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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渡禪師雲遊四海，曾在香港短暫停留，就此為香港帶來佛教，竟成香港佛教之始，延綿

萬代。若問禪師如何開展香港佛教？他定啞口無言。如此殊榮，他做夢也想不到。只是道經此

地，嘆風景幽美，結廬暫住而已，沒想到竟成就了一地的福蔭，正正是無心插柳。誰能道出其

因緣呢？

　　可是，沒有努力的因，能成就努力的果嗎？杯渡寺雖是香港佛教之始，可是歷經千年，曾

作何貢獻呢？除了大部份荒廢的時間外，偶爾一些佛事，能帶來多少利益？恰如放在展館中的

古玩，讓人有空才憑弔一番。如果沒有高僧大德留駐修行，或是弘揚佛法，亦只是一處讓人遊

覽之地，於道何益？

　　大嶼山寶蓮禪寺，昔只是一處簡陋的小茅蓬，謹容一、二僧人居住，小茅蓬座落昂坪區，

由於地勢平坦寛廣，當然吸引清修之士結蓬安居，並不是什麽人傑地靈，或是風水較好。而最

初安居之士，只是一些貧苦的修行人，無力亦無心在紛擾的市區與俗人共處，才流落至此。今

天雖是一處聖地，但當年卻是千山萬水，路途遙遠，物資短乏，人跡罕至，駐留只是迫於無奈

，或是暫作打算。偶有旅行或行山人士道經，懇求些開水解渴及稍作小息，謹此貢獻而已。若

問他們可有想到日後竟成如此繁榮，恐怕作夢也作不到吧！此亦是無心插柳的例子。

　　香港佛寺，有不少是從道教轉過來，如青山寺、鹿湖的純陽仙院、羅漢寺、般若精舍、觀

音寺等。由於高僧大德的開導，將偏離的住持從道轉至佛。可惜他們的習氣重，未能在轉過來

後作出一番大景象。這些亦是無心插柳的例子。

　　清末民初，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民眾智識水準低落，不論政治，經濟，各方面皆落後，

國家鮮有建樹。佛教亦如是，僧人信眾文化學養低落，迷信庸俗，佛教如何能振興？

　　香港在中國來說，只是一處不顯眼的小地方，蠻夷之地，從來不被重視，可是它地勢優良

，民眾往來頻繁，是一處中外交流的中轉地，視野較寛濶，是一處改革及創新的好基地。從歷

史上看，它發揮了很多功績彪炳的創意及改革。可是它畢竟是附屬於中國的一處小漁港，不被

重視，歷來只作暫居之地。早期填履歷表有一欄籍貫，暗示了人們的根不在香港，終有離去的

一天，亦暗示了人們的背景、立場是中國的省份，非香港的紮根。各人心目中已定下時間表，

即將離去，如此情操，香港能有何建樹？佛教亦然，香港只是一暫居之地，當然不會有大建樹

，如大寺院，或是長久之計，如佛學院等。從因果法則下看，香港佛教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香港佛教如一潭死水，瀕臨滅亡，清末民初，中國政治混亂，民眾四處流竄，國內僧人為

了避難，瀕瀕進出香港，帶來了一番新的佛教景象，可是流離的歲月，難有大的紮根建樹。

　　無心插柳顯示因緣的不可思議，難測難料。可是，沒有努力之因，能成大業之果卻未曾見。

　　綜觀香港佛教歷史，要振興佛教，有以下五點：１･人能弘道，必需有高僧大德的住持，

才能使佛教振興。２･要有長期駐錫的高僧大德，才能發揮大的功效。如能加上龐大的組織，

有系統推廣，成就必大。３･弘法人才的文化、學養、修證。這些內涵，至為關鍵。４･從山林

佛教轉為都市佛教，更能影響社會。５･佛學院及基礎佛學班是佛教的核心慧命。

　　香港佛教經歷了漫長的人天長夜，終有所突破，如不能在這機遇下奮發圖強，錯失機會，

實在可惜。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無心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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