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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到來，一般人都會拜廟，拜太歲、黃大仙、車公廟、求神、求順境、健康、發達、

姻緣、學業等，或是還神、感謝神明過去一年的眷顧。身為佛徒，可有到佛寺求佛？就是求上述

各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能到佛寺，或家，佛堂，對佛像發願更好，發普度眾生的願，發菩

提心，祈求順景，少點障礙，以便加強利益眾生的力度，祈求學業進步，能有力深入經藏，祈求

健康，能有健魄度生，祈求發達，可儘作布施，最後祈求眾生順境，並普皆廻向、對過去一年的

順境，或是仍能親近三寶，仍有餘暇作利他事，應存感恩心，去「還佛」、「酬佛」。

    很高興每年都有兩個新年，一個新曆，一個舊曆。新曆年必然定下一年的大計，雄心勃勃過

日子，但大多虎頭蛇尾。轉瞬舊曆年到來，不是忙於整理家居，就是計劃新年娛樂、旅行等，日

子飛快消逝，舊曆年也過去。檢討損失的日子及所作的成果，總後悔不休，再來重新振作，努力

履踐，一年的大計能否成功，端看因緣了。

   兩個新年，該用來好好反省，反省過去一年，過去一生的成敗得失。尤其是第二個新年，更

該驚察新一年消逝的日子及未盡力之處，反省屢次拿藉口讓自己怠惰，懺悔未盡力履行普度眾生

的願望。趕快落實執行目標，暫時放下次要的目標，來一番勇猛衝刺，待一定成果達成後才稍事

休息，或處理其他瑣事。一年內，必如既往，很多障礙，打岔，使我們分心，無法達成目標，更

有很多順境及逆境發生，讓我們鬆懈、氣餒或自暴自棄，從此一蹶不振。因此，我們要預備很多

方式，去提醒自己，別忘初心。如將目標寫在日曆簿上，床頭上，牆壁上，或每天於佛前稟告，

或囑咐別人提點自己。

    定下新年大計後，是否已足夠呢？當然仍需要具體的作法，落實執行同樣重要，光叫口號或

好高騖遠都是不實際的。衡量自己的能力、處境、外在環境、潮流、資源，作出適當計劃，然後

一步一步踏實去走。一天的工作如何安排，一星期、一個月、半年、一年的工作如何安排，應達

致那種目標，能否為其他目標作好基礎、預備、相輔相成。每階段作出檢討、調節。但不忘目標

、不忘初心。保持勇猛精進的精神，努力不懈，如臨終人，儘量爭取時間，珍惜時間。要注意一

點，當有餘暇時不要停止、疏懶，繼續完成目標，作好貯備，以防障礙來臨時，可抵銷損失的進

度。正如我們有餘錢時也懂得儲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一年之計在一生之計中佔何份量？意義何

在？能怎樣延伸，這樣都需要考慮且重要。在新一年中，必定遇到新的機會，新的目標，該作何

抉擇？是否比原來的目標更重要？是否急需？能否擠出時間同時完成？或是將原來計劃或新計劃

延長達成的時間，都該好好去考慮。

    新年是好好的警醒，提點，督促我們努力不懈，該好好的利用世俗環境去鞭策自己。別如一

般人般每年後悔嗟嘆，怨時光匆匆，一事無成。畢竟我們佛徒比一般人幸運，有崇高偉大的人生

目標。

    這些大計，不單是新年才立志，新年才計劃。本應常常發願，天天精進，日日籌謀，才不枉

作為一個任重道遠的佛徒。

新年大計  提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