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天  提舍

    「十二年後香港將沒有冬天」，這是一句多震撼的話。看！我們將世界弄成什麼樣子，這個

世界本就是我們的家，將家弄至如斯田地，我們不慚愧，罪疚嗎？可是，仍有很多人沒有感覺，

不知心裡想些什麼，「十二年後是否仍健在？」，「屆時已年老，自有政府照顧，管他呢」，「

這是政府的事情，不是我們升斗市民的責任」，「為什麼要人微言輕的我去利益大眾，而不是有

力的大眾去利益我呢？」，「沒有冬天算不了什麼，不用死才要緊」，每一個災難都有先兆，不

單是警惕，更提醒我們及早補救，如仍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災難將不能避免，且深化至追悔莫

及。

    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四川大地震，毒奶粉，金融海嘯，在在反映了我們的愚痴，有很多災禍

是我們預見得到的，但拒絕正視，且天真地認為不幸不會在自己身上發生，這都是典型的做業，

如何逃得了因果呢！有說人們破壞環境，故天在返擊，其實天沒有想過要為敵，那純是自作自受

的因果業力。這些不幸，皆昭示生活方式出了問題，為了賺錢，為了好逸惡勞，我們巧取豪奪，

不顧他人死活，有妨礙我們的，定必當敵人鏟除而後快。當僥倖贏得了財富卻不懂得珍惜。不但

浪費，且奢侈縱慾，作更多更大的業。唯利是圖已是大眾的共識，沒有人去考慮對社會、世界的

影響。大家都清楚那是根源於貪瞋痴根本煩惱。

    因果律是你對人好，人會對你好，自有好報；你對人不好自有惡報。你尊重別人，尊重事物，

甚至尊重廢物，自會重視世間一切。世間一切如自己一部分，息息相關自不會浪費，奢侈，自大。

世間一切將直接間接因你而改善。我們更應感恩曾幫過我們的人、物，對他們的失去効用負上照

顧責任。抱著這種善心態度，災難將可避免。

    從佛教的立場，有1.住阿蘭若――寂靜處，不作潰鬧，爭鬥的世間法，生活簡約，不貪不奢。

2.節儉――佛教徒都很能做到節儉，不浪費，惜福的美德，不會去自己享受，卻願布施眾生。

3.尊重――由於知道眾生皆有佛性，故不會輕視眾生。尤有甚者，對無情同樣尊重，故有「菩薩

不踏青草地」，「不可以隨便砍樹燒林」。4.呵五欲――色、聲、香、味、觸，不追求五欲，自

會減少對其他事物的傷害。5.知足――八大人覺經云：常念知足，安貧守道。當不會有怨憤，更

不會不擇手段去謀取不必要的東西。這些作法不一定每個人做得到，更非每一件都做到，但這些

目標均可酌情辦理或參考。

    有些人對變天現象很憤懣，認為眾生難度，且咎由自取，索性放棄，「洗牌再來過」，意思

就由世界陷落下去算了，認為罪有應得重新開始過好了。但真能重新開始過嗎？墮落後，輪迴惡

道，不知何日再來！問題可在「推牌」後解決嗎？恐怕無暇反思改過。這種態度最要不得，因這

是放棄的態度，且有違菩提心，嚴重違反慈愍一切的宗旨。

    世間有很多複雜的分析，爭論去對應這些變天現象，甚至互相推卸、埋怨。但事情其實很簡單：

生活方式出了問題。更是一種好的預警，就是沒有變天現象，也會在心靈及其他地方令我們陷落。

    以上的佛教觀點正是修行的實踐。於此，可見原來修行關乎我們的世界，幸福，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