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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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奸」  提舍

 

　　日本侵華時期，有一小部份人出於恐懼及貪圖利益，甘願為他們服務，作出損害同胞的事

情。這些人看不起同胞，因為他們各有優勢，例如辦事能力強，或是社會關係好，對社會運作

、民情皆了解，或是人脈關係好，或是語言能力高，懂得講日語。本來是社會精英，無奈環境

迫人，才作出一些沒有道義的事情，淪為漢奸。在他們作出損害大眾前，可能沒有想過損害如

此巨大，或者不太在乎，亦沒想過會被扣上漢奸的帽子，待事情發生後，已無能改變，一錯再

錯下去。

　　社會上作奸犯科，或是加入黑社會之人，同樣看不起，不在乎他人，只憑自己的小聰明，

膽識，小試出位，嘗點甜頭後，控制不了自己，不但無法抽離，且泥足深陷。

　　現今香港政治混亂，政府管治差勁，貧富極懸殊，社會壓力巨大，雖然尚算富足，可是人

們一點不快樂，尤其年青人，對未來無望，對社會疏離，缺乏出路，卻滿腔熱情，胸懷大志，

稍被煽動，自然做出一些不理智，貽害社會之事；稍一不慎，同樣淪為漢奸、黑份子，待他們

醒覺時，可能為時已晚，回不了頭。不單是年青人，就是社會上一些知名人士，如議員、教授

、學者、老師、社工等，在不滿政府施政，長期抗爭下，迷失了自我，為了個人利益及其他引

誘下，同樣踏上這條不義之路，淪為罪人，可憐的是他們不自知，不自覺，或是回不了頭。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歷史不斷重演，寧不慎乎！

　　最悲哀的是有些人空有理想，光喊口號，說什麽民主，代表人民等偉大空話，可是卻不斷

傷害他人，不管他人死活，堅持做一些他們認為偉大之事，其他人應該讓路，或是被犧牲。若

問他們怎樣去改善社會，怎樣去達成他們偉大的理想，總是回答一些空泛，似是而非的答案，

不斷重複一些空號，不實際的答案，例如香港獨立，別以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主張沒有可能。

那麽，他們何以如此做呢？唯一的答案是收受利益，去作出破壞，背後當然有強大的支持，讓

他們作出強大而持久的對抗。要知道，若是背後沒有支持，以他們的資源，勢力，一定無法作

出如此大的抗衡。

　　菩薩若樂受寂靜樂，不樂聽法、說法、問疑，

以寂靜故，煩惱不起，以不起故，不知知想，不離離想，

不證證想，不修修想，不得實義，是名魔業。

                    《大集經》卷十一，海慧菩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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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些表面冠冕堂皇的言行，如何去辨別他們的真偽？

　　最要點是民生，愛民。如果處處為民生著想，不斷努力、改善民生，不單是小部份的民生

，而是大多數的民生。這樣的言行，便值得支持。否則，不顧他人死活，輕言要別人為他的主

張犧牲，便要小心了。

　　在多次的社會運動事件中，很訝異竟有那麽多現象叫人失望。那些平常叫口號，自稱偉大

者，竟牽涉入黑金中，無理收受利益；不斷爭鬥，甚至使用暴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壞社會

秩序，強要黎民百姓放下生計，出來抗爭；光天白日下說謊，為他們的行為找借口；沒有是非

觀念，只有自己的主張要人跟從，不尊重他人；凡事對抗，不管對錯，只要敵人有何主張，必

站在相反立場反對，當然，影響民生的事情，他們也不在乎；言行不一致，口出大義，行為卑

劣，傲慢，目中無人。從新聞報導中，看到暴徒對執法人員置諸死地才甘心的兇惡表現感到震

驚。這個社會突然變得暴力，還竟然有一大羣支持者。這些公然觸犯法紀之事，連執政者也莫

奈何。那麽，其他暗地裏做的惡事，恐怕更肆無忌憚。

　　佛經裏曾說過，眾生愚痴，做業而不自知，不信因果，當報應到來時，只知叫苦，後悔莫

及。因果是躲不了的，每一個人，做每一件事情時，應小心計量，可有損害他人，可有出賣身

旁的人。凡事應放下自我的私利，己見。別淪為漢奸。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佛教興盛與社會環境

 

　　一九二零年，太虛大師來香港弘法，二十多天的講座，盛況空前，繼而有虛雲和尚，寶靜

法師，倓虛法師等多次來港，或是長駐，使整個香港佛教熱烈起來，有些法會參加人數，竟有

數萬人之眾，就是在今天來看，仍是了不起之作。

　　隨後，很多本土法師往中國內地考察學習，回港後，將所學到的在香港開展。畢竟中國大

陸地大物博，人才薈萃，值得偏於一隅的香港借鏡。於此，可見香港只是「邊地」，佛教的主

力、根源仍在大陸，未來的佛教仍會如是。明日的佛教，不能不關切此點。

　　二十、三十年代，除了大型講座外，更有大小不同的法會、佛學班等，亦有密宗的傳入，

道場的成立。著名的東蓮覺苑，由富紳何東的太太張蓮覺居士發起興建，除作弘法道場外，更

有義學等社會服務，影響巨大。此外，還有佛教雜誌的出版，經書印刷，高僧著作印行等。九

龍城長安街的西鄉園，地舖是上海素食館，二樓是念佛堂，三樓是經書法物流通處，由浣青法

師主辦，不可謂不前衞，影響非小。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假以時日，佛教定有一番新景象。無

奈戰爭爆發，日本侵華，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香港佛教陷於停頓。幸而戰爭只有三年

零八個月，否則破壞將更大。自此，佛教慢慢復甦，要到八十年代，才開始有繁榮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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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徒心目中的理想如二、三十年代，太虛大師等高僧南來，這些高僧不吃人間煙火，不

倚赖權貴，把持正法，高風亮節，佛教如一股清流，純正地影響社會。可是，這些高僧南來，

仍需當地的富紳掀頭，加上虔誠的廣大信徒，才能成就。可以說，權貴，富者的護持，起著關

鍵性作用。如果沒有他們的領導，在當時貧困的社會，恐怕無法成就。

　　從以上的事件，除了眾生的福報外，可以看出佛教的興盛與社會環境有重大關係。佛教的

興盛，需要有安定的環境，社會的富裕，政治的協作，高僧大德的人材輩出，帝王的扶持。這

不能不令人感到唏噓，難道佛教不能像蓮花一樣，在混濁中清淨自在，難道佛教不能孤高雅靜

，默默改變社會嗎？

　　民國時期，出家人及寺院俱在深山中，在孤高隱世中承傳聖教慧命，一般稱為山林佛教。

自太虛大師來港公開演講，震撼教界外，對社會文化界亦產生深遠影響。自此，不少高僧南來

，本土法師亦北上考察，帶動整個佛教。人們開始意識到佛教的重要性，佛教的珍貴，大眾對

人生的渴求，對佛教的渴求。為了利益人羣，宣揚聖教，佛教必須深入民間，如太虛大師提倡

的人生佛教。佛教開始從山林走進都市，是為都市佛教。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雖然貧窮，且淪為殖民地，卻能偏安一隅，相比動盪的大陸，確

是安定得多，才能使佛教興盛起來。但日本侵華的戰爭，使香港佛教沈寂下去，需經過數十年

的孕育，再度興盛，戰爭的破壞力，不可謂不大。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社會繁榮，帶來佛教復

興的動力，漸漸地一些名人，富豪也開始學佛，對佛教影響更大。

　　回顧歷史，盛唐時期，由於帝王的扶持，人才輩出，成就很多偉大的事業，如玄奘法師的

譯場；姚秦鳩摩羅什法師亦有帝王的欣賞，爭奪；梁武帝深信佛法，對佛教的貢獻，延綿萬代

；清朝乾隆盛世，編輯了龍藏；印度的阿育王、迦膩色迦王，對佛教的貢獻，有目共睹。西藏

王松贊干布、赤松德贊對佛教的貢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相反，當政治不穩定，國家陷於戰

亂的朝代，佛教亦難以發展，遑論有破壞佛教的惡皇出現。衣食足，始知榮辱，色身不調理好

，奢談心靈的富足，似乎不切實際。

　　從近代的大道場，高級學府的弘法事業看，雖然不一定圓滿或有中正的對向，可是發揮的

功效或衝擊畢竟不小。可以說，佛教依附人間，流於庸俗，卻能與眾同和。然而，佛教必須依

附權貴，富豪的事實，畢竟悲哀難受。弘法者要做到和而不同，既清高亦迎合大眾確是不易，

但過份庸俗，必迷失於世間，喪失本位。如何做到既迎合社會，亦符合佛法的精神，應從佛教

的歷史中找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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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狂想曲

 

　　一位老人家拿著濕爛的紙幣付款，要購買

書本，老頭子搶去他手上的書道：「這些是聖

書，你怎可如此骯髒猥瑣，不賣給你。」

　　一位年青人要買手上的書，卻自言自語不

知是好書否。老頭子搶去他手上的書道：「這

些是聖書，你如此沒誠意，不賣給你。」

　　一位女孩跺足輪候買書。老頭子搶去她手

上的書道：「這些是聖書，你沒有定心，如何

看得懂，不賣給你。」

    一位中年人要買佛教經典看，可是卻躊躇

不知能否看得懂。老頭子搶去他手上的書道：

「這些是聖書，你這俗人買來幹什麽，你如何

會看得懂，不要糟蹋這些聖書，不賣給你。」

　　三位婦人吵吵嚷嚷討論手上的書本，不斷

詢問書本的價錢、字體、包裝、顏色等事。老

頭子搶去她們手上的書道：「這些是聖書，你

們為何不安靜對待，卻吵吵嚷嚷，如此不敬，

不賣給你們。

　　一位衣衫襤褸的流浪漢正要進店來觀看，

老頭子把門鎖上，不讓他進來，猛作手勢，要

他離去。

　　一位漢子以粗嗓子誇耀他對經論的熟習，

在店內大放厥詞，老頭子拉開大門，拉長臉孔

道：「ＯＵＴ」。

　　一位年青人撐著書架，斜著身軀，單手拿

著書本看，看後卻不放回原位，肆意擺放，老

頭子拉長臉孔道：「ＯＵＴ」。

　　老頭子對著店內的人羣道：「你們可有帶

備款項購書，如果沒有的話，不要妨礙別人。

ＯＵＴ！」

　　老頭子咪著惺忪的眼睛，從伏著的書桌上

坐直身子，抹去嘴角的口水，環顧四周，沒有

一個人影，寂靜無聲。

沒有佛法的日子

日子是如何度過

混沌未開，朦朧度日

混沌未開，醉生夢死

無意識而活，無意識而行

縱使千秋萬世

亦只是過眼雲煙

無意識而活，無意識而行

縱使如天界享樂

亦只是過眼雲煙

三阿僧祇劫的歲月

悠悠漫漫，漫漫悠悠

此死生彼，彼死生此

曾經是，某某人，某某事

曾經是，於此生活，到此一遊

三阿僧祇劫的歲月

只要執持

一點一滴，一步一步

仍會成就無邊佛道

沒有佛法的日子

日子是如何度過

沒有佛法的日子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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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言：佛子！佛滅度後，於惡世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及賣

經律；販賣比丘比丘尼，亦賣發菩提心菩薩道人。或為官使，與一切人作奴婢者。而菩薩見是

事已，應生慈悲心，方便救護，處處教化，取物贖佛菩薩形像，及比丘比丘尼，發心菩薩，一

切經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

　　梵網經中言：在惡世中，外道、惡人、劫賊，皆是些心懷惡毒之人，如外道、惡人要破壞

佛法，劫賊為了將非法得來的三寶物換取金錢，尤有甚者，販賣人口，包括清淨福田僧、菩薩

道人等。這些惡行，當然要阻止。

　　但演培法師說：不過如法流通經典，使佛法普遍的流傳到每個角落去，那是無所毀犯的。

至於雕塑佛菩薩像，被人請去供養，是也沒有什麽不可。

　　梵網經明言佛書不可販賣，不單是佛書，就是佛像，佛教用品等，亦不在鼓勵之列。從宗

教立場，佛書是法寶，各式佛像及用品是聖物，為了保持純潔，清淨，不宜販賣。若拿來販賣

，容易助長貪念，容易為了個人利益而計較，沒有站在服務立場提供最好，最適當的法寶予對

象；亦容易將聖物視作貨物，忽略了稀有想，珍貴想。

　　佛書應以送贈形式流傳，弘化。既可得到受贈者的讚嘆，美化佛教的形象。送贈佛書，以

最好的法布施餽贈他人，是偉大的情操，理想之舉，美好的傳統。可是，佛書送贈能否發揮最

大的效果，而販賣是否不可取呢？

　　先觀佛書送贈悠久歷史的現象，便可觀察其有效性、得失。佛書送贈源於大乘經典的鼓吹

，歷代直至近代皆奉行，尤其近代，已泛濫至寺院、道場、素菜館等拒收。道理上，經書能廣

泛流通，定能影響社會，產生潛移默化作用，使佛教興旺，正法久住。可是，佛教環境並沒有

與流通量成正比。審視送贈經書的內容，皆是深奧的經典，非一般人能理解；或是以信仰為主

的經典，只吸引婦孺平凡；或是一些重印古代的文集。由於不需付版權費，可省卻一筆開支，

但內容卻與時代脫節，文字古意盎然，難以了解；為了節省成本，書的製作下劣，缺乏美感，

不但失去珍貴感，甚至沒有收取及翻閱的意慾；種類偏狹，大眾一窩蜂的印製某少數種類，也

不看市場需要及接受程度。總括而言，重量不重質，這反映了大眾以作功德主導，而非對象需

要。沒想到偉大的法布施會淪至如此田地。

　　偉大的構思行為並不一定適合每一個時代，如抱殘守缺，墨守成規，只會窒礙不前。古代

人口稀少，物資貧乏，送贈經書以手抄本為主，不會做成送贈者的經濟壓力，但近代人口密集

，經書製作成本不扉，送贈者的經濟壓力沈重。相反，購買經書價錢便宜，任何人皆可負荷。

如各人自費請購，能使流通循環帶暢順，對弘法有莫大裨益。

　　有人會問：為什麼為佛教效命，不能有所溫飽？是否一定要做義工才可效力呢？如果家境

清貧，便沒有問津聖教的資格，那不是有違普度宗旨嗎？

佛書適宜販賣嗎？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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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已傾向專業化，全力以赴，心無旁騖，才能應對激烈的競爭，瞬息萬變的經營環

境，如果兩餐不繼，如何能專注於事業的發展？試看各大企業，政府部門，乃至非政府組織，

何者不是高薪厚祿，支出龐大。可是卻往往是成功典範；相反，那些小型企業，左支右絀，薪

金微薄，卻難有作為，往往在風浪中湮沒。領取合理薪金、合理報酬是天經地義之事。要點是

所領取的報酬能否產生相對的功績，領取再多的報酬也沒關係，只要工作產生的效果能物有所

值。否則，縱使不拿一分報酬，辦事敷衍塞責，只會妨礙進度，影響發展，弊多利少。

　　一本書的製作，不僅程序多，牽涉的人手亦多，如作者、校對，編輯、設計、印刷、發行

等，每個程序皆是專業範疇，如果不全力以赴，只是公餘有空時才做一點點，試問怎會有好成

績做出來？

　　錢財是無記的，即非善非惡，它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亦可以令人墮落，破壞很多。端看擁

有者如何去運用，如果只強調金錢是骯髒的，這無疑是另一種執著。如果佛像不能流通，信徒

如何在家中參拜，佛寺亦難以找到佛像供奉；如果佛具不能流通，如何找到修行的工具；如果

經書不能流通，如何超時空接觸到高僧大德，乃至佛陀的開示；如果講座、活動、法會不收費

，如何使人有機會參與？收取費用並沒有過失，如果在他們清淨的觀點下，大不了沒有功德，

只是一種公平交易而已！

　　佛書送贈，錢從何來？一般為了省力，找一位功德主捐贈了事，或是到處張羅，找眾多不

同對象集腋成裘，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但形式上與販賣經書沒有多大分別。從另一種角度看

，是將經書購回來，再分送出去。至於經書內容如何，接收的對象程度夠不夠，是否有興趣？

對得來容易，免費收取的經書，仍有適當的尊重否？甚至會否閱讀？完全不知道，亦不在乎。

這樣，倒不如購買經書，付出少量金錢，卻關注書的內容，書的設計，自己是否有需要擁有，

來得實際及恰當。

　　很多高僧大德皆不反對販賣經書，只要不是暴利。可知道要做到有暴利絕不容易，就是合

理的報酬，亦往往無法得到哩！很多高僧大德的著作，皆是通過販賣流通，亦証明他們是暗許

販賣流通。

　　古往今來的高僧大德，在行踐菩薩道時，皆無法兼顧到清淨梵行，為了利益眾生，他們不

惜做些表面不太清淨之事，或是表面不太合理之事，可是內裏卻能利益眾生。

　　流通經書，最理想的做法，是挑選一些適合對象的書本，送贈他們，然後稍加講解，提出

精要處，待他們閱讀完畢，再給他們來一個複習，指導他們循序漸進的修行方式。如果無法做

到的話，只有退而求其次。「販賣」流通，只要能令眾生獲利，區區一點書款，何必介懷呢，

快快消除這情意結，專注於佛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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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修行，必定有一個型像，盤起雙腿，眼

觀鼻，鼻觀心，最好是雙盤，然後嚴肅地坐在墊

上。這就是修行，不吃人間煙火，不管外面行雷

閃電，不理眾生哀號，因那些皆是幻覺。

　　固然那是修行，修習定境。可是，亦有說日

常生活是修行，擔柴挑水，吃飯睡覺，無不是修

行！這些日常生活，如何會是修行？一般人每天

皆如此過活，為何他們不算修行？為何他們不能

日久功深，竟剛剛相反，煩惱不斷增加？

　　如果打坐才算修行，其他活動皆不算修行，

未免有點可惜，能打坐二三小時已不錯，但一天

內其他時間不算修行，未免虛度光陰，若能二十

四小時皆是修行該多好，多棒！

　　能專心打坐二三小時，深度修行固然很好，

亦是需要的。可是有些人如此長期修行後，在日

常生活中遇到逆緣，竟控制不住瞋心，爆發出來

，不但不能駕馭心識，亦失儀態。可見沒有生活

的測試，歷煉的修行，亦不穩固。

　　那麽，修行該具備什麽特質，才能符合標準呢？

　　１･日常生活如何是修行？從解脫道觀點，

修行該符合戒定慧。因此，日常生活該符合戒定

慧。如果好逸惡勞，心心不憤，諸般計較，擔柴

挑水可以充滿煩惱。如果盡忠職守，制心一處，

不起分別，擔柴挑水，已有戒定慧。

　　２･從大乘觀點，修行應從福慧兩方面去修

。修福，能夠減少違緣、障礙，可專志於定慧，

如何是修行  寂慧

           

      

亦可利他，福德有助產生智慧，從修福中，智

慧亦隨之而來，文殊菩薩曾指導宗喀巴大師多

修福德，自能體悟空性。福慧是成佛的條件，

故佛稱兩足尊。福慧是一體的兩面，不能偏頗

，只求福，沒有慧，助長貪瞋痴；只求慧，沒

有福，容易陷於自了，疏離，最理想是福慧共

修。可是，當發覺有所偏重時，該設法平衡，

精進向道。

　　六度波羅蜜已具足福慧，前五度：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是修福，後第六度智

慧是修慧。要成佛，修六度，福慧兩足尊。

　　３･有服務他人之心便是布施，不起惡念便

是持戒，不在意生活艱苦便是忍辱，努力生活

便是精進，專心生活便是禪定，體驗無常無我

便是智慧。

　　那麽，禪坐，拜懺，誦經等是否修行呢？

當然，那是修行的一種，那是專精的修行，加

行的修行。當功力足夠時，日常的生活，日常

的修行當更能產生效果，常時在定中。

　　修行有很多方式，最重要是能夠符合兩點

：１･利他。２･體驗空性。亦即是菩提心。如

果不能利他，修行再高也只是個人事，於世何

益？如果不能體驗空性，不但不能利他，還會

「同流合污」。因此修行應深入人間，和而不

同。而彌勒菩薩的「不修禪定，不斷煩惱」更

值得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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