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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怨、生活壓力、租金、物價這些問題積壓已久，雖政府有心改善，可是問題卻變本

加厲，未來更看不到出路。這才是致命之處，一經觸發，難以收拾，什麽普選，皆是榥子。」

父親仍望著大海若有所思道：「可以狂想一下，如果訴求被允許，是什麼境象？你看現在立

法會，天天罵戰，只是破壞，從來沒有論及建設。你看選舉時的眾多假票，買票，利誘低下

階層投票，這些手段的人能管治好香港嗎？如果民主派當特首，社會環境會改善嗎？他們有

管治能力嗎？他們的私利、陰謀，比當今政府低嗎？叫囂手不一定是能幹辦事者！恐怕到時

社會大亂，踏上不歸路，比現今環境更不堪。幕後人只有一個目標：挑起動亂，社會矛盾，

貧富懸殊，利益衝突，從而在國際上牽制，自我獨大。雖然我不滿意政府，但心繫香港，不

想它墮落。此情此境，我也不知如何去向，不知作何立場，空有一身本領，苦無目標。還是

佛教看得透，不太鼓勵參政。」

    「這些陰謀我皆領教過，但我仍雄心萬丈，希望能參政，當然我不會加入他們，我要另

起爐灶，縱橫馳騁，名垂千古，比父親你更出色。」兒子轉過臉，望著父親道。

    「我不贊成你參政，不管你如何做皆會樹敵，總有一些團體不滿意。對我來說，這是危

險的事情，有違經商原則。你何不繼續經商？更好發揮自己，另創新天地。從佛教的立場，

這是最好的去向。」父親轉過頭，堅決地望著兒子道。

  

 佛法基礎概要（六）  寂慧

           宗派

 

    宗派的形成，在一門深入。佛法浩如煙海，如果不側重一門，以短暫的一生時間，恐怕

一事無成，掌握不到佛法的利益。不論在教理或修持，皆需集中一項，專心專志。宗派的形

成，必有其時代意義、歷史意義。時代意義指一種法門適合當時的環境，大眾的需求，契合

當地人的品味民風、習慣等。例如密宗適合西藏人，禪宗適合中國人。宗派會不斷發展、演

變，最後亦會式微、衰亡，就像人的一生，隨著時間過去，固有的宗派會失去時代意義，民

風會轉變，社會需求亦改變；在無常的規律下，宗派只有退出舞台。因此，對過時的宗派，

我們無需執取不捨，但它的精神，形成，優點所在，歷史性都是值得參考的；它的功效，亦

需參究。雖然某些宗派會淡出，但不用擔心，因為新的宗派會生起，繼續救贖眾生，只有對

從前各宗派瞭解，才能扶助新宗派的形成，雕琢得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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