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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歷史的機遇

 

　　從杯渡禪師於南北朝年間來港，偶然創建佛教，直至上世紀一九O O年前，佛教消息或

活動一直厥如，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香港可有佛教？或是佛教仍然活躍，只是沒有文獻記載

呢？而沒有佛法的日子，生活如何度過？

    淳樸的香港，簡單的生活，為生存，為安居樂業，為下一代，各人勞勞碌碌工作，生活

，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對不公平，不公義不管，凡事逆來順受，只抱著簡單的道德標準，

睦鄰好客的現實倫理，既悠久卻十年如一日地度過了千年。

    這淳樸的漁港，累積了很大的福德因緣，感動了天界的眾多菩薩，相約下凡至此漁港，

弘揚佛法，有誓要以其智性學養，從教出發，將正法撒下這小島每一角落；有以一心皈命，

淳樸虔誠投向三寶中，不斷擴大組織，立誓使島上家家戶戶傳出彌陀觀音雅號；有要堅立三

寶，建寺安僧，莊嚴道場；有要將佛法融入生活中，成就人間淨土。林林總總，各司其職，

各懷大志，務求將這小島轉為佛國。雖屢經挫折、失敗，仍不忘初心，孜孜於弘法大業中。

其間眾菩薩的交往離合，製造不少恩怨情仇。雖有受打擊，退心於一時，或意氣風發忘失初

心，或與他人交惡而退離，但心仍嚮往佛道，只待大德的出現，歸隊重振旗鼓，或是休養一

段時間，信心再現。

    在這百年的機遇中，香港佛教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歷了不少滄桑。始肇於太虛大師的

五次來港。第一次於一九一O年來港，只逗留了一兩天，漫遊一遭；第二次於一九二O年，在

港島名園講經，公開弘法，與信眾交流，激起了千重浪，產生重大的影響；第三次於一九二

六年，到達青山寺，受顯奇法師之邀，臨時開講佛法，也有一定的影響；第四次於一九廿八

年，只停留幾點鐘，與信徒作一些交流。第五次於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二十多天的公開弘

法與講經，提出建設性的指導方向，作出最大的影響。五次極短暫的逗留，加上與香港弘法

人士的魚雁交往，足以使香港佛教振翅。 

　　除了太虛大師的五次來港外，亦有不少僧侶來港弘傳佛法，虛雲和尚亦有六次來港的記

錄，分別是一九二八年，為佛像籌款過境；一九三五年應東華三院之請，於東蓮覺苑建水陸

道場，皈依者九百餘人；一九三八年，於東蓮覺苑啟建大悲法會；一九四七年，東華三院請

作平安法會，皈依者數千人，繼赴澳門講經及主持佛七，皈依者數千人；一九四八年赴沙田

慈航淨苑說法，結念佛七，又至東蓮覺苑拜懺；一九四九年，來港為佛堂開光，並於般若精

舍說法。雖有人勸留港弘法，卻因心繫大陸佛教而被拒。尚有其他法師到來，為香港帶來一

定的影響及潮流。在大陸來港僧侶的影響下，使香港僧侶及大德，紛紛北上取經，學習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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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流心得，再回港大展拳腳，使佛法向前推進，是為南僧北上。在香港社會來說，這些現

象實微不足道，但在佛教界內說，實是石破天驚，尤其太虛大師來港在名園講經，人數以萬

計，報紙刋載及人潮，為社會帶來激盪，從教界擴延至社會中，帶出歷史性的機遇。

　　在這百年歲月中，香港佛教雖然來了一個大翻身，成就了一些氣象，但正法，深度的植

根卻付之厥如。各專業領域皆有其特有的教育機構，除了培養人材外，更可回應社會，利益

他人。佛教更是專業中的專業，獨缺教育系統，未能發揮其深度功能，被人誤解、利用、扭

曲。在成長過程中帶來破壞，危機。在百年歲月中，不乏有心之士創辦佛學院，研究班，為

佛教注入重要的核心價值，惜均以失敗告終，為了種種原因，無能支持過數年，甚至胎死腹

中，實在可惜；只有倓虛法師辦了兩屆華南學佛院課程，培養出大量弘法人材，最有成效，

亦足見佛教教育何等重要。一如其他專業，要修學佛法，只要有適當的教育機構學習，自能

受到佛法的利益，就是如此簡單而重要。

　　香港佛教史上，曾出現三次重要的機遇，能令佛教紮根而穩步發展，惜因不同原因而錯

失機會，使佛教未能在此植根。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印順法師逗留香港期間，本擬長居香

港，創辦佛學院，經費已籌足，地亦覓好，可說萬事俱備，只待逐步完成；可是印順法師在

一次短暫往台灣後，為了某些原因，未能取得出境証回港，只有停留在台灣，從此在台灣開

創了福嚴精舍及慧日講堂，專門從事佛教教育，為台灣佛教帶來深遠的影響。若當年印順法

師能留在香港發展，香港佛教必有一番不同的面貌。第二次機遇是洗塵法師於七、八十年代

在香港大力倡辦佛教教育，開設能仁研究所，支助各佛教教育機構，之前在香港創辦短期出

家，辦內明雜誌，在香港社會及教內已產生了很大的激盪。他的人脈關係極好，且有很大的

魄力，只需假以時日，香港佛教定必來一個大翻身，惜正值英年，事業如日中天時，他得了

大病，終日卧床，一病不起，歷經十數載，鬱鬱而終。第三次機遇是八十年代，法住學會成

立，打著佛法久住，佛教現代化的旗號，為佛教教育投下終生全情投入的傾注，當時全港佛

教精英，有感於佛教的被埋沒、扭曲而心心不憤，對佛教歪曲的現象鬱在心中多時：佛教不

是這樣，佛教不應該這樣，為何佛教淪落至此？為何如此殊勝的宗教，被曲解得如此厲害？

決意從隱蔽處走出來，全心全意為佛教賣力。全港佛教精英集在一處，定能發揮群體力量，

為佛教翻身作出貢獻。惜主事者改變方向，不再全力集中在弘法事業上，亦容不下其他人，

草創成員及往後多屆成員紛紛離去，在勢孤力弱下，當然不能有所作為。

　　要成就佛教教育事業，除了不世出的龍象，以其個人超卓魄力，力挽狂瀾外，亦可靠群

體力量，在多個領域努力配合，培養人材，首要是放下個人私心，誠敬地奉獻，才可望有機

會開創一番事業，為佛教安身立命。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