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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遊行轉眼又十年過去了，本來遊行抗議是宣洩對政府不滿，遊行過後，一切該回復正常

，繼續日常生活，政府亦應反省，努力改善施政，事情便完結了。但發展到每年定期舉辦則非正

常，應予警惕。每年一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除了固有訴求外，更新增項目，反映有些事情政府

束手無策，問題不斷加深；亦反映一些別有用心之士，有計劃、有組織地攪事。當政者無能不堪

；攪事者卻有勇有謀，如果能對換該多好。

    七一遊行，除了發洩心中不滿，狂叫怒罵外，近來更有先往聽音樂會，或是購物，然後加入

遊行隊伍叫囂。有團體在當天舉辦不同的嘉年華、音樂會、購物優惠等，這反映了不同立場、不

同意見人士不斷的角力；亦反映了七一假期變成了娛樂節目，城中日子苦悶，缺乏娛樂。七一的

意義不斷改變。但基層苦困的原意有誰關注呢？深水埗窮困區人士已意志消磨，無力亦無心情往

遊行，來回二十元車費往遊行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負擔，沿途沒能力購物，乾瞪精美的貨品只會更

難受，沒有同伴且不是遊行隊伍的族羣，格格不入。天水圍往維園車費來回四十多元，二個人消

費加兩餐茶餐廳，基本開支約二百元，就只供車費及兩餐，其餘欠奉。來回車程約三小時，這可

是一個沈重負擔啊！別看香港那麼先進，代價可不輕呢！這些基層人士沒有機會發出呼聲，只有

讓他人代訴，或被利用作其他目的。

    今年的訴求有：特首下台、全民退休保障、免費醫療、最低工時、停止擴建堆填區、一國兩

制，中央不要干擾、全民普選。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似乎什麽都不對勁，要求無窮無盡，何時有

人跑出來呼叫要無償做些什麼，改善些什麼，怪責自己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未盡力，讚賞某

某人如何好，如何有貢獻！香港人變成了怨婦，終日唉聲嘆氣，抱怨，謾罵，不斷試探當權者，

步步進迫，常被隱藏的政治勢力利用而不自知。沒有人積極，實事求是去解決問題，連用心思考

，建議也沒有，遑論行動。而當權者及祖國卻出奇地容忍，可見當中的複雜及隱藏的陰謀。

    作為香港人，我們應該反思，假如輕率的訴求能夠達到，會有什麽後果。假如梁振英下台，

能找到更好的人選嗎？政府威信立即破產，中央亦感到局勢失控，陰謀者更肆意破壞，趁機撈取

利益；假如全民退休保障在現階段實行，經濟勢必擾亂，為將來埋下禍根，無法收拾；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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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

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    

                                          ―――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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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通漲加劇，產生漣漪効應，基層獲益不大，最低工時產生的問題將更大，(請注意：

最低工資及工時本是善意，應該實行的，但沒有認清形勢去推行，只會好心作壞事。要知道低

工資、高工時不是工人自願的，亦非僱主無良，而是低技術或年紀大的工人為了增加收入的下

下策。罪魁禍首是高地價政策，使成本不堪負荷及政府卸責，將照顧低收入人士的責任推給社

會商界，而基層人士不設法提昇自己，敷衍躱懶度日)；堆填區若不擴建，垃圾將無處藏身(但

應設法解決對該區的傷害)；全民普選(假民主式)，外國勢力勢必入侵，與中央對抗，破壞社

會，香港被利用作橋頭堡，入侵中國。最後結果是中央在自願或不自願的情況下，只有鐵腕統

治，香港及中國走回頭路，在中港矛盾及國外幸災樂禍下，沒有人會同情香港或施以援手，香

港人再度移民或急於找護照傍身。這也許是將形勢過於放大，但誰敢保證將來的發展？就是目

前的形勢已禍害無窮。

    要解決困局必須共同努力，各守本份，再進而扶助社會、國家、天下，亦即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克勤、克儉、忍辱、勇氣、實事求是。在佛教來說是呵五欲，呵自我，對抗煩

惱魔，自利利他，自拯拯他。

    政府應勇於承擔，認清形勢，困局的產生非單一因素，往往一環扣一環，要解決必須整體

、各方面一起下藥，才能見効。有些困局更牽涉外來因素，非特區政府能左右，這些皆應向民

眾詳細解釋，共同承擔，更可教育國民，讓國民瞭解身處的環境，例如全民退休保障，應列舉

數據，證明困難所在，並長遠規劃，許諾實施期限，或是分階段實施，讓民眾對未來有所憧憬。

    公民亦應遵守責任，環保，節儉，積極，努力，寬大，「愛國愛港」，一點點善行，一點

點貢獻也重視，不會妄自菲薄。

    在這動亂時刻，正是人發揮光輝的時刻，亦是一個大好機會，讓人體驗自我，實踐人生意

義，甚至是奉行菩薩道。

                                       修持

    修持是宗教的核心，如無修持，宗教只是紙上談兵，很多理論沒法實證，人生的改造，生

命的終極圓滿亦無法達到。即使理論如何高超，對解脫，對眾生也無關係。

    彌勒學修持法的特性契合娑婆世界，一般修持法皆高超完美，「不吃人間煙火」，與充滿

煩惱，志性不定，淫怒痴的本土眾生截然不同。唯彌勒法門較近「人性」：彌勒淨土在欲界天

，非高不可攀，亦是「有漏」的世界；五乘共土，品流複雜；不必一定有出離心，不必一定一

心不亂，可免去這些難度極高的要求；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彷似志性不定的本土眾生；具煩

惱身，悲心殷切，充滿悲願的大乘精神。彌勒意譯慈，從如來種性中生，能令一切世間不斷佛

種；與樂，帶給一切眾生喜樂。修習慈心三昧，形身安靜，放大光明。悲華經中，彌勒發願於

刀兵劫中，擁護眾生，並從久遠劫以來，發心不食肉，即無間斷。彌勒菩薩在因地的時候，每

天都代替眾生禮拜十方佛，每天都替眾生求懺悔，作為他的修持法門。這等慈悲，充滿無量心

，亦在憐憫末法眾生修學之艱難，開示這些易行道。

彌勒學的特性及發展  寂慧  (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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