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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易地而處，不計較得失，自能栽培到人才。當效果不彰時，也不要氣餒，因為「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且因果不爽，能培養出人才，將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如何運用教學方法，尋求最佳培

殖方式，才是長輩們需關心之處。

    至於年青人，是否等待結婚，生仔，買樓。這是人生追求嗎？從前的夢想，理想在那裏？那

份天馬行空，未受污染的童真在那裏？可有想過為理想奮鬥？縱使不能追求理想，也該建立適合

自己的事業吧！擺脫控制，擺脫沈淪，才是年青人的本質。第二是學習，不學習便沒有進步，如

一潭死水，不單年青人需要學習，就是老年人也要學習。終生學習，人才會進步，向上，才能追

趕變化萬千的世界。第三找同伴，凡事不能靠一人之力，緣起世界是眾緣和合成就的，因此，能

找到愈多同願，同行者，愈能成就大事。第四不計較，肯吃虧，吃苦必定有可觀的回報，這是因

果的必然關係。況且，能得壯健人身，處於人生黃金之年，不好好利用此身，吃苦多做事，多為

大眾服務，難道要老弱婦孺招呼自己嗎？第五多向外發展，除了香港外，世界是很大的，同願同

行之人到處皆是，應多到國外考察合作，擴濶眼界，更要利用香港這個自由港優勢，到處見識。

除國外，大陸更是無限空間，讓我們發揮。第六是依佛法修學，這絕不會有悔。不單要終生學習

，且生生世世不離不棄，這已是盡人皆知，不需多言。

    只要有夢想，人生才有希望，才有意義。不單年青人有年青的夢想，就是老年人也該有老年

的夢想，婦孺有婦孺的夢想。各各有夢想，才不枉此生。

 

                                                                           

    

    一尊巨大佛像剛剛運到燈明寺後園中，待

偏殿整理好後才正式安放。老師父趁此機會領

著多個小孩虔誠跪拜。但見老師父專心一意，

面對佛像，不斷緩緩下拜，晨風吹著飄逸的僧

袍，和熙的朝陽，光照著蒼桑的白髮及長鬍子

，彷彿進入另一種忘我境界。

    可是後面的小孩已顯得不耐煩。其中一個

小孩匆忙拜下，趕快站起，往往別人伏拜時，

他卻站起，別人站起時他卻伏拜，眼睛不斷四

處打量；另一個小孩乾脆伏在那裏不動，口中

跟著眾人念佛；另一個小孩雖然規矩地跟著拜

，但口中卻細聲地說些無聊話，或是罵人，或

是怨學校功課太多，或是說些頂撞話，或是發

些只有他才明白的語言；兩個小孩更在後面互

相玩耍爭奪。

    過了一會，大女孩實在忍不住，喝止眾小

孩，老師父被吵鬧聲從定中帶回現實，聽見小

孩問：「我們可否不拜？」「不行！」

    「但他們這樣不專心，有用嗎？」大女孩

問。

    「小孩子總是這樣子，長大後自會受惠。

」老師父答。

    「有需要縱容這些頑皮小孩嗎？」大女孩

不服續道。

    「唉！這該是報應吧！」老師父嘆息道：

「我小時候比他們更頑皮，拜佛念經什麼都做

得不好，常常把我的師父氣個半死，天天挨打

罵。師父總是說：你這個孤兒，本性難改，不

單不用心拜佛，老是望著枱上的供品，急著要

吃，爛泥就是爛泥。因此，今天我甘心受這些

氣，好好贖罪。我最大的遺憾是出家時，師父

已不在人世。

    小孩子本性善良，未經歷人生，要他們刻

苦修行，或是規矩做人，恐怕是要求太高了。

只要自小薰習，總會有一天醒悟，改過遷善，

從新做人。

    像我一般。」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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