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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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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行勝  寂慧

      

  

    佛經中曾提及人類有三大特性有別於其

他眾生，其中一點是「梵行勝」，梵行即清

淨，勝即特勝。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人類有

別於動物即有其超特的優勝，才可生而為人

，否則禽獸不如，自然墮落三惡道。相反從

梵行的提昇，至極圓滿，便成佛。

    梵行是一種義，一種擇善固執、無我的

正義，不計較得失，不放縱自我，一種純為

他人的義舉。人皆有惻隱心，看到小孩掉下

井，會奮不顧身將他扯回來，這是一種梵行

。看到弱者不會欺負，甚至伸出援手，這是

一種梵行。看到動物無助，不會為了自己的

口腹，舌根而殘殺，奉行素食，那更是高尚

的梵行。甘地為了爭取獨立自由，卻不肯傷

害同胞及敵人，寧願絶食，以和平的方式解

決問題，甚至面臨生命危險，仍不肯放棄不

願傷害他人的宗旨，堅持理想，那是極強的

意志及自我克制，當然是一種梵行。遇到美

貌異性卻追求不到時，會將愛昇華，祈求對

方幸福，不會強行結合，那是一種梵行。梵

行不單是高遠的目標，現實上亦有其需要，

社會秩序亦有賴維繫。小孩癢時會拼命抓癢

，弄傷皮膚；動物餓了便不顧一切，傷害其

他生命去裹腹，甚至吃掉親人。他們缺乏理

智、缺乏克制、缺乏是非概念，只順應生物

反應的行為，是低層次的表現。只有通過自

我控制、安忍的梵行，才能透出人性光輝，

才能達於大同的社會。

    生命的進化是漫長的，地球上物種長期

處於互相噉噬的蠻荒世界，最後從守持梵行

中進化為文明人，在文化與科技的高水平下

，人類享受著莫大的幸福，在和諧，羣體，

互相關懷，互相協助下，統領整個世界，進

而擴展至其他星體，也許將來主宰整個宇宙

，這都是梵行勝的因果法則。因此，我執、

我見、我有的煩惱與梵行背道而馳，必須折

服。人類才會繼續進化，乃至成佛。佛陀戒

律的精神亦是從梵行勝中發揮，僧團在梵行

勝宗旨下，互相制約，互相鼓勵，互相修學

，邁向大同世界。

    梵行勝基於守持五戒，五戒是六道眾生

中唯人道才有機會受，其他眾生皆無機會受

持此殊勝功德。「受五戒，唯欲界、人趣有

，除北俱盧洲，後除五逆；賊住………」。

可見五戒是如何殊勝，梵行如何珍貴。

    人道眾生有其不共的優點，將優點發揮

至極致，甚至可以成佛，我們應珍惜此人身

寶，努力向上，才不枉此生。人尚有其他殊

勝特質，但主要是三特勝，除了梵行勝外，

你可知道其餘兩種特勝嗎？

 

 

    有說佛學博大精深，一般人只能望門輕嘆；有說佛學名相多，且沉悶難懂，自不能吸引人

；有說善知識難遇，無處依止。但那一門學科不需要鑽營？那個人能有幸得明師指導？何以其

他學科的速成班能於短時間內讓人掌握到？何以佛陀當年說法，三言兩語已可使人終生受用，

乃至了生脫死？

    因此，萬眾期待的是能於極短時間內得到概括的瞭解，最大的效果。有了概括的瞭解，自

能向上進修，即使沒有明師指導，也能勉強朝著方向邁進。從來概論書或系列的進程書不被重

視，使修學者飄泊無依，佛法慘被曲解。

    還望有心之士在這方面多下功夫，使佛法普及，落實到眾生中，是所至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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