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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才算愛國？愛國的標準如何？愛國應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不論在那裏，包括國外，皆

以本國人身份站出來，不會隱藏逃避，其次，處處為國家設想，以國家為依歸，甚至犧牲個

人利益也不在乎，時時憶念國家，願意為國家効勞。從愛國的標準，不期然使人想起宗教，

是否愛自己的宗教？愛自己宗教的標準如何？將自己放在宗教之上還是將宗教放在自己之上

？如果要得到宗教的利益，必須將宗教放在自己之上。以佛教為例，必須以佛教徒為榮，在

在處處以佛教徒身份自居，不隱藏，不逃避，以善為念，堅持善念，善行，不怕別人視為怪

誕，見笑。舉例素食者該堅持與友人同膳時仍以素食為主，並隨緣開示素食的緣因及利益。

其次處處為佛教著想，以佛教為依歸，甚至犧牲個人利益，時時憶佛念佛，以佛為榜樣，以

佛法為標準，分分秒秒，無時無刻不以佛為念，當然有苦難，生老病死等，亦應以三寶為依

歸，為救贖。

    在愛國問題上，香港該如何自處呢？香港當然應該繼續愛國，應該承擔國家大任，一如

既往。但同時，亦應理智處事。國家只是一個代號，代表一個團體，以團體的利益為目標，

但仍須遵循規律，遵循更大團體(地球人)的規律，自然法則，以善為念，以法為依歸。但若

國家操控在不當份子手上，我們應盡國民責任，將其紏正，善巧引導。

    此外，不應強求別人愛國，愛國不愛國自有他的因緣，不愛國不一定對其有利，亦不會

幸福，該同情他們而不是怪責。愛國之餘，更應無求，隨緣而活，才能自在，更應思惟「愛

生則苦生」的道理。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陀羅尼品

    這天，寶唱法師在法華會上道：「今天講

說陀羅尼品，是為已發心持經之眾生的。藥王

、妙音品是勸修苦行流通；觀音、陀羅尼品為

力護眾生諸難流通；妙莊嚴王品是功德殊勝流

通。陀羅尼即密咒，持咒有不可思議功德、力

量。世間鬼神、魔等眾多，常惱亂行人，因此

，亦有很多護法出而衞護修道者。法華經如此

殊勝，當引來諸善神，五次說陀羅尼咒護持。

首先是藥王菩薩為說法者說六十二億恒河沙等

諸佛所說之咒，若有侵毀此法師者，則為侵毀

是諸佛已。」

    「安爾  曼爾  摩禰  摩摩禰  旨隸  遮

梨第  賒咩  賒履多瑋  羶帝  目帝  目多履  

娑履  阿瑋娑履  桑履  娑履  义裔  阿义裔  

阿耆膩  羶帝  賒履  陀羅尼  阿盧伽婆娑簸

蔗毘义膩  禰毘剃  阿便哆邏禰屐剃  阿亶哆

」孤女須曼說咒曰。

    「跟著勇施菩薩為擁護讀誦、受持法華經

者說咒，亦為恒河沙等諸佛所說，有降伏魔鬼

之力用。」寶通接道：「痤隸  摩訶痤隸  郁

枳  阿隸  阿羅婆第  涅隸第  涅隸多婆第  

伊緻  柅韋緻柅  旨緻柅  涅隸墀柅  涅梨墀

婆底」

    「爾時，毘沙門天王為愍念眾生，擁護此

法師，兼以自身擁護，令百由旬內無諸衰患。

」寶唱亦道：「阿梨  那梨  耨那梨  阿那盧  

那履  拘那履」

    「爾時，持國天王與千萬億那由他乾闥婆

眾圍繞，說四十二億諸佛所說之咒。」寶通道

：「阿伽禰  伽禰  瞿利  乾陀利  旃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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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蹬耆  常求利  浮樓莎柅  頞底」

    「爾時，有羅刹女、鬼子母等眷屬同聲白

佛言：我等亦欲擁護讀誦、受持法華經者，除

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師短者，令不得便，寧上

我頭上，莫惱於法師。乃至夢中亦復莫惱，我

等亦當身自擁護受持、讀誦、修行是經者。」

寶唱續道：「伊提履  伊提泯  伊提履  阿提

履  伊提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樓醯  樓醯  樓醯  樓醯  多醯  多醯  多醯  

兜醯  耨醯」

    孤女須曼合掌說偈言：「若不順我呪，惱

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如殺父

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欺誑人，調達破僧罪

，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

求福  寂慧

   我們常見一些婦人在寺廟中虔誠地跪拜，求福，那種愚昧，迷信的神情，不禁令人嗤之以

鼻。可是她們大多為家人祈求為主，鮮為自己求福，如果能推廣及其他人，當更圓滿，但她

們善良的心態，熱愛家人的心，不失為難能可貴，如果以佛教的出離心，菩薩道去衡量她們

的行為，不免過於苛求。求福；求安樂；消災乃人之常情，當眾生陷於苦難中，實在吃不消

時，不免自私求擺脫，那是可以理解的，有幾人能在痛苦中仍能堅強？有幾人能在痛苦中仍

能不忘失正法？如果強人所難，要求他人清高脫俗，似乎不近人情！如果不能站在他人立場

去感受，如何能諒解、同情別人，如何能大慈大悲地行菩薩道。如果只看到別人的不是，不

能看到別人的受制，優點，與一般世人何異，枉為佛弟子。  

    太虛大師判佛法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宗喀巴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論

中亦將道次第分下士道、中士道及上士道。即修行應從基本的人天善道法修起，慢慢提升至

出離的聲聞道，最後進入菩薩乘的大乘道，循序漸進，這三個階梯都是成佛必經之道，求福

的心態屬於下士道，假以時日，必進升至中士道，上士道，最後成佛。因此我們不能小看下

士道，亦不應對成佛之道妄作比較。

    人天善法也是佛陀教法之一，佛陀曾教導信眾們，乃至門下弟子六念法門，六念之中有

生天之論，亦即下士道或五乘共法。佛陀善巧方便開導眾生，對於下士道根器，不會要求中

士道或上士道的修持。佛陀能在甚深智慧境界開示人天善法不好高騖遠，正是佛陀偉大之處

，具備平等無分別心。佛菩薩雖有如此高境界，卻從不要求凡俗的我們完美，亦不會因我們

與他們距離那麼遠而小看我們，捨棄我們，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深愛兒女，家人，不想他們受苦，乃至小小苦楚也看得很重，甚至不惜代他們受，這在

人世間都是可貴的，只要推展至一切眾生皆是父母將接近於道。憑著善念及福業的累積，必

有一天智慧開啟，踏上成佛之道。

    求福的心態不太理想，但那是一個過程，是每一個學佛者必經的階段。當逐漸遠離時，

應反看來時路，體諒其後正前進的人們，別讓我慢、厭離征服，乖離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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