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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的爭執  提舍

    每次見到國與國間領土的爭執，心裏總是很難過。何以千百年來人與人間爭奪不已？何以不

能打破疆界，讓人自由往來？諷刺的是爭奪的往往是荒僻的地方，或孤島。平時罕見人跡，卻為

此謾罵不休，甚至兵戎相見，或犧牲寶貴的人命，只為爭奪一些荒蕪之地。更糟糕的是如有珍貴

的資源，石油等，爭奪更為激烈，傷害更大。甚至引來多國聲言擁有主權，使情況倍加繁雜惡劣

。彼此皆聲言自己的祖宗曾統治該地，曾在當地生活，活動，但歷史上各民族交替的統治，難以

定奪誰屬，而過去種族的區分，也引起爭抝。

    由此我們更看出佛陀的偉大，他不擁有任何東西，珍貴的物品儘讓給別人，自己用的是不值

錢或別人廢棄的東西。在世間，他沒有浪費任何資源，亦不會因他的存在引至其他人過多的負荷

。由他建立的僧團雖然人數龐大，但日中一食，穿糞掃衣，住塚間，可說最環保，最不侵損其他

人的大集團。如果世上人人皆如此，必可自由往來，無爭執度日。

    風餐雨露，遊行各地，從事教化，為大眾謀幸福，這才是真正的強者。

    可是，領土的爭執該如何解決？這該由多方面來決定：1.考訂歷史，根據過往的統治期。2.

種族的比例。3.歷史性，活動與各國關係等。4.地理環境，於各國間的位置。5.文化，該地的傳

統文化，民族特色等。從多方面去考訂，由聯合國及其他無私的第三者去仲裁。從此將問題解決

，別讓爭執，爭鬥持續。至於很多荒島或偏僻的地方，根本沒有人願意去住，就是有其他資源，

亦需花費很大才能開發，非想像中一本萬利，最佳莫如交給聯合國，所得利益用作謀求各國福利

，而聯合國應將世上所有荒島，偏僻之地，以低價購進，將來有需要時去開發，投資，發展。目

標在防止領土的爭執，及為將來的發展與各國福利定下基礎。

    儘管有更好的提議，更佳的方案，但大家都知道，各國只會為己的私利著想，稍有損失亦不

願為，就是沒有損失，亦會為一些情意結不肯讓步。爭執恐怕不會停止，從佛教的立塲看，這都

是因果業力的問題，只有智慧，慈悲心，才能消弭這些宿業。從此可看出因果的恐怖，大家皆看

出不對之處，卻無能為力地陷於爭執中，乃至送掉性命；友人變仇人；謀利變損利；互相爭戰；

發動經濟戰爭，兩敗俱傷。往往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此，需堅定不能作出任何傷害他人之舉

，忍耐懺悔祈求業力消弭。冷靜處事，防止禍害漫延，將未能一時解決之爭執拖延，待時機成熟

或智者出現，問題自會安然解決，關鍵是別讓問題惡化。

    佛教強調無我，無我所，認為那是煩惱的根源，從這些爭執，我們可引證佛的道理如何高妙

。既然佛的道理如此高妙，為何我們不應用佛的解決方法去對治，解決爭執呢？那才是最根本，

最目的之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