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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間。當然充滿鴻圖大志的卓越追求者，亦應予以輔助鼓勵。訂定政策，規則，目標，方

向，掃除障礙，小心留意破壞者的攻擊，運用權力，優勢去抵擋，讓下屬可以在保護下專心

執行。特首不一定要親力做很多工作，只須確立目標，訂定政策，由其他人去辦，亦不需要

經常落區聽取意見，只要監察下屬能否站在平民的立場去感受喜怒哀樂，急需等。在千頭萬

緒，錯綜複雜的事務中，要分清楚那些是結構性的問題；那些是虛假性的問題。結構性問題

：如民生、貧富懸殊、壟斷、霸權等。虛假性問題：如物價飛漲、議事會鬧事、抗議遊行等

。只要做好本份，針對結構性問題，虛假性問題便自動消失，或是假以時日會自動調節，或

是其他當事人更著緊去解決。要做好管治，選賢能很重要，自滿之人，喜歡每事親力親為，

其成就必定有限。理想的領導者將工作分配好給下屬，閒逸度日，偶爾作些白日夢，積極使

其實現。

    對於那些別有用心，掛著民主旗號的人，或是背後有政治勢力撐持的人，已不得民心，

只要假以時日，必被遺棄，不須擔心。但背後的陰謀也不能掉以輕心。只要另外組織，建立

真正的民主派，為國家謀幸福，為民請命，這些虛假的民主派，必立即消失。

    最後，我們的主子－祖國，該如何去對待，亦是一非常重要的任務，處理得好，如魚

得水，處理不好，「車毀人亡」。可是，祖國的心態，情意結，情緒，實難捉摸。其善變，

不將事情明確宣於口，喜歡下屬奉迎，不多問，醒目地掌握主子的意願，自動將事情辦好，

猶如女人心態，非淺智者能測度。只可站在他們的立場，他們的過往，他們的處境，他們的

恐懼去適應。不能不聽從他們的吩咐，但也不能只跟他們的意願去走，畢竟他們也不瞭解香

港人的想法，不管香港人的感受。

    從佛教立場，為官之道是種福的大好機會，就是一言一行的身教，亦會影響深遠，利益

他人，該好好珍惜機會，謹言慎行，自能累積無量功德。但如果敷衍塞責，不努力為民請命

，可能為禍很大，當然罪業深重。如果無心做官，或是無心為百姓謀幸福，倒不如做一個安

份的平民，不致造罪墮落。要做一個好的特首，莫如皈依三寶，得到三寶的護佑指引，然後

深入經藏，開發智慧，定能將香港管治好，自利利他。

    世上每一處地方都需要佛法，上至天宮，下至地獄，皆是佛菩薩捨身之處，教化六道眾

生。只有佛法能幫助解脫、離苦得樂，佛法如黑暗中的明燈，給眾生帶來希望，引導出苦厄

。成佛必須福慧雙修，修福修慧，不可偏棄。修福，莫如六度中的布施，能直接利益他人；

修慧，莫如弘揚佛法，説法度生。因此，每一佛弟子皆熱衷於道場中當義工，熱衷於説法教

化。無非要於最佳福田中共耕，深種善根。要種福田，說難頗難，如當發覺其他人不貧窮，

或比自己富有，要布施不容易，亦無意義，或是其他人障深福薄，要度化他們，無從下手。

但説易亦頗易，只要在眾多道場中找一處如理如法的地方，一心服務，定能廣種福田。如大

乘經中的功德校量。

給義工的信  寂慧

     共耕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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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佛陀最偉大之處在說法，其一生最大貢獻是說法。因此，能

參與講經説法，是最佳福田。流通經典，佛法，相當於講經説法，其重要性不下於講經說法

，是福田中最好的媒介，法義能否普及、深入，它立於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其他弘法工作，

善行乃至捐款「賣旗」，也不能偏棄，善念，善行該全面地義無反顧，不起「分別心」。且

成佛所需福慧資糧極多極大，我們所作能作的相差極遠，非算數所能及，該珍惜把握任何福

田資糧。就是興趣不大或能力不逮的善行，也該鼓勵他人去做，該有包容心、隨喜心去協助

圓滿善行，緣起世間是相依相待的，福田善行亦是相輔相成的，不應偏頗。因此，這一畦福

田除了核心的法義外，更開啟給所有宗派、道場、師父、居士、善心人士去活用，成全他們

的大願、美夢。福田只可共建，不可獨攬，那是因緣法，切忌霸佔機會，甚或任由機會流失

也不讓人去種。要有隨喜心，有先度他人，再度己之謙讓心。因此，理想的分配七個義工，

一星期內各人承擔一天的工作，在其餘六天處理家中及維生事務後，能全心享受那屬於自己

理想，充滿意義的一天，比呆在家裏好，輕鬆待在那裡擔任接引弘法的工作已是最好的休息

。七位義工各有專長，特式，各有人緣，更能多方面普及佛法。閒餘還可運用店內的資源及

人脈關係去達成自己的願望、夢想，如講座、印經、法會、慈善等，多做對聖教及眾生有利

的工作。當然，如沒有人發心，應當仁不讓，一力承擔。共建福田即分工合作，各司其職，

各盡所能。利和同均、見和同解、戒和同修、意和同悦、口和無諍、身和同住。和樂共事，

共建淨土。

    共耕福田，主事者負責發起，計劃，資金，場地，再如玄奘大師般千里馱經。當地人則

負責人力，呼籲，後續，並以所學之佛法，加上本土民風的瞭解，發揮契合當地的弘法工作

，務求做到佛徒是當地的福氣。因此，是時候放下成見，與其他佛徒大聯手，大聯盟，團結

各界，包括大學、道場、文化團體、政府機構，為當地民眾謀求解脱之道。由於種族及文化

關係，一般只能在當地華人圈中推動，要闖進當地人的圏子，需靠土生土長的華人子弟去發

揮，因此，培養下一代很重要，為當地眾生作出貢獻。仔細來說，並沒有主客、正副、你我

、種族等之分。工作上，也不是如大機構般各司其職，只要那方面不逮，那方面有困難，其

他人都應樂於協助，補上，不惜出錢出力，誓將法輪推動。拿出對佛教的信心，忠誠，以所

學，所修習的能力，齊來為教奉獻，才不枉此暇滿人身，不枉得聞佛法。應深信「所謂布施

者，必獲其利益」。

    為佛教，為苦難眾生，為當地情誼，應義無反顧，獻身命，獻上誠敬，是無上的福田。

回顧昔日覓福田的徬徨，眾生在三界流轉的焦慮，應趕快多種善因，更應協助其他人到來共

耕福田，早日共同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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