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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荫文居士   

 

佛教专才与普化教育并重之必需  

文：心观黄荫文 
在 未说到本题内容之前，请让我首先略提一般「教育」之意义与目的。广言之，凡足以

影响人类身心以发历人类潜能之活动，都可称为教育。狭言之，则人类活动中具 有一定

目的，计划及具体方法，步骤，以发展人类之德、智、体、群之需要者；例如现代各国

实行之各级学校即是教育。而由於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故发展人类潜能 的目的，即使个

人在社会中成为有益的自立的个人，同时即使个人能共造互助合作幸福健全的社会。  

由 此说到我们的佛教教。佛教是最大慈悲最高智慧的宗教，其本身开头就是重视发掘人

类最基本的潜能--佛性，以完成其最高的人格并以此教导人群！自度度人的。 佛教教主

释迦牟尼佛放弃王室生活而出家成道後，在四十五年漫长岁月宣说之真理与实践，就是

实施佛教教育的模范，我们佛教所以称他为「大导师」，他确实也是 人类历史上一位最

伟大的教育家。他将他自己证得的真理，用种种方法以教导各种各色的人群，一面培植

专门弘教的人才－ －例如他的常随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同时广泛地对印度各地人群宣

说说真理，使一般男，女、老、幼、出家、在家，同沾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法益。二千

五百多年 来。由於三藏十二部经之留传，如今佛教教义已早由印度传播亚洲特别是南

亚、东南亚、东亚以至欧美各国。我们於欣幸之余，为着感激教主深思，为着发扬佛法

真 理以利乐人群，身为马来西亚公民实不能不负超或多或少「续佛慧命」的共同使命。

而且我们，特别是华人佛教信徒，既已共同组织一个全马佛教的最高机构--马 来西亚佛

教总会，则更应认清当前的最大任务，应是本着教主毕生教导人群的精神与言行，而从

事於佛教教育之办理与开展。 

必 须了解，佛教教理不是叫人盲目信仰的，而是要使人由理解教理上，从事正善的行

为，以收获正善的果报的。但是四圣谛，因缘果报，除苦得乐，三皈、五戒、十 善，三

十七道品特别是八正道，六度四摄，这些由做人直至最终可以成佛的真理，目前在马来

西亚的佛教界中实在太少宣扬。不过，近数年来，由於佛总同人对於自 度度人的教育事

业，已经开始重视，各地开明寺庙住持及其他佛教团体首脑也已感觉教育後辈的需要，

因而四年多前才由佛总本身开办全马唯一的佛教专才学府之马 来西亚佛学院。这一学院

现有初中、高中及深造三级之各班，每级三年毕业，除内宿生须自付膳费外，所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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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免费。曾经有过两班毕业，但至明年年底才有第 二届的毕业，深造班且系第一届。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本邦国教－ －回教之积极推展回教教育，固不必说了，即基督教之

早巳注意其本教教育，亦为众目所共见。就如最近槟城新浸信会神学院刚已举行过第十

九届的毕业典礼，虽然 他们本届只有六名学生毕业，但正足以证明他们对其本教容才教

育之如何重视。而马佛学院则只曾有过一届的毕业。试想，我们於本教的专才教育是应

如何加紧注意 啊！不过。事在人为，佛总今年八月全马大会之决议设置专业的「弘教专

员」之决议，亦即决定要设有一如别教之传教师。为着学生进入正式班级之方便，佛学

院近 日也再招收预备班新生（招生简章请参阅 66 期无尽灯）。 

同 时为着普遍与宣扬佛教教理於全马各地信徒，佛总除由学院附设佛学函授班。及联合

马佛青总会等举行每年之各级佛学考试外，最近复订定有奖励教授佛学之规则 （参阅本

66 期尽灯所载）。这是佛总为要普化教理之办法之一种。同时也可在此一普化过程中，

选拔优秀的人才。至於佛总主办之正化幼稚园，星期日幼稚义学园 及各地佛教先已办理

的佛化学校，大家自然都希望它们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马 来西亚佛教目前实系处於人才上青黄不接的危机，但为着填补此一真空，佛教缁素大

德及热心人士，实应各就所能出钱出力，以发扬此一种真理的教育事业。这是我 们共同

的责任。此外，作为马来西亚的公民或佛教团体，我们也实在应该运用国家的宪法与国

家原则中有关宗教的权益之规定。 

本 邦宪法及国家原则之两种文件都有这样的条文：「回教是联合邦的官方宗教。其他宗

教及信仰也可以安宁与和谐中由人民信奉」。国家原则还有解释的条文：「任何 公民都

不得以宗教的原因予以歧视」。「我们献身致力於确保我们自由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在

这个社会中，只要不妨碍国家团结的需要，所有的成员都可以信仰及奉 行他们的宗教，

习惯及文化」。我们佛教信徒深知佛教是最讲求内心安宁，对人和谐，对国家人类和平

的宗教，所以无论从信徒立场上或公民立场上，又从责任立场 上或权利立场上，佛教界

中个人和团体倘还不奋发起来，出钱出力，从事佛教教育事业，试问要更待何时? 

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於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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