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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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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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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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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