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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佛教那麼殊勝，卻不能振興？何以能摧伏煩惱的佛法，卻叫人避之則吉？何以眾多學佛

多年的人，卻無法掌握半分，飄泊無定？是否將正法帶出來就可以任務完成？沒想到資訊那麼多

，經典那麼齊備，仍不能使眾生得益，踏上成佛大道，甚而變得更迷茫，乃至退心。可見對佛法

的整理、歸納、演繹、安立、應用是何等重要。如不能將佛法運用，只能讓人徒然興嘆。

    某佛學會辦了三十年無數的基礎佛學班，只培養出三位說法人才；某佛學書院開辦十多年，

學習人數超過一萬，只培養出二位講者；佛教學校遍佈港九新界，經營數十年以上，不但培養不

出說法人才，連就讀的龐大人數，對佛學的基本知識也沒有；佛學雖列為會考學科之一，卻未能

發揮其功効，對社會人生如局外人。可見佛法的普及無助於功用，其誤差在那裏？弘揚佛法的路

該如何走？該是時候反省，深思，改革了。

    殊勝的法教被淹沒，純淨的法義不彰顯，就像寶石被塵土雜質遮蓋，原有光彩不能照射出來

，實很可惜。考其原因是資訊太多，太雜濫，不能對應所需；有些翻譯不好，不但不能將原有精

義轉出來，甚而使人摸不著頭腦；有些文句隱晦，上文下理不連貫，叫人讀來吃力，只好放棄；

更有些說一大堆，沒有主旨，叫人讀來迷失。

    沒料到佛教普及，經典齊備，各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卻落得如廝田地。如今極待善知

識的出現，亦是三寶中的僧寶――善知識以方便力，指引眾生深入佛法，為他們度身定做，建立

次第，出離煩惱輪迴。為佛教樹立正見，撥開迷霧，直指解脫之道。善知識需具備生活的體驗，

學養，向道之心才能將佛法從知識層面進入實踐層面，亦可將佛法融合在生活中，繼而將佛法應

用於各階層，各範疇。如何直接汲取經義，如何對應，如何落實修行，如何活用佛法是今後的目

標。期待善知識的出現是人之常情，但有否想過將自己改造成善知識，早日將眾生帶離煩惱，實

踐「不忍眾生苦」呢？

    

    

    在人生的旅程中，如何活得有意義很重要，要活得有意義，必須對社會有貢獻，發揮自己的

才能、才華，創造目標。否則縱使不需工作，領取綜援，亦只如寄生虫般，蹉跎歲月，甚至做業

墮落，因此，一份合適的工作，讓每個人賺取酬勞外，更可在工作中發揮自己，參予社會建設非

常重要，比單純付錢救濟來得有意義。但儘管很有才華，如沒有機會發揮，也是一種浪費。另一

方面，能力如何差，能讓他發揮自身最大的功効亦別具意義。企業能在這方面作適當的安排，調

配，真的是功德無量。

    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生存世間，皆有其才能可以發揮，為社會盡一分力，只可惜不是人

人皆有機會，那是莫大的浪費，兼對生命的消融。老人、小童、傷殘，雖未如一般人作出重大的

貢獻，但必有他們可効力之處，日積月累，同樣可帶來成果，只要能因應才能、優勢、聰明地作

些事半功倍的工作，成就不一定比一般人低。歷史上，比一般人出類拔萃的弱者可借鑒，如海倫

凱勒、音樂神童莫札特、聾人貝多芬、各國老者的領導人等。因此，企業能對員工觀察，發掘其

長處，瞭解其短處，作適當的分配，安置於合適的崗位上很重要，能在這方面多下功夫，對日

後運作有莫大禆益。

失誤的佛法  寂慧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天生我才必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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