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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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退休保障  提舍

 

    社會正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一如其他事項，只要有財富，利益，必然產生對立，抗爭

，各人皆為私利爭取。人民方面，為了晚年舒適安逸，當然要求不用工作的基本生活費用，繼

而要求醫療等，無盡需索。過份嗎？他們說一生勞碌，為當地盡了最大的努力，出賣了寶貴的

青春，將精力充沛的身心貢獻社會，晚年只求生活安穩作為回報，難道不合理嗎？

    政府方面，必反駁說：你們問心吧，真的為了社會付出一生？還是躲懶度日，巧取豪奪，

錢財用光時，迫於無奈，出來工作，萬般不願意，拖拉度過，貯夠錢便吃喝玩樂。晚年時發覺

財富所剩不多，氣力大減，仍抱著安逸心態，要求政府撫養，還不斷需索，公平嗎？政府一向

的原則是用者自負。你們有困難是個別的事，不能將責任推向他人，不公平只會導致社會矛盾

，動盪。政府必需預留大量儲備，作不時之需，量入為出，妥善理財，做一個勤儉的榜樣。

    政府及人民的論據可以無休止地擴大，無休止地提出。說沒有道理卻論據充足，說有道理

卻似是而非。一如其他事項，牽涉利益便沒完沒了，最後只有強權與謀術去壓倒對方。

    在這些爭辯中，各人預設了一個概念：就是等死，老人已一無是處，毫無建樹，一個沈重

的包袱，爭抝的是由誰來負擔這包袱。奇怪的是，等死的老人可以有無窮精力去爭取；年青人

竟有暇餘去對抗。錯用概念，社會對抗及內耗的損失不菲。如果將這些精力用作老人建設上多

好。因此，老人不一定等死，老人仍有很大作為。如何善用老人的智慧，能力；如何安置真正

有困難的老人，照顧好他們？才是真正的著眼點。老人雖然身體走下坡，但仍有很大作為，甚

至比年青人不遑多讓，應該寄以重任；有些老年人已感疲累，但仍可繼續工作，只要份量減半

，便可享受一半工作，一半閒逸的樂趣；如果沒有能力工作的老人，當然要善加照顧。別以為

要老人工作不人道，工作的樂趣、重要、利益，無窮無盡，能夠工作，有機會工作，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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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份。對老人有很大的助益。工作最重要是賦予人生價值，其次是作出貢獻，亦可避免放逸

閒蕩，浪費光陰，增加收入，使生活舒適，充滿自信，不會胡思亂想，不會到處說是非。尚

能為將來作資糧，即時的利益可使身體健康，頭腦靈活。因此，任何時刻皆應工作。一般人

不願意工作的原因是沒有適合自己興趣的工作，工作過多；工作壓力大等，如果能避開這些

缺點，工作利益無窮無盡。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因果亦如是，不用付出而得到的報酬只是自己從前積下的福報，貪

便宜擷取利益只是消福而已。最後，百丈禪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啟示，最值得去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當我踏進這個世界，便是母難日，連同父親也吃苦，兄弟姊妹亦受影響，減少受照顧

。繼而整個大地在我的踐踏下，受到蹂躪，為了我的生存，為了我的成長，驚動整個世界

。每一天的生活，役使無數人的勞動，每一刻的呼吸，耗去了無數資源。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我們的生存，來自無數有情的恩賜；我們的安樂，來自無數有情的受苦。我們的依住

，重壓在有情上，使他人氣喘；我們的吃，是其他有情的肉與血，我們穿的是其他有情剝

下的皮。我們的歡樂，建築在其他有情的痛苦上；我們的病苦，需要屠殺眾多有情去滋補

；我們的貪婪，霸佔了其他有情的資具；我們的憤懣，有賴其他受傷害的有情安撫。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我們的存在，使其他有情感到不安，不知什麼時候鬧情緒，令無數人戰戰兢兢，惶惶

不可終日；就是依附我們的有情，亦擔心我們狠下心腸，無以為繼；愛護我們的有情，坐

立不安，不知何時我們會自我摧殘，或是自甘墮落，令他們耿耿於懷，坐立不安。

    但願我不曾存在，其他有情便毋須受苦。

    我願鞠躬盡瘁，為一切有情營役，彌補誤闖世界，對一切有情的傷害；我願無盡布施

，回報一切有情的恩賜，讓他們得善果；我願廣行佛道，讓一切有情趨入性海，同圓種

智。

 

但願我不曾存在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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