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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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二十週年  提舍

 

　　不經不覺回歸已二十年了。說短不短，二十年的時間，佔人生的光陰不少，可以做的事非

常多，乃至翻天覆地；另一方面，說長也不長，在歷史的洪流中，只是一瞬，其間的恩怨情仇

，已算不了什麽，一切將成過去，成為歷史，乃至自己的生命。

　　回歸，猶如改朝換代，必經歷天翻地覆的轉變，不穩定，千千萬萬人經不起轉變而隕落，

無數高風亮節的人經不起考驗而墮落。更多的人看到現實的峰起雲湧，個人的無能為力，無助

，不單是各個派系的湧現，個人的力量薄弱，更見到業力的不可扭轉。

　　香港是一個福地，有具足福報的環境供人享用。然而，必須有智慧，才能安享及恆久。換

句話說，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進步城市，在衣、食、住、行，乃至精神方面，都有完善的設施

，使人安居樂業，但這些背後，必有重大的成本去支撐，要享用這些成果，必須努力工作、或

是費心籌謀、或是出賣尊嚴、或是拒絕引誘、或是淡泊自活。生活艱難、壓力，是福地的代價

，要拿出智慧去平衡，處變。福地的背後，原來譎變莫測，亦需智慧去解碼、抉擇。縱使偶而

成功，腰纏萬貫，亦須智慧去保持，稍一不慎，也許會一夜間變成一無所有。福德與智慧，在

這個地方，可以有很好的體會。可惜，人們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險中不知險。

　　回歸前，各人皆感到巨變的來臨，當時最擔心的是大陸對香港的控制，是否真的一國兩制

，是否不會用大陸那一套？坦白說，當時沒有人不擔心，沒有人有信心，這些從移民數字可清

晰看到，沒想到竟安然度過，沒想到竟有如此大的自由度，沒想到生活的被干擾近乎零，但更

沒想到被搞砸的竟是自己香港人。回歸的預測社會會動盪，謀生艱難，沒想到竟風平浪靜，近

乎全民就業，福利基本可以，反是寄以厚望來支撐的商家卻叫苦連天，中小企業更苦不堪言。

政府一如既往，冷漠無能，官僚，推卸，自私，唯利是圖。貧富拉距不斷擴大，部份人民不聊

生，地價狂升，政府趁火打劫，徵高稅款，卻將責任推向地產商及投資者。除官商勾結外，政

府更將利少，煩惱多的工作外判給商人。對任何施政，只用懲罰性的措施，完全缺乏鼓勵性，

奬賞性的措施，遇到強大的阻力或不順暢便畏縮不前，總括而言，是欺善怕惡。一部份人勾結

外國勢力，進行破壞；竟有一部份人看不出背後的陰謀，盲從附和。癥結之處在政府施政失當

知恩之人，所得功德，說不可盡。

不知恩者，所得過患，亦復無量。

　　　  （《菩薩本緣經･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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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卻民心，破壞者乘勢發動，一呼百應。幸而香港是福地，往往柳暗花明，起死回生。可是

，我們能單靠運氣嗎？大陸已明言，香港人再搞不好，只有由他們來收拾。回歸前，我們曾認

為沒有英國人統治，仍可做得到，香港人才足夠，香港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只要沒有任何干

擾，香港仍然會是最好，香港人仍然是最強。如此自負的結果，當然窒礙不前，自吃苦果。沒

想到香港的自立，竟只靠運氣及大陸背後的支撐。

　　大陸對文化、言論的壓制，由來已久，源於對民主、群眾的恐懼，不能說這些恐懼是無中

生有，但也不能說這些恐懼不是過火。中港關係，早在回歸前已對立，先是中國極度貧窮，政

府不去重視，香港源於血緣及地緣加以賑濟，大陸在文化及意識型態上收緊，香港則將文化及

國外事物引進大陸；顯而易見，那是文化上的對立，雙方均要改變及壓倒對方。由於香港是施

主及大陸政府的腐敗，香港很瞧不起大陸，及回歸後，大陸奮發自強，短短十數年間，已超越

香港，並倒過來賑濟香港，瞧不起香港；而香港的領導者，每況愈下，跟大陸的形勢，各走極

端。中港矛盾，由於嫉妒、利益，情意結自然產生。中國已有很大的開放，中港的敵對，再不

是意識型態上，及從文化上去壓倒對方，而是走向共融，調和，這很難說是那一方成功壓倒對

方，只是這二十年的變化，發展迅速，非二十年前能預測。

　　二十年的歲月中，不但看到香港逐漸老化，且看到被寵壞，每個人皆不滿，埋怨，無所事

事（勉為其難地工作，無所成事），甚至顛倒黑白，是非不分。香港人變得愈來愈自私、小氣

、短視、乏善可陳。

　　那麼，香港是否沒有希望呢？源於過往積下的善業，香港仍是福大命大，仍是充滿機會，

只看如何掌握。那麼，香港該怎麽走呢？首先，別回望過去。二十年過去，與二十年前相比，

香港已面目全非，英國殖民地的影子，早已洗刷乾淨。未來的變化恐怕也會相當大，難測難料

，很多人已抵受不住壓力，出現精神問題。目前有三大隱憂困擾著人們：一、樓價高企，已非

常人能負擔，但花無百日紅，如此狂升，是會帶來災難性後果。二、全民就業，本來是好事，

無奈各行各業人手不足，不能提供應有的服務，負責任的工作人員，承受很大壓力，如果長久

不能解決，將造成崩潰。三、全球的恐怖襲擊及軍事對抗，因涉及複雜的人事關係，難測難料

，非個人或世上任何一國能左右。第一、二項是政府的責任，理應儘快解決，別讓問題弄至一

發不可收拾，第三項只能祈求三寶護持，國泰民安。

　　未來香港應何去何從？１･要心平氣和。衝動敗事有餘，且容易被人利用，陷於不義。２･

發正義之聲。現今除了埋怨之聲外，便是顛倒黑白，似是而非，厚顏無恥之聲，正義之聲極缺

乏。３･把握機遇。雖在困難時期，仍然有很多機會。４･各司其職，各守本份。在困難混亂中

，能謹守崗位，是何等重要及正義。５･忍讓謙卑。社會上儘是鬥爭，對抗，人際關係惡劣，只

會帶來各種傷害。６･明辨是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親近善士，是非明了。

　　從因果立場，社會問題，亦如個人問題，如是因，如是果，種善因，得善果，要改變個人

、社會，乃至世界，必須不斷行善，不斷種善因，才能有所改變，而最大的善因，最有效的方

法，莫如弘揚佛法，此乃古往今來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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