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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来西亚从独立至今约一甲子, 其间研究大马佛教，撰写佛教局势和关注佛教发

展者大有其人。本文搜集了这六十年来有关大马佛教研究之报告，为数有约

100 份各类文献， 从中作出分析，梳理出马来西亚佛教学术研究现况及展望未

来。本文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大马佛教研究呈现多元化，研究员虽多来自佛

教徒，但也有非佛教徒, 他们也相互交流或共享讯息，研究报告也以三语呈现。

2。 研究员中约 60% 是专业研究员。即便如此，他们之中几乎全部不是专门研

究佛教课题者， 研究佛教只是他们的副业。换言之，在马来西亚，专门研究佛

教的学者可说没有。相对之下，约 40% 的研究员是业余者。业余者多为，佛教

活跃分子。3。 多数研究属于历史描述， 相比之下， 具前瞻性的策略探讨相对

匮缺。本文分析后建议今后马佛教研究，应向前进， 向外看。 向前进，既是对

现代课题作更深入的研究；向外看，既是研究佛教与外在因缘条件环境互动的

课题。这是一大片几乎无人耕耘的土壤， 希望有更多人朝这方面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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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言 
 
 马来亚是个佛教古国。于公元 2 世纪立国，15世纪消失的狼牙修，其国

土就在今天泰国的北大年及马来亚北部的吉打和吉兰丹。这曾是个信奉印度/佛

教的马来皇朝。后期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印度化皇朝，也深受佛教影响，

佛教思想通过文字以及传统影响着该皇朝的文明（参阅郑文泉各论文 71，72，

73）。15世纪开始， 随着马六甲皇朝改信回教，佛教，乃至于印度文化，也逐

渐淡去，斧凿痕迹就此淡化，乃至当今成为待出土的文物，而非一度兴旺于群

岛，影响一代皇朝的宗教信仰。 

 

也有学者陈述，此系佛教没有消失，而是被保存在马来半岛北部。马来

半岛北部的吉打吉兰丹一带原本有信奉佛教的暹罗人，它们维持了佛教的传

承，这是事实。然而须知在马来世界（Nusantara）群岛时代，吉打皇朝（包括

玻璃市和吉兰丹）隶属于泰国皇朝，因此，如果光是抓‘马来亚’作为区域分

水岭，佛教确实已经不见踪迹。因此，马来古国佛教到底有没有消失之说，尚

不能落入‘有’或‘无’二分化那么简单。 

 



尔后，18 世纪末开始，佛教通过中国南来的移民重新踏足马来亚。当时

各个大小战乱导致中国动荡不安， 经济崩溃， 而英国殖民地政府正须要大批

劳工， 结果导致接踵而来的大规模移民潮，却同时也让佛教随着华人的传统和

文化重新在马来亚开展，各个庄严的佛教道场随后重现。英国殖民政府也从其

殖民地室利兰卡引进信奉佛教的僧迦罗人。僧迦罗人随后也在吉隆坡，槟城，

太平建立了寺庙。  同时，从缅甸来马经商的商人，也在槟城建立了寺庙。八

十年代开始更有台湾佛教及藏传佛教的涌入。 大马佛教，因此有了来自中国的

大乘佛教、来自室利兰卡的长老派佛教、来自缅甸的长老派佛教、来自本土的

暹罗长老派佛教与及近期传入的跨国宗教组织而显得多元而精彩（参阅国际佛

教论坛发表的各论文 4，33，42，43，47，52，60，61，66，79，89）。 

 

马来亚于 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成立马来西

亚。独立后，国家经济发展加速，教育更普及，交通更发达，佛教发展也随着

国家的发展而前进。从独立至今一甲子的时间，研究大马佛教，撰写佛教局势

和关注佛教发展者大有其人。他们之中有者是从事佛团活动的活跃分子，或纯

粹为各人兴趣专研者，有者是大学学术人员。  他们当中更有非佛教徒／穆斯

林，主要作考古和语言研究（参阅英文以及马来文文献 6，9，10，11，12，13，15，16，18，28，

29，30，31）。发表平台包括文献、致辞、书籍或者研讨会，从各个角度俯瞰大马佛

教，甚至整个佛教的生态。 

 

本文搜集了这六十年来有关大马佛教研究之报告，为数有约 100份各类

文献。搜集难免沧海遗珠， 但已有足够代表性的样本，让本文从作者、研究方

向、研究课题、和数量解析出一个总体脉络，是为综述。 

 

 

2.0 大马佛教 

 

 大马佛教，指的是在马来西亚这片政治版图开展的佛教。马来西亚是个

新兴国家， 于 1963年，由于 1957年独立的马来半岛十一个州属，联合新加

坡，砂拉越和沙巴而成立 （新加坡随后于 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

家）。 佛教是马来西亚华人普遍上熟悉，信仰和学习的宗教。由于马来西亚的

国情和生态独特的缘故，佛教徒中也有非华人， 主要是泰裔和僧迦罗裔、泰裔

多居住在吉兰丹和吉打一带， 人口约 7万人。 僧迦罗人则仅约 1000人。华裔

占了佛教徒人口的 98%。  

 

 目前可见，在这片国土开展的佛教，有汉传大乘佛教，藏传大乘佛教，

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又分成主要三大传承，即斯里兰卡， 暹罗及缅甸传承。 

有趣的是，各个派系或传承的信徒，皆以华裔为主。即便是由暹罗裔或僧迦罗

裔当法师的寺庙，信徒还是以华裔占多数。有者，如槟城的僧迦罗佛寺-玛兴拉

玛佛寺， 管理委员会也由华裔掌控。 

 

研究大马佛教，当以殖民地时代的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以及砂拉

越和沙巴为地理范围。但早期的马来西亚，也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因此举凡



牵涉比殖民地时期更早的大马佛教研究，则必须跨越到以整个马来群岛，也就

是包括今天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为地理上的研究范围。 

 

为了更加方便透视大马佛教研究概况，本文把研究的时段分为三期。第

一期从古代印度教化的马来群岛一直到马六甲皇朝的建立，简称为古代。从马

六甲皇朝一直到 1957年马来亚独立，是为第二期，称为殖民地时期。 1957年

至今， 是第三期， 称为当代。先行说明，过后恕不赘述。 

 

 

 

3.0 研究者背景 

 

 此文一共集结了 92份文献和 19 本书籍作为大马佛教的研究概述和数据

参照（附录一以及附录二）。研究大马佛教者不乏有非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多

数是来自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的记者或学者。其中一些研究学者如刘宇光 32，

33 ，宋燕鹏 43，作了颇有深度的研究和报告，为大马佛教研究增添光彩。  

 

大部分的研究员是本土的研究员。他们并非全数为专业研究员，其中大

概有 40% 为业余研究员。这 40%的业余研究员里头，几乎全是佛教界活跃份子

（Activists) （表一）。 有些平日常泼墨—— 文章散见于各大报章或佛教杂

志，有些从事艺文行列，有些是佛教出版社工作者，或为团体领导，或讲师，

他们随着大马佛教的脉搏跳动，关注大马佛教的研究成果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副产品’。因此，这些活跃份子的文章多数撰写与他们的佛教工作有关的课

题， 如：洪祖丰的全球化对大马佛教的冲击 1、从普照寺事件窥探马来西亚的

宗教关系 57、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基金会对马佛教的贡献 58，梁秋梅的台湾佛光山

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56 ，姜联招的汉传佛教高僧对槟榔屿的人文建设等等 43 。有

些业余研究员并非佛教活跃分子，它们把和他们职业里牵涉佛教的课题呈现出

来，如陈湘君对关临终关怀的研究 3。。 

 

另外约 60%的本土研究员为专业研究员。 他们多是大学讲师或研究生，

他们专长研究，但他们之中多数并非专门研究大马佛教， 研究佛教只是他们的

副业。换言之，在马来西亚，除了几位专门研究布央谷课题、吉兰丹寺庙课题

的马来回教学者外，专门研究佛教的学者可说没有。这批人多从事年代远旧、

验证过程繁琐或需要投入一笔研究资金的考古文类。他们的视觉多放在殖民地

时期或古代。 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及报告的学者包括王深发 60，61，62，63 郑文泉 69，

70，71，72，73，74  和一些回教学者 6，9，10，15，16，18，28，29，30，31。 

 

表一：研究人员及研究议题时段范围之间的关联 （数量：53人） 

  古代 殖民地时期 当代 

专业学术研究员  7 

(*4 乃非佛教

徒／穆斯林) 

 3  23 

(*2 乃非佛教徒／穆

斯林) 



佛教界活跃份子  0  3  17 

 7 6 40 

  （研究员数目少于研究报告，因为有者发表多篇报告） 

 

 

 这群研究员里头，几乎全是在家人， 只有两位出家人，既继程法师和继

旻法师。继程法师对他师父竺摩法师的研究，于 90 年代在一研讨会发表，

2014年才被收集在《文化佛教 》出版 64。继旻法师在就读大学时涉略有关大马

佛教的研究， 研究的对象都是高僧 79，80，81。其中有关对达摩难陀及竺摩法师的

研究，是她的硕士论文专研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来西亚研究佛教者并非都是佛教徒，其中不乏有回

教徒，人数大概是总数的 10巴仙，他们的角度是从考古 11，12，13，15，16，28，29，30 ，或

者异教融合角度出发 6，31。有一位马来穆斯林学者 Mohamed Yusoff Ismail，为

了要研究吉兰丹泰裔佛教徒，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学会了泰国话 9，10。有一

位业余研究员钟瑜 83，84， ，是基督徒。若说马来西亚佛教百花齐放，这滋养着学

术研究的土囊各有各的施肥，堪称是呈现多元的另一表彰。 

 

马来西亚佛教的一特色是多元。 这多元在研究工作竞也显现出来 –研

究报告以三种语言呈现，而且多数学者彼此有相互交流或共享资源 （表二）。

在此 92份文献里，中文为数最多，共 63份、英文 24份，马来文则有 5份。至

于书籍方面，则大部分是中文撰写，19本被纪录的书籍当中，中文书籍则占了

75%。 

 

 

 

表二: 各别语文呈现之文献数量   

马来文  5 

中文  63 

英文  24 

总数 92 

 

 

从研究者背景看来，可推断受教育的佛教徒越来越多。早期南来的佛

教，尤其是在妙莲法师、虚云老和尚、太虚法师和竺摩法师南来弘法之前（参

阅国际佛教论坛论文 25，26，56，64，69，84，89），出家人多为赶经忏，信徒普遍上教育

程度低，释道儒难以分辨，佛教甚至被标签为迷信的宗教。然而，这六十年

来，出家众与在家众皆接受高等教育， 故能对佛教课题深入研究，通过研讨

会、学报或各平台发表，或在各刊物刊登。把佛教当成一门学术功课来研究或

考古，或者巨细靡遗的探讨其社会价值，不管有没有佛教情操揉在文字里头，

也算是可喜可贺之善事。 

 



 

 

4.0 研究方向和时间地点 

 

 本文作者在浏览所有研究文献后，发现这些文献的研究方向，可整理为

两个主要方向：一者为历史描述，既对已发生的往事作描述性的整理呈现。这

些文献主要是提供资讯， 一般都不探讨这些资讯对今日佛教发展有何影响，虽

然这些资讯或多或少会对一些佛教工作者提供需要的营养。二者为策略性研

讨，即比较前瞻性的研究与探讨佛教发展的课题。本文整理出研究方向与时代

关系如表三。  

 

表三：各时代议题研究方向 之文献数量 （数量：92份） 

  古代 殖民地时期 当代 

描述性 20 8 52 

策略性  0 0 12 

 20 8 64 

   

 

 

   古代佛教研究的课题，共 20篇 （见表三）全部属于历史描述。这乃是

在预料之中。这方面的学者不多，其中著名学者郑文泉的一些论文，具有极高

的学术价值。他对 5世纪功德凯的研究，“不仅可以摆脱古代马来西亚佛教史

一路来的“渺茫难闻”、“语焉不详”的治学窘境，而且信史意义的佛教史与

佛学史也得以推前至公元五世纪初，其意义自非同小可” （借用作者在文中的

一段话）。 此外，他也对室利佛逝佛学对藏传佛学的教义影响作更深入的探

讨。其他学者如 Nasha Rodziadi Khaw  以及 Nazarudin Zainun 则把重点放在布央

谷。布央谷作为一个古代马来皇朝，其重要性越来越获得重视。 有研究者预

测，布央谷的研究，不仅能把马来亚古史，从目前的十五世纪马六甲皇朝，往

后推到公元三或四世纪的狼牙修，还能验明马来古国作为印度/佛教古国的正身 

(参阅附录二 18，洪祖丰， 法海泛舟， 119-204 页)。   

 

 至于殖民地时期的研究课题，共 8篇 （见表三），也全部属于历史描

述，当时赫赫有名的青云亭，极乐寺， 乃至槟城佛学院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研究

者锁定的范围（参考论文 2，22、33、42、43、47、62、89）；尔后的佛教议题则转移到对个人

的研究如对白圣法师，竺摩法师等的生平、（参考论文 52、80、85、90）、作品、思

想、 贡献等的探讨与整理（参考论文 20、37、41、63、66、75、81、84）。 然而，这段时期

比较有突破性的研究， 当归王深发的作品 59，60，61，62，63。他让人们看到了日本佛

教在马来西亚的曲折发展，也让人们捕捉到清朝时期出现在马来西亚的菩萨身

影。   

 

 至于当代佛教研究的课题 （同见表三），我们当然翼望可以中看到多一

点策略性探讨的论文，却发现当代佛教研究也朝历史描述方向开展，相比之



下，朝策略性探讨的论文仍然匮乏。历史描述的共有 52 篇，而策略性探讨的

仅有 12 篇。即便这 12篇，也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带过。（参考论文 1、3、19、24、

32、35、44、46、56、57、58、88）。 总的来说，这 12 篇中有 4 篇讨论了佛教与全球化及介

入公共事务的现代课题（1，24，35， 57），有 4 篇涉略佛教组织发展的课题 （19， 44，

56，58）， 其他则探讨佛教教育、佛学班，刊物等课题。 

 

 从研究的地理范围来看，本文整理出情况如表四。对古代的研究， 地理

范围多以整个马来世界， 尤其苏门答腊和爪哇为焦点。接下来是现在的吉打， 

主要是对布央谷和室利佛逝的研究。 

 

 对殖民地时期的研究，地理范围可说都围绕在海峡殖民地，尤其槟城。

当年的海峡殖民地如槟城和马六甲是研究学者搜集资料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为

槟城极乐寺和马六甲观音亭资料比较容易取得的缘故。新加坡也是属于海峡的

一部分，然而，除了浅浅提起当年高僧曾经在新加坡留下足迹或笔迹以外（参

考论文 34，80），本文无法收集到这方面的其他研究报告。 

 

 至于当代研究的地理范围，则多以整个马来西亚为据点。马来亚独立后

变成一个政治个体，因此研究范围以此政治个体为据点是可以理解的。至于 4 

份以吉兰丹为据点的研究报告，是马来学者对当地暹罗庙宇的研究报告。 

 

 

 

 

 

 

表四：依据地理范围分布之文献数量 （数量：92份） 

 

  古代 殖民地时期 当代 

Kedah 吉打 5 0 0 

Penang 槟城 0 5 4 

Kelantan 吉兰丹 0 0 4 

Melaka 马六甲 1 1 0 

Straits 海峡 0 1 0 

Nusantara 马来世界 9 0 0 

General 全马 4 1 53 

Others 其他 1 0 3 

TOTAL 总数 20 8 64 

 

 

 然而，由全部所收集的文献来看，有关东马（沙巴砂拉越）或者早期婆

罗洲的佛教研究等于零。根据《梁書》、《隋書》、《舊唐書》及《新唐書》

记载，早在公元四、五世紀間，渤泥便是信奉佛教的國家。这里指的渤泥，恰

恰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婆罗洲。如今婆罗洲有许多老庙或寺宇林立，相信独立

前到东马弘扬佛法的高僧甚有其人，奈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相当匮乏， 对于



此地的描述却那么的少；如今，东马的佛教发展也相当蓬勃，各大主要城市的

佛教道场依然非常前瞻性及举办各种接地气的活动如：巡回弘法、周日佛学

班、素食餐馆和佛教园林。或许这些都是未来值得去探讨的范围，婆罗洲佛教

开展之探讨确实是有待挖掘的珍贵资料。 

  

再者，在殖民地时期，已有大批华人聚居在采锡闻名的霹雳及雪兰莪。

霹雳有 1870年建立的观音庙（普济佛堂），雪兰莪有庙内刻有光绪壬辰（1892

年）匾额的巴生观音亭，然而以这两州为地理据点的研究却有所欠缺。 

 

 

 

5.0 研究课题解析 

 

  为了更加有系统的分析各各文献所探讨的课题，本文在浏览所有文献

后，把研究课题分为五个范围，即， 一，政治介入与宗教关系；二，组织；

三，艺文；四， 人物；五，其他。（参考表五） 

 

 佛教作为一个社会建制 （social institution），其运作和各种公共政

策有千丝万缕，错纵复杂般的结生相续。其在多元民族与宗教国度里与其他宗

教分割不可的关系，都是研究大马佛教重要的一环，因此被归纳为一类。 然而

这方面的报告寥寥可数，仅有当代的 8 篇 1，6，9，10，24， 31，33， 57。 其中政治意味较

浓的有刘宇光左翼佛教论文 33，Tan Chong Yew 的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24
，而涵盖政治与宗教关系两者的有 Ang Choo Hong 的 

Globalization – its Impact on Malaysian Buddhism1， 与及洪祖丰的窥探

马来西亚的宗教关系 57。探讨佛教与回教融合关系的论文全部来自几位马来学

者 6，9，10，31。 这些论文都 以吉兰丹暹罗寺庙与当地马来回教徒的关系为考察焦

点。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看见佛教徒研究者研究佛教和回教关系的课

题。 

  

第二课题分类是组织，这包括寺庙、佛团、佛学院、跨国组织、特定族

群，佛学班等。这方面的报告达 29篇，约等于 32%的文献。被研究的组织有佛

光山、马佛学院、马佛教发展基金会、马佛青总会、净宗、极乐寺、青云亭

等。（其中一份有关马佛青总会的研究因重点在于公共介入而归纳在政治与宗

教关系
33
）。夏美玉和张喜崇也对佛学院、佛学班 及佛学课程作了一些研究报

告 38，45， 46。 特定族群方面，除了已提过的暹罗寺庙的报告， 也有来自 Daw 

Win对星马缅甸寺庙的研究报告 4。吊诡的是，众多对组织的研究，竟欠缺号称

代表马来西亚佛教徒的马佛教总会的单独研究！据说是有关总会／单位拒绝接

受研究。 

 

 殖民地时期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极乐寺和青云亭。这两者的研究因多

年来广受重视而已有大量文献呈现，要从这些研究中发掘新的资料或取得新颖

的成果显然已不容易。 但研究者仍然乐此不疲。究其因，大有可能是这方面的

资料可轻易从有关组织捞取。马来西亚仍然有许多寺庙、佛团有待进一步研究, 

例如槟城中路的大圆佛堂，建于 1875 年，历史比极乐寺更久远，也是反映当时



华裔宗教生活的标志性象征，对其好要的研究员却从缺。还有，庙内保存有 7

个"大明宣德年制" （西元 1426-1435）坛香炉的吉兰丹话望生布赖水月宫，也

欠缺研究。其他如霹雳的观音庙（普济佛堂），雪兰莪的巴生观音亭，砂劳越

第一省新尧湾水月宫 （建于 1850年）也缺乏研究。这些应是有意研究马来西

亚佛教组织者该开拓的方向。 

 

本文也发现，所研究的组织几乎都属汉传佛教，然而在马来西亚，有历

史意义的暹罗、室利兰卡和缅甸寺庙，或有影响力的当代非汉传佛教组织可不

少，这些都可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谨此供涌上来的后浪研究员参考。 

 

 第三分类是艺文，其中包括艺术、文化、康乐、佛曲、歌词、语文、文

学、哲学、刊物等。 这方面的报告达 22篇，占所有文献的 24%。古代的艺文

研究多是郑文泉对语文、佛学，经典的研究 26，27，69，70，71，72，73，74。当代的艺文研

究范围颇广。其中有刘雅琳对华文报的研究报告 34，谭文信对南洋商报登彼岸

的研究报告 67。 被研究的佛教刊物有曾衍盛等和陈爱梅的无尽灯，佛教文摘，

慈悲，48，88。 其他艺文研究包括佛教散文 35，55，77， 书画艺术 37，39，82，83， 还有杜

忠全的慧音社华乐团的研究报告 52。    

 

 第四分类是人物，主要是描写僧人的文献，占总数的 17份或 18%。 所

被描述的人物，竺摩法师占之最，其他被描述，对大马佛教影响深远的高僧包

括：白圣法师、妙莲法师、本忠法师，太虚法师，达摩难陀法师，星云法师

等。 对这些法师的研究，尤其竺摩法师，可说也已达到了不断重复的地步。 

 

 第五分类为“其他”。这包括了一些无法归纳在以上四大分类的文献，

如陈秋平的马来西亚佛教研究初探 91， 和陈美华对马佛教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 92。虽列为其他，却不等于次要。这些综合性的研究报告，能让人对马佛教

研究有更宽阔与深入的视野，若与本文并读， 当能让人更清晰俯瞰马佛教研究

的面貌。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的佛教研究里，不论是组织，艺文或人物，

多从当代的书报、艺文作品、乃至于别人的报导从中整理而出，鲜少有依据访

谈或‘蹲点’为数据收集的资料源头。也由于这些资料较容易取得，朝这方面

研究的研究员也明显较多。 

 

 考古方面，研究多数从残砖破瓦或出土的古物中发掘，或从一些古代文

献经典中寻觅，或从古人留下来的经典及文献中翻炒。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难，

因此多为专业者从事。 

 

 

表五：根据学科分类的研究文献数量（数量：92份） 

  古代 殖民地时期 当代 数量（纵） 

政治介入／宗教关系 0 0 8 8 



组织（寺庙、佛团、佛
学院、跨国组织、特定
族群、佛学班） 

4 5 

 

21 29 

艺文 （艺术、文化、
康乐，佛曲，歌词，语
文、文学、哲学、节
庆、刊物） 

8 1 15 22 

人物（白圣法师、妙莲

法师、本忠法师，太虚

法师，达摩难陀法师，

星云法师等） 

1 2 13 17 

考古 6 0 0 6 

其他（非社会非政治相

关之议题） 

0 0 10 10 

数量（横） 20 8 64 92 

 

 

 

 

6.0 文献的平台 

 

 在为数 92 份文献里，其中超过半数（54份）是在马来西亚国际佛教研

讨会里发表（表六）。其他的平台如报章或杂志，或书籍的章节，堪说瘠乏。

若非有研讨会，相信研究学者在寻找呈现报告平台面对着更大的挑战。 

 

 马佛教学术研究学会于 2008年成立。旋即于 2009年举办第一届马来西

亚佛教国际研讨会，过后每两年举办一次， 为研究学者们提供一个呈现报告的

平台， 间接鼓励推动大马佛教研究。同时，每届的成果皆结集成电子书，为有

兴趣研究者提供了方向或指标。  

  

 马来西亚没有转门研究佛教的大专学府，但有些上社会科学或语言科，

或回教课程的学生会对马佛教作一些零星的研究，当作学业的部分作业。笔者

（洪祖丰）就多次被这些学生约谈。这些约谈者几乎全是马来回教学生，研究

课题多是佛教如何看待回教，或探讨佛教的一些仪式或教理。 不过这些研究报

告多没出版。  

 

马来西亚不少团体如马佛青总会， 马居士总会，这些年来也办了不少大

大小小的研讨会座谈会或论坛， 也有结集成书， 然而内容素质参差不齐，有

者与大马佛教无关，有者纯属主讲者的一般演说，或学佛心得，不能当成研究

成果。还有，校园在泰南的国际佛教大学，近年来也对马来西亚佛教作出一些

研究， 也主办过研讨会。不过，暂时还没看到一些结集成果。 

 

还有一些零散的报告，唯放在网上供人采撷抓取的不多。如今已经是网

际网络普遍的时代，许多人仰赖着网际网络搜取资料，包括本文。然而，作者



只能依据能力做搜寻，故此，相信本来可以收纳于此文的文献数量，应该比 92

份还要多。 
 

表六：在不同平台呈现的各类文献（学报、书籍、论坛论文、论文以及其他）

（数量：份） 

平台 数量 

 期刊学报 15 

 学术研讨会
BRSM/ICOMB 

54 

论文  5 

其他 18 

总数 92 

Books 19 

总数 19 

 

 

 

7.0 展望研究方向 

 

 

 大马佛教范畴甚广，那些已经完全被涉略的已经在此文详细说明，然而

还有许多未被触碰的角落，尚有待各个研究员去挖掘新资料和深入探讨。 

 

已涉略： 大马佛教历史与特色 

各大团体／庙宇的描述 

人物描述 

艺文赏析 

未涉略： 回教化的冲击 

宗教融和 

官方政策的影响 

基督教化的冲击 

全球化课题 

公民社会醒觉，社会未来走向 

科学科技带来的影响等等。 

 

 

 

当今大马最重大的社会政治趋势是回教化，此趋势所带来的冲击排山倒

海，磬竹难书，然而除了几篇论文约略提到外，没人进行任何深入的研究。回

教化可说是当今马来西亚主要的政治论述，而佛教界对此却无深入研究，另人

费解。 

 



本文第五节里提到，有关宗教融和的研究报告仅有 4篇，全部是回教学

者对吉兰丹的回佛互动研究报告。 如今促进宗教谅解已成为国家的一项主要论

述，各宗教对话也时不时举行。然而，佛教在多元宗教的社会里，与其他宗教

的对话研究著作犹如鳞毛风角。诚如陈秋平 91所说，“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共

存关系，如何相互协调，必须要逐步达成共识，减少宗教之间冲突。佛教界应

当加强对基督教神学、伊斯兰教经学、兴都教义理等的理解，以应付各宗教共

融的发展趋势。” 

 

 官方推出的政经文教政策或措施，经常在民间引起各种反弹。对于官方

政策或措施若有不满，一些佛教团体会发表文告，兴起舆论反对。 然而对于这

些政策或措施的研究也几乎归零。例如，2018年闹得沸沸腾腾的废死法案，除

了一场论坛外，没任何学术论述。由于缺乏深度的研究报告，类似课题不仅无

法让教内理性探讨寻求共识，反而在教内造成强烈的对立谩骂。 

 

2018年后，马来西亚结束了执政长达六十一年的政府，接下来的政策和

政治走向还处于烟雾迷蒙状态。佛教徒，尤其是势必要与世间在一起的‘入世

佛教徒’，又如何的寻找立场和定位，在一波又一波的新政策和议题当中发表

看法？或展现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另一明显的趋势是基督教的大规模，策略性的改教活动。这种冲击佛教

发展的活动，可从华裔信仰基督教人口从 1970 年的 4% 提升到 2000 年的

10%！，而佛教与华人信仰的教徒人口从 1970年的 92% 下降到 2000年 86% 

（详见附录二
19
，洪祖丰，吾说八道，265-270 页）。如此重大的冲击，竟也

几乎无人研究。 

 

 另一方面，环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个大马佛教发展所需面对的课

题。环球化下的经济体系，资讯科技，文化价值， 宗教跨国集团的扩张，邪教

的横行等等，都是迫切的课题。这方面也无人问津。 

 

 当今社会也越来越崇尚自由民主，人们对公民社会有更大的醒觉，新生

代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在迅速演变，甚至颠覆传统。 例如，有人主张泛自由

主义（pan liberalism）, 个人自由至上，因此造反有理，反当权就是正义的

化身。也有者推动同性结婚。 凡此种种，都逼使佛教必须严正看待与回应。因

此佛教也必须深入研究这些课题。 

 

 再者，马来西亚政府有时会咨询佛教界对一些现代科技的看法和意见。

例如，佛教如何看待生物科技所带来的道德伦理课题，佛教如何看待医学上安

乐死、堕胎、避孕等课题。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欠缺。 

 

 纵观以上所述，不难发现大马佛教研究， 有面向内部，往内探索的倾

向， 而明显回避对外的课题。然而，佛教发展不可能在真空里进行， 长期忽

略外在课题将不利佛教的发展。诚如陈秋平 91所说，佛教的现代意义，社会运

用，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撑，然而马来西亚佛教在这方面可说恰恰苍白。 究其



因，可能是研究员都在避免敏感课题。另一个可能性是这对外范围的研究比较

吃力，需要田野调查， 需要经费。因此研究员选择回避之。 

 

也因此，难免让人觉得大马佛教研究有避重就轻之嫌。 研究员多选择文

字资料比较齐全，可以轻易取得资料的课题来研究。虽然有些课题已有不少前

人研究过，但还是有人在同一课题，尤其寺庙，团体或个人，一再重复研究。

有些在这些重复研究中加入新发现或新资料，尚可。但有者几乎都是前人资料

的重新整理， 只采用前人提供的资料， 没有自己发掘的资料，没有田野调

查 。再翻写也是一种创作，然而缺乏田野调查和新数据即将让学术研究陷入瓶

颈，长期之下，难免缺氧。 

 

 

 

8.0 结语 

 

 

 大马佛教研究呈现多元化，研究员虽多来自佛教徒，但也有非佛教徒, 

他们也相互交流或共享讯息，研究报告也以三语呈现。  

 

 研究员中约 60% 是专业研究员。即便如此，他们之中几乎全部不是专门

研究佛教课题者， 研究佛教只是他们的副业。换言之，在马来西亚，专门研究

佛教的学者可说没有。 然而，由于有经过专业训练，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较符合

学术要求。今后马佛教研究，若想取得更大进展，有必要投入更大的资源，培

训及聘用专门研究马佛教的专才。 

 

 相对之下，约 40% 的研究员是业余者。业余者多为佛教活跃分子。由于

从事佛教运动，他们比较能贴近马佛教的脉搏， 研究课题也就比较接地气， 

和佛教发展比较有关联性。然而，可能由于业余而缺乏经费时间，他们之中不

少选择资料比较容易获得的寺庙/团体或个人作为研究课题，有者甚至重写。一

些须要田野调查，收集一手新资料的课题几乎无人问津。也有可能基于业余性

质，有些研究报告达不到学术要求，如缺少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数据举证，

深度有限。 然而，他们研究的课题，有者确实可为后人提供一个更深入研究的

方向。 

 

 本文分析结果发现，多数研究属于历史描述。 相比之下， 具前瞻性的

策略探讨相对匮缺。马佛教研究，若一窝蜂扑向历史描述， 恐有失偏颇。今后

马佛教研究，应向前进， 向外看。 向前进，既是对现代课题作更深入的研

究；向外看，既是研究佛教与外在因缘条件环境互动的课题。这是一大片几乎

无人耕耘的土壤， 希望有更多人朝这方面迈进。 

 

 还有一个可发展的方向是——东渡。对东马的佛教作更深入的探讨。这

方面不妨先从描述性历史开始。另一个可发展的方向是——不眷‘英’，把殖

民地时期的研究从槟城马六甲开拓开来，扩展到其他州属，尤其是当今佛教徒

人口最多的雪兰莪和霹雳。 



 

 总的来说，这些年来的研究和文字集结，确实为马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不

少资讯及指引。这方面马佛教学术研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或间接带动了

重视研究的风气，虽然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迈进。同时，各佛教组织的主办研

讨会，各刊物的刊登报告，也起了鼓励研究的作用。特此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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