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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那麼殊勝，何以會滅亡？佛法能解

脫輪迴，普度一切眾生，何以不能長存？佛

法何以竟在發源地完全滅亡，卻能在其他地

方發揚光大？好的東西不是會長久，不好的

東西不是會不長久嗎？

    佛教在印度滅亡，原因眾多，有說是回

教入侵做成；有說是當時密宗興盛，神化腐

敗做成；有說是佛法流傳過久，正法失真，

原有的佛法變得僵化，煩鎖，沒有新思惟；

有說印度故有的婆羅門文化根深蒂固，嶄新

的佛教難以取代。這些皆是原因，亦非全面

的原因。經云：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

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這是世間現象，

輪迴現象，凡事皆如此，任何燦爛的存在，

最後亦會黯然消散，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是自然現象，故順境不用喜，逆境不用憂，

佛法亦不例外，在世間流播亦遵循一定的軌

跡。佛法之滅，就像人的一生，從成長，壯

大，衰落，最後滅亡，可悲嘆。但佛法在成

長過後，已失去它的意義、功能，對當地已

沒有效用，該是退下來的時候。不管它從前

如何輝煌，如果不能利他，只有退下來。

    佛法能否長存，在能否化世，能否利他

，這不單是佛法，亦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價值

。因此，要佛法長存，必需以佛法利他，不

能經院式的自賞，但亦不能隨俗使利他成為

縱容，討好，失去立場、宗旨。佛法能夠比

其他文化利他，自會長久，少一分自會短一

分，其他文化壯大，必會取代佛法。這是競

爭，適者生存的自然現象。儘管如何努力保

持，亦會有疲累放逸之時，或是僵化偏離人

間而不自知，能否開放，讓後來者以新思惟

承傳下去，亦是佛法長存的關鍵。

   「正法久住」已暗示了佛教之滅，最多

只能做到「久」。正法、像法、末法之說已

說明了佛教之滅，過去無數諸佛出現世間，

最後亦灰飛煙滅。可哀可嘆之餘，是否就此

消極下去？

    佛教的存亡，可以維繫很長一段時間，

亦可以瞬間。存亡的關鍵在弘傳者，弘傳者

的佛學素養、識見、胸襟、願心、資源，對

弘傳佛教有很大影響，且弘傳者非一人之事

，是眾多人間菩薩的發心。在自覺及不自覺

下，合力成就弘傳大業。此地佛教衰亡，弘

傳者承「見佛聞法」之願，於他方弘傳佛法

。佛教之滅，只是一地的暫時現象，待善緣

成熟，必再度萌芽。因此，播下善緣，種下

佛法種子，為將來的佛教重興舖下道路是每

一位弘傳者的責任。此外，佛法住世的幅度

很大，可以數十年，可以千年，端看弘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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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佛法對個人來說，可以是正法時代

，亦可以是末法時代，端看個人的福緣；畢

竟每一時代皆有成就者及失敗者，對成就者

而言，是正法時代，對失敗者而言，是末法

時代。    

    不管正法，末法；現在、未來；此地、

他方。每一位佛徒皆應成為一個弘傳者，努

力將佛法弘傳出去，這是學習及修行佛法的

基礎，在弘傳中，可得到無限的利益。任何

情況下，此時此地的佛法是焦點所在。

    避免佛教之滅，必須注意：1.不要僵化

――應與時並進，體解不斷變化的眾生苦惱

，以佛法去除。2.不要俗化――佛法如清泉

，澆滅眾生的熱惱，過度俗化及混同，只會

迷失本位及宗旨。3.不放逸――煩惱無盡誓

願斷，可以說無了期。因此，不能放逸，否

則，將被煩惱蓋過，難再重拾。4.實用融通

――佛法要實用，否則只是空號，或是與民

情無關，變成可有可無的點綴品。5.嚴持戒

律――佛教滅亡之先兆，必是戒律鬆弛，民

眾對佛教失去信心，不會支持，遠離，或是

攻擊，最後使佛教滅亡。歷史上，重興佛教

的先賢大德，必定重倡戒律，整頓僧紀，弘

揚教義。

    防止佛教的滅亡，可以參考歷代重興佛

教的關鍵點。縱使佛教在此方滅亡，亦會在

他方重生。佛教得以長存，在各人的大願力

：見佛聞法。

「有佛出世」已久

 殺戮停止

 夜不再深沉

 我們還等什麽

 過去已成過去

 是時候放下一切

 努力修行

 觀佛念佛持咒懺摩

 恒順三三昧

 還等什麽

 過去沉溺已久

 輪迴轉世轉世輪迴

 頭出頭沒頭沒頭出

 從宇宙洪荒

 直至時間之邊

 從萬丈之下

 直至須彌之巔 

 如是等恒河沙數

 還等什麽

「有佛出世」已久

 還等什麽

 佛出世如優曇花現

 還等什麽？  

 

 

  有佛出世  那羅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