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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西方寺方丈釋寬運法師今年初接任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他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

坦言壓力很大，但是相信有佛法就會有辦法。他透露任內會積極倡弘佛教，明年正好是佛誕被列為香港法定公眾假期的20周

年，希望藉此契機將明年定為「弘法年」，更好地向社會弘揚佛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與時俱進 默擯止惡

議政不參政 重佛教培育

■釋寬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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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凝聚信眾
弘法揚善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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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於1999年正式宣佈佛誕為
法定公眾假期，確立了佛教在香港社

會的地位。釋寬運法師在訪問中指，「明年
是一個機遇，就是佛誕公眾假期實行20周
年紀念，這個佛誕假期代表了中央政府、特
區政府、香港市民對佛教的重視和支持。」

佛誕假迎廿載 推佛法融日常
回首20年，釋寬運法師表示，「我們覺
得，這20年來，佛聯會在倡弘佛教、推動
慈善事業等方面是取得一定成績的。每年農
曆四月初八佛誕假期這天，佛聯會在紅館舉
辦的大型弘法活動，皆是全場滿座，由此可
以看出市民對佛教是非常支持的。」
寬運法師說，我希望香港佛教信眾未來繼
續支持佛教。佛聯會明年也將圍繞佛誕公眾
假期實行20周年的契機，將此年定為「弘
法年」，舉辦更多的弘法活動，向社會進一
步推廣佛教，讓市民更進一步認識佛法，並
將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
說起佛聯會，該會於1945年成立，由出
家僧尼和在家居士等佛教四眾共同組成。今
年2月，寬運法師從85歲的寶蓮寺前住持智
慧長老手中接過會長一職。
他說，佛聯會在73年不斷成長的歷程

中，經過了覺光長老、永惺長老、智慧長老
等諸多大德的共同努力，在倡弘佛教及社會
慈善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覓地建會所 合力做慈善

「（佛聯會）現在交給我，我覺得壓力很
大。佛聯會經過73年的發展，香港佛教可說
是欣欣向榮，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令佛
聯會在以往光輝的歷程上重新出發。」寬運法
師透露，目前佛聯會正積極覓地籌建會所，冀

進一步凝聚佛教四眾，推動佛教發展再創輝
煌。
他笑說：「（會長）雖然有壓力，但我們

相信佛陀，佛法是覺悟的教育，沒有高低、
上下、遠近，只有覺悟的不同層次。我們依

靠的是佛陀的智慧，只要有佛法，就會有辦
法，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為自己好，而是
為香港好、為香港的市民好。」香港目前佛
教信眾約有120萬人，我希望佛教界未來更
團結，為香港作出更多擔當。

寬運法師身為出家人，心繫家國情。對
於愛國教育，他強調，要從小學開始教
起，因為愛自己的國家是很正常的。我們
國家發展到今天很不容易，香港人與內地
人都是一家人，大家應該不分彼此，相依
以存，相擁而暖。
「我到過內地很多地方，各地都在發

展，香港卻還在吵鬧、搞分化，傷害的是
自己。哪裡有鬥爭，哪裡就很難發展，所以絕
不能吵吵鬧鬧下去了。香港本是一座孤島，全
憑『獅子山精神』令香港有了今日的成就，未
來香港仍然需要『獅子山精神』，我覺得『獅
子山精神』其實就是『香港精神』。」

社會教化「畏因」莫讓青年「畏果」
談及近年香港青少年問題，寬運法師認為，

年輕人有熱血、有激情、有擔當，可惜入世未
深而遭人利用。家庭和學校會給孩子改過的機
會，但是社會不會給機會，犯了法誰也救不
了。
他指，早前看新聞，有兒子坐牢了，父親竟

說以兒子為榮；香港雖是自由的地方，但也是
法治的地方，無論如何，誰都不能夠以犯法為
榮。
他說，年輕人雖有滿腔熱誠、熱血，但是對

人生、對社會認識不深，因此家庭、學校、社
會三者要相輔相成，為年輕人樹立正確的目標
與人生觀。所謂「菩薩畏因，眾生畏果」，眾
生都是等待後果出來了，才知道害怕，才想到
要迷途知返，才後悔沒有為年輕人提前做好教
育。
他提倡家庭、學校應重視孩子的道德與法治

教育，大力提倡德、智、體、群的真善美，讓
每個孩子的身心靈都得到全面發展。所謂「道
德治法制之窮，宗教治道德之窮」，從宗教層
面，每個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向善自然能夠
培養道德觀念。
「如果父母、師長都是守法的、有道德的

人，就能對孩子更好地身教言教，社會也能為
年輕人提供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沈清麗

互聯網迅速發展，與大家息息
相關。寬運法師指，時代在發
展，好比現今社會進入智能時
代，不學習智能就與社會脫節
了，因此佛教也要與時代發展適
應、相應與結合。「問題是，我
們準備好了嗎？」
寬運法師指，互聯網對佛教是機會
也是挑戰。「網絡世界是一個機遇，
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好好弘法；但
是，網絡世界也是一種記載，你所做
過的事情會如影隨形，只要你打過電
話、發過電郵或短訊，無論你做過什
麼，在雲端、大數據面前，你基本上
已經沒有秘密了。」

克己師戒 以應萬變
他認為，網絡將佛教因果觀更加形

象化了，對出家人來說，更加要小心
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要要求自己做
到表裡如一。「佛教所說的，起心動
念都有因果，不要說做，連想想都不
可以。正如以前會說『舉頭三尺有神
明』，現在舉頭是衛星，周圍都有天
眼、視頻，在網絡世界裡，讓人沒有

辦法有秘密。」
他指出，社會對出家人有要求，出

家人更要做好本分，從自己做起。
「我的房裡掛了一幅『克己』的書法
墨寶，提醒自己要時時檢討自己，雖
然身居凡夫，亦要努力做到表裡如
一。只要一天未成佛，都要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他也倡導大家「以戒為師」，從當

下改變開始，活在當下。正如佛經所
言：「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
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
懺悔。」一切不好的東西，皆因貪瞋
癡而來，所以要「勤修戒定慧，熄滅
貪瞋癡」。
他引用太虛大師的話：「仰止為佛

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
真現實。」因為是人就有缺點，所以
不怕人犯錯，只怕不認錯、不改錯；
每個人都會犯錯，犯了錯就要求改
過。佛不捨眾生，不是說誰犯了錯，
就要打死他，只要做錯事的人心生慚
愧；只要懂得慚愧，人就會變得謙卑。
對於有人會在網絡世界散佈謠言，

寬運法師指，佛教界對此很少回應，

倘若回應了，你一句、他一句，也就
沒完沒了。因此面對是非一向以不辯
為解脫，對任何是非都是不回應、不
解釋、不爭辯。就像一張白紙掉了一
滴墨水，你去擦的話，整張紙都會是
黑的。

網絡謠言 清者自清
「所以我們常常『合十』，就是合

掌令歡喜，以消除對立，既然是故意
抹黑，就不是想理清事實真相，如果
對方目的是隱善揚惡，我們就毋須去

爭辯了，因為有呼就有應，這才叫呼
應，所以對於他人的誹謗、批評，就
以『默擯』的方式去處理。」
他續指，這就像人看水，水是水；

眾生餓鬼看水，水是膿血；天人看
水，水是琉璃；魚看水，水是家園；
佛觀一鉢水，水有八萬四千蟲。就是
同一樣事物，因大家的程度（境界）
不一樣，所以看事情的觀點與角度就
有分別，所以說是「清者自清」。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沈清麗

釋寬運法師今年連任全國政協
委員，作為香港宗教界的代表人
士之一，他積極把香港宗教聲
音、訴求帶進全國政協參政議
政平台，「我年年都有做提案，
特別是為佛教教育、僧才引進提
出個人見解。」
寬運法師連任四屆遼寧省政協

委員，2013年初任全國政協委員，今
屆再獲連任。
說起委員責任，他坦言：「政協是

為國家建言獻策的平台，自己提供意
見，也是履職盡責。我年年都有做提
案，每次全國政協都有給予答覆，
（政協）重視每位委員的意見和建
議，未來我還是會一如既往地提供意
見，把宗教聲音帶進國家層面。」

出家人應有家國情懷
以出家人身份「議政」，寬運法師

表現得自在坦然，他指出，出家人
也是國民的一分子，佛偈有言：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

「四重恩」除了父
母恩、眾生恩、三
寶恩，還有就是國
土恩。國土恩，所
謂「國家興亡，匹
夫有責」，因此出
家人也應有家國情
懷。
出家人秉承的是

「上求佛道，下化眾
生」的菩薩道精神，
每個人都應該為國家
的發展、社會的和諧
盡一分力量。

特別關注佛教素質
說起每年政協提

案，他特別關注佛教
教育及僧才培養。他
表示，以前大家生活貧困，只是追求
溫飽，現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人民
生活變得富裕起來了，我們要開始追
求素質。「我一直強調，人要有信

仰，而宗教是導人向善的，人有了信
仰，才能發揮無窮的力量。」
至於僧才培養，他在今年提案中建

議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在大

灣區成立佛教研究中心，培養國際弘
法人才。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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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寬運(右)今年接任佛聯會會長。圖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為他
頒發選任證書。

◀佛聯會每年舉辦慶祝佛誕節吉祥大會，釋寬運今年在大會上致辭。

■寬運法師在2018南海佛教深圳圓桌會上演講。

■寬運法師身為出家人，同樣心繫家國情。

■覺光長老(左)、永惺長老(中)曾為佛聯會發展作出努力。右為釋寬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