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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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居樂業  提舍

 

   「佔中」結束了，表面上，「佔中」生起的原因是追求民主，外國勢力的參與，對中央不

滿等。但實則是民生出現問題。民生沒有解決。不斷的「佔中」將發生，不同型式的「佔中」

隨之而來，相反，民生解決了，甚麽普選、民主等將不成氣候，沒有廣大市民的支持，什麼運

動皆不成。這次「佔中」是一個很好的警醒，香港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民眾的思惟、渴求

亦有很大的變化，複雜隱藏的環境顯露出來，執政者可藉此更瞭解香港，作出對症下藥的施政

，藉機將逆境扭轉。

    施政者，弘法者，乃至「佔中者」首要了解民眾是決定因素，能取得民眾的支持，才有機

會成功。那麼，民眾要的是什麼，便成了關鍵點。民眾的要求是安居樂業，能滿足這要求，什

麼建設皆有望達成，什麼破壞無法得逞。這從過往的歷史事件中輕易看到。可惜，每一個朝代

總有不能汲取教訓者，讓歷史悲劇重演。

    「安居樂業」說易不易，說難不難。易言之，管治國家，說易不易，說難不難。民眾必須

達到基本的要求――「安居樂業」，才能有望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否則鬥爭將沒有完。何謂

安居樂業？安居――就是讓民眾有安居之處，自己的家，不但可以躲在家裏，安享度日，更可

招呼親朋來吃喝，樂也融融，這是色身的滿足；樂業是有一份工作，可以賺取生活，優化生活

，乃至幫助他人脫離貧窮、困境，亦可證明自己在世上不是寄生蟲，有作為，有意義地過活，

這是精神上的滿足。當身體及精神有基本的滿足後，社會必然安定。民眾千百年來，每天追求

的都是這些，乃至所有生物，有情眾生，營營役役皆是追求這些。人的福報很大，智慧很高，

要達到這要求，一點不難，無奈被自我障礙，苦不堪言。

如來常不生      諸法亦復然

世間無實法      愚痴妄取相

無漏善法中      無如及如來

依彼善法力      現世如鏡像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



2

    每當天災發生後，重建家園，讓災民安居，可以很快辦妥。因此，理論上，如當所有民

眾都是災民，廣廈千萬間，不難達到。樂業，讓每一個民眾有一份工作便不容易了，給人一

份工作，需要有最低工資，讓他解決基本生活；但工資要不斷增加，讓他照顧家人，讓他照

顧自己的精神生活，還要應付病痛的支出，年老的照顧，可說是無了期，年年增長，長期堅

持才能達到樂業。如果要維持多人的樂業，更是沉重的負擔。因此，施政者必須發展經濟，

不斷創新，安排配對，讓每個人樂業。

    這是基本的安居樂業，但人是要不斷進步的，安居樂業需要優化。住所要擴大，內部設

施要加強，繼而幫助其他人安居，成為企業家，施政者，能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人。樂業

除了自己的工作外，更要使每一個人有一份工，進而有一份自己喜愛的工。優化至每一個人

有退休保障、醫療福利，廉潔，公正等。提昇精神生活，終極關懷宗教層面，理想的追求。

    審視香港環境，除了依靠前人的福報餘蔭外，各方面皆差強人意。安居方面極失敗，樂

業還勉強達到，可是通賬劇烈，勞動力不足，人口老化，潛藏著極大危機。歷年施政者被繁

雜的事務蒙蔽，沒有解決這基本關鍵，只是胡鬧度日。

    同樣，宗教弘法者亦應朝這兩個目標努力，解決信眾，乃至普羅大眾的問題，本身的宗

教才能壯大，弘法才有意義；如果只為自己，或是自己的道場營運，不但有違教義，亦對社

會，眾生無助，最終被淘汰。

  

    佛教是宗教，它的道理是用來應用的，主要在解決現世苦惱及來世永恒的安逸。不是

拿來作研究討論，作世智辯論。佛陀對很多哲理性，抽象，無意義的戲論或對方程度不夠

，不能明白答案的爭議拒絕作答，終止糾纏不清，對人生有礙的形上挑戰，實踐八正道的

對向解脫生活。從聞思法教到修證的距離很大，道理的應用，行持，克服自身的煩惱一點

也不容易，在不離二邊的應用上，實有深究的必要。

佛法基礎概要  寂慧

       應用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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