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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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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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自己不好過，自食惡果。我年紀大了，不知那一天會離去，卻比前更執著，將來會

往那兒去？我完全沒有信心，且很擔憂。另一方面，對這坐位更喜愛。」 

   「沒想到金錢、名利、財富、眷屬、五欲，你可以完全放下，可是竟為了一塊無情

無性的大石放不下，這真是始料不及啊！」男孩搖首嘆息道。

   「別小看一塊大石，無情可以說法，無情可以成佛，你可有聽過嗎？無情確是無情

，但無情的外相、功用卻影響人對它的喜惡、執著，歸根究底，那是人的情執。

    無論如何，我是佛陀的一個壞學生。」老師父茫然望著遠方道。

  

小人與魔  寂慧

       

 

    催吉避凶，寃親債主，小人，魔，因果報應，這些概念充斥著佛徒的腦海。信佛

，學佛就是遠離惡知識，遠離災厄，降魔，保持清淨的念頭，保持道場安穩，一切都

是外在的。「我」是主體，任何逆境，不順皆來自外在，是寃親、小人、魔的擾惱。

對治的方法是戰勝外在的侵擾，或是遠離。當看到別人「打小人」時，顯而易見地看

到打者正是小人，可是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小人，沒有人承認自己是魔。

    是貴人？是魔？是吉？是凶？往往夾雜出現，禍福難以判斷。今天的恩人，可能

是明天的仇人；多年平穩的友人，可能害至慘淡收場；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

。自我是好人，貴人，還是別人的寃親，魔？實難說。就是全心要作別人的貴人，但

在極複雜的因果下，亦有可能害人不淺，或是好心作壞事，或是作惡也不自知。

    因此，不要無意作惡，不要成魔，不要害人也不自知。

    深研因果，深入佛法，行持法門是對治之道。

    當一個人行霉運時，很多逆境，障礙紛至沓來，禍不單行，甚至有人落井下石，

或趁機謀利，使逆境更惡劣。但不要抱怨，世界本是如此，在動物的世界，如果有受

傷者，必被其他動物覷準，攻擊吃掉，同伴為了自保，不會伸出援手，甚至將受傷夥

伴推給殺獵者。不要抱怨，在殘酷的大自然下，各種動物皆知有違情義，但結果是必

然的。人類偉大之處正是不會落井下石，甚至照顧弱者，菩薩更偉大，寧可犧牲自己

，亦要保護弱者，或是愚痴眾生。

    當人處在劣勢中，旁人只顧自己，不會體會劣勢中的人，當然不會伸出援手，甚

至看到有機可乘，落井下石去攫取利益，那是無知的行為，成魔也不自知。因此，當

我們打小人，降魔時，該反省自己是否魔一份子，作魔事多久？運用正念正知，菩提

心去降服自己，不要成為小人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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