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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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各習禮讓  提舍

 

　　現今社會的怪現象是男不男，女不女。男，沒有豪情壯志，怯弱被動；女，剛烈、粗暴，

欠缺柔和。但不管男女，皆不肯吃虧，諸多計較，為了少許利益，可以不管儀態，甚至潑婦罵

街。社會充滿怨懟，甚至仇恨。可是，當遇到弱勢羣，必不忍，施以援手，例如公共車輛上讓

座與老弱，殘障人士等，香港人出名有愛心，不忍，是一種「率性」的表現，僅憑表面或感官

去判斷。因此，別具用心之士喜利用港人這方面的弱點，去成就他們的圖謀。

　　在不肯吃虧，怨懟，仇恨的剛烈社會現象下，有必要予以糾正。開始應由「人各習禮讓」

，中國優良的儒家傳統恢復，重拾社會秩序。或有反禮教，反傳統之士反對，認為那是迂腐、

退步的倒退。可是太陽之下無新事，不同時代的怪現象需不同的對治法，只需有所改良，精益

求精，不難做出效果。

　　禮居六藝之首，何其重要。禮是人與人的潤滑劑，應該用心鑽研。現代社會陷於功利已久

，如何能產生融和的氣氛？要減少社會撕裂，社會矛盾，對抗，應先從禮開始。當回歸謙讓、

和悅、尊重、共融、溫文，安全感自會產生，衝突減少，建設才不會遭破壞。以他人為先，以

無我為本，這是禮讓的精神。禮是尊重他人而發出的行為，在個人應對上，在團體中表現出克

己；讓是利他的行為，藉著利他而減少敵對，再攜手合作，以群體力量去改造社會。

　　如何習禮讓？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環境，當有不同的禮儀讓大家去遵守，例如坐交通工

具，讓位長者、小孩；坐昇降機面對機門，不要不禮貌地對著他人；不要站在他人身旁觀看他

人用餐；在公共場合不要拉開嗓子交談，遇到各種延誤要有耐性等候，不要責罵、埋怨工作人

員，更要鼓勵他們積極面對困難。當然上班工作面對的禮儀更多。

　　中國是禮義之邦，這優良傳統應該繼續。反傳統，反禮教應反那些迂腐、形式、矯往過正

的禮教，不是反尊重，反謙讓的禮教。佛教戒律，威儀，有很多禮讓的原則、技巧、不同環境

的應對、堅持、遵守等精神，有明確，仔細的原則讓人去研究，參考，應用。古代祖師的叢林

清規，更指導在不同團體中的規儀，在自利利他中，不離戒律精神，共成佛道。可以說，佛教

的戒律是習禮讓的最好指導，如果人人研習禮讓，研習戒律，何患社會不安寧，世界不

「大同」！

設有身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

                        ――維摩經問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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