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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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不是必然的  提舍

 

   「如果我是對的話，到那裏都不怕」，「只要真理在我這面，我必堅持，理直氣壯，不驚

不懼。」

    是否有道理便可通天下，只要對的話，甚麼皆可成立？

    別說對錯沒有一定標準，不同的人事有不同的對錯立場，有亦對亦錯，或是沒有對錯標準

的事物。就是對錯宛然，亦可找到狡辯的角度，事態的發展，不會只由對錯方向決定。凡事皆

有例外，皆有多方面的去向，不會單從理據合理地進行。

    因此，有些案件證據充足，但在律師的狡辯下，亦可變成無罪；英國脫歐公投，竟有很多

人反悔；特朗普言論出位，性格剛烈，缺乏冷靜，卻能出位競選美國總統，如果當上美國總統

，整個世界必須承受很大風險，是禍是福，難以估量；香港立法會的搗亂、暴力，可以不斷重

演，叫人訝異的是有不少市民贊同這些行為，世界突然變得不理性、粗暴、可怕。社會仍是森

林法則，弱肉強食、不文明、欺凌，這些行為，不只是在體力上壓倒對方，還在智力上肆虐，

力量更大，殺傷力更可怕。

　　同樣，佛法如此殊勝，竟沒有太多人重視；佛陀的教誨如此有效，竟沒有太多人遵守，奉

行。同樣令人難以理解，可見凡事不是必然的。

　　事情不一定按理發展，凡事皆有例外，事物變得難測，難以控制，這道理很多人知道。不

努力，必然失敗，要成功，首要條件是全力以赴，這是簡單的因果法則。這道理亦有很多人知

道。因此，立法會選舉、區議員選舉，可以看到眾人的很大努力，日以繼夜。反之，佛教界仍

在得過且過下度日。讓眾生在困苦中，無有出期。

　　未來的立法會選舉，特首選舉將會很激烈，各人當揭盡所能，甚至不擇手段爭取。因這中

間牽涉很多利益，鬥爭。同樣，變數很多，很大，誰勝誰負，難測難量。各人皆明白沒有固定

的軌跡，實勝的把握，只有全力以赴。

貪瞋痴等一切煩惱是菩薩器杖，以煩惱門度眾生故。

生死是菩薩器杖，不斷菩薩行教化眾生故。

                          《華嚴經》卷五十七，離世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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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的善後  提舍

 

　　強者必勝，有智慧者必羸，這是常理。可是，社會到處見到不依常軌發生的事情。如有些

人利用本身的缺點去博他人同情，行騙，爭取利益；政府雖有強大權力，卻敵不過所謂民主，

人權等；不堪的政治人物會因為沒有對手而被選出；對環境做成最大傷害的是有智慧之人。

　　很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會發生，很多必然的結果會突變，很多常理會越軌。社會千變萬化

，似乎看不出原因。但最老套的老生常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業力因果，貪瞋痴等佛教

道理，才最能圓滿闡釋這變幻的世界。要從這些困境中突破，要在紛擾中安然，乃至求吉祥，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才是必然的。

　　佛法興盛，必然佛書充斥，佛書充斥，必然達於飽和，佔據著每一佛徒家裏的空間，導致

家人抗議、不和，自己亦困擾於雜亂的書堆間。該如何處理？

　　有很多看過的佛書，將來應該不會再看的話，可以送贈出來，展轉流通。一些資訊性質，

可能已過時；或是自己學養提升，某些佛書已不起學習作用；或是內容艱深，短期內無法理解

；或是一時衝動搜集的佛書，非意願要看或是無暇閱讀，皆可捐贈出來。如今科技發達，很多

資料、書本可以用互聯網或是其他途徑，輕易取得，圖書館亦是一處我們可以搜集書本的地方

，毋須貯藏大量書本。

　　可是，一定數量的書本，必須配備，方便查閱及保持閱讀興趣及習慣。首先我們應因應家

中環境及個人需要，製造書架，固定在家裏，然後按照閱讀需要將書本放在書架貯存，閱讀完

畢後，送贈出去，亦可將看過的書本寫下簡短筆記，待他日檢閱。剩下的空間可繼續安置不斷

搜尋回來的經書。

　　至於一些殘舊的經書或是用完後的抄經本，如果認為不會有人取用，應該設法處理拋棄，

最佳方法是恭敬地燒掉，可一面念聖號或咒語，一面恭敬燃燒。這有如佛陀或是高僧的死後荼

毗，畢竟壽命有盡的一天，不得不放棄。

　　從前印刷不發達，為了弘法，鼓勵抄經，將經本展轉流傳，可是現今印刷發達，毋需如此

轉贈，他人亦未必接受。如今的抄經，該是個人的修持。

　　法寶過剩，導致大眾的困擾，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之事，但不論如何，佛法珍貴，應該珍

惜，儘其最大的效用；若是世緣已盡，不得不放棄，仍需以恭敬心去處理，就像佛陀的色身消

失於世間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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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佛教發展與時代

 

    有說佛教應遠離人羣，遠離社會，不管世事，最好是隱跡山林，不吃人間煙火，保持清

淨，高人一等，不談政治，超然物外。可是，不與眾生一起呼吸，不與眾生喜怒哀樂，如何

能感受眾生的苦惱？如何瞭解眾生所想所思，被煩惱所困？如果沒有眾生的感受，那能在他

們的立場去度化他們？

    中國佛教的性格確如此，不論教界內及教外，都認為出家人應隱跡山林，閉關自修，信

眾有疑難或是生活不如意，便跑來詢問及避靜，之後便回到俗世，同樣在貪瞋痴中打滾。佛

教確是超越，不爭，不鬥，肯吃虧，社會覷準這弱點，不斷作出利用及侵損。而佛教只是忍

讓，任不公義持續下去。中國佛教結合了道家的隱逸、超然，加上琴棋書畫薰習，確然獨立

於社會之外――方外。但另一方面，佛教無法深入民間，不能發揮濟世作用，自然無法被重

視，這是自然的因果關係。反觀佛陀時代，除了保持正念正定的清淨外，佛陀與他的弟子更

遊行於恒河兩岸，乃至邊地弘法，終日顛簸於民間，化度眾生，對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產生

了深遠的影響，這亦是努力付出，而得到回報的自然因果關係。

    佛教在世間，必然與時代息息相關，產生互動，互相影響的情況。清末民初，革命思想

充斥，佛教亦不例外，產生革新思想，為佛教帶來起色。為了一洗頹風，延續傳承，佛教更

走進民間，成人間佛教思想；經貿發達，佛教亦隨之傳播；隋唐盛世，佛教發展茂盛；廿世

紀下半葉，香港淪陷等，佛教便停頓下來，佛學院亦無以為繼；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舉

世震驚，香港近在咫尺，驚懼更深，民眾紛紛移民，佛教亦偃旗息鼓，隨著移民潮在他國發

展；香港九七回歸，社會動盪，危機四伏，佛教活動及人士收歛，靜待觀察，其他宗教亦如

是。回歸多年後，宗教政策在香港沒有多大改變，各宗教團體紛紛積極活躍，佛教亦如雨後

春筍，深入民間。

    佛法在世間，與世間共生息、共呼吸。如果沒有民眾基礎，佛教亦會枯萎，甚至滅亡。

因此，佛教不能超然物外，高高在上，或清高自賞。可是，佛教亦不能隨俗，隨波逐流，與

世俗混為一體，迷失於煩惱中。

    觀察時代變化，眾生所求，所想，潮流所向，迎合而和光同塵，導其向善；阻止一切不

善法，免暗墮落。

    佛教生命力很強，生長力迅速，畢竟那是世間真理，消弭苦惱的良藥，自有其先天優勢

，但要發展得好，仍需穩定的環境，按步就班的經營，眾人的努力，才能長久、紮實。因此

，都市佛教是主要方向，山林佛教是個人暫離的休養生息。人間佛教才是佛的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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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伴  那羅

看到那些小孩奔跑追逐

如看到你

看到我

只是

我們年輕不再

無力去逛那夜市

我的兒伴啊！

你在那裏？

仍嚮往那夜之追尋嗎？

相約在元宵

年復年

可你已爽約多年

我們年紀已大

就儘這最後起伏心

攀山渡海闖天空吧

我的兒伴啊！

你在那裏？

仍嚮往那日之追尋嗎？

聞說你已出家

棄世間不顧

棄我們於不顧

什麽是出家？

為何不能再結伴？

為何不能探險去？

什麽是出家？

我誓要覓你回來

奔跑追逐闖天涯

                   一個紅包  提舍

　　見到出家人，立即生起一個概念，供養一個紅包。這是佛

教信眾普遍的共識。供養紅包，背後有什麽想法？

　　佛經中鼓勵供養出家人、修行人，認為那是求福的最好途

徑，亦是求慧好途徑。因此，供養紅包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供養

紅包，能得到什麽回報呢？對修行人、佛像、三寶供養，是上求

佛道的功德；或是俗世的祈求，如健康、財富、事業、學業等，

亦能滿願；或有同情心態去供養紅包，認為出家人或修行人忙於

辦道，沒時間注意飲食，資養色身，弄至溫飽不繼，故同情而供

養。另一類人出於佩服心態，認為安貧立道，甘於淡泊而修行，

是真正的修道者，值得欽佩而供養。修道者功德很大，能夠親近

，必獲其利，如果供養，必能分享其功德。修道者有如股票持有

者，隨時將股份分讓他人，至於能得多少功德，端看供者與受施

者的淨度。另一類是無相供養，可能亦有以上的求功德心態，但

不會執著，隨緣供養，三輪體空：沒有施者、受者、施物，這才

是最清淨的供養，最大的功德。

　　供養紅包，絕少有一種還債的心態，儘管在任何付出，或是

「寃枉」用去的錢財，總有還債的心態去安撫自己，可是，供養

紅包不會有這種想法。大概付出數額不大，且出於自願才如此吧。

　　佛陀時代，受供養後，必說法或祈福回報信施，不會「白」

吃、「白」取。因此，供養紅包後，受者應有一種受教導，或是

受度化的回報，縱使當下沒有作出，將來亦會在此緣下作出。修

道者總有成就的一天，其回報當不可思議。這是供養一個小小紅

包而收取可觀回報的一本萬利之舉。

　　收取紅包後，如果能夠代為祈福、迴向，或是作出一些儀軌

鄭重其事地回報，定會大受歡迎，引來更多人供養，不用愁衣食

，如果以清淨心為信眾求福，得到感應後，信眾在感恩心情下，

更樂於供養、護持。

　　可見出家人不一定要作很多事才有衣食，只要出於清淨心為

信眾祈福，已可衣食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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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菩薩世界中  寂慧

　　上世紀中葉，香港出現了一個武林高手――葉問，他其貎不揚，身形瘦削，年紀老邁，

一點也看不出是詠春派掌門人。從此，香港市民不敢小看老者，貎不驚人，小人物等，因為

他們可能是絕世高手。

　　同樣，這個社會可能滿佈菩薩，只是我們無能力去分辨，菩薩可能分身為掃街人、拾荒

者、商人、瘋人等小人物，同樣貎不驚人。如果我們小看、或是錯過了，何其可惜！如果得

罪，或是傷害他們，罪過更大。歷史上，寒山、拾得、濟公、或是寺院內一些不起眼的掃樹

葉者等，原來竟是菩薩化身。因此，別小看我們身邊的小人物，別錯失學習的機會。自滿自

大，看不起他人，是妨礙我們進步的最大敵人。

　　那麽，我們心目中的菩薩是怎樣呢？是否道貎岸然，滿口仁義，名聲遠播，神通廣大，

不食人間煙火，舉手投足皆有利於我們呢？可能是吧！亦是我們的期待，心目中的菩薩，

但現實上的菩薩，大部份不是如此示現，多是內秘菩薩行，暗中饒益有情。何以故？如果有

一位大能的菩薩出現，我們會怎樣？當然歡喜萬分，什麽也不去做，不會積極生活，因為有

一位大菩薩可以倚靠。不論個人大小事務，總會找祂詢問，跟著指示去做便可；亦不會認真

去謀生，因為菩薩不會乾睜眼讓我們挨餓；不會注意健康，恣情吃喝，因為菩薩會保佑我們

遠離病苦；不會去修行，因為有菩薩在，機會多的是，不用急。法華經中，佛陀示現入涅槃

，因為眾生見佛在，皆放逸墮落，佛陀不得不離開，激發他們精進向上。如果我們是菩薩，

或是家長去教導小孩，我們會怎麽做？幫他們解決困難，掃除逆境，還是協助他們自立，讓

他們自己去解決困難呢？最佳的方法，莫如與他們共事，從學習中去解決困難，還要他們秉

承此精神，去協助其他受困的眾生。切忌讓他們躲懶，倚靠，逃避。

　　因此，在社會上遇到小人物，或是我們看不起的人，應小心別錯失機會，他們可能是內

秘菩薩行之士。但是，如果他們真是一些凡俗之人，卑下之士，我們豈不捉錯用神，錯用心

機？若如此，我們應同情他們，協助他們，讓自己累積功德。請小心！菩薩亦會示弱，讓人

去幫助自己，從而激發別人的悲心，潛能。不管是菩薩或是凡人，最佳的態度，應本著佛法

不動的宗旨，對上不阿謏，對下不自大，淡泊去生活，平實去修行，不悲不喜，如如不動，

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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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意義  桑珠旺秋

    很多人抗拒工作，不願意工作。工作時，滿腦子充斥假期到那裏玩、吃、喝。

工作對他們來說是無可奈何之事，上天的不眷顧，且是浪費青春之舉。當然，其工

作態度必然敷衍塞責，陷於人生矛盾中，不但對自己有害，且禍延他人、社會，過

失不可謂不大。

    那麼工作有什麼好處呢？

1.經濟回報――能夠投入工作，對工作負責任，不斷改善工作，自我增值，必然有

  可觀的回報。這是顯而易見的。

2.尊嚴的回報――做好工作，職位按步提升，聲名遠播，利亦隨之，權力也大，繼

  而栽培後進。不但有工作滿足感，亦有成就感，充實人生。

3.經驗的累積――從工作中累積的經驗，對自己的能力，個人提昇有很大幫助，除

                工作以外，所得的利益，亦是很大的。

4.自我發展――工作是人生的試煉場，在工作中，個人自我發展，提昇，助益很大

              。個人的事業、理想，必需經過工作的歷煉才能達成。

5.發洩疏導――在人生不如意事發生後，如失戀、家庭不和，親人離去等，埋首工

              作是一種最好的逃避、疏導。

6.健康增壽――適量的工作不但對健康有助，且能增長壽命。很多熱愛工作的人皆

              享長壽。而一些退休人士，健康便出現問題，甚至壽命亦短。

7.避難所――在社會或家庭感到不安，不知躲到那裏時，工作場地是一處舒適，安

            穩的逃避之處。

8.醫療作用――職業治療這名詞很多人皆聽過，亦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它的實際作

              用發揮巨大的療效，很多醫生及醫院皆在採用。

9.積福作用――工作是積福，或為未來福報的一種貯備，如要未來豐衣足食，生活

              舒適，從因果法則，今天必需積功累德，才能產生未來的福報。

10.具人生意義，價值――因為有工作，人生才有意義、人生才有價值，如果沒有

                       工作，人生如動物無異，人的生存價值亦受懷疑，混混

                       過一生，何其可惜。

    但是，工作如此有價值，何以人們如此抗拒，逃避？

    第一，人們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大部份人在做一些沒有興趣的工作才如此。

如果能找到自己興趣所在的工作，縱使報酬少些亦是值得的，如果仍找不到，便要

找些次要興趣的工作，，或是培養興趣出來，務求使工作有意義。

    第二，要有服務的態度，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這個口號值得終生受持。如果進

一步以佛教的菩提心來工作，何患工作沒有意義，人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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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老頭子百無聊賴地面對店內的書本出神，突然走進三位婦人，其中一人道：「我每天

必定做早晚課，從不間斷，定時定刻，十年如一日。沒想到感動了一些靈體，他們有老有嫩，有

男有女，一大羣，或站或坐，或飄升或不動，集在陽台外，聆聽我的早晚課，偶爾將頭伸進來，

但不會對我滋擾。功課完畢，他們便自動消失，各各相安無事。這些靈異，始於我來這裏請經書

，因此，我很感激這個地方。可是，一個月後，我要到外地旅行，十多天不能在家裏做早晚課，

他們如何是好？」

    老頭子滿足地整理架子上的書本，聽到第二位婦人道：「我的左耳很奇異，能聽到一些怪異

的聲音，偶爾聽到涰泣的淒聲；偶爾聽到狂笑；偶爾聽到非人的交談；偶爾聽到靈體的求助；最

近更聽到地獄的呼喊聲。我什麽也不管，專心念一部地藏經，一切恢復平靜。可是我的右耳卻沒

有這種能力，只像常人般。這些奇異亦始於我來這裏請經書看後產生的。」

    老頭子疑惑地望著架子上的書本，自言自語道：「這是好還是不好？她們是讚賞還是諷刺呢

？」

    第三位婦人急不及待道：「自從我到這裏來請經書後，人收歛了，變得虔誠，除了早晚功課

外，更經常參加法會。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竟能與菩薩溝通；雖然不是對話，但我所有求，他

們必應，滿我的願。有叫我求菩薩賜六合彩的號碼，好讓我發達，我也曾心動過。可是，就是怕

我所求過份，菩薩從此不理我，那就糟糕了。其實我心裏有很多心願，也不知是否合理，只是不

敢苛求。」

    婦人們離去後，老頭子對著書架上的書，無聊地搬動，自言自語道：「為什麼偶爾走進來的

人皆有利益，偏偏我得不到好處呢？」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靈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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