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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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熱潮  提舍

 

　　上世紀回歸前，香港人一般皆是政治冷感，不但對國家大事不關心，就是社區事務亦不聞

不問，凡事逆來順受，只管牛一般地工作，勤力地要擺脫貧窮，幾經艱難累積了一點財富，卻

被外國的財閥到來，掠去大部份金錢，如是一段長時間後，當元氣恢復，再度累積了一點財富

，另一個金融風暴到來，再掠奪大筆財富離去。這可以理解，香港是一個殖民地，統治者是外

國人，當然不會留情，亦不會為當地人設想，罔談政治只會徒勞無功，政治冷感是必然的。辛

苦累積的財富被多番掠奪，政府也不會在乎，更有可能為其祖國的利益縱容欺壓，直至回歸後

，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人民，當然關心，成立金融管理局，對抗財閥的侵略，保

護民眾的財富，只嫌教育不足，人民對經濟不瞭解，常陷於風險中。政治上，開放給人民論政

，有限度的參與，如晉身立法會等，政府官員、公務員等不可躲藏在背後躲懶，而要面對人民

的批評，監察，質詢。可以說，民主步伐已不錯，也許有人仍嫌不夠；可是，在外國勢力背後

暗中破壞下，能開放民主嗎？這只會做成崩潰，民主步伐的放緩，是打著民主旗幟的人在破壞

做成。如六四民主運動，在香港二十多年來皆是正面及堅持的，可是在「佔中」後，人們開始

質疑當年學生運動是否像今天「佔中」的學生般非理性、不管民間疾苦，挾正義而令天下，狂

妄，不留餘地，勾結外國勢力。也許當年是正義之舉，卻被佔中破壞了，從此六四人數急降，

香港六四的特色殆盡，可惜可悲。

　　政治開放，自然鼓勵了人民論政，繼而熱衷政治，於是，可見到酒樓茶室，公園，交通工

具上，人們談論著政治；雖然大部份偏於一隅，或是意氣之爭，畢竟鼓勵了人們關心眾人之事

。在資訊發達下，政治意識成熟，假以時日，人們會好好利用手中的一票去改變現狀，或是參

與政治。總的來說，將步向進步，社會在大眾的監察及關心下，定會向好。　　

    可是，政治是複雜的事，由於牽涉名利，必然引來各方的爭奪，明鎗暗箭，置身其中，不

但有高風險，甚至自己被同化，墮落而不自知，陷於萬劫不復的地步。儘管如此，政治帶來名

利的吸引力畢竟極為吸引，各方「英雄」如法律界、工商界、名人等，紛紛改投其下。一時政

治變得有點沸騰，人們看到其巨大利益，先欲投身立法會議員，希望得到高薪厚職，繼而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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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區議會，除得到不錯的薪酬外，亦是仕途及前途的重要踏腳石；在激烈的爭奪後，僧多粥少

，「英雄」轉而投身互委會，藉此參與社區事務，進而投身區議會，立法會等。互委會雖然沒

有即時的利益，但操控互委會後，便可運用權力去謀取私利，如圍標等。一時間，這些昔日無

人問津的職位，變得炙手可熱。世界輪流轉，人生起伏原來是自然現象，如何看待，如何勘破

當有所啟示吧！

    這裏無意批評參政之路，亦不會不鼓勵人們參政，只是強調參政應有崇高目標，凡事皆由

正途去走，才能持久及具意義，否則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在名利場中，是高風險的考驗，尤

其利誘，實容易使人身敗名裂。因此應常保持冷靜，反省，控制情緒，更要常常提醒自己，莫

忘初心。受挫時，告訴自己，這是修行之路，必有挫折，亦是自我提昇的機遇；意氣風發時，

更要告訴自己，這些皆是過眼雲煙，起跌是平常事，亦是快速事；在佛教的立場，政治是眾人

之事，是快速有效的菩薩道，亦是菩提心的修煉。

    政治是如此吸引，卻是那麼高風險，佛教裏當然有不同的主張，有認為要深入其中，要入

世；有認為要保持清淨，徹底遠離；有認為要論政卻不干政等不同的主張。這些主張，各有其

優劣。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事，自有不同的應對，難以一概而論，要做得圓滿

，端看個人的靈活性，方便性。佛教經典對政治的討論不多，這是由於佛教站在修道者的立場

及當時印度流行沙門的風氣。可是，佛教對參政者有嚴格的要求，必須受菩薩戒，時時以出世

精神警惕及反省自己，不忘初心，《南傳彌蘭王問經》是僅有的其中論政經典，可作參政者之

圭臬。

　　人的一生轉瞬過去，大部份人除了睡覺、吃喝、工作外，乏善可陳。亦可說，多數人因循

而活，不經不覺而去。每一個人，皆希望一生中留有一本傳記，對自己「歌功頌德」，如能有

人為寫兩本、三本，乃至十本傳記，那多好。如果沒有人寫，索性寫一本自傳吧！再不然，能

在其他書本中提起自己，廖廖數行也好。

　　可是，我們俱不見經傳，縱有傳記，亦無人讀，無人有興趣讀，或是讀不下去。縱有傳記

，轉瞬消失在書海中，消失在歷史中，可曾見千千萬萬人中，留有多少傳記？能留傳多久？

　　去幫助每一個眾生，自有眾生銘記，自有眾生為寫傳記。或不能載於筆墨，亦永留心中。

　　最宜為自己寫一本自傳，從初發心為眾生，成就何等功德，然後按自傳實踐下去。當離去

的一天，交出自傳，實至名歸地流傳下去。

傳記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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