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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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