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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香港，海外各華人街，皆有各式各

樣的同鄉會。例如福建同鄉會、潮僑同鄉會

、X氏宗親會等，這些同鄉會，有感於流落

異鄉、遠離家園，被外族人欺負，或是孤立

無援，自發組織起來；互相扶持，或是將固

有文化延續，保持下來，不致因為流落他鄉

而忘失自己的根。其動機，心態容或有偏頗

，但同源的互助互愛於別國自強不息的精神

，卻是值得讚嘆。

    香港佛教信徒超越百萬，從來沒有一個

類似「同鄉會」的組織，去關愛、協助教友

。如此龐大的組羣，竟沒有如此組織，不禁

叫人驚訝，其結果是被人欺凌、歧視、抹黑

、利用。不知道是無爭，出世，超然物外的

教義，還是逆來順受，急於自證，了生脫死

的原因，使世界各地的教友，不能發揮互助

互愛的群體力量，實屬可惜！

    廿一世紀的社會，已進入群組的社會，

個人主義已不能發聲，乃至立足，因此，佛

教亦應進入群組的世界，不單是立足，生存

，更是度生，弘法，發揚佛教的途徑。

    佛教徒是否不應參與世事，不需要互助

，或是將眼光放闊，面對一切眾生，不是狹

隘於教徒事務呢？現代社會趨向專業化，科

技化，一般教徒全力於教義、修持，實無暇

追趕現代專業與科技，因此較一般人落後，

除了不能充份享用現代成果外，更做成生活

及弘法上的窒礙。佛教同鄉會可以為他們提

供學習及服務的機會，例如法律、會計、財

務、資訊科技等。佛教徒是否能夠閉門專修

，不理會世間事務呢？如果沒有互聯網的協

助，很多佛教經典、研究成果、法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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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各大系的發展等，皆無由得知，不論

在學習上，資訊上，均有很大的缺失。而

佛教的活動，沒有現代科技的配合，如音

響、視像、舞台佈置、通訊，互聯網推廣

、溝通等，將失去效率，影響運作。一所

寺院、道場，已不能遠離民居，自我獨善

，因為有水、電、運輸、危險斜坡、土地

用途，環保、城市發展，維修，建築，治

安等無數問題，需倚賴現代社會的支援。

可以說，佛法「不能離世間」。既然不能

離世間，亦不能「單打獨鬥」，便須倚仗

群體力量去克服種種障礙，只有世間事務

處理好，才能安心辦道，人是群體的動物

，如群體力量能充份發揮，在弘法利生，

個人修持，將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佛

教同鄉會，可以負起此重責。

    那麽，「佛教同鄉會」的工作內容是

什麽呢？

    應分兩方面：一是佛教的專業，同鄉

會應聯絡各佛教團體，為同鄉提供佛教的

專業輔導，例如佛學班，老師等個人進階

；或是特別需要的法會迴向等；或是義工

機會，讓同鄉生活具意義。二是教外的專

業，如法律、財務、醫務、職業介紹、政

府政策等資詢，推介。並慢慢推展到社會

去，打開教內教外的渠道，讓未生信的教

外人士有機會進入教內，讓教內發心之士

有機會進入社會，引導大眾入佛。佛教與

社會同化，佛教即是生活，生活即是佛教。

    佛教同鄉會的空間是廣大，無量無邊

的。而同鄉會之稱，未能全面突顯它的特

質，請大眾來為它正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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