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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廢物堆填區佔據數個山頭，覆蓋以長長的白布，在翠綠的山巒中，顯得突兀恐怖。可

是這恐怖景象正快速增長擴大。如是發展下去，香港珍貴的土地將被蠶食，恐怖的廢物堆填區景

象不知道會爆發什麽？影響多大？沒想到廢物的處理竟成為現代都市一大毒瘤。這看似無關重要

的問題，沒有人願意投放資源去解決，沒有人願意正視問題，當然這些「厭惡性」的問題，沒有

人願意接觸、處理，沾手。可是，這不是大事的「大事」卻可致命，不能不理。正如人的身體，

只懂吃進美味食物，百般籌謀吃得舒適美味，終日吃喝，卻不去排泄，只進不出，後果不堪設想。

    世間萬物皆在循環系統內，輪迴循環，包括每一個生命，其中起起跌跌，墮落昇進，進化緩

慢，運氣不好，更會墮落深淵，難有出期。循環系統出現問題，影響出路，走向絶路。大自然中

，沒有廢物，每一件事物皆可循環再做，皆有其貢獻及意義。污水被蒸發後昇到空中，遇冷化成

雨降到地上，變成清潔的食水供飲用；排泄物可供作肥田料來種植，使蔬菜茁壯生長，供人食用

。可證大自然中每樣事物皆有作用，循環系統需健全，才能平衡生態。因此，任何人在惡劣環境

中，或是低能狀況下皆不應放棄，必須自省在大環境下如何發揮作用，如何燃燒自己，作出貢獻

。表面看似廢物的東西亦可作出偉大的貢獻。

    循環系統週而復始，生生不息，輪迴持續。大自然悉心安排下，萬物公平、均衡，有其自我

調節機制。但人的過度貪婪、揮霍，對物質的無限追求、浪費，豐盛的大自然也吃不消，循環系

統一時也應付不來。就像貪吃的人，狂吞美味食物，排泄來不及應付，當然百病叢生，營養過多

亦使人痴胖，平衡的中道何其重要。

    在商業社會中，事事講求效率，成本，唯利是圖。功利的目標，帶給人們方便，舒適。可是

，人們卻變得愈來愈依賴，愈來愈不滿足。目標錯誤，概念錯誤，人生的誤差也變得大。每一種

發明、服務，每件事物皆看成本、看是否符合經濟原則。於是專業人士不會與你閒聊，不願多說

一句話，當然不會為你說安慰話、幽默語等，因為他們腦裏的概念是一天中的工作時間，能為他

們帶來每分鐘多少利潤。有些數字相當驚人，例如每分鐘能賺取數百美元。於是萬般計算，吃飯

會吃掉多少千元，需趕快吃完；喝一杯咖啡閒聊，可能喝掉數千元，還是不喝為妙；上洗手間次

數應減少，因每上一次，會損失數百元；洗澡可能洗掉千元；早上洗臉潄口亦損失數千元。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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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 八大人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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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每天的總損失，可後悔莫及，心裏不安。而每一種發明、服務，只計算利潤，從不會想到

是否對環境有害，對大眾不利，或禍延後代，當然不會想到善後，不會想到其後所付出的沉重

代價，如電子廢料、核電廠等。可是責任也不全在製造者，大眾的浪費、奢侈、無盡需求，促

使製造者挺而走險，謀取短暫利益。

    香港人口密集，富庶，國際知名，卻如其他先進地方，充滿人性缺點：奢侈，不計後果，

自私，浪費，功利，眼高手低。當然沒有人去關心廢物問題，政府亦得過且過，儘是將問題拖

至最後，讓繼任人去承擔，辦事敷衍塞責。問題變得愈來愈嚴重、複雜，最後弄至迫在眉睫才

處理。可是已欲救無門，或是需付出沉重的代價。廢物問題一如其他社會問題，牽涉多方面，

複雜，障礙重重。可是政府仍以其他問題的單一解決方法，當然舉步維艱，困難百出。例如政

府欲在廢物源頭分類，要求市民合作，可是三色廢物分類箱卻嚴重不足，安放的地點隱蔽，市

民要將廢物分類投放卻苦找不到，或是廢物回收箱滿溢，無人處理，最後憤而投進垃圾箱去。

這只是小部份有心人的奮力，大部份人皆沒有發心，隨便丟棄，無煩無憤。回顧上世紀香港推

行清潔運動，每條街道當眼處俱有垃圾桶方便市民，保持清潔覺醒，待養成習慣後，垃圾桶便

可適量減少。但可以理解，無生產性的廢物問題，沒有人願意投放資源去處理，不願花費去大

量製造回收箱，不願聘請大量人手去做這些厭惡性工作。廢物過多，分類後找出路也成問題，

更有運輸問題，衞生問題，設備問題，土地問題等。家居廢物已相當嚴重，但是建築廢物亦不

遑多讓，樓宇重建、維修，市民對發展商提供的裝修不滿意，大量拆卸、高地價政策使商業店

舖及辦公室在短期租約下，不斷轉換租客，重新裝修，大量製造裝修廢物；展覽場地數天的活

動，亦製造大量建築廢物；為了更美觀而抛棄很多嶄新或完好的傢俬、裝修等，到處皆見；在

高昂租金下，無法貯存的物件，被迫作廢物抛棄多不勝數。這些由其他原因衍生的問題，已非

政府能控制，但環保由政府推行絶對適合、有效及責無旁貸。無奈政府不但袖手，還對有心人

發心的環保工業不鼓勵、幫忙外，更諸多限制，叫人痛心。自己不願做，卻不資助環保工業，

到頭來最後要自己承擔，付出比資助他人更巨大。

    廢物處理已到刻不容緩的階段，以下數點有助解決困難：1.廢物、環保必須由政府帶頭，

才易湊效。因此，民間及專家應推動及監督政府去推行。2.除短暫措施外，更要謀求長遠性的

出路，才是根本之道，循環系統必需建立。3.決心，不論政府、團體及個人皆應有決心，有使

命感為自己，為將來，為下一代推行環保。4.要作長久的宣傳，不能一曝十寒，不斷喚醒，提

點、鼓勵，使養成習慣。5.各方面，各行業的付出，配合，才能眾志成城。6.將來的世界屬於

現今的兒童，因此，要從小教育，讓他們認識及有概念去面對自己的世界。7.環保是一個恒久

的習慣，當習慣養成後，自會變得輕鬆、自在，有如佛教的守持戒律，防止犯過而避免受苦報

。8.多作奬賞以鼓勵去替代懲罰性的措施，如設回收站去付費收取分類廢物。

    最後要一提的是佛教的義理、戒律、行持與環保、惜福的概念暗合。只要深入佛法、行持

佛法，或從中探取解決之道，必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如此豐富的寶藏不去發掘，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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