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2 期 2016年11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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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選戰後的迷思  提舍

 

    今屆立法會大選塵埃落定，選舉結果叫人感到有點意外。一些名不見經傳、一些年紀很輕

、一些明言暴力、一些過往叫人討厭、不理性的人竟能當選。另一方面，一些從政數十年、經

驗豐富、人脈關係廣泛的人卻落敗。這反映了人心思變，反映了事情不一定必然的，反映了凡

事皆有可能。這是每個參選者皆能體會的，因此，各人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是唯一可做及

應做的，可見未來各議員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去服務大眾，可是手法是否正確卻令人憂慮。

　　這次選舉現象啟示了傳統民主派的沒落，未來亦會沈淪下去。二十年來的艱苦經營，卻落

得如斯下場，該好好反思，是否真心為民服務，還是為了自己。香港內部已起了很大的變化，

他們有否與時共進？當中的部份民主人士，亦有感而退出。另一啟示是激烈意向的抬頭，暴力

、非理性將帶來風險、災難。為何民眾容許此現象產生？可見民眾已充滿怨恨，寧在沒希望、

沒前途下，玉石俱焚，去宣洩自己的不滿。突然間，年青人找到突破出路，如何不努力奮鬥，

雖然盲目，衝動，畢竟比無所事事，無所作為，呆在那裏好！

　　香港如何演變，難測難料。檢討過去，順民，不管事務，不參與民生，再不能下去，可看

到順民只會被蠶食，被欺負。亦縱容了政府官員行政失當，敷衍塞責，使民生陷於困境，年青

人沒有前途，沒有希望，社會不公平，不公義；大陸不合理、壓迫。商界無盡的貪婪，擴展勢

力，不願承擔社會責任，國家道義。年青人只會破壞、反叛、自我麻醉。中產階層只孜孜於為

樓奴、兒女奴。各人認為自己是社會上最不幸的一羣，因此，只管自己，無暇管人，關心社會

的自私行為。社會如何會進步？如何不分裂？可以預見，香港的前途是悲觀的！

　　如此下去，香港將演變成怎樣？祖國將加強管治。當發覺香港民眾肆無忌憚地破壞，外國

勢力不斷侵略，香港再不能發揮其國際性及經濟性優勢，或是沒有利用價值時，只有鐵腕管治

，是禍是福，難以預測，但香港本來是自己當家作主之事，變成讓人操控安排，當不是味兒。

　　那麼，在如此困境下，該何去何從？

　　如此困境，非一人或單方面的努力為功，必須集合各方面的力量，配合協調，才能扭轉惡

劣環境，特區政府的力量，舉足輕重，能發揮的功效最大。有三方面的目標：１･與大陸保持

善人死者，福應生天，受五欲樂；

惡人死者，應入地獄，受無量苦。

善人樂死，如囚出獄；惡人畏死，如囚入獄。 

                   《未曾有因緣經》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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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爭取不受干擾，壓迫。更要平等協調合作，在中港繁複事務上改善。２･穏定民生，絕大

部份的社會問題皆由民生問題引起，如住屋、貧富懸殊等。若將民生改善，很多社會問題定能

迎刃而解。３･保持和諧，社會對抗形成已久，必須和諧，保持合理正常的態度，有過則改，無

過則努力堅持。大陸方面，不應無盡需索，獨斷。如果香港基本民生不能解決，意識形態不能

解放，只會抗爭動亂下去，大陸期望的利益將差距愈來愈大。香港民眾方面要冷靜，不應意氣

用事，不應凡事皆採敵對態度，應是而是，非而非，對政府官員合理的施政，應努力配合，失

誤應給予善意的建議，留一線改過翻身的機會。敵對派系方面，不應為了個人利益，個人理想

，罔顧大局，不肯讓步。最重要是不可以暴力解決問題。

　　這些要求，看似不高，且合理。可是，要各方面做到，似乎難於登天。這困局看似沒有扭

轉的機會。在佛教的立場，每遇到難於扭轉的困局、天災人禍等，總有以下措施：１･舉辦大型

法會，祈求國泰民安，使禍亂消除。２･深信因果，不作惡行，如只求自己的利益，可能導致很

大的禍害，其惡報亦很大，使人後悔莫及。３･勸人為善，可將整個環境氣氛改變。

　　當然，最好能使每個人信仰佛教，皈依三寶，行佛所行，才是最徹底的改變。

  

藏傳佛教的優勝  寂慧

 

　　小小的西藏，人口只得數百萬，政治上失敗，大量藏人流亡海外，卻仍能保持藏族的文化

，甚至發揚光大，尤其藏傳佛教，發揮得淋漓盡緻，利益人民無量數。不能不叫人驚訝而讚嘆。

　　密宗有何優勢？何以在風雨飄搖中仍能堅強屹立，乃至發出無限光輝，不但世人感到興趣

，漢傳佛教徒，乃至每一佛徒都應該關心、研究，好以他山之石，好好為整體佛教作出貢獻。

　　密宗各教派人材輩出，發展良好，其優勢在那裏？考其原因，有以下數點：

　　1･全民皆宗――西藏差不多全民皆信仰佛教，且信得虔誠。信仰佛教必信仰因果，在因果

法則下，自然使其源遠流長，保持文化優勢。

　　2･保送小孩到寺院――西藏每個家庭皆樂意保送小孩到寺院學習。除了寺院有較佳經濟環

境，使小孩有舒適生活外，更可接受高級教育，使小孩將來有更佳出路。佛教亦在孩童階級打

下良好基礎。

　　3･養孤兒、辦佛學院――這是西藏的傳統，各寺廟皆樂意收養孤兒，不但解決孤兒的社會

問題，還自小培養人材，為寺院注入新動力。佛學院更是高等教育，有系統、深入地培育人材

，佛教何愁不興盛。

　　4･嚴格的學統――佛學教育以超過十年時間學習五部大論，在十年漫長的全日學習下，怎

會不紥實而專精呢？五部大論涵蓋因明、中觀、唯識、戒律及俱舍，可說囊括各方面的內容，

不但專精，更是博大。

    5･閉關――三年又三個月的閉關專精修行，在西藏傳統很普遍，如能有三年的全心全意密

集修行，多少總有一些成果，乃至究竟。三年又三年的閉關，乃至終生閉關亦可見到。

    6･法王制――西藏每一教派皆有一最高領袖――法王，除了對自身教派學理嫻熟外，更能

指導信徒修習，使信徒獲得佛法利益。如有生活疑難，糾紛，法王還可利用其權威性，作出適

當的指導。法王的權威性，有助制度，組織的確立；在對內對外，及推行事務上，皆能發揮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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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可憫的眾生  提舍

 

    經中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很多佛徒

從此不願接觸社會上其他人，不管世間事務

；不願意工作，認為浪費人生，浪費人身，

只往道場鑽，終日拿著經書，甚至家人也不

願理睬。最後做成孤立，敵對，個人亦陷於

經濟困難。由於不管世事，不但對溝通融合

及社會建設差勁，就是個人在生活上亦不能

趕上潮流而脫節，甚至衝突。沒想到信佛後

比信佛前更不堪，那是佛教的過失，還是個

人的過失呢？

　　本來那出離的態度是對的，但人於世上

，能不理世間事務嗎？人能獨存嗎？人能自

我獨善嗎？每一個人乃至每一生物在世上，

皆與周遭環境息息相關，皆在適應世界的變

化而生存，如果與社會脫節，會有被淘汰的

危機。可以說，生存並不容易，每天乃至每

一刻，各人皆盡努力去做到適者生存。可見

社會是一個大染缸，處身其中，不被沾污，

難矣哉！要墮落，要做惡業，輕而易舉；要

種福，要心向法。談何容易，在這矛盾中生

存，絕不容易！經中說要出世，可是生存要

入世，行菩薩道要入世，該何去何從？眾生

自身亦充滿煩惱，身不由己，縱使明白惡業

不該作亦不由自主，眼巴巴看著自我墮落，

回不了頭。客觀上，眾生是無辜的，卻自尋

煩惱，自吃苦果。因此，眾生是可憐可憫的

，眾生應受到教導、拯救，而不是被含恨、

懲罰。無奈因果是無情的。

　　人身難得，世間事務不願參與，因那些

都是小事，戲事，無意義的人生。可是，大

事能擔當得來嗎？什麽是大事呢？了生脫死

？普度眾生？弘揚佛法？少一點福德或是智

慧，能成就嗎？

　　世間事務已失去興趣，出世間事務卻擔

當不來，那無疑走上人生絕路，沒想到信佛

後會有如斯下場！本來該羡慕的人生反成可

憫的人生。在此情況下，找到皈依處的眾生

是可憐可憫的。

　　人於世上，絕大部份隨業、隨煩惱、隨

環境浮沈，旋出旋入，沒有一刻安寧。縱使

找到皈依處，仍是險惡之途，沒法著力修行

，仍是隨業、隨煩惱、隨環境浮沈，只是換

了一個依報處，好不了多少。雖掙扎著往道

場跑，往經書中鑽，往師父中受加持，拜佛

求佛，仍擺脫不了人生的困境，仍無法心安！

　　理想的佛法與現實的是否有很大距離？

佛法如何能學以致用？眾生何日才不可憐可

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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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誠
恭
敬
﹂
，
是
為
菩
薩
﹁
修
慈
心
行
﹂
。
明
天

           

！
是
則
菩
薩
摩
訶
薩
於
過
去
當
來
今
現
在
﹁
諸
佛
所
﹂
，
修
慈

          

﹁
身
口
意
﹂
，
習
行
正
念
。

 

 

      

重
答
念
佛
功
德
，
念
佛
有
念
佛
名
號
，
念
佛
相
好
，
念
佛
功
德
，

      

實
相
念
佛
。

      

佛
的
功
德
有
堅
固
士―

―

行
佛
道
的
堅
固
不
變
之
人

　
　
　
　
　
　
　  

無
上
士―

―

至
高
無
上
，
平
等
無
上
下
分
別

　
　
　
　
　
　
　  

最
勝
士―

―

最
殊
勝
之
人

等
念
眾
生
：
佛
復
告
明
天
：
又
菩
薩
摩
訶
薩
於
過
去
當
來
今
現
在
﹁
諸
眾 

          

生
所
﹂
，
亦
應
﹁
修
慈
身
行
、
修
慈
口
行
、
修
慈
意
行
﹂
，

          

等
念
眾
生
。

　
　
　
　
　
這
是
第
二
點
，
等
念
眾
生
。

　
　
　
　
　
前
為
上
求
佛
道
，
繼
而
下
化
眾
生
，
平
等
護
念
眾
生
。

詳
答
：
明
天
！
云
何
菩
薩
摩
訶
薩
於
三
世
眾
生
所
，
應
修
﹁
慈
身
口
意
﹂

      

行
，
等
念
眾
生
？
如
是
明
天
！
菩
薩
摩
訶
薩
不
殺
眾
生
、
不
盜
他

      

財
、
不
邪
婬
、
不
妄
語
、
不
綺
語
、
不
兩
舌
、
不
惡
口
、
不
貪
欲

     

、
不
瞋
恚
、
不
邪
見
。
云
何
菩
薩
不
殺
眾
生
：
於
一
切
眾
生
慈
悲
愛

      

念
，
慚
愧
愍
傷
永
捨
刀
杖
。
不
偷
盜
者
：
若
於
聚
落
空
處
所
有
遺

      

物
不
與
不
取
。
不
邪
婬
者
：
若
女
有
主
父
母
兄
弟
宗
親
所
護
；
乃

      

至
見
彼
授
華
一
莖
，
不
起
欲
想
。
不
妄
語
者
：
若
於
鄉
邑
、
若
在

      

王
者
，
堪
為
證
佐
，
真
誠
實
語
守
死
不
虛
。
不
兩
舌
者
：
常
於
彼

      

此
起
和
合
想
，
從
彼
所
聞
不
向
此
說
，
從
此
所
聞
不
向
彼
說
。
不

      
惡
口
者
：
軟
語
開
喻
先
意
問
訊
，
終
不
以
苦
切
惡
言
加
於
眾
生
。

      
不
綺
語
者
：
時
說
、
實
說
、
知
義
而
說
、
為
利
益
彼
說
，
心
口
無

      

差
。
不
貪
者
：
於
他
財
利
不
起
欲
想
，
見
來
取
者
心
無
悋
惜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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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渡禪師雲遊四海，曾在香港短暫停留，就此為香港帶來佛教，竟成香港佛教之始，延綿

萬代。若問禪師如何開展香港佛教？他定啞口無言。如此殊榮，他做夢也想不到。只是道經此

地，嘆風景幽美，結廬暫住而已，沒想到竟成就了一地的福蔭，正正是無心插柳。誰能道出其

因緣呢？

　　可是，沒有努力的因，能成就努力的果嗎？杯渡寺雖是香港佛教之始，可是歷經千年，曾

作何貢獻呢？除了大部份荒廢的時間外，偶爾一些佛事，能帶來多少利益？恰如放在展館中的

古玩，讓人有空才憑弔一番。如果沒有高僧大德留駐修行，或是弘揚佛法，亦只是一處讓人遊

覽之地，於道何益？

　　大嶼山寶蓮禪寺，昔只是一處簡陋的小茅蓬，謹容一、二僧人居住，小茅蓬座落昂坪區，

由於地勢平坦寛廣，當然吸引清修之士結蓬安居，並不是什麽人傑地靈，或是風水較好。而最

初安居之士，只是一些貧苦的修行人，無力亦無心在紛擾的市區與俗人共處，才流落至此。今

天雖是一處聖地，但當年卻是千山萬水，路途遙遠，物資短乏，人跡罕至，駐留只是迫於無奈

，或是暫作打算。偶有旅行或行山人士道經，懇求些開水解渴及稍作小息，謹此貢獻而已。若

問他們可有想到日後竟成如此繁榮，恐怕作夢也作不到吧！此亦是無心插柳的例子。

　　香港佛寺，有不少是從道教轉過來，如青山寺、鹿湖的純陽仙院、羅漢寺、般若精舍、觀

音寺等。由於高僧大德的開導，將偏離的住持從道轉至佛。可惜他們的習氣重，未能在轉過來

後作出一番大景象。這些亦是無心插柳的例子。

　　清末民初，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民眾智識水準低落，不論政治，經濟，各方面皆落後，

國家鮮有建樹。佛教亦如是，僧人信眾文化學養低落，迷信庸俗，佛教如何能振興？

　　香港在中國來說，只是一處不顯眼的小地方，蠻夷之地，從來不被重視，可是它地勢優良

，民眾往來頻繁，是一處中外交流的中轉地，視野較寛濶，是一處改革及創新的好基地。從歷

史上看，它發揮了很多功績彪炳的創意及改革。可是它畢竟是附屬於中國的一處小漁港，不被

重視，歷來只作暫居之地。早期填履歷表有一欄籍貫，暗示了人們的根不在香港，終有離去的

一天，亦暗示了人們的背景、立場是中國的省份，非香港的紮根。各人心目中已定下時間表，

即將離去，如此情操，香港能有何建樹？佛教亦然，香港只是一暫居之地，當然不會有大建樹

，如大寺院，或是長久之計，如佛學院等。從因果法則下看，香港佛教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香港佛教如一潭死水，瀕臨滅亡，清末民初，中國政治混亂，民眾四處流竄，國內僧人為

了避難，瀕瀕進出香港，帶來了一番新的佛教景象，可是流離的歲月，難有大的紮根建樹。

　　無心插柳顯示因緣的不可思議，難測難料。可是，沒有努力之因，能成大業之果卻未曾見。

　　綜觀香港佛教歷史，要振興佛教，有以下五點：１･人能弘道，必需有高僧大德的住持，

才能使佛教振興。２･要有長期駐錫的高僧大德，才能發揮大的功效。如能加上龐大的組織，

有系統推廣，成就必大。３･弘法人才的文化、學養、修證。這些內涵，至為關鍵。４･從山林

佛教轉為都市佛教，更能影響社會。５･佛學院及基礎佛學班是佛教的核心慧命。

　　香港佛教經歷了漫長的人天長夜，終有所突破，如不能在這機遇下奮發圖強，錯失機會，

實在可惜。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無心插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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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你寫了一本小書

精緻典雅

隨手可翻

任何人可悠閒地徜徉

只需一杯茶的時間

邊呷邊看

誰為你寫了一本小書

閒話家常

是你平凡的一生

亦是轟烈的一生

不可替代，唯你獨尊

的一生

傳奇的歲月

就在這小書內

沒有神奇

沒有誇耀

是你真實的生命

只有起伏

喜怒哀樂

是你情感的生命

輕鬆地讀

讀你小品的一生

嚴肅地看

看你扭轉世界

扭轉生命

亦有亦空

非有非空

是你獨一無二的領悟

以此宣說世間萬象

誰為你寫了一本小書

一本不起眼的書

既平凡亦轟烈

諸佛共度的道跡

誰為你寫了一本小書

一本佛陀的事跡

一本光耀萬世的小書

 

 

 小書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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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 2370-4971

1115,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V6X4E2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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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bookshop.com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深水埗：白楊街30號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 (853) 2822-7044

元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這本書的名字真扭捏，別說講些什麽不知道，就是讀音如何也不懂呢！」一位客人望著書

本自言自語道。

　　「書本的名字很重要，總持了書的內容在一句中，有些書的架構很大，或是內容很龐雜，容

易混亂及不能掌握宗旨。每位作者皆費很大苦心，將內容及精要濃縮在短短的書名上，讓人容易

理解。」冷不防客人身旁有位出家人插嘴道：「例如《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代表堅固、

真實；般若波羅蜜多代表智慧圓滿的修持，亦即佛教獨一無二的空性智慧，只經題已令人清晰明

白內容的宗旨、方向，所表達的東西。書名已叫人震撼，具足功德。就是讀書名已福慧無量，亦

是念法的法門。佛經中，很多經名皆有此功效。」

　　「那麽，我到來不用購買書本了，只須拿起書本，讀一次書名便可以了，那真方便，不須花

費時間去閱讀。」客人雀躍道。

    「本應如此。可是，很多書本的名字未能做到此總持目的，尤有甚者與內容不符，或是非他

們想看到的東西，至令讀者浪費很多時間。亦有一些書本的名字未能覆蓋所有內容，有所遺漏；

亦有一些書本的名字未能濃縮精華，達不到總持的目的。書讀完後，很快遺忘掉。因此，書的名

字很重要，構思書的名字比構思一本書難度更高，非學養高深之士不為功。理想的書名能令人一

目瞭然書本的宗旨，內容，在展讀前，有心理準備去接受及將會吸收些什麽；當讀完後，只須看

到書名，書的內容馬上映現出來，有如重讀一遍，達到總持的目的。」出家人興緻勃勃解釋道。

　　「正因為很多書本的名字無法做到此功效，我們才更有價值，為客人解釋書的內容，總持。

對每一本書的總持表達出來，是我們的責任，亦是興趣所在，專業服務。」老頭子在旁不可一世

插口道：「我們書店總持了各種佛教經典的領域。就是書店的名字，亦總持了總持。」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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