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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貪腐問題嚴重，眾人週知。不管國內國外皆視此問題為「常規」、「理所當然」，沒有

人想到要改善，沒有人有這個決心，希望。貪腐問題牽涉利益、權力、生死存亡，的確不容易解

決，古往今來，中國或海外華人社會，皆存在嚴重的貪腐問題，無法解決。但放眼世界，那一個

地方，那一個民族不存在這問題？尤其文化落後，貧窮地區，更為嚴重。可徴貪腐與經濟及教育

有密切關係，要搞好貪腐，必須在經濟及教育上下功夫。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發財立品

」是也。中國在經濟上已創造了奇蹟，教育亦普及化，已具備反貪腐的基礎，因此是時候進行改

革，去除積弊，再創反貪腐奇蹟，再使世界側目。

 

菩薩藏

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新年到了  優多羅

 

 

若有菩薩恭敬求法，則於其人佛不涅槃，法亦不滅

                                ―――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新年又到了，年復年的新年，本來無意義，亦是世間擾攘事。難道只有新年才需要快樂，

其他日子不需要快樂嗎？新年一窩蜂的購物，拜年，付賬，過年關，既勞累，亦難受，無奈世

間如此，何不轉逆境為道用：慷慨派紅包作布施，口出恭喜語作口善業、意善業。見親朋給予

忠告，希望他們能避惡向善，有機會亦可說法或宣揚佛教。這樣，可將新年變成一有意義的節

日，亦是隨緣的好例子。

    此外，新年可以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一年過去，不管好與壞，已成過去，無法回頭。唯一

有意義的事是檢視過去，檢視一年來的得失，檢視從前種種，計算前半生的功與過。回顧最初

的發心，成就了多少？可有退心？可有遺忘夢想？是時候重新整頓，整裝待發。

    繼而反省一年來可有錯失機會？可有生起惡念？可有堅持宗旨？去年定下的大計可有實現

？今年應否嚴格執行新計劃及完成未完的計劃？

    總結過去一年，重新定位，規劃未來，這些俱是老生常談，卻是重要而實際的，決定及專

注，是達到目標的必要條件。任何事業需認真對待。當然，學佛、修行等亦無例外。

 中國反貪腐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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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基礎概要(一)     寂慧

 

 
    香港佛教學校不算少，開辦也有數十年歷史，可是從中出來的人對佛學近乎一無所知；中

學會考，佛學也爭取到為其中一個科目，照理佛學應能既普及與深入，可是不但師資零落，且

無人問津；有些發大心的佛教團體，數十年來不斷舉辦初、中、高級佛學班，慘淡經營，不但

培養不到說法的接班人，就是從中學習出來的人也是一知半解；不要說應用，就是認識也成疑

問；有些有實力的佛教團體，在人才及經濟皆充裕下，加上本身的名望，招收了大批學佛人士

，以系統化、規模強盛運作，經年累月，學習人數數以萬計，可是大多連基本功皆不能達標，

而能說能解的人，只得寥寥一二人；而自修或是從其他途徑學習的人，雖學佛經年，可是對佛

學也是似懂非懂。嗚呼！何以佛教竟至斯田地？發大心的人不少，努力學習的人亦多，眾生煩

惱無盡，急於尋求解脫的人絡繹於途，何以佛教淪落至此？

    貪腐不但窒礙社會進步，很多政策不能推行，且受到國外鄙視，歷史恥笑，更可令社會倒退

，甚至產生政治危機，可大可小。任不公平、不平等、不公義存在，猶如讓毒瘤繼續惡化，最後

導致滅亡。仁王治國，轉輪聖王治世，孔子三年轉化管轄的小縣，這些皆使人嚮往、祈求。但等

待百年才得一遇的仁王治世，倒不如從法治、政策、制度上確立方向，再向理想進發。以仁義為

本。這樣才踏實、循序漸進。

    對抗貪腐應該不難，古今中外無數次的經驗、教訓皆可借鏡，最大的要素是決心，鍥而不捨

的精神。香港作為中國的先鋒，實驗室再可發揮他無可替代的角色，上世紀中業，香港如同其他

落後地區般，貪腐嚴重，亦曾經歷過「有『水』才放水」的火災切齒慘劇，曾幾何時，香港於短

時間內改變成清廉潔淨的形象，創造奇蹟，舉世知名，當年成立廉政公署，亦是困難重重，沒有

人看好，沒有人正視，皆視為又一次美麗的期待。既然香港經驗豐富，關係密切，亦是可信賴的

伙伴，何不寄以重任，大施拳腳，落實改革之路？

    反貪腐有數點值得注意之處：一、確立法治――領導人必需有決心，建立法治精神，讓每一

個人遵循，亦可制約每一個人，使納入正軌。因此，領導人必需以身作則，保持清廉形象，有必

要時更要大義滅親，不能讓貪腐有隙可乘。要緊是必需將權力轉移至法治、制度上，如能確立法

治，每一個領導人皆可諉諸法治，不需賣人情，減少感情上的糾纏及煩惱。應知很多領導人自身

清廉，亦希望改革，無奈被親情人情困礙，無法改善。二、提高官員薪金――薪金過低，衣食成

問題，是釀成貪腐的溫床――「貧窮是罪惡之源」。三、特赦――貪污是歷史問題，如果不給予

機會改過自新，人人自危，無法翻身改過，必定挺而走險。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警隊示威，

最後達成協議特赦，才使危機度過。四、設置廉政公署，打擊貪污，但直接向國家主席負責，減

少權力的制約。五、宣傳――加強對廉潔，正義的宣傳，建立公平的價值觀。六、搞好治安――

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下，沒有人挺而走險，少數不法份子的行為，亦會被大多數人嚮往安定的要求

而制約。七、佛教的因果――最後當然是最有效的佛法道理及因果，才是最究竟，最根本的解決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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