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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互联网(三)   

－－ 大马佛教徒的家    

 
邱保一■本期特约 

 

在互联网上，网友们喜欢上聊天室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朋友谈

天交换意见；或到留言区张贴留言，希望有志同道合者会与自己

联络，从此要谈天论地不愁有个伴。  

究竟聊天室和留言区对于一个网站而言是否重要？我只能那么

说，若这两项设备能获得网友的充分利用，那它就可扮演举足轻

重的角色；反之将如同虚构。 

聊天室与留言区的最终作用是建立网上社区，例如佛教徒或会对

于佛教论坛有较大的兴趣，当越来越多佛教徒选择到某一论坛交

流时，这论坛将逐渐成为代表性论坛，一有重大事件发生，大家

都有默契可以上哪儿交流看法，台湾的法华论坛就是个很好的例

子。 

虽 然无论在大小网站都可以找到聊天室，但 若要选出一个可以

代表大马佛教徒的聊天室，似乎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来，有时侯倒

反而要到一些“世俗”论坛，比如“咖啡店”等寻找佛教徒的声

音。并非说这类论 坛有什么不好，只是若要深一层的讨论佛法，

这就非恰当之地，而且有些网上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倒种

下让他谤佛谤法的因。 

在马来西亚，想听取佛教徒声音的管道并不多，尤其当重大课题

发生时，能够上到台面发言的几乎清一色是“当权派”，这个现

象无论在报章或杂志都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佛教徒的声

音该往何处发呢？ 

这个现象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不顾一切”与“摇头佛曲”掀

起风波时，由于无法即时得到“物证”来了解 争执背后的真相，

姑只能暂且相信报章的报导，一直到《不顾一切》这本书的内容

被放到网上，以及聆听了“摇头佛曲”后，稍微有理智的人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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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这样的疑问，“何罪之有”？ 

当 时这事件在网上曾掀起一阵“批风”，佛教徒被骂得“狗血淋

头”。所以，一个让佛教徒，尤其是大马佛教徒聚首交流意见的

论坛是需要的，让佛教徒的声音得到公 平的发表机会，也让佛友

们上网时有回家的感觉，看看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偶尔，你也可

以插一脚谈谈自己的看法，一个很马来西亚风味的交流站会让人

觉得很温 馨。 

至于这个论坛该如何搞得成功？如何不被滥用！那就不在我的讨

论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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