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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稳脚步、迈向未来 (三) 
-试谈佛教运动的本质到理性的建构- 

 

  

 

 开舍法师■本期特约 
 

 

二、大专佛青运动的本质 

大专佛青追求或探讨佛法的动机是什么，相信没有人能给于一

个正确的答案。大专学府的学生凸显了马来西亚的特殊文化背境－

－多元种族及多元文化。种族的文化背境影响了今天的马来西亚民

族以至把某一宗教当著与某一种族的文化关系是应然相关的。 

华族已把佛教当

著应然的宗教的

信仰。因此，在

马来西亚，佛教

已成为华人的宗

教特徵，兴都教

为印度人的，回教为马来人

的，而基督教为非马来人社

群中的各族群如华人、印度

人、欧亚混血人、伊班人及

卡达山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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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由统计有多少大专

生是因著这种"应然"的观念

而参加大专学府的佛教活

动，但是，很明显的是，

大专学府的学生已然有意

或无意间建立起民族的潘

蓠。这是「自从 1980 年在

学校或大学里经已蒂固深

根的青年文化在其社交距

离上经清清楚楚的划分为

回教徒及非回教徒文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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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不应只注重于族群性

格或文化性的组织活动，而应重视宗教哲学或

精神上的教育 注 4  。社会变迁与思想潮流是

息息相关的。从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各式的

文化批判，到民族文化运动、个人生涯发展与

心理精神生活等，不难发现某些类似「时代精 神」的产物。「佛教

运动」或活动的现代风格已令人产生诸多幻觉，我们看似一片混乱

错杂，却仍有一些时代原则－－「主体性的诉求」；这也是现代教

育与新世界 的进化结果。 

大专佛教之缺乏一个共同的理念正是因著现代教育的诉求，致使我

们很 难界定那一些活动是属于「运动」的现象。知识份子的理性意

图之下所形成的宗教性世界观与宗教伦理，在在强烈地以首尾一贯

性之必要为诉求。理性的效用，特别 是实践要求在目的论式的导引

下所引发的作用，对所有宗教伦理而言，是不

容忽视的。 

现 代之知识份子对于知识良知之诉求同样以客

观真实的知识需求为前提。当宗教理念在知识

化的需求下形成了对立的紧张关系时，从拒世

的态度到入世的实践，整体社 会对宗教伦理及其功用的价值开始了

前所未有的「再诠释」的影响。知识份子禀赋了对宗教理论及其现

代之伦理观念的再诠释的能力。但是，欲发展出一套能应用于 现代

生活理性之诉求的理论架构，须要的不只是对原有的教旨的掌握与

理解，还涉及在实践上，对原有之宗教目标，是否能在新时代的需

求下，力求凸破与世俗需求 的对立关系。 

现代之「知识佛教」不应限制于所谓知识青年或知识

阶层的佛教社群，而是某部份受过高等教育者，在理

解佛法的根本教旨之后，能对应于时代的挑战，发展

出一套合乎时代生活的理论典范系统，以消溶过于

「主体性意识」的渲染及执取。 

 
（三、待续）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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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usan Ackerman Lee 『佛教复兴与宗教间之关系』。 
4 〔美〕约翰 奈斯比特及帕特丽夏 阿伯丹《2000 年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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