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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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問題  提舍

 

 

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

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

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痴，說除難法度八難者，

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

是為十。                                                           ――維摩經

                                 

                                   

    老年問題正困擾著香港，人口老化愈來愈嚴重。二Ｏ三Ｏ年，老年人口比例將達230萬，

佔人口比例的28％嚴重地步。隨著醫療進步，人的平均壽命愈長，可是帶給社會的負擔卻沉重

。老年是否一個包袱，是否真的不堪，一無可取？老年是否乾坐那裏，等待救濟，日暮西山，

虛耗資源，妨礙子孫，遭人棄唾？

    這情況不只是香港如此，中國大陸亦面臨同樣困擾，甚至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也有此現象

，可見將來必成世界性，普遍性的困難。已有一部份國家如日本，早被這問題窒礙，長期不能

翻身。但願老年問題不至成災難性問題，如科幻電影中的人吃人、強迫老人早日離世等可怖情

景。

    如此嚴重的結構性問題，非一時三刻可解決，但帶出問題後，不斷的討論，思考，總會找

出解決之道。因此，儘早計劃，部署，才有望解決，別拖延至如其他問題般，迫在眉睫時才行

動，到時恐難回天，這是當政者必須注意之事。老年問題牽涉多方面如醫療、工作、照料、住

宿、食物等，因此，需早日部署、計劃、安排，才能適當配合，發揮作用，只要某方面做得不

好，將影響其他範疇，無法發揮功能。

    老年問題主要是生產力低、病痛開支大、需要特別照顧、死亡的龐大支出等。如果沒有這

些問題，老年人可能不會不受歡迎。

    由政府主辦的全民醫療及全民退休保障將能解決大部份老年問題。當然其中牽涉複雜的運

作，如福利主義養懶人，通賬等技術性亦不容忽視，但以人類的智慧，制度的完善當不難克服

。如果老病可以解決，人民將沒有深層的擔憂，亦不需以有限的資源、智慧去籌劃不可測的未

來，使身心安泰，自然健康愉悅，減少病痛，不但減輕社會負擔，亦可為社會帶來積極的情緒

。政府亦應該在教育及宣傳上要求人民關顧自己的未來，為老年早日打算、部署，做好為老年

的安排，提供全面的指引，讓人民有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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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個人方面，亦應該有所行動，有所配合去應對。要注意社會的嚴重問題，不能

單靠政府或是人民單方面去解決，必須共同努力才能湊効。躲懶、倚靠及推卸只會破壞解決

之道，讓困難惡化。

    老年是否毫無建樹、行動緩慢、低能、討厭？環顧香港的富豪很多在高齡階段，但他們

外觀整齊、積極、口齒靈活、腦筋反應快捷、在社會上擔當舉足輕重的工作、到處受人奉承

，歡迎，利用，可見老年不一定比年青遜色。「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很多後輩都樂意照

顧家中老人家，承事呵護，很多事務亦以老人家的意見為準，可見老人家沒有作很多事，已

能令家庭產生積極作用。就是默默坐在那裏，後輩便能有信心去推展工作，因為知道有老人

家在背後支持，隨時伸出援手，亦能提出睿智的意見。可是老人家不應消極地讓後輩服侍，

如殘疾般大小事務讓人代勞，應積極，活潑地處理各項事務，帶出示範作用，亦可使自己有

所運動。

    老年人除了缺點外，理應有其優點，在優點上發揮，定能大有作為，無愧於天地。一、

工作――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意義，每一個人必需工作。老年人亦不例外，應努力工作，為

社會作出貢獻，工作可減少胡思亂想，心靈康復，自我肯定，自我提升，帶來希望，積極等

作用，對個人有無限裨益。但老年人的工作不一定要在體力上，或長時間上操作，應在績效

上，整體上對應目標，很多老年人仍有工作能力，只是被固有觀念所囿，放棄運作，實在可

惜。老年還可構建一個美好人生，可以積資，可以為來生準備，可以為子孫，為後人舖排未

來。這些都是有意義的工作，也可以忙得不亦樂乎。二、社會地位――老年人在一生的奮鬥

上，加上本身的身份，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不論意見，行動皆容易被接納及容易得到輔助

。三、經驗――不用說，老年人的經驗，關係是無價之寶，只是如何避免僵化，固執才最重

要。四、夢想――年輕人的夢想太天馬行空，不踏實，或與大眾無關，亦缺乏執行力，但老

年人的夢想肯定會實際，可行，有意義，能付諸行動。五、經濟――老年人有一定的經濟基

礎，可以自我照顧、照顧他人及推展事業。六、珍惜――老年人懂得惜福，珍惜親情，珍惜

人際關係，不浪費，契合環保概念，於天地間，耗費少，生產大，是維繫資源及人情的理想

人選。七、修持――宗教上的修持，學習，對年青人來說：礙於生活，經驗，生理，比較困

難。但老年人有定力，人生體驗、閒暇、理解，對修持有一定的優勢。亦容易得到驚天動地

的成就。

    「天生我才必有用」，人於天地間，不論何時、何地、何身份，必有他能發揮的地方，

只要發掘出機會，自我才能適當配合，定能有大作為，包括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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