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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佛教發展與時代

 

    有說佛教應遠離人羣，遠離社會，不管世事，最好是隱跡山林，不吃人間煙火，保持清

淨，高人一等，不談政治，超然物外。可是，不與眾生一起呼吸，不與眾生喜怒哀樂，如何

能感受眾生的苦惱？如何瞭解眾生所想所思，被煩惱所困？如果沒有眾生的感受，那能在他

們的立場去度化他們？

    中國佛教的性格確如此，不論教界內及教外，都認為出家人應隱跡山林，閉關自修，信

眾有疑難或是生活不如意，便跑來詢問及避靜，之後便回到俗世，同樣在貪瞋痴中打滾。佛

教確是超越，不爭，不鬥，肯吃虧，社會覷準這弱點，不斷作出利用及侵損。而佛教只是忍

讓，任不公義持續下去。中國佛教結合了道家的隱逸、超然，加上琴棋書畫薰習，確然獨立

於社會之外――方外。但另一方面，佛教無法深入民間，不能發揮濟世作用，自然無法被重

視，這是自然的因果關係。反觀佛陀時代，除了保持正念正定的清淨外，佛陀與他的弟子更

遊行於恒河兩岸，乃至邊地弘法，終日顛簸於民間，化度眾生，對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產生

了深遠的影響，這亦是努力付出，而得到回報的自然因果關係。

    佛教在世間，必然與時代息息相關，產生互動，互相影響的情況。清末民初，革命思想

充斥，佛教亦不例外，產生革新思想，為佛教帶來起色。為了一洗頹風，延續傳承，佛教更

走進民間，成人間佛教思想；經貿發達，佛教亦隨之傳播；隋唐盛世，佛教發展茂盛；廿世

紀下半葉，香港淪陷等，佛教便停頓下來，佛學院亦無以為繼；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舉

世震驚，香港近在咫尺，驚懼更深，民眾紛紛移民，佛教亦偃旗息鼓，隨著移民潮在他國發

展；香港九七回歸，社會動盪，危機四伏，佛教活動及人士收歛，靜待觀察，其他宗教亦如

是。回歸多年後，宗教政策在香港沒有多大改變，各宗教團體紛紛積極活躍，佛教亦如雨後

春筍，深入民間。

    佛法在世間，與世間共生息、共呼吸。如果沒有民眾基礎，佛教亦會枯萎，甚至滅亡。

因此，佛教不能超然物外，高高在上，或清高自賞。可是，佛教亦不能隨俗，隨波逐流，與

世俗混為一體，迷失於煩惱中。

    觀察時代變化，眾生所求，所想，潮流所向，迎合而和光同塵，導其向善；阻止一切不

善法，免暗墮落。

    佛教生命力很強，生長力迅速，畢竟那是世間真理，消弭苦惱的良藥，自有其先天優勢

，但要發展得好，仍需穩定的環境，按步就班的經營，眾人的努力，才能長久、紮實。因此

，都市佛教是主要方向，山林佛教是個人暫離的休養生息。人間佛教才是佛的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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