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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樂土  提舍

    世上人口四十多五十億，大部分能安居樂業，有地方棲身，温飽，有一部分人甚至非常富

有，錢財耗之不盡。文化方面也能高度發展，真能做到身心兼顧。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人間樂

土。人的確了不起，傲視同儕。但人口不斷增加，世界變得愈來愈小，人也愈來愈靠近，影響愈

來愈深。作好事，當然使很多人受惠，但做壞事，卻令很多人受害，能不謹言慎行，凡事小心從

事嗎？

    本是人間樂土，何以最近天災，如地震，水淹如此多；人禍如礦塲爆炸，油井漏油等不斷發

生，人心不好，影響天災的發生。危機，不安處處，該如何自處，共處？現代人如此靠近，卻又

那麼疏離，不斷有人自殺，城市壓力大，人人心裏不安，仿似有待災難爆發。人互相影響，已不

能獨善其身，更不能自主。

    身為佛教徒，當承担眾生，從自我開始，一分一分踏實去做。先做好自己，不奢談，不奢望：

1.謹言慎行-尊敬三寶，因三寶是脫離輪迴之因，唯一的救贖，必須尊敬。進而尊敬眾生，因  

  眾生身在苦海不自知，吃盡苦頭。另一方面，眾生是我們的如意寶，因為沒有眾生，我們沒法 

  成佛。由於尊敬，我們必會持戒，防惡防傷害眾生。進而行善，饒益一切眾生，當受持菩薩戒。

2.業力可怖-從各種災難中，我們可看到業力的可怖，不管做什麼，對惡果難以改變。逃不 

  掉，擺不脫，躲不開，眼瞪瞪看著傷害到來，乾望著眾生被蹂躪，卻無能為力，便知道業力之 

  大，可怕。

3.因果-凡事必有因有果，沒有無因或偶發事件，既然有因果，自然有防治及對治之方，亦有

  補救的辦法。因此，不能輕言放棄。明察因果軌則，深研佛理，是佛徒的基要，亦是拯救世間

  的要素。

4.掌握機會-眾生的災難，苦惱是成佛之因。適逢其會便不應逃避，應勇於承担，拯救眾生於

  水火，行菩薩道。常抱持「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之心。

5.組織-理解緣生法，萬事萬物皆眾緣和合成，沒有個人的功勞，去除我執，包容接納別人來

  共成大事。大乘佛教是一個運動，一個眾人的運動，共襄盛舉，共成佛道。因此，有計劃，有

  組織去改造世界，必靠眾人之力。多一個人參與，自少一分禍害。只有去除我執，才能改變世

  界，才能有希望將人間轉變為樂土。

菩薩藏
別人好，自己才會好，別人不好，自己不會好

因此，先讓別人好，先做就別人，才顧及自己

只要別人好，就是自己不好也不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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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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