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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法中求福，做功德，通常有兩種目

的，一是為自己，一是為弘揚佛法。大多數

人以自己為主，這無可厚非，當體諒眾生苦

，實在吃不消，才急於求福，以減輕苦楚，

請別高調說不為求福，成佛需福慧兩足尊，

求福是必需的，只要不執著便可，福德不夠

，智慧難開，佛法難聞，經義不解。專在字

義上理解，不從為眾生的菩提心上下功夫，

只會是教條式的不實在理論。求福除減輕苦

楚外，更是學佛初階，慢慢會轉進，不應深責。

    求福最佳的功德莫如法供養，從佛法道

理上供養他人，是離苦得樂的最佳途徑，亦

是最釜底抽薪的方法，最根本之道。法供養

的功德，經典上多有提及。法為尊，法華經

開顯為十法行：即書寫、供養、施他、諦聽

、披讀、受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

因此，印經結緣成為熱門的功德，沒有一個

佛徒不曾捐資印經，大家皆掌握到功德途徑

。結緣書充斥各道場，素菜館等，要接觸佛

教，認識佛教一點不難，若能好好管理，有

系統地傳播，將產生很大的效果。沒料到如

此簡單的事情，竟弄至流弊百出，神憎鬼厭

，本來是功德，可能變成惡業。首先是對某

些小部份經典大量印製，各人認為某些經典

功德特別大，因此一窩蜂印製，導致泛濫，

到處堆塞；有些經書被捐資者青睞，大量印

製，可是書本艱深，非一般人看得懂，最後

做成堆塞；更有一些人偶有心得，將書本或

經典斷章取義，以單張形式印製結緣，不但

外觀不佳，流通的地方難以放置，亦乏人取

閱。拿往素食館的義工為求功德，不管他人

地方是否足夠，不管該區的人能否接受他們

拿去的經書，甚至沒有徵求同意下，大量塞

往架上，或放到地上，將自己的經書遮蓋別

人拿去的，弄至雜亂不堪，店員不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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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於奔命，最後忍耐不住，只有拒收，或是

索性不設置地方安放。

    法的傳播很重要，需要全盤規劃，才不

會到處堆塞，做成對法的不尊重。不應將佛

法「賤賣」，不應將珍貴的佛法硬推他人。

    以下的數點程式必需關注，不要產生流

弊。一、資金：籌集資金應開放管道，讓任

何人皆可積功德，與佛法結緣，但不可勉強

他人或要求很多款項，應隨喜，更要藉機解

釋印製該書本的內容，好處，讓參與的人清

楚自己所做的好事。二、書的內容：當然需

要正信，更要考慮是否適合當代潮流，大眾

所需，文字或道理是否過於艱深等。三、製

作：在富裕的社會不應製作粗糙的書本，缺

乏吸引力或包裝不好亦有礙傳播。四、渠道

：書本拿到那裏派發亦很重要，最好是全港

各區皆有派發點，甚至推展到大陸及國外去

，這應好好構思，作長期的部署。五、對象

：書本內容的對象該是那類人，應好好預估

及往那方向下功夫。六、市場：預估市場有

多大，能吸納多少才製作合適的數量，切忌

過多或過少。更要分類初、高級，切合不同

根機、程度的人，讓不同的人能循序漸進。

    有些書本特別喜愛，不釋手，可是當程

度提昇後對該類書再沒有興趣，隨便丟放或

是不管有沒有人接受而亂放。就如對待寵物

般，喜歡時百般呵護，不喜歡時抛棄到街外

，讓牠自生自滅。這不單殘忍，更忘恩忘本

，那畢竟是曾經的法乳深恩，沒有當初的階

梯，亦沒今天的進步，何況對法的尊重很重

要，如果對法不尊重，始亂終棄，不管大法

、深法、淺法，皆會對將來的修學做成障礙

，當修學屢有困難時，應反躬自問，是否曾

對法不尊敬？是否過於自私？是否過於我執

？請千萬小心，別讓做功德變成做惡業。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