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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佛教對香港的影響是大了，佛教的社會地位提高了。以前你學佛的話，其他人會說：

『有沒有弄錯甚麼？竟然學這些東西！』但現在不同，現在我能夠坐在這裡，接受你們的訪

問就是個很具象徵性的代表。變得有人研究佛教，大家覺得佛教是可以登堂入室，這件事是

十分重要的。」 

－釋衍空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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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中國首個外來宗教，亦是影響力最深遠的宗教。在香港，它的歷史不比道

教短，而影響力同樣巨大。然而，香港社會對佛教的形象大概僅止於佛寺、天壇

大佛，及慈善事業，對於佛教的工作，佛學的內容及佛教在香港的鉅體情況，一

般大眾所知還是甚少。這次訪問了香港佛教聯合會常務董事、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教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總監釋衍空法師，為我們講解佛教在香港的一

些情況，以讓公眾能對本地佛教有進一步認識。 

 

出家緣起 

 

衍空法師與佛教結緣是從《金剛經》開始。「首先我聽了《金剛經》，它的內容很

吸引，我一下子不能解釋給你聽為甚麼這樣吸引。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人是有

一種內在的心，想明白東西。到底人心是甚麼？生命是否就是這樣呢？是否就只

是吃喝、睡覺、賺錢？應該要有更多的追求。」衍空法師告訴我們，自從學佛之

後，他的生命豐富了許多。 

 

衍空法師認為佛教的道理合理可行，更經得起時空的考驗。「佛教的慈悲心很大。

大家也會犯錯，犯了錯不是有人將你拋下地獄，而是因為你的業力帶你落地獄，

但菩薩會在那裡救你。」而且佛教對眾生十分平等，「佛教永遠有機會讓你翻身，

只要你願意努力、有心就行了。我可以主宰自己。」 

 

衍空法師又提到，最吸引他的是「空」的理論。「空」是種無私的心態，即不要

執着「我」。「世人經常很自私，甚麼也是以『我』為中心。佛陀正正相反，講求

『無我』、無私。難道不是非常厲害嗎？」 

 

積極入世 

 

釋衍空法師是香港佛教聯合會的總務主任，亦於香港大學授課，也有參與很多演

講。問及為甚麼法師會與其他僧侶的表現如此不同，法師就回答：「因為我在學

習大乘佛法，它的重點在於菩薩行、感恩，多謝佛以及菩薩。」法師希望不只是

自己能解脫，更希望能幫助他人、關懷別人，對社會和世界作出貢獻。「菩薩最

初也是『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做這些事是因為我喜歡，我有這個心，於是

便這樣做。我喜歡出來社會做事、喜歡出來結緣，覺得很有意思。」 

 

香港佛教現況 

 

儘管佛教是傳統宗教，但衍空法師曾在過往的訪問提及現今出家人並不多，影響

力也不夠大。對此，法師表示，這幾年佛教對香港的影響有所提高，特別是九七

年回歸之後，以及有佛誕假期之後；而且自從有志蓮淨院、天壇大佛開始，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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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很多佛教的大建設出現；學佛的人多了，佛教的社會地位亦得以提高。「以

前你學佛的話，其他人會說：『竟然學這些東西！』但現今不同了。現在我能夠

坐在這裡接受你們的訪問，就十分具象徵性。」不過，衍空法師又補充，雖然學

佛的人多了，出家人卻很少，然而佛寺始終需要出家人住持，進行一些佛教的禮

儀。衍空法師感歎正是由於不夠出家人，所以才會有早前大埔定慧寺的風波。「因

為不夠出家人，所以一間寺空了，就可以隨便扮成僧侶走進去當住持。如果有多

些有質素的僧侶，又怎會輪到這些人去住呢？」 

 

談到香港佛教的傳承情況，衍空法師十分慨歎。香港寺院最繁榮的時候是在七、

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批僧侶湧到香港，並建立了很多寺

院。然而這些年來，香港有很多僧侶離

開了香港，而且那個時候來香港的僧

侶大多已經年老，甚至已經去世。承

接覺光法師一輩的，正是衍空法師這

一代，「但我這批出家人的人數已經

很少，比如現在佛聯會中，上年紀的

僧侶比我們這批多，我在其中已經算

是年輕，但我其實已經六十多歲，比

我年輕的則更少了。」法師表示佛教

要有突破並不容易，他認為，佛教本

身是個精品宗教，其理論甚為深奧，

並沒有廣大的市場，信佛者需要有緣、

合意，要有一定程度的善根或者品味才能懂得欣賞佛教。 

 

香港佛教組織和宗派 

 

香港最著名的佛教組織是香港佛教聯合會（佛聯會）及佛教僧伽聯合會（僧伽會）。

據衍空法師所述，佛聯會和僧伽會於法律角度來看是兩個協會，但兩個協會內部

分人士是重疊的，不過只是以個人身份入會，而不是以單位入會。而兩會在定位

上有很大的不同：聯合會會員是四眾的，有男女出家、男女居士四種；僧伽會則

只有出家人。 

 

香港佛教組織中，會員人數及所屬的單位以佛聯會最多，是最大的佛教團體。不

過，與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不同，香港佛教沒有一個能管理所有佛寺的組織。衍空

法師稱，佛聯會與佛寺的關係並不密切：「例如我是寶林寺的和尚，我是以個人

身份成為佛聯會會員，但寶林寺並非佛聯會的會員。佛聯會最近才有單位的會員，

以前只有個人身分的會員。」 

 

法師接受本中心訪問，左為中心客席成員林皓賢先生。 



佛教釋衍空法師專訪 

4 

談到香港佛教的宗派，衍空法師說現今香港宗派的分別並不明顯，臨濟宗、曹洞

宗、華嚴宗及天台宗等之間，其實沒有分得十分清楚。「以漢傳佛教來說，分別

比較明顯的是禪宗和淨土宗，即念佛和參禪的分別。但現在也有兩者都進行的，

所以也不知道將他們歸在哪一類宗派。」法師再補充，除了中國的八宗以外，還

混合了藏傳佛教及南傳佛教。藏傳佛教下有幾派；南傳佛教又有不同國家及師父，

宗派繁多。 

 

在香港，佛教信眾以漢傳

佛教為主，衍空法師指出

雖然藏傳佛教的信眾的

數量頗多，但藏傳佛教始

終以藏民為主，它的根不

在香港，而是在西藏或者

印度。「他們（藏傳佛教）

在香港的寺廟只安排了

幾個出家人作為接眾（接

濟大眾），吸納捐款，將

捐款帶回印度或西藏。他

們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印

度或西藏的出家人和寺

廟，而非香港。」 

 

 

 

香港佛教與政府及其他

宗教的關係 

衍空法師稱，回歸前，以

基督教為國教的英政府

並不重視佛教；回歸後，

香港佛教雖不如內地佛

教般得到政府大力支持，但本地佛教與中國、香港政府一直保持良好關係。問及

本地佛教與其他宗教的相處情況，衍空法師表示香港的宗教是全世界最和諧的，

雖然宗教之間難免會有競爭，但不會有宗教衝突的情況。 

另一方面，佛教是一個平和的宗教，但與其他宗教一樣，在發展的過程中，難免

會有極端主義的出現，緬甸的阿欣威拉杜便是一例。那麼佛教內部會不會有系統

地防範極端主義，教導信徒如何分辨異端或極端呢？法師回應這是視乎個別師父

的傳授，沒有統一的系統。而且，要管理附佛外道（附於在佛教的外道）十分困

衍空法師積極向外傳揚佛法，在學校或網絡上都能見到他的踪

影，上圖為法師在浸大及和富基金舉辦的五大宗教論壇時的演講

情況，下圖為演講後的討論環節，右二為法師。（林皓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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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在內地，開設寺廟也要向宗教部登記；但在香港，只要佔領一層樓或一間廟

就可以傳教。「佛教的情況，看看台灣便能知道。台灣的宗教自由度比香港還要

高，因此有很多附佛外道，有些在香港生存不到附佛外道在台灣卻能夠生存。他

們所謂的正統佛教只是列出了名稱，並指出哪些是附佛外道，然而卻無法管理。」 

 

佛教在香港的價值 

 

隨時代變遷，香港佛教與社會之間一直互相發揮着一定的作用和影響。衍空法師

就指出「社會影響佛教就很明顯，我們整個的弘法模式，弘法時應重點加入什麼

元素就受到社會影響。譬如我們經常會將佛法和科學結合，以科學、數據驗證佛

法和弘揚佛法。」另一方面，法師提到佛教的禪修對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禪

修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尤其大，英國甚至說要建立一個“mindful nations”(禪修的

國家)，英國國會亦進行過“mindfulness day”(禪修日)。」 

 

在訪問的最後，衍空法師以「喚醒世人，莫再沉迷，慈悲關愛，和諧共處」總括

佛教於香港的角色。法師解釋：「因為世人太沉迷，沉迷到對錯不分、太執著；

也沒有了慈悲，各不相讓，你死我活。沒有和諧，社會很難凝聚，故此人應該要

互相體諒。」 

 

 

小結 

 

同為傳統宗教，香港佛教與道

教一樣，也面臨着青黃不接的

問題，望在釋衍空法師等有心

人積極弘揚佛法下，香港佛教

的傳教事業能早日取得突破，

使佛教的核心價值得以傳承，

繼續在社會傳揚佛教無私、慈

悲關愛的思想，發揮正能量，

令香港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美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