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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應跨越地域與時間

人們需要佛法，佛法才能久住世間。但是，如果某個地方的人們對佛法聞

所未聞，又要如何聽聞到佛法，以佛法來處理生命的苦難呢？這當然要需要仰

賴宗教師將佛法傳播到世界各地。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

我們都知道，佛教是當今世界上，除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外的三大宗教

之一，也是此三大宗教中歷史最早的世界性宗教。佛教創始於西元前六世紀的

古印度，尤其是對於東亞、中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曾具有廣泛的影響。目前

主要分布於東亞和南亞，可說是影響東方民族最深的宗教。

今天的佛教更傳播到亞洲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如歐洲和北美洲等地。據統

計，廿一世紀世界佛教徒的人口分布是：漢傳佛教地區 67.3%（三億六千萬人），

南傳佛教地區 28%（一億五千萬人），藏傳佛教地區 3.4%（一千八百萬人），亞洲

以外地區 1.3%（七百萬人）。由此可知，佛教是一個信仰人口眾多、歷史悠久、

影響深遠的偉大宗教。

佛教傳播的起點

那麼，在兩千五百年前，佛法如何從印度菩提伽耶的一棵菩提樹下而向外

傳播，弘傳到世界其他的地方，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我們不妨從溯源佛教成立在世間的原點去探索：佛教的教團是由佛陀度五

比丘而成立。度五比丘之前，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佛陀在受用解脫的妙樂

時，他思惟：「要入滅或走向人間？」佛陀認為他所體證的佛法甚深難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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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入滅的想法。後來，佛陀思惟人們有不同的根性，根性成熟者可以很快領

悟，根性不成熟者，也可以一點一點地種下得度的因緣。佛陀最終選擇走向人

間、接近人群。

於是佛陀從菩提伽耶走到鹿野苑，那裡有過去在苦行林一起修行的五位

同修。當五比丘聽了佛陀說法而證悟時，佛陀明白，他所證悟的緣起法是普世

的真理，是人人都可以驗證的。於是從鹿野苑開始，佛陀就請比丘們到各地弘

法，將正法的種子散播到世界各地。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佛教的傳播，之後因應不同的地理環境、文化風俗，發展成各種不同型

態的佛教樣貌。台灣佛教源自中國，屬於漢傳佛教的系統。儘管台灣是一個海

島，貿易經商，往來商旅帶進來各種多元文化，含容了多元的文化與種族，但

是，台灣佛教的整體文化內容，還是偏向漢傳佛教。

我們生長於台灣，立足於台灣，接受佛陀的教法。除了立定腳跟、站穩步

伐，還要放眼世界、著眼未來，欲使正法久住，就必須永續經營、弘傳。佛法

的對象是普世的，不只是以僧人為對象，還普及社會大眾，不論種族、膚色、

男女老幼，只要有機會聞法，他就有機會體悟真理，苦惱得到止息。

弘法必須跨越地域、跨越時間，佛教才得以永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