後经过十余年，共

征得天下书籍 17万 2千余册，汇编成四库全书，全面收罗中国学术文化典籍，洋

洋 大观，分抄七份，在国内建七阁收藏。乾隆皇帝这项文化方面的措施，在历史

上赢得"文韬武略"的英名，备受揄扬。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以当时中国几亿人口，到今天的十几亿人口而论，试问有多

少人曾经翻阅这部巨著？从经济或实用角度来衡量，乾隆皇帝耗费公帑，岂不是

劳师 动众，劳民伤财？然而，这却是汇集、总结中国历代著作和文化遗产的伟大

事业、浩瀚工程，对文化的保存、承传，作用至极，影响深远，其意义绝非金钱

所能衡 量，也非一些简单的数目字、究竟有多少学人翻阅所能涵盖的。 

当然，佛总的网页，无论在体制或规模方面，都无法与四库全书这等巨大的文化

工程相提并论；然而，建立起完整的马来西亚佛教网站，钜细匪遗地收集我国佛

教发展的史实和各种文献，既总结了前人的历史，又让後人继承薪火，继往开

来，推动佛教发展，它的重大意义，同样的，也非耗费多少财力、人力，究竟有

多少网民上网浏览、投资回酬率有多高这些数目字可以衡量或评估的。 

读者 - 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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