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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是否摒棄科技就能解決呢？時代進步，諸行無常，歷史巨輪轉動，在它底下的萬事萬物也

在變動，不因應變動，人只會僵化，鑽牛角尖，甚至被淘汰。對新事物，我們要充分暸解，掌握它的

優點，留為己用，對於它的缺點，要儘量避免做成對己的傷害，最重要是我們要暸解我們的目標，新

事物是否我們需要的東西呢？是否符合我們的目標呢？

     

 

 
 

    自從西方、日本學術界重視，肯定阿含聖

典的價值後，漢語界大師如呂徵，印順等亦重

新研究，提昇阿含的地位。自此佛教界對南傳

系統不斷產生大小不同的潮流。這本是好事，

只可惜為此製造個人喜好，無法客觀面對事

實。不是過度批判原本修學的漢傳佛教，就是

誇大了南傳佛教。佛教三大系有其優缺點，自

古已然，亦是存在的原因，如過份重視其優

點，而疏忽其缺點，或是執著其缺點而忘卻其

優點，都是不當及主觀的，過失很大，容易陷

入謗法的陷阱，亦是修學的一大損失及誤差。

    天台宗判阿含為小乘雖有點不當，但亦有

其根據。佛世時，印度瀰漫隱遁，閉關的自了

風氣，出家、離群、苦行很普遍，為了適應學

人的根器，佛的教化不能不偏重於小乘。但大

乘思想亦可在阿含聖典內容易找到。佛的身

教，遊行於恒河兩岸，遑遑恓恓，主動去接觸

教化貴賤不同的群眾，甚至年老時，亦顛沛流

離，為的是普度眾生，這絕對是大乘精神。以

佛的身份、德行、修持、智慧、福報、本可安

住舒適的精舍內，受萬人膜拜，或是待人來請

法、供養，他卻偏要到處行化，且差遣弟子往

不同地區教化，紓尊降貴行乞，這絕對是大乘

精神。

    但阿含經確乎側重小乘，解脫道，修行，

是佛的方便教化，亦有其修學必要，最後必然

導向大乘，如法華經所說會三歸一，是極高明

的說法。阿含經太簡潔，對向修行。其思維模

式，處理問題，對當時的風氣及出離心重的利

根弟子很容易契入，但對現代人已有很大的疏

離及不能契入。因此，佛世的弟子，憑著其久

習的修持，只須佛三言兩語的開示，即能俉

入。現代學佛者在嚮往古聖時，亦須考慮有極

大差距的時空限制，作出適當的調節。

    如來一代時教，有其本願及現實需求的融

合，不一定適合現代，但其宗旨，本懷，我們

一定要掌握，其方便，適應亦須瞭解。如佛降

生在今天這地方，他的教化一定與當年不同，

甚至有很大差距。因此，仰慕之餘，如仍執著

昔日的光輝，將跳脫不出來。

    漢傳佛教有其不共的優點，亦能掌握佛的

大乘精神，在本土久遠的流變，自有其合乎當

地的調適，既親切且適合我們。如果草率揚

棄，不智兼忘本。這現象不足為怪，因大乘經

典多次預言，未來眾生必驚必懼，甚至不相

信、毀謗大乘經典。我們應小心，警惕，不要

犯過。

    最後，我們可引證近代大宗教家—聖嚴

法師，他的學問和事業俱了不起，不但到過很

多地方，接觸過很多人，對佛教三系及各宗派

皆有廣泛而深入的認識，臨終時，仍強調漢傳

佛教的重要，謹守漢傳佛教的本位。確能帶給

我們很好的啟示。

阿含經典與漢傳佛教  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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