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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汉源■本期特约 

   

佛法是宗教，不共一般世俗、神化的宗教。虽说"佛法大海，唯信

能入。"但佛法的内涵真义，非由实践不可得。因此，佛教徒注重修

行固然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然 而，佛法的修持，从初学发心到现证都必须建立在闻思慧的基础

上，表现於实际的生活中。印顺导师说："依戒的观点，佛法并不重

於个人去住茅蓬修行－这是共世 间的。"〈楞严经〉上更说："如－

众生未成佛，终不於此取泥洹"，可见，人间化的佛教不是独善其

身、离群遁世，而是以佛法的心行来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的生 活品

质，后亦影响他人、净化他心以建立一个清净的人间净土。所有跟随

佛陀足迹的行者，都应有这个明确且清净的理念才对！ 

由于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佛陀便慈悲地

宜说了八万四千种修持法门。佛陀的教化是

随众生的根器而宣说的。每一法门都有其特

殊点，都是甚深微妙。只要修行者们肯信受

奉行，必定会获益不浅。 

 

可 是的是，有不少的人不能完满地掌握佛法的中心要义、无法理解

佛法是契理契机的。他们恒以为佛法不需要广修遍学，一经一咒一

佛，就等于一切佛法。于是，他们 固执己见、自己舍弃了无边经

典、舍弃了无边行愿，还要劝请和阻止他人闻思经教，远离一切世俗

的科学、哲学等学问；这一些人往往对于自己的法门咒语赞扬到极 

点，对他人的修持法门却有意无意地加以苛评。这种"取一滴水而弃

大海"的愚痴心态，使佛教走上空疏贫乏的末运；赞己贬他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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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向量多而质不精的本 邦佛教徒来说，不但没有起著团结与和

谐作用，而是造成极大的恐慌、迷惑与破坏。"一师一道"、"山头主

义"的思想，如何能使佛教徒团结？内争外斗的佛教， 又怎能吸引社

会群众、知识份子趋向佛道呢？ 

认真的说，邪门外道破坏佛教的道场、歪曲佛理以博取恭养，并不 

足以摧惨佛教、使佛教走向末落。这一点可以从"三武灭佛"的历史得

以证实。佛教徒本身不注重闻思经教、不识佛法纲宗、放弃向学的风

气，以及互相攻击而带来 恶劣的仇恨与隔离后果，才是复兴佛教、

振兴佛教的最主要绊脚石！教徒们对根本教义不了解、又不在思想及

理念上扎根，没有正知正见，如何去"延续佛法慧命" 呢？对世俗的"

五明学"一窍不通，岂有可能以佛法融通世学，进而化导知识份子，

回归佛法的光明来？ 

 

佛法随是人本思想的宗教，以人类清净福乐为理

想、为目标。但佛教文化、哲学伦理、信仰思想欲

始然无法普及社会群众，这说明了佛法的 修习

者，不能以方便摄信众、引导社会，使他们从净治

身心中，展现佛法大用。这何尝不是个人与社会的

损失？ 

印 顺导师曾经说过，修行及开悟，当然是好事。然而，佛法是否能

住世却不只是个人的修正问题。导师更主张，"理论与修证，都应该

以表现於实际事、行来衡量。" 换句话说，个人的修持固然重要，参

与社会、服务社会，进而化导社会趋向佛道，并成为佛教的护法，更

能使佛教在社会中稳健的成长。 

值 得说清楚的是，佛教徒参与社会、服务社会虽是菩萨行的胜方

便、是值得随喜赞叹的事，但是利行布施救济等慈善事业，不要成为

求生人天善报的途径。否则的话， 就和外道神教没有两样了。放下

一切成见，仔细分析，我们也许会感到惊讶，一些佛教团体所办的活

动不异於福利机构。虽然他们的活动，得到广大社会的肯定与赞 

叹、也为社会快速转型的乱像，提供了一股安定的力量，然而，这一

切的一切，与佛教的信仰、佛法的修持、人心的净化似乎扯不上真正

的关系。因此，学佛学菩萨 行，必须从这些妙方便中认清目的。我

们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不单单是义务与责任、不懂仅是悲心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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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而应该是为了净化社会、庄严社会。从庄严社会、净化 社会的

出发点去看，当人间正法受到歪曲、当清净道场遭受非法之徒恶意破

坏，这不该被视为一人一寺一教的事。 

数百年来佛教的信奉者被誉为奇特的一群，他们误以怕事、退缩、忍

让是忍辱罗蜜。只要受害者不是自己，最好是袖手旁观，免得烦恼丛

生。这种自私自利的心态，滥用慈悲的作风，导致邪门外道得寸进

尺，猖狂地歪曲佛理、诽谤佛教！ 

我们常说，"弘法为事业、利生是家务"。因此，不论我们的修持法门

是显是密、是禅宗或净土，当社会不断地出现各种不利佛教发展的因

素，不论个人或团体都应当挺身而出，发挥"法味同尝"、"护教与爱

教"的精神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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