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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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

   由民生闖的禍還須從民生去解決

 

    上世紀香港得悉要回歸時既喜且憂。喜是能夠回歸祖國懷抱，回歸中國文化；憂是知

道原統治國必會盡最後機會去掠奪，並加以破壞，弄垮香港。而原宗主國要收回香港並不

是什麼民族大義，只是利益問題。因此，任何人皆可預見即將到來的艱苦歲月。果然，香

港經歷了多次明暗的風暴，其間有可能會垮掉；幸而福大命大，安然度過，但身在其中的

平民百姓便吃盡苦楚，艱苦度日。

    多年來，雖有龐大盈餘，卻要緊縮開支，彷似窮漢子般，這是一大疑團。三任特首皆

有愛民之心，亦嘗試弄好民生，使市民安居樂業，什麼鴻圖大計，理想，只待正式上任後

大幹一番，在他們心目中，前任管治者，或其他官員只是辦事能力差，只要他們上任，必

定有作為，無奈事與願違，不了了之。為何改善民生如此困難？這是一大疑團。既有願、

有能力、有財能夠解決問題，為何會弄至如斯田地？唯一的解釋是來自背後話事人的決定

，但香港是高度自治區，財政獨立，無法拿來進貢？要知道，盈餘的安排大概也是背後話

事人的決定，以何種貨幣作儲備？放在那一間銀行？如何投資？儲備可暫借來應用，若干

年後，可以不還報銷，或是徵用等，或是低息借用。雖無擁有財富的名義，卻擁有財富之

實。地區的盈餘、儲備，當然可以是國家的盈餘、儲備，長時間過後，地區的盈餘，儲備

去向，當然歸國家的盈餘、儲備。如果收回香港的目的是如此，當然要緊縮開支，民生首

當其衝，這可以解釋何以教育、醫療、住屋等各方面的服務會如此大倒退。特區政府上要

承擔壓力，下要解決民生的困局，死局；除了敷衍度日，各為私囊籌謀，能拖多少日子，

取得多少利益作退休儲備外，更把工作責任推向社會，於是有外判制度，競投制度，務求

菩薩修行大涅槃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

心苦，則不能令一切眾生渡煩惱河，以是思惟，

雖有如是身心苦惱，默然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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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最大利潤，討好上層，緊縮開支，減少人手及人事上的管治，可以安逸度日，

等待全身退休。當然，算盤不會如此如意，當迫壓到盡頭時，爆破產生，各人受害

，包括下層百姓、中層政府、高層宗主，無一倖免。「物先腐而後蟲生」，國外勢

力有見及此，積極搞破壞，除從中取利外，更可遏抑中國的壯大。

    除此之外，香港更面臨內部的困境，如人口急劇老化，勞工不足，人民質素急

劇下降，辦事能力不斷轉差。財富，機會集中在極少數人身上，社會大眾為生活所

迫，不但沒法儲蓄，就是應付日常開支亦有困難。

    整個社會在各人為己的私利下度日，是典型的上下交征利。正急需一位不為私

利，不畏強權，不婆媽，肯承擔，有魄力的強人領導。

    這些由民生闖起的禍，該由民生的解決而解決，從下而上，還原社會秩序。

    歸根究底的解決方法，只有從佛教的理論，轉輪聖王的概念才是最佳辦法。佛

教除了解脫道、大乘道外，尚有人天法。人倫之道，往往被忽視，從佛法寶藏大海

中尋求解決方法，才是究竟之道。  

    夢飛揚  那羅

 

炎炎夏日

矇矓的景象

裊裊的思懷

覆蓋著澎湃的胸襟

紛飛的夢

紛飛的意識

    

你在那裏？

過往的情懷

你在那裏？

喜怒哀樂

你在那裏？

人間的生活

你在那裏？

無執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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