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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佛教應有的傳教精神及方式 

摘自《法光雜誌》第三十九期，81年 12月 10日出刊 

  「惠敏法師，我剛才向他道喜，他是我們的新 

科博士，雖說是「新科」，但卻是一所有名的老大 

學－－東京帝大。東京帝大在日本的佛學研究界和 

京都大學雙雄並稱，它有它自己的學派，早期的木 

村泰賢，到後來的宇井伯壽，再下來的中村元、平 

川彰，皆是此一系統培出養來的學者。 

  我們今晚有幸請惠敏法師就傳教問題發言，他 

在日本有機會和日本新興宗教接觸，對這方面的問 

題，相信可以給我們「現代佛教」許多寶貴的意 

見。」（中略） 

  惠敏法師：方才巴宙博士提出了一個翻譯佛典 

的問題，讓我想到傳教，可能有兩個方向應該考 

慮，一個是屬於自己宗教圈內的，另一個則是不同 

宗教信仰的圈子。這種分法，最常見於基督教的傳 

教工作上，對一個不是基督教的世界，他們是 

以"Mission"，所謂「傳道」的這個觀念來進行，因 

為這須要培養翻譯及口譯的人才，或者培養具備語 

言能力及擁有當地所須技能（如醫療－－等）的傳 

道士。可是他們對原有的基督教社會的傳教工作， 

則以另一個名稱"Evangelism"來稱謂，我們翻譯成 

「宣教」。因此，兩方面的做法是不一樣的，比方 

說，對一個既定的中國社會與另外一個完全不同背 

景、語言的社會，提到傳教問題，想一定會有不同 

的意義。所以方才巴教授提出的翻譯問題，確實值 

得注意。 

  整個佛教的理論基礎，可能是根源於「法布 

施」的精神，這種精神演變到最後，特別是大乘佛 

法，把所謂的傳播分析成十種（不管是對自己或對 

他人），稱為「十法行」。十法行是印度瑜伽行派 

所歸納有關「弘法」的一種看法，他們對法的傳播 

注重書寫（當時印刷不發達），書寫越多，才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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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傳播。另外，經典的供養、施他、聽法－－等等 

都有功德。其實「聽法」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法 

的活動，少了聽眾就無法進行，像今晚的座談，諸 

位同學若沒參加，我們五個人還談什麼？所以聽法 

也被列入十法行之一。 

  此外，聽法之後，還要時常去讀、受持、去 

背，背熟後，還要為人解說，解說後，也要能經常 

的諷誦，然後才談到思修，這便是十法行。從「法 

施」到「十法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佛教在弘法方 

面的理論發展軌跡。 

  其次，我們可以發現在傳教的過程中，會有一 

種「組織」現象的產生。從佛教史來看，即使在窮 

鄉僻壤也有「會」的組織，例如「維摩會」，或是 

以某部經典為主的某某會。而中國傳到日本，日本 

也有「會」的組織。除了「會」以外，還有另一個 

名詞稱作「講」，如「報恩講」等等；另外，於日 

本江戶時期就有專以富士山為信仰而形成的「富士 

講」。 

  用「講」或「會」的組織傳教，事實上對傳教 

活動能有效地將佛法傳播的面擴大，進而帶動整個 

佛教的發展，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 

  談到新興宗教，日本新興宗教的形成是有其背 

景，因為日本佛教寺院與信徒的關係是以「檀家制 

度」來維繫，這是在家信徒（施主；梵文是 

danapati，音譯為檀越）以家庭為單位，與寺院締 

結的葬儀契約制，該制度起源於江戶時代（相當於 

清朝），而且代代相傳直到今日的情形為多。 

  一般人死後，信徒們將骨灰安置於寺院的墓 

地，該寺之骨灰塔（亦是以家庭為單位）安置費、 

葬儀的超薦供養、周年忌等之佛事供養等是寺院的 

主要經濟來源（每寺院平均有四百戶檀家）。此 

外，寺院的維修、改築、對大本山的獻金、僧侶之 

僧階取得費等，寺院亦可向檀家募款。 



  這種制度的優點是：寺院的經濟基礎穩定，不 

須再辦其它活動有安定的收入。但問題是：卻亦因 

此造成寺院弘法活動蕭條不振，在家信徒亦因此沒 

有請法、求法的習慣。所以，寺院與信徒的關係只 

是建立於葬儀與骨灰塔的關係，這便是日本佛教被 

批評為「葬儀佛教」的原因。 

  這是日本傳統佛教的現況，但宗教是人性中之 

普遍性的需求之一，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宗教 

應運而生。新興宗教沒有骨灰塔來支持經濟來源， 

因此需要弘法，大力的弘法才有信徒來維持它們的 

發展。尤其是新興宗教又強調「現世利益」，因此 

更能吸引信徒，譬如日蓮宗系統的新興宗教，告訴 

信徒唸了「南無妙法蓮華經」以後，病就能好，工 

作就能順利，並且用見證的方式使人信仰；所以現 

世利益的強調，是新興宗教的特色之一。 

  另外，促成新興宗教蓬勃發展的原因，即是新 

興宗教「老鼠會組織」的應用。它比原來的「會」 

和「講」更發展出許多小組織，它告訴你拉幾個人 

入會就有多少功德，而且你就是那個組的小組長， 

然後小組的成員又成為另外小組的小組長，這種強 

有力的老鼠會結構，當然就成了新興宗教發展的王 

牌之一。 

  至於未來佛教傳教的觀念，或許我們可以將弘 

揚佛法的工作發展出一種學問，比方說是「弘法 

學」。其內容可以包含：弘法史（歷史性的研究） 

、弘法地理學（地域性的研究）、弘法統計學（數 

量性的研究）、弘法理論學、弘法方法學等等。因 

此，我個人認為因應時代潮流，佛教或許可以考慮 

發展「弘法學」。 

同學問：台灣的法師既然弘法力很強，為何仍存 

在有新興宗教，日本新興宗教為何能夠打入台灣 

佛教？佛教界是否應有回應？ 

惠敏法師：您問的問題確實是很需要解釋的一個問 

題。台灣的新興宗教成立的背景和日本不太一樣。 



所謂「新興宗教」至少可分為二類，第一種是在史 

上成立雖然很早，但一直不被官方所承認，以後才 

因政府法令修正而成為正式的「宗教」（新的舊宗 

教，如台灣的一貫道），第二種是依然以現存的宗 

教（如佛教等）為其基礎，但卻以新的方式與主張 

問世，而和其母體分離（登記為新的宗教團體）， 

或者貌合形離（未登記為新的宗教團體）。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政府就發布 

「宗教法人令」，所以「新興宗教」正式成立環境 

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對於這個挑戰，日本的傳統 

佛教在「大眾弘法」上雖然比較弱，但是在組織上 

有其悠久的基盤。所以，仍然可以與「新興宗教」 

相抗。 

  但是，台灣佛教真正走向正規化或弘法化， 可 

以說是民國三八年以後的事情，一些大陸來的法師 

開始從事一些弘法活動，這算是第一波。第二波則 

是在大專佛學社團設立以後，這些年輕知識份子出 

家以後亦大力進行弘法，現在較有名的一些弘法大 

將，幾乎都是那一波培養出來的法師。所以說，佛 

教在台灣真正步入弘法正軌是近幾年的事，可是新 

興宗教（一貫道之類）他們已有很深的底子，特別 

是在草根性濃厚的鄉村，這些地方佛教的力量還沒 

有伸展，而且台灣佛教在組織上又一直很鬆散，因 

此新興宗教在各地的基礎還是很穩固的。 

  至於日本的新興宗教會在台灣興盛，我想最主 

要的原因，還是它們挾著日本文化與經濟之優勢力 

量。譬如說，創價學會在東南亞也很興盛，就是隨 

著「日本貨好，所以日本來的宗教亦好」的心理而 

造成的。會去信仰日本宗教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過去 

受過日本教育的一部分人，他們喜歡與日本人接 

觸，讓他回憶以前的情景；這也可以說是受日本強 

勢文化的影響而再出現的吧？！所以我想每一國家 

新興宗教的興起背景並不一樣，與其社會的變化有 

很大的關係。 



  最後提到佛教界對新興宗教是否應有反應，我 

個人認為適度的回應是應該要有的，假若他們對佛 

教的教理有所曲解，佛教界當然不能不聞不問。不 

過我個人也認為，佛教在面對一種辯駁的時候，教 

界似乎應該要有比較統一的見解方予回應，不然很 

容易就被－－瓦解，久而久之造成人人會明哲保 

身，佇足旁觀，這樣對佛教也是一種傷害。當然， 

這與台灣佛教缺乏一個比較有力的中樞統一機構有 

關，因為沒有中樞機構，或者是缺乏有向心力的中 

樞機構，都無法整合佛教的力量一致對外，或許這 

也是台灣佛教界將來應該注意的課題。 

同學問：基督教徒只要受洗，即進入宗教生活，對 

基督教義能真正得到利益。學佛者常學佛多年還尚 

未能瞭解佛教的道理，如何使佛教徒能得到內明？ 

或有次第的學習佛法？ 

惠敏法師：根據我的觀察（或許只是局部性也不一 

定），台灣的信眾皈依以後，不光只是停留在皈依 

的階段，因為他還是會不斷參加一些道場所舉辦的 

活動。在台灣，學佛的風氣要比其他國家來的旺 

盛，信徒求法的精神很強。因此，我還不清楚您所 

提出來的問題的重點之所在。我這好像不算是回 

答！？ 

同學又問：我的意思是佛教的經典太多，不像基 

督教只有一部聖經，常使得佛教徒有不知從何處 

下手的困擾－－ 

惠敏法師：因為目前學佛的模式還是這樣，你皈依 

以後，就是聽經嘛！大部份都是法師講什麼，你就 

聽什麼，不可能你皈依以後，法師就給你一部大藏 

經。或許你是想是否有比較簡單的作法，皈依以 

後，就像基督教給一本聖經。基督教只有一本聖 

經，是因為基督教對聖典在中世紀已經規定，不准 

再增加。但是佛教可不是如此，佛教隨著歷史不斷 

在結集；所以本身對於教典的看法，兩個宗教是不 

一樣的。我不曉得你想讀的是－－ 



同學再問：我們上阿含，覺得很有內容，所以是 

否可以就讀阿含就好？ 

惠敏法師：這就牽涉到道場和師父的問題。譬如說 

某位師父，他對某某經很有研究，但他不見得對阿 

含有研究。佛典中很多地方真的很難懂，縱使叫信 

徒看阿含經，沒有老師解釋的話，好像並不是想像 

中那麼單純，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所以或許佛教本 

身應該要因應現代社會重新整理一些新的弘法教材 

吧！ 

同學問：日本社會為什麼會形成神教辦喜事，佛 

教辦喪事的現象？又為什麼日本佛學研究鼎盛， 

卻不能影響佛教的弘法活動？ 

惠敏法師：日本本來是「神佛習合」，神教和佛教 

是合在一起的，佛教院旁邊大都有個神社，神社是 

附屬於寺院的形式。明治維新以後，政府下令神佛 

要分離（這也有許多政治的背景，這我們不談）， 

是因為要鞏固「明治」這個主宰的權威性；由於神 

道跟皇家有直接關係，因此談到「分業化」，當時 

似乎就不成文地約定結婚典禮由神社舉辦，此外也 

為婦女祈求「安胎」「安產」，或者小孩子三、 

五、七歲時一般人會到神社禱告，祈求小孩能夠平 

安長大。至於喪儀則由寺院來主辦，寺院以辦喪事 

為主，主要跟骨灰塔附屬於寺院有關，神社一般是 

沒有骨灰塔。日本也有佛教婚禮，但是不普遍，大 

部分是為出家眾舉行（日本出家眾可結婚）。 

  第二點你問的問題，這跟他們的佛教結構有關 

係，因為佛教的弘法基本單位是寺院，但是日本的 

寺院以剛才所說的「檀家制度」就可以維時其經濟 

基礎，因此寺院與信眾間之說法為求法的供需關係 

不強。而且光做那些佛事都已經夠他們忙的了。另 

一方面，佛教寺院的後繼者，若是會讀書的則會走 

研究路線，將來當學者、教授，大多數不願意當寺 

院住持。他們是在大學裡面，或在學會，或在專門 

雜誌上發表論述，那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接觸的場 

所，所以「研究」與「弘法」之間自然而然形成一 



道鴻溝；這也是結構的問題，日本佛教方面也覺得 

很困擾。補救的方式，就是一些媒體，例如 NHK電視 

台有製作一些佛教入門講座，請一些學者去講，不 

過還只是侷限在一種知識性的傳授，宗教性很淡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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