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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首選舉前夕，各候選人爭論不休，互相攻擊，其間各方勢力出招，互揭瘡疤，當然有抹黑

，陰謀，陷阱，虛張聲勢，乘亂爭取利益，弄得滿城風雨。但選特首如此重要，影響如此大，那

能不重視！如此混亂，充滿人性醜惡，如何不叫人担憂香港的未來？自讚毀他，唯利是圖，大眾

當能看到世間法的污濁，佛法的清淨。世間法本如此，未受佛法薰陶總是那麼可憐，造業受苦，

身不由己沉淪。

    但香港的未來是否會變差呢？經過互相攻擊，設局，各人變得小心了，精明了，對自己的言

行及背後無人處的行為當不敢過份造次。對其他人不敢不關懷，考量。因此，不管誰當特首，香

港的未來必然會好。前兩位特首，在欽點及無競爭下產生，大家在無選擇下，平靜渡過。但這次

在勢均力敵下，各出奇謀，傳媒四出偵查，人民遊行示威，一股強大的民主力量湧現，發揮無與

倫比的功效，將權貴的醜陋抖出來，為貧困被欺凌的人發言。唯一受損害，威脅的是既得利益者

的地產霸權、官商勾結。二零一七年香港將普選行政長官，民主的落實踏上重要的一步，各人對

民主的認識及體驗將大幅躍升。民主既如此重要，我們該作何準備迎接民主的到來呢？

    很遺憾，香港很多終日喊著民主的人竟然對民主不太了解，只懂謾罵。為何人生中的理想他

們不多加鑽研，精益求精，卻將民主扭曲呢？認識民主是迎接民主來臨最重要的開始。

    古時，專制君主及獨裁者，主宰著大眾的命運，沒有是非，沒有公理，人民在水深火熱中，

等待命運的眷顧，在殘酷的現實中，自然嚮往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境界。千萬人的命運，交

託在一人或數人的手上，更受這極少數人的情緒影響是何等不公平，荒謬。眾人之事，該由眾人

去自決，不管對與錯，眾人之事，該由眾人去負責，承担。倒過來，假如千萬人的命運放在自己

手裏，如何承受得起？影響千萬人的民生本與自己無關，卻要費盡思量去籌劃好，如何公平？

    民，就是大眾，主，就是主宰，由人民大眾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是最公平合理的。大眾的事

務，當然需要有一個制度，由大眾去公決，有一些規則，大眾去遵守；當然，也會受到保護，福

利眷顧。決策過程中，相信錯誤難免，但畢竟是眾人的意願。只希望在錯誤中成長，改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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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時的錯誤而否定民主或失去信心，信念。眾人的關係千絲萬縷，利益分配錯綜複雜，每一策略

難以兼顧各方，盡善盡美。因此民主永遠處於尚待改進的狀態，而改進的過程是永遠也不會完成的

。以上帶出了民主的廣度，讓每一個人能夠參予，自決命運。民智較高的地方，大眾較關心身邊的

事物，願意參予。反之，民智較低的地方，大眾較自私，不願參予，就是對自己有關的事務，也不

願費心，只待別人弄好由他們去享用。這從小孩子的習性可以見到。這種放棄民主的權力，只會助

長別有用心者成為專制獨裁者。因此，關心，參予，成長，不斷改善是民主必須的。從而，亦可看

出民主深度的重要：對事情，政制，現實的了解；熱誠參予；體諒別人的困難與需求；具備足夠的

智慧及監察能力去防止陰謀者。這些需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大公無私的領導者，強健的經濟支

撐；民風及價值觀，高度發展互助互利的地區；具包容，少自私自利才能為功。可見只有高度文明

的國家，才能在這種情況下昌盛，也只有這種國家才會產生民主。民主得來不易，亦非一朝一夕，

成長的過程緩慢，才漸具規模，綜觀世上的國家皆如此。

    民主的條件必須有良好的教育，讓公民能獨立思考，辨別形勢，分辨是非，不致被政客利用、

誤導、煽動。此外，經濟也需達致合理的水平，因極端貧困使參予者愚昧無知。接受批評，成立忠

誠的反對派也是極重要的，只有接受批評才會有進步，最重要是權力不至獨裁。忠誠並不意味同意

，更不是口是心非的同意，當政的領導人不是在具體問題上，而是在最終目標上支持政府，這是忠

誠的更有價值的表現形式。民主國家需要忠誠的反對派，而尊重反對是極明智的。領導人只是公僕

，為大眾服務，當然他們亦有豐厚的報酬。對領導人常保持理智的不信任能使領導者警惕、小心，

不致越軌。有助領導者的成長。適當旳任期，當選以後的制約、彈劾、罷免制度，可以防止權力的

濫用。權力一旦被獨裁者擁有，不但引致災難性的結果，更難以取回，民主名存實亡。公民要有適

應改變的能力，民主國家的進步可能太快，公民的適應也許有困難，如何協調接受均需學習，對過

時及舊的事物乃至傳統要有適度的抛棄，才不會窒礙進步。民主需要有現實態度，接受不完美的組

織，差強人意的領導人，不合自己意願的決策、發展。因此，要有妥協精神，忍耐不完美的存在，

假以時日，讓理想一步一步展現，更可考驗、修正自己的想法。妥協、平衡、協調在複雜的人事關

係中是重要的潤滑劑，否則只會帶來暴力，悲劇。民主意味著包容，讓每一個人發展自己。因此，

容忍是必須的：１.容忍不守成規的行為，因那是進步的原動力。２.容忍別人直接反對自己的信念

與原則，讓別人過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不加干涉。3.容忍懷有惡意或出於愚蠢的反對。在權力的使用

上自加限制，克制不使用武力，寬宏大量與弱敵共存是人間高尚的情操。但這種偉大情操絕不容易

且危險。只有大多數公民懷有民主心，高度的修養信念，博愛，從多數壓到少數的德行感染，潛移

默化，假以時日，深深植根於民眾心中，徹底改變整個社會。

    要知道，破舊立新的革命，或是破壞毀滅的選擇，皆是人民大眾的意願，非民主或獨裁者可以

阻止。但是，對民主的灌輸，知識的教育，將有助民眾去辨別是非善惡，尋求無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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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出家路

    這天，老師父與五位小沙彌、沙彌尼圍坐

在寺院後園的大石上，凝重地商議大事，老師

父道：「出家後，時間過得很快，修持得靠你

們自己，但出家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營生方面，我希望能為你們安排好。

    一般分經懺師及經教師兩個方向，經懺師

以帶領大眾從經懺唱頌為主，經教師則以講經

說法為主，各有利弊優缺點。經懺師較易學習

、受大眾歡迎、得益快，即時見效；經教師雖

然較艱難成材，卻可名成利就，真正統理大眾

，成為大法師，亦是佛法傳承的關鍵，兩種路

向訓練不同，請你們認真考慮作何選擇，因會

影響一生！」

    小沙彌、沙彌尼沒想太久，一致選擇作經

懺師。

    老師父別過頭，偷偷匆忙拭去臉上的淚，

躊躇一會，安定道：「雖然我有些失望，但仍

會傾囊相授，使你們成材。音聲佛事在近代特

別興盛，是佛教的主流，可惜慢慢演變成度亡

，趕經懺，傷害佛教很深。因此我要特別提醒

大家，將來不管發展如何，你們別忘修行，那

是你們的正業：了生死，度眾生。此外，將來

在你們的營生中，緊記兩點：1. 盡心盡力，

一心不亂。2. 不要明碼實價作交易。我不想

多言，你們比我想像聰明，對事情也了解，出

家路該怎樣走總該知道吧！」

    「老師父，你放心，我們決不會令你失望

。」小沙彌大聲安慰道。

    「我們都是有理想，受過教養訓練的人，

你不要擔心。」另一個小沙彌尼附和道。

    「過去多次很多出家人皆如你們般堅決對

我說，可是……」老師父失控地激動道。

    至於這批小沙彌、沙彌尼將來有否令老師

父失望，便無從稽考了。

    自由是實行民主的條件；平等是民主合理性的關鍵；博愛是任何民主存在的前提。人類在無

限的追求中，經歷無數的試煉，付出沉重的代價，最後尋找到近乎理想的民主主義。但是，民主

需要很多條件的助成，包括運氣與機遇，得來不易，且荊棘滿途，路途遙遠。謹願吃盡苦難的眾

生能早日達到理想。

　　   佛教與民主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佛教的布薩制度類似議事制，透過公決，公投去議定事

項；審議犯戒、對錯、彈劾等，佛教更進一步可以讓人告解、出罪。雙方面都有民主精神，以大

眾為依歸。以大眾的力量去感化惡行；徹底的和平主義；包容異己，共存共榮；忍受不完美的存

在，忍受長年累月，契而不捨的追求，改善；對反對、攻擊，能修忍辱；強烈的信念；博愛精神

；平等客觀的眼光。最重要一點是雙方都有無我精神，任何去除自我的方式，皆接近完美。

　　   在人類無限的追求中，何以對更優勝的古老佛教智慧忽略？何以外求，對身旁垂手可得

的寶藏輕視？難道真如佛教所言：沒有福報，要求取寶藏，乃至智慧，是不可得的。若如是，我

們當趕快積功累德，開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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