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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泊的佛弟子    寂慧

的想法。二. 體諒對方，不管在上，在下，要易地而處，體諒對方，儘力為對方謀福利。三.協

助對方，任何人有困難，皆需設法幫忙，更要做適度的培訓及增強溝通，瞭解。四.尊重對方，

各盡其才。如果混在一個「拼搏」圈子中，自己卻不是那類人，應設法配合，或急流勇退，不要

阻礙他人；如對方平實不肯拼搏，當分配予不拼搏的工作，或將步調放慢，務求做好安置。

五. 踏實，要一步一步的向目標走去，不要好高騖遠，或草率冒險。六.熱誠，要有感恩心，把

握機會，將事情做好，榮幸地服務大眾。

    當然，能有無我的入世菩薩道心懷，則無往而不利，無處不吉祥，何來危機呢？

    眾多的佛弟子，仿似飄過來般。從那眼神，神態，牽強的笑容，便可看到他們的失落、

彷徨。縱使已學佛十年，廿年，甚或故作忙碌，仍可看到他們待援的伸手。時間無多，卻不斷虛

耗。

     若問他們可有人生目標，定聽到他們說要成佛，度眾生等空泛之言。對！人生苦短，定要

定下一個大目標及多個小目標，努力不懈去實踐，才不致有愧自他。大目標如修持，教育，

文化，慈善事業等，當一心努力，終生不渝，偶而實踐一些小目標如參加法會，辦辦講座，共修

上學等，甚或做做義工，作為人生或事業的點綴，亦可作為大目標辛苦後的調適。但無論大、小

目標，均應有一明確的做法及成効。

    目標確立後，更要制定一個全盤計劃去實行。這全盤計劃要審度佛教環境及社會環境，其需

要，優缺點，風氣，人們的習性，喜好，及將來演變等。其次要瞭解自己的性格，根器，能力，

喜好等，如何融和進大環境中。再計算經濟，時間，人力如何配合。

    終生學習，終生行持。相輔相成，不斷提升。

    緊守以下的宗旨：一心、專—對大目標要一心一意的去行，不時提醒自己，目標在

前，時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否偏離。對應—檢討小目標、行為、心態是否對應或

助成大目標。立志—是否堅定不移，受挫折後仍屹立不倒。理想高遠—要有翻天

覆地的氣慨；改變佛教，改變歷史，改變世界的抱負。

    一切都是因果，即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十分耕耘，十分收獲，沒有天掉下來的東西，不勞

而獲的事情。只要抱緊兩點：1.發心向目標2.恒持積累，必有所成。不用再作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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