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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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