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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香港佛教百年史的分期

 

　　要寫香港佛教史，才發覺到原來極其困難！雖然香港佛教肇始於南北朝的杯渡禪師，歷

史不可謂不悠久，但一九OO年以前，計近二千年，竟然沒有文獻的記載，可說是完全空白，

但佛教的傳播，不可能完全沒有，先賢的苦心孤詣，完全沒有記載，聖教的發展，延續，完

全看不到，很是遺憾。二千年的悠長歲月，幾乎沒有佛法，可証佛法難聞。沒有佛法的漫長

日子，眾生如何度過！？

    因此，香港佛教史只有一九OO年後約一百年的記載，或只有一百年的可記載之處，可謂

不可思議。

    縱使只有百年的佛教歷史，要寫亦有其困難度。1･沒有明確及影響性大的事情作為連貫

性的發展，寫出來除了鬆散外，亦缺乏氣勢，不能一氣呵成，讀後很快被遺忘。2･整個香港

佛教史由眾多的「小事情」湊合而成，其活動較為傳統，組織散漫，乏善可陳。可是這些活

動卻維繫著正法的久住，有些發揮著不為察覺卻影響深遠的功效，難以筆墨形容。3･大部份

皆低調，或是偏於一隅進行，而不為「人知」，更鮮有誇耀自己或詳細的記載，後人或旁人

難以知道。

    一般歷史比較容易落筆，如一個朝代的成立、鞏固、發展、改革、繼承等，皆有其清晰

脈絡，連貫性及軌跡。香港佛教史的分期，確有其困難。一般的脈絡寫法以1･某個人的發大

心，在當地產生重大的變化或影響。如太虛大師、竺摩法師等。2･某團體的大力弘法而產生

的影響，如一些佛教寺院、道場、佛學會等。3･海外佛教機構的進駐，如佛光山等。4･年譜

或編年史式。5･社會或世界性重大事件的劃分，如抗日戰爭、革命思潮等。6･自然發展，演

進，如分3期：1･萌芽或啟蒙期2･建立期3･發展期。

    香港佛教史困難的地方在沒有明確的重大事件使其連貫及劃分。然而，在百年歷史中，

卻有三年零八個月被日本攻佔，這短暫的淪陷，足以使佛教活動陷於停頓，成為香港佛教百

年的前後之分。香港淪陷期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約在世紀之中期，剛好平均地分為

前後期，而前後期的發展，有其截然不同之處及不同的發展。因此，香港佛教史該由淪陷期

為分界線，分前後期去敍述。前期的初期，有零星的佛教活動，及個別人士的發心，直至一

九二O年，太虛大師訪港，將他在中國的革命思想及人間佛教理念帶到香港，產生很大的變

化及啟發性，使香港佛教活潑起來，帶動不少有深度的活動及建樹，其規模及迴響，不下於

現代的香港佛教，在大師及他的門徒及香港佛教的精英人士努力合作下，只需假以時日，可

預見不久將產生另一番景象。無奈日本侵華，香港淪陷，人民生活艱苦，要生存已有困難，

無暇兼顧宗教活動，香港佛教幾乎陷於停頓。待戰爭結束後，百廢待舉，人民忙於建設國家

，加上多年內戰，宗教再難以發展。直至國家統治塵埃落定，佛教才慢慢從廢堆中建立起來

，但仍須經歷數十年的光景才能恢復，穩步發展，是為香港佛教的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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