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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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汝之名  提舍

 

 淨月威光天子向文殊師利菩薩言：

「大士！諸菩薩摩訶薩修習何行？依何處修？」

 文殊師利菩薩言：

「天子！諸菩薩摩訶薩修大悲行，依於一切眾生處修。」

                                                   ――大乘伽耶山頂經

                                 

                                   

    「不用膠袋！謝謝支持環保。」

    購物時，常聽到這些對白，環保，何等偉大！但聽膩了，環保是實踐還是宣之於口？那些

感謝語是真心為環保，還是為了減輕支出？如真為環保，銷貨者尚有很多途徑實踐環保，且功

效更大，何需為購物者輕微的環保舉動而讚嘆，讚嘆他人環保，自己卻不實踐，那是什麽心態

？勸人行善，自己卻作惡，當然是為了私利。環境污染如此嚴重，可是沒人願意承擔，就是稍

加留意，稍去改善亦不願意。人們的心態是最好每個人環保過活，自己則方便度日；每個人勤

儉過活，自己則揮霍度日。其他人與自己無關，環保災難先禍害其他人，到自己時必幸運降臨

，安然度過，或是其他人忍受不了，找到方法解決，自己亦隨之度過。這些自私的想法與佛教

的緣起觀及因果觀違背，惡果是必然無法逃避的。可怕的是當權者仍以功利思想去處事，環保

不是生產性，而是消耗性的東西，是否值得投放大量資源去應付？環保公司，環保組織等經營

者應自負盈虧，沒道理政府資助，無法生存是經營不善，應該自我反省。身為領導者應作大事

，增加收入，累積盈餘，不應在小事上著眼。因此，垃圾分類等職責交由外判公司去做，將價

錢打壓到最低，省去很多支出，亦不必為聘請員工及行政而煩惱，但是，政府自己做不來的工

作，困難，難道外判公司在被剝削酬金後，就能解決嗎？如此功利、卸責的社會，外判公司如

何生存？唯有陽奉陰違，將分類好的垃圾一股腦兒當垃圾倒掉，推往堆填區，可憐市民辛苦將

垃圾分類，到處尋找回收箱的功夫完全白費。環保一直不被重視，上行下效，你推我卸。重要

的措施大家不去合力，卻在雞毛事上互相吹噓、誇大，可惡之處，莫此為甚。

    環保組織、環保團體紛紛成立，磨拳擦掌要為環保出一分力，可惜實際上沒有做出多少效

果。稍有規模，有組織的團體，背後竟有政治力量，以環保之名，攻擊政敵。

    除此以外，還有民主黨派、傳媒機構、社會企業、宗教組織、非牟利機構等，皆打著為民

請命，為正義的旗號，背地裏卻做盡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年代，沉默的大多數主導著社會，人

變得聰明，明作奸犯科或侵損他人已不湊效；必須通過掩飾，偉大的口號，偉大的言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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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人，才能取得利益。合法、正途謀取利益，如營商、創意等，必遭到抗拒、嫉妒、破壞

，經營艱苦。只有虛偽、欺騙等各種不法手段，才能輕易進行，這是一個陷阱，一個使人墮

落的陷阱。沉默的大多數要求愈來愈高，不斷的服務，不斷的改善，無止境地去滿足，倚賴

性愈來愈強，弱勢社羣慢慢冒起，結合不法的力量，作無盡的爭取，服務沉默的大多數愈來

愈困難；可是，利用沉默的大多數愈來愈容易，由於大多數沉默，不抗拒，容易欺壓，逆來

順受，只要以小利引誘定能使遵循，派點小禮物，可以要求他們上街遊行、抗議、將人數推

至高峰，弄些晚宴招待他們、飯局中進行洗腦，有助民意調查的結果。當然，選舉中的大多

數票在沉默的大多數中，如不好好利用，帶向自己的私利，豈不可惜！因此，社會上很多不

合理的事情，結果，可以得到答案。社會上，多數的弱勢社羣及小數的聰明份子在糾纏、折

磨，起起跌跌，表面風光，實苦不堪言，弄至如斯田地，只可以佛教的業力論解釋。

    聰明的大企業領導者亦看到這些情景，紛紛成立基金會，作慈善用途；或是資助文化、

教育事業，表面是發財立品，實是看清社會趨勢，必須假道義之名而牟利。

    各宗教本有很嚴格的規定，要信徒對自己的貪與瞋克制，不傷害他人。但是這標準只應

用在他人身上，卻放縱自己，以專橫的我執去征服他人，打著真理的旗幟，強迫世界去改變

。當然，這只會製造更多衝突、悲劇。縱使能征服他人，強人所難，但能維持多久呢？歷史

的教訓已有無數次，但能汲取教訓者卻絕無僅有，歷史悲劇不斷重複。

    上帝啊！多少人假汝之名去………

    佛陀啊！多少人假汝之名去………

    但願世上不再以慈善、正義、真理、上帝、佛陀，假汝之名………。

  

 為何？  優多羅

     佛教我們去執。為何學佛後更固執，堅持己見，認為自己的主意最好，自己的行為最好，

自己的信仰最佳，自己就是真理？

    佛教我們放下。為何學佛後偏放不下，放不下上師，放不下道場，放不下失掉義工的職位？

    佛教我們去私。為何學佛後更自私，好的東西留給自己，一本絕版的書，一件珍貴的法物

，一位好的導師，千方百計搜尋，珍藏，塵封不見天日。不好的推往他人，如殘破的東西，不

完美的事物？

    佛教我們廣結善緣。為何學佛後人際關係那麼差，討人厭，甚至一個朋友也沒有，遑論推

心置腹。為何其他人皆是低層次，盡數他人的缺點，卻數不出別人的優點？

    這些都是顛倒！

    為何學佛後更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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