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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叫人心痛的是商場翻新，或是商舖支持不住倒閉，製造大量建築廢物，可憐這些廢物

很多都是嶄新及性能良好的，在衡量高昂的運輸費用及倉租下，被迫放棄扔掉，堆填區負荷

沉重。資料顯示，工商廢物竟是家居廢物的兩倍。可見人間樂土的代價多大。人類在追求完

美之餘，是否該反思其副作用可以是災難性。

    商場――人間樂土的建立是真的樂土？試看天水圍的規劃，社區現代化，街道整潔，鄰

近郊區，空氣清新，政府樓宇價格便宜，市民日常所需由兩大集團包攬，衣食住行皆整潔，

高質量，本來該是一模範城市，人間樂土，沒料到物價是全港最貴區域，交通費驚人，且需

耗時跨區工作，竟變成最「悲情的城市」，可見人間樂土因素眾多，且互相連繫，非單一或

是「功利」的構思可以成辦。

    商場解決衣、食、住、行，文娛，甚至心靈的要求，本來就是人間樂土的概念，無奈被

批評的竟不是弱肉強食，不環保，而是太單一化，每一個商場皆是那些有數的集團商戶，都

是那些商品。人們轉嚮往不衞生的大牌檔，招呼惡劣的小商舖。儘管才俊們絞盡腦汁，亦難

以締造人間樂土。

    人類一方面追求完美、高績效、高品質，努力向至善邁進。可是付出的代價卻驚人，同

時亦衍生很多其他問題；一方面不滿現狀，進行破壞，只顧目前。人類甚至不知道自己追求

什麼？要得到什麼？世上本來沒有人間樂土，佛法上，只有人間淨土。

    但在人間淨土未建好前，八大人覺經的提示至關重要：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

業。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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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子人物篇

    英雄式的個人化對一個組織或集團是不健全的。因此，佛陀極力避免個人主義，僧團內，

皆是有規律的制度化，各人需遵守規約，目的在去除我執，不妨礙他人。另一方面，僧團內的

個人亦可得到充份的發展。英雄式的個人主義不但打壓其他人的發展，且阻礙了組織內的人才

培養，當然繼承也會產生困難，對從外加入的人才、素質亦會有負面的影響，可以說害處多多

。從弟子事蹟，可反映出組織的運作，教主與教理是否得到貫徹。教團的發展，成效，及經受

的考驗。對於教主所提出理論的可行性能否證實。而弟子人物亦即三寶中的僧寶，從超人化的

教主下降至人間性、實踐性的大眾，是生生世世的同願同行者，因此，弟子人物的突破是我們

的鼓勵，他們所遇的困難、失敗、墮落，亦能讓我們看清修道上的險阻，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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