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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

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從李光耀逝世談管治方式  提舍

 

    新加坡李光耀逝世了。以一個如此小國寡民的國家，不但能夠生存於各大國之間，且成為

亞洲四小龍之一，甚至舉世知名，真是一個奇蹟。李光耀的功勞，有目共睹，其管治的國家，

廣廈千萬間，老有所養，人民活在幸福中。可是批評的聲音來自海內外，認為不夠民主，他家

長式的管治，使國民缺乏創意，沒有靈魂，只是「Animal Farm的豬」。從這可以反映，人民

不只是需要安居的生活，更要有民主，人權等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亦反映人的欲望

，要求無止境，甚至干擾他國事務，強要他人遵從自己的標準，生活模式。很多理想主義者以

自己的標準，理想為目標去改變世界，當然他們忽略了現實，其他人的渴求與他們的渴求有很

大差異，矛盾衝突自然產生，永無寧日，若是他們的理想達到，是否代表世界大同呢？是否一

個理想的世界？相信他們從沒有想過，想像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或許那世界更恐怖。

    管治該「專制」，還是「民主放任式」？這些爭執，由來已久。管理學上，分為X理論及Y

理論，亦是這兩套管治方式，更優化至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如有獨立能力及思考的人像科

學家、專業人士等，該以「放任」方式管治，教育水準低像工人，前線工作人員等則用「獨裁

式」。可是這些標準不一定管用，人的根性千差萬別，「人心思變」，不能苟安於任何形式，

人生起伏，人的志性不定，常被環境影響，反覆善變。在此情況下，如何能找出簡單的模式去

管治呢？

    可以想像，這些歷史教訓必不斷重演，管治方式亦不斷改變。說穿了，只是權力的鬥爭，

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權力，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再而是要求的釋放標準，人民的渴求，國家

的資源能否負擔？統治者的心態是否為了民生？是長線還是短線的視野？權力的大小？許多因

素皆影響管治模式。民主、人權、自由本是好的，但可能被人利用，作為鬥爭武器，甚至推翻

整個政權，專制，獨裁本不是好的東西，但在混亂情況下，或是人民不合理的慾望下，這些不

菩提性中無得無失

        無覺無知

        無分別相，

無分別中即清淨性。    ――金剛三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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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東西卻能使國家團結一起，邁向同一個目標，減少自相殘殺的危險。好的東西不一定好

，不好的東西可能好，再加上千變萬化的政局、人生，人們難以捉摸，駕馭政局。人的世界

就是如此，政局亦如是，管治方式難以落定。

    此外，最難看得出來及容易被忽略的因果觀，有著巨大的力量，影響管治，甚至結果。

當局者在眾多因素下，往往身不由己。唯一能做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作出最好的管治，縱

使不能在立竿見影下，產生成果，亦會在未來引發美好的成果。管治的關鍵點在施政者、人

民百姓及我執，凡事該以大局為重，該以民為本，多在對方立場考慮，作適度的溝通、適應

。施政者該從三方面努力：1.多瞭解人民的要求、想法。2.多學習不同的管治方式，找出最

佳的施政方法。3.深研因果。

    管治方式是極高深的學問，每一個人必須面對，上至世界、國家，下至公司、家庭、個

人，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我們，挑戰我們！

  

    黃昏時，一位中年比丘尼走過，恭敬地對著坐在大石上的老師父敬禮。老師父問：「

今天的早晚課做完了沒有？是否按程序按時專心完成？」

    「對！分秒不差。我是一個固執的人，定下的功課必準時完成，不會躲懶或是敷衍了

事，數年如一日，風雨不改。」

    「今天的感覺如何？」老師父關心地問。    

    「今天輕安的感覺很強烈，經過數年悠長，沒反應的歲月，最近終於產生輕安的感覺

。這裏我必需感謝老師父的修持指導。」比丘尼深深鞠躬後，慢慢離去。

    旁邊的大男孩道：「老師父！你真功德無量，能夠指導一位目不識丁的比丘尼修持，

由一個平凡人變成有修有證之士。你真是一個持明者，將光亮傳持。」

    「慚愧！慚愧！我未受過高深教育，年紀老邁，一生難有作為，修持也不得門徑，指

導別人更談不上。可是別人見我一把年紀，稍具威儀，便誤信我修持了得，要求指導。我

實無法可教，可傳，不知如何指導；但亦不忍在苦苦哀求下，不顧而去。只有隨意傳授日

常的早晚課，在日積月累的易行道下，稍有所成。這些早晚課，沒有什麼特別，各寺院每

天皆進行，日積月累的薰陶，可以流於形式，敷衍度日；亦可一點一點改變，最後脫胎換

骨。當我看到她們心不在焉，打妄想時，便千方百計引領她們回來深入法義中。佛菩薩及

祖師的加持真不可思議，竟能在超時空下改變一個人，甚至成賢成聖。

    可惜我老了，無力為佛教效命。」老師父黯然道。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大男孩安慰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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