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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稳脚步、迈向未来 (一) 
-试谈佛教运动的本质到理性的建构- 

 

  

 

 
开舍法师■本期特约 

 

 

引文  

大马佛教的 活动，从 70年代开始，在提高对佛法的认识或活

动素质的「知识化」上，有著一定的持续现象；但是，是否就能将

此种现象视为一种「运动」，或社会的运动之蕴 涵，则有待进一步

的探讨。「大专佛青运动」蕴涵著在大专学府的学生在从事一种对

佛法的学习以至佛教的传播工作上，依遁著一定的范围与限制内，

采取了适应性 的行动。其组织的形式与活动范围，参与者的学习心

态等，以至此「运动」之本质到底有多少巴仙是属于一种民族性的

意识作用，或一种宗教徒献身其宗教理念之运 作确有必要作进一步

的探讨。 

佛教的发展，若以

70年代为一分水

岭的话，在 70年

代之前的佛教活动

或"运动"可称为世

俗的官能文化

（Sensate）佛教信仰的运

动；70年代之後的佛教活动

虽然肇始了"知识佛教"的活

动，但就社运的本质而言，

却离有目标、有意识的"运动

"是相当的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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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青年

开始学习

佛法至推

动佛教的

活动，有

多少成份可以命名为一种社

会运动，而「知识佛教」的

意义又如何诠释呢？知识青

年或所谓传统之士大夫阶级

之学佛者是否可以名为知识

佛教呢？ 

在考虑到当代之宗教复兴运动之时，我们有必要厘清出视野所及的

目标，而不是随著一种漫无目地的、无意识的、或持续性的"活动"

的假象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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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一世纪的来临，意味了人类在思考本身之处境

时，从人之存有的现状以致未来的际遇等都有著

与以往不同的经验与意念。当人类为了理解人本

身之存有状态时即考虑 到人类在变化的历史和社

会条件下，人类的活动以致任何意识形态的实践

都与人之存有的价值有著密切关系。大专青年或知识青年在接受了

现代教育的洗礼後，对于 佛法的理解能力已然和早期的佛教徒有著

相当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佛教界，我们仍然

缺乏了类似西方神学自 70年代以来的有关「新神学」或 对传统宗

教哲学的"再诠释"。现代化对宗教界最大的冲击不止是在宗教伦理

观念乃至诸种宗教行持的世俗化的过程而已，更迁涉到如何把传统

的宗教信仰、理念、 仪规或宗教行持等，在对应于一个迅速变迁的

时代里，如何及以什么方法达到令世人对渊源已久的这一人类文明

现象注入时代的观念，且又不失去原本的教旨的

理 趣。 

很 多种的名词被用来形容宗教的复兴运动－－

复兴主义、革兴主义、更新或复苏等。这种种的

名词意味著一样东西即：把过去的东西复新起来

的意思；有著一种令人鼓 舞的宗教特性及朝向

新的环境发展。而这一切的活动似乎都与现代的知识份子有关；大

专学府的青年即这一宗教复兴运动的动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将以以数点做为我们探讨的课题： 

１ 佛教运动的本质； 

２ 大专佛青运动的本质； 

３ 佛教运动的理性诉求。 

（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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