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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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現狀分析  提舍

 

　　香港政治現狀，必須追溯至殖民時期的統治。殖民地初期，國家積弱，割地求和，人民自

知主子易手，為了生存，只好逆來順受，在艱苦中掙扎，養成了沉默啞忍的性格；好的方面是

少了風浪，不好的方面是縱容惡法。這種沉默性格使統治者及反對派容易誤判形勢，作出錯誤

的決定。

　　英國退出香港時，已佈下動亂的地雷，待時機成熟時，產生極大的破壞力，需要極長時間

的恢復，這從各個殖民地的歷史可見一斑。同樣，香港亦深受其害，統治者在回歸初期沒有意

識到要掃雷，在敵對者精心部署下，吃盡苦頭，幸吉人天相，多次有驚無險；但要短期內扭轉

逆勢，亦似乎辦不到。

　　香港政治現狀分二大陣營，一是當權的建制派，二是反對的泛民派。當權派只求做好管治

，不思進取，不願冒險；反對派則利用此弱點，不斷進行攻擊，凡事必反，務求破壞。且利用

仇共心態，製造中港對立，在民怨及前朝的佈陣下，取得一定的成功。雙方面皆認識到，成功

取決於沉默的大多數，可是大多數的取態卻難以捉摸。這大多數其實很軟弱，但卻很現實，只

要讓他們安居樂業，生活舒適，便站向那方面，其他以外，包括大義，卻不很在乎。這很容易

可以看出，勝負的關鍵點在民生有沒有做好，民生做得好，建制派便取勝，民生做得差，泛民

派便取勝。因此，泛民定阻撓有利民生的一切措施。勝負的程度，與民生成正比。

　　在這拉据對立多年後，泛民派最後沉不住氣，爆發一次總攻擊――佔中，這來得突然，使

當權者措手不及，錯判形勢，進退失據，唯有來一招忍辱負重，甘於處處站於下風，藉此喚起

沈默大多數的支持。在這佔中事件中，泛民派露了底，多年的部署，背後的陰謀，隱藏的敵人

全露了底，當權者清楚對面的敵人，日後較易應付。相反，泛民分裂為兩大陣營，一是傳統的

實力派，二是激進的實幹派。後者早已按捺不住，不願服膺於傳統派下，作出激烈的行為，且

使傳統派跟著他們的步伐。兩派各自為政，力量當然大減，激進派抬頭，以一股怒氣，衝動行

事，必然四處碰壁，更不理會一般民眾的反應，任意妄為，開罪別人也不自知，忘記了他們的

存在，關鍵點是民眾的支持，竟狂妄自大地激起民憤，失去皇牌，失敗指日可待。而當權者的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雜寶藏經》）　

                        



2

  

權力更不能忽視，畢竟權力，資源在統治者一面，隨時可以產生極大的力量。只要強化管治，

好好利用自身的優勢，以強大的經濟力量改善民生，敵人自能不攻自破，可以說方法簡單容易

。在兩陣對壘中，當權者表現忍耐，冷靜，這是成功必需的因素，可惜在宣傳方面卻極薄弱，

常被抹黑，詆毀。這可以理解，當權者忙於事務，只能站在守勢方面，敵對者站在攻擊立場，

可以專心挑不是，應對的辦法很簡單，只要成立一個對抗小組，專責對抗、宣傳便可。

　　泛民派失去耐性，誤以為拉攏激進派，便可反敗為勝，沒想到激進派只是愚勇，有勇無謀

，難於駕馭，只顧個人，難於共謀成事。兩陣對壘，勢均力敵，呈膠著狀態，耐性是致勝之道

；如果要求速戰速決，或是在短時間內做出成果，只會欲速不達，更是失敗的原因。因此，從

雙方形勢判斷，勝負已見。

　　那麽，在此情勢下，各方面應如何應對呢？當政者什麽也不需做，只需勵精圖治，大力改

善民生，加強公務員的服務態度，其他問題自會迎刃而解。民主派要回歸初心，為民不是為了

主，適當地，有建設性地監察政府，而不是凡事對抗、破壞，害民只會失去民心，失去賴以生

存的條件。民眾對政治該多關心，甚至參與，否則只會被人利用，或是宰割，首當其衝吃苦，

鷸蚌相爭，魚翁得利的檢便宜心態最要不得。如果個人沒有能力參與，該組織起來參與。

　　在不滿政府施政，不恥大陸的強權，亦不認同泛民的濫用偉大呼籲，行其卑劣手段，民眾

實無所適從，歸順。在此情勢下，第三、第四股勢力該迎運而生，真真正正為天下立命。這是

歷史上的大好時機，掌握機遇，此其時矣！佛教界在自身的本懷及外境的悲喚下，應挺身而出

，責無旁貸，光搖頭嘆息，只說些虛無飄渺，無助現實環境的說話，最叫人不恥。佛教徒參政

，議政是社會責任中重要的一步，影響大而深遠，且是奉行菩薩道最好的機會，肩負眾生亦即

肩負如來，此其時矣！

　　不到你不服，在看到有些頑固不堪，誓不低頭，誓不讓步之士，如何與人頑抗到底，如何

敵對不止，竟在看到佛像後，無條件地臣服於佛座下。

　　不到你不服，在看到那些惡毒之士，害人無數，拿不出一點善心，堪稱一闡提之人，竟在

看到佛像後，無條件地臣服於佛座下。

　　不到你不服，在看到那些貪心之士，從來一毛不拔，唯利是圖，只以自己的利益出發之人

，竟在看到佛像後，無條件地臣服於佛座下。

　　佛像不曾吐一言，不曾稍微動，已能令無數人臣服。乃至不曾出現，沒有佛像，亦能令人

折服。

　　當看到離世二千多年的佛陀，以其舍利中的一夥，便能號召過百萬人齊來之壯觀，亦不能

不令我臣服於佛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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