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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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獸香港  提舍

 

    香港近年流行一個名詞：「怪獸家長」，其定義為過份保護，溺愛孩子，達到無理的地步

。弄至孩子被寵壞，自理、抗逆能力低，情緒智商差，成不懂自立的「港孩」，家長還經常向

老師抱怨、抗議、刁難，使老師沒有受到尊重，影響教育質素。如此怪現象只是冰山一角，反

映了整個香港生病了。千奇百怪的現象早已浮現，可以預見，更多的「怪獸」現象將會陸續出

現。推而廣之，「怪獸」這名詞代表了古怪、不合理、荒謬、偏激等可笑現象，可是笑中有淚

，「怪獸」亦代表破壞、自戕、害他等深遠禍害，不能不正視。

    香港市民普遍被動、沈默、逆來順受、不爭取、不要求，縱容政府行政失當、無人問責，

罔顧民生。香港市民本來是家長身份，指導政府辦事，成長，可是滿是怪獸味道，諸多遷就、

照顧、縱容，當然弄至自害害人。

    怪獸現象多不勝數，例如香港有大量盈餘，卻很多人貧無立錐；有些人終日辛勤工作，竟

入息微薄，而另一些人躲懶度日，卻入息豐厚，受人捧拍；有些人胸懷大志，卻苦無獻力之處

，而另一些人手執大權，卻不辦事，甚至阻止他人賣力；有善士發慈悲心，慷慨送飯與老弱人

士，可是卻要他們排隊等候，長時間才能領取區區一個飯盒。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很現代化，可是某些落後現象叫人咋舌；怪獸現象轉趨嚴重，充

斥社會。

    與上世紀貧窮年代比較，香港沒有多少進步，甚至更差，上世紀雖然貧窮，卻充滿機會，

希望，及可改革建立的空間，反觀現代，很多建設營運已完成，或是被極少數集團壟斷，一般

人沒有機會發揮，權力集中在長者身上，不肯釋放，年青人苦無機會向上。政府卸責，將工作

    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

慚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

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

無慚愧者，不名為人，名為畜牲。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梵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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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出去，包括重要的民生事項，商人為了生存、利潤，亦絞盡腦汁，巧取豪奪去營運，這

是典型的上下交征利，大眾在被搾迫下，苦不堪言，沒有可能品格清高，沒有可能不被感染

。祖國對香港亦是唯利是圖，看不起這彈丸之地，當然看不起裏面的人，認為只是運氣好，

因時際會的機遇。對祖國來說，香港的貢獻是龐大的經濟利益；通向國際之門，及祖國新構

思的實驗室。彈丸之地的香港，沒有資源，沒有可靠的後台，卻要背負祖國，背負即將老去

的廣大市民，更要應付外來的破壞者，除了仁王治世，轉輪聖王再生外，恐怕難有好日子。

    那麼，香港應如何反省呢？香港問題複雜，千瘡百孔，內憂外患，要解決絕不容易。祖

國肯定要從中得益，可能需索不少，必需談判爭取，或短期放寬，以便喘息。高官辦事無能

，應安排調配，或委以適合的位置給他們，選賢任能。公務員因循苟且，不肯負責，應定期

開課程，灌輸服務概念，菩薩思想，鼓勵他們掌握能服務大眾的機會；重新制定薪酬機制，

讓不願拼搏的人保持閒狀，當然薪酬亦是閒狀，拼搏負責的人，有拼搏的薪酬。灌輸正確的

社會理念、價值觀，道義精神，感恩精神，因果概念，多勞多得，政府應站公正立場對待每

位市民，不要偏幫某方。扶助弱勢社羣，多製造機會讓年青人向上流。深知香港本身沒有資

源，自我的局限，借助他人的力量，群體的力量，包括國外及內地的人力，財力，開放社會

，讓各盡其才，各盡所能。

    從表面看，香港困境千頭萬緒，不知從何開解，但只要解決基本民生，尤其住屋問題，

再加上心靈的輔助，其他千頭萬緒的困難必自動迎刃而解，外在敵人沒機可乘。仁王治世，

轉輪聖王的理念是治世的經典，政界應從佛教中取經，別像香港般婆媽治世。

  

   老師父輕撫坐著大石上的坐墊，感傷道：「這個位子舒適無比，而這裏空氣清新，真教

人放不下。可是，十年二十年後，我能否仍坐這裏呢？你們仍與我對坐嗎？也許你們各奔

前程，也許你們被外界吸引，不再回來。」

    對坐的五位小孩在小石上坐，其中一位男孩道：「我們不會離去的。我曾偷偷坐你的

大石，果然舒適無比，比我們的小石光滑透涼。這裏寧靜無爭，沒有人管，我們可自由自

在地在這裏玩。將來你不在時，我們或會為坐你的大石而爭吵呢！

    可是，佛陀不是教導我們不要貪執任何事物嗎？我們是否違反佛陀的教誨？」

   「對！我們不應該貪執任何東西，包括人、物、順境、乃至大石，佛寺等。但是，如此

美好環境，地方，大石，叫人如何能不執著呢？每天面對如此美好環境，我愈來愈放不下

，什麼地方也不想去，只耽在這裏，已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可是，違反佛陀的教誨，只會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有情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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