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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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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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修法，簡易實際，只要奉行十善，持五戒、八齋戒或具足戒便可。《觀彌勒菩薩上生

兜率天經》中說六事法：稱名、皈依、懺悔、發願、觀想等，亦只是一般的修法，沒有嚴謹苛

刻的要求，只是一般佛弟子常奉行的功課。當然，要契合彌勒菩薩的大願，最好是修慈心三昧

，不吃眾生肉，往生彌勒淨土，見佛聞法，隨彌勒菩薩下生，龍華三會廣度眾生。彌勒修持法

如此殊勝，卻不被重視，發展亦不好。歷來提倡的人不多，以致被埋沒，實是佛教中的一大憾

事。

                                        總結

    彌勒學契合末法眾生，只惜因種種因素，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歪曲利用，實是教

界的一大憾事，亦是眾生的一大憾事，發揚彌勒學刻不容緩，也是佛弟子責無旁貸之事。綜觀

彌勒學在歷史中偏頗的發展，可看出信仰、學術及修持，沒有適當的融合，發展當然不健全。

在少數的人才中，能結合多方面才能開展新機運，如無著、世親、玄奘、太虛等。理想的法門

，亦應如其他法門，或是整個宗教般，要均衡、融和，教觀相美、福慧相修，才能健全，有序

地發展，推廣。

    老師父背負雙手，對著佛寺凝望出神，微風輕輕吹拂著長袍，和暖的陽光照射著銀白的髮

鬢。一位大女孩好奇地問：「老師父，你在想什麼？」

    「這所佛寺經過多年的擴建及重修，顯得特別輝煌，數十年悠忽過去，我們從一磚一瓦克

苦草率營造，到近代交給接班人，讓他們坐享其成，可是他們再不願吃苦，無復上一輩的毅力

。但他們卻愛整齊乾淨，亦不計較花費，將佛寺改得美侖美奐，說不出是功勞還是奢侈，也許

是我的食古不化吧，這千秋萬世的道場，豈可寒酸示人！回想昔日終日籌謀，奔波，彷如一場

夢，當日的辛勞、喜悅，無限懷念，對昔日的荒蕪，簡陋，寧靜，充滿親切感，但莊嚴的佛寺

，豈可讓少數人享用，也許如今熙來攘往，美侖美奐的氣氛，才符合弘法普世、共享的宗旨吧

。我是否太自私、頑固？我很迷茫、矛盾！」

    「功德做了就要放下，若不放下，功德也會成為煩惱，你不是這樣教導我們嗎？」大女孩

繼續安慰老師父道：「你已建造了多間佛寺，應多些為這些佛寺籌謀啊！」

    它們同樣從荒蕪到璀璨，從節儉的第一代傳到奢華的第二代，這些很快過去，之後就是第

三代，第四代……，各別的發展各有因緣，也許舒適安逸，讓後代坐享其成；也許專為死人服

務，終日勞碌法事；也許沽名釣譽，成為眾人熙來攘往的旅遊景點；如果幸運培育出弘法人才

，法傳下去，才真正繼承始創者的艱苦宗旨。千秋萬世的佛寺，就靜待這一刻稀有的光芒，像

時間瀑流中的一瞬，閃耀光和熱，才是真正的千秋萬世。個人的榮辱，開山的碑銘，彷彿要留

點什麽！可惜短暫的人生只落得營營役役，無法掙脫無常的困局。唯有多生多世的夙願，建寺

弘法安僧，才是個人的千秋萬世。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千秋萬世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