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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工作 感 怀  

 

  

 

 开舍法师■本期特约 
 

  

 

理大佛 学会的新、旧执委来访，要求针对

佛学会的执委工作的心态提出相应或契对的意见。

心想这岂只是一所大学或大专内小小的学会的新旧执委递交棒子那

麽简单，在四 处弘法的历程中，也时常面对著大小不一的佛教组织

领导人的诉苦。而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很难找到接班人！是什麽原

因导致愿意承担执务者任地难寻？是什麽原因 造成现代的人那麽地

「离」执？  
   
後现代文化研究者会

告诉你说这是後现代

文化的使然─解构主义

的精神、个人主义的

滥觞！解构主义的精

神导致结构的解体，

而结构者以集体、群

体化的制度为鹄的。 

解构者走向个体的独特

性，让个体拥有、享有更

多的空间，也因著个人能

力之所及，而有著个人不

能承受之轻的千钧之重。於是乎（或许只

是在佛教界？），大家在感叹没接班人之

余，旧人已近阳关道，新人却是众里寻

他、不在灯火栏栅处！ 

某一时代的文化形成自有其历史因素，历史者不离人类的行为与精

神素养。只要是人，就有著追求个人自由、解脱的意愿与诉求。至

圣先师孔子亦有感怀散发湖海之时，然而因著他对其「道」统的关

怀，不愿意效仿道家者流的生活形态，遂终其一生的埋

首於教育英才之间。佛 陀布教四十五年，只有一年因著

弟子不接受教诲而远离人群到森林内与动物共居，间中

有一大象与猴子负起供养世尊的饮食资具。此一典故隐

喻了世尊宁与动物共 居，也不愿与充满了斗争的人类共

住，乐得不与世间诤。孔子欲散发湖海，世尊静居翠绿

林间，圣者都喜欢与大自然相处，自然界的韵律与人世间的纷扰成

一尖锐的 对比。谁人不愉悦於山林绿野间？谁人不爱湖海的潇洒与

阔脱？只因人类有著与生俱来的特殊情怀，致令碧海青天情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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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自我的爱恋之强，佛亦言不见世人有 超越对自我爱恋之强者。

自我者，独一耶？自由耶？自我主宰耶？ 

个 人的自由自主当然是吾人所理想与生而为人所应追

求者，但是个人的存在又谁能违反生存的规律？而人类

更是社会性的生命体，也因著活在群体致令我们省思自

己的 生存意义，也因著生活在不相离系的因缘网络

间，才形成个人的独特的风格！没有人、我的系、离之

关系，自己怎麽能够独自生存？纵然能够独自的生存，试问独个 儿
地活在茫茫人世间，又有何意义呢？俗说活著就好，但活著也应与

一般的动物的存活有差别，而人也者，自有人的生存意识与意义。

虽则佛法言无我，但此我之形 成不离生存的资具关系，我也者历经

千锤百炼，方留得人间一片白；我也者不经众里寻它，亦难知晓身

在何处，生而为何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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